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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市镇》

内容概要

现今旅游者们所看的江南市镇，恬淡宁静，殊不知，它们过去是充满活力的工商业中心，引领时代潮
流，带动历史变革。它们不仅需要您的瞩目，更需要人们对历史的尊重。

　　本书在文献考证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取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论述方式，对明清至民
国时期经济最活跃的江南地区，即长江三角洲的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四十多个典型市镇，进行
全方位研究和学术前沿课题探讨。书中不仅系统展现江南市镇的分布格局、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和社
会风尚，而且对这些市镇曾经引领时代潮流、带动传统社会变革的深刻原因作出了独到的解析。书中
还提供了这样的信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南浔、周庄、同里、乌镇、西塘、角直、七宝、朱家角等
江南古镇，现今在备受瞩目的同时更需要人们对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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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树志，1937年生于浙江湖州。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成员。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
关系史、江南地区史。代表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
（1990年）、《万历传》（l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晚明史》
（2003年）、《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年）。其中，《晚明史》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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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 论
一、 全球化贸易与江南市镇
二、 江南市镇的乡村工业化――“早期工业化”
三、 江南市镇社会的内部变革
1. 雇佣工人群体与劳动力市场的出现
2. 市镇人口结构的变化――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3. 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奢侈风尚
四、江南市镇的外部变革――对上海周边农村土地关系的透析
1. 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趋势
2. “一田二主”: 田面权与田底权的分离
3. 地租形态与地租率的变革

上编 江南市镇的宏观分析

第一章 集市――市镇兴起的历史轨迹
一、 集市类型与集期分析
1. 集市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2. 集市的类型分析
3. 定期集市的集期分析
二、施坚雅的四川集市研究及其影响
三、 山根幸夫的华北集市研究

第二章 江南市镇的分布、结构与网络
一、 江南经济的高度成长
二、 明代江南市镇的发展与分布
1. 苏州府的市镇
2. 松江府的市镇
3. 杭州府的市镇
4. 嘉兴府的市镇
5. 湖州府的市镇
三、 清代江南市镇的继续发展
1. 苏州府的市镇
2. 松江府的市镇
3. 苏、松二府市镇的数量分析
四、 江南市镇的“四栅”与“乡脚”
1. 江南市镇的“城郭”: 陆栅与水栅
2. 江南市镇的市场圈―――“乡脚”
3. 罗店镇的乡脚特例
五、 江南市镇的规模与结构
1. 江南市镇的人口规模与结构
2. 江南市镇的地理规模与结构
六、 江南市镇的网络化与专业化分布格局
1. 江南市镇的网络化分布
2. 市镇的专业化分布格局

第三章 蚕桑丝织业与丝绸业市镇
一、 农家的蚕桑丝织经营及其市场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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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湖流域的农家蚕桑经营
2. 蚕桑丝织工艺的精益求精
3. 农家蚕桑丝织经营的市场化趋势
二、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及其特色
1. 丝业市镇
2. 绸业市镇
三、 丝绸业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
1. 牙行:“聚四方商旅”
2. 客商:“坐贾持衡，行商 至”
3. 机坊:“雇人织挽”
四、 丝绸的出口贸易与丝绸业市镇的盛衰
1. 全球化贸易与“丝―银”对流
2. 湖丝的外销与湖丝的全盛时期
3.世界经济危机与湖丝业的衰退――刘大钧、周德华的调查与分析
五、从档案资料看丝绸业市镇的市场机制――盛泽镇的个案分析
1. 机户、绸行、绸领投与市场
2. 丝绸供销与金融业
3. 工商各业与会馆、公所、公会
4. 茶馆业、航船业的市场角色

第四章 棉纺织业与棉布业市镇
一、棉花的引进与推广――兼论黄道婆与乌泥泾镇
二、 农家棉作经营及其商品化趋势
1. 棉纺织技术的革新与农村棉纺织业的兴旺
2. 农家经营的商品化、市场化
3. 棉业经营与棉业市场一瞥
三、 棉布业市镇的分布状况及其特色
1. 棉花业市镇
2. 棉布业市镇
四、 棉布业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经营方式
1. 农家:“土人专业纺织”
2. 客商:“操重资而来市”
3. 牙行:“市中贸易，必经牙行”
4. 脚行:“私分地界，把持勒索”
五、 棉布的品牌与商标意识
六、 棉布市场与棉布出口
1. 棉布加工业与棉布市场
2. 水陆路程与棉布市场
3. 棉布出口――“土布出洋”一瞥
七、 洋纱洋布盛行与棉布业市镇的衰微

第五章 粮食业市镇与米市
一、 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
二、以苏州为中心的米市――枫桥市与平望镇
1. 枫桥米市
2. 平望米市
三、以杭州为中心的米市――长安镇、硖石镇与湖墅镇
1. 长安米市
2. 硖石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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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湖墅米市
四、余论――如何看待长江三角洲地区粮食自给率的提升

第六章 江南市镇文化面面观
一、 大传统: 人文蔚起，科第兴旺
二、 小传统: 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
1. 茅盾、费孝通的实地考察
2.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
3. 黎里、平望等镇的迎神赛会
4. 民间信仰的市井色彩、商业色彩
三、 奢侈风尚与经济的高度成长
1. 社会风尚的由俭入奢
2. 奢侈风尚的典型分析
3. 如何看待江南市镇的奢侈风尚
四、 茶馆文化及其他
1. 星罗棋布的茶馆
2. 茶馆的信息与交易功能
3. 茶馆的娱乐功能
4. 茶馆与赌博
五、 水乡风情: 小桥流水人家
1. 园林别墅
2. 桥梁: 市镇的灵魂
3. 关于桥梁的分析
4. 古迹与人文气息

下编 走进江南市镇: 名镇的微观分析
第七章 苏州府（上）
一、 盛泽镇
1. 由村到市，由市到镇
2. 商贾辐辏的大镇
3. 丝绸业中心
4. 持续繁荣，长盛不衰
二、 震泽镇
1. 由村市到镇区
2. 丝业中心
三、 平望镇
1. 由平望驿到平望镇
2. 米业中心“小枫桥”
3. 各业兴旺的大镇
四、 同里镇
1. 同川―富土―同里
2. 工商荟萃之地
3. 科第不绝，儒风不衰
五、 黎里镇
1. 黎川―黎花里―蠡里―黎里
2. 商业繁华，风俗醇美
3. 民国时期的黎里镇
4. 人杰地灵的文化中心
六、 周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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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贞丰里到周庄镇
2. 农工商各业兴旺
3. 周庄镇与沈万三
4. “江南第一水乡”
七、 直镇
1. 甫里―六直― 直
2. 街巷与桥梁
3. “科名相继，吟咏成风”
4. 园林与保圣寺

第八章 苏州府（下）
一、 南翔镇
1. 白鹤南翔寺与南翔镇
2. 十字港与街巷
3. 棉布业中心
4. 文人雅士荟萃之地
二、 安亭镇
1. 半属嘉定半属昆山的大镇
2. 发达的棉纺织业
三、 真如镇
1. 从真如寺到真如镇
2. 里至与街市布局
3. 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四、 罗店镇
1. “金罗店”的乡脚与人口
2. 河流、桥梁、街道
3. 棉布业与其他各业
4. 商业繁华所带来的市镇习俗
5. 粥厂、厂董与善堂
6. 战火的浩劫

第九章 松江府
一、 朱家角镇
1. 由朱家村到朱家角镇
2. 人口结构分析
3. 水陆交通
4. 棉布贸易与其他工商业
5. 粮食贸易与米行、油坊
6. 地灵而人杰
二、 枫泾镇
1. 从白牛市、白牛镇到枫泾镇
2. 界至、街巷、园林、第宅
3. 棉纺织业与棉布贸易
4. 粮食业与其他工商业
5. 公益建置与节庆风俗

第十章 湖州府
一、 双林镇
1. 关于“双林”的两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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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口及桥梁、街道
3. 经济支柱――蚕桑丝织业
4. 工商各业
5. 教育文化事业
二、 菱湖镇
1. 菱湖的兴盛与沿革
2. 水乡泽国的“水市”
3. 街市格局一瞥
4. “弦诵之声不绝”
三、 南浔镇
1. 建镇于南宋
2. “南浔城”及巨镇规模
3. 以十字港为中心的闹市
4. 市镇网络与市场机制
5. 蚕桑经营与湖丝贸易
6. “四象，八牛，七十二只狗”
7. 浓郁的人文色彩

第十一章 嘉兴府与杭州府
一、 乌青镇
1. 乌镇与青镇
2. “宛然府城气象”
3. 工商各业与经济活力
4. 四栅与水陆交通
5. 产业支柱――蚕丝业
6. “文人日起，甲于一邑”
二、 濮院镇
1. 御儿市―永乐市―濮院镇
2. 河道四通，街巷密布
3. 绸行、丝行、桑叶行
4. 丝织业与濮绸
5. 士风不振与经济衰落
三、 塘栖镇
1. 塘栖镇的兴起与镇名由来
2. 塘栖镇的繁荣景象
3. “声妓园林号称极盛”
4. 清代塘栖镇的发展
5. 塘栖镇的经济活力

参考论著
后 记
表 目
表1 1930年代无锡20个村农家土地占有状况
表2 1920年代上海地区各县土地占有状况
表3 1950年土改前嘉定县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
表4 1950年土改前嘉定县娄塘镇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
表5 1950年土改前松江县新农乡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
表6 1950年土改前南汇、川沙、青浦县地主土地占有状况
表7 1950年土改前南汇、川沙、上海县各阶层土地占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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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清末至民国间华北各地集市开市日期统计
表9 清末至民国间华北各地集市开市频率统计
表10 明清至民国时期山东集市统计
表11 明清至民国时期河北集市统计
表12 19世纪英、日、中城市人口比较
表13 1920年代河北定县集市分布状况
表14 明中叶以来苏州府市镇数量增长统计
表15 明中叶以来松江府市镇数量增长统计
表16 1814年朱家角镇镇区户口统计
表17 1910年、1916年宝山县各市镇户口统计
表18 1933年吴兴县户口统计
表19 1933年吴兴县各市镇户口统计
表20 1938年嘉定县各市镇户口统计
表21 1938年嘉定县户口职业统计
表22 明末清初《沈氏农书》反映的农业经营
表23 1699―1792年湖丝出口价格
表24 太平天国时期南浔镇湖丝出口统计
表25 太平天国时期上海出口湖丝统计
表26 1860―1879年上海出口湖丝统计
表27 1930年代初湖州各市镇种稻与蚕桑收入比较
表28 1946年吴江县盛泽镇商业一览
表29 1946年吴江县盛泽镇同业公会一览
表30 1946年吴江县盛泽镇茶馆营业状况调查
表31 1621―1684年松江府上海县棉花价格统计
表32 1786―1833年各国商船自广州输出南京棉布数量
表33 1817―1833年各国商船自广州输出南京棉布价值
表34 1804―1829年美国商船自广州输出南京棉布数量
表35 1933年硖石碾米厂一览
表36 1930―1935年硖石米粮转运数量统计
表37 1933―1935年硖石米粮销售分析
表38 1946年吴江县盛泽镇茶馆营业状况调查
表39 1984年上海县茶馆书场营业状况调查
表40 清末民初真如镇农场情况
表41 清末民初真如镇大学生、留学生情况
表42 1910年、1916年宝山县各市镇户口比较
表43 1814年朱家角镇镇区户口统计
表44 清末民初朱家角镇航船线路
表45 清末民初朱家角镇划船线路
表46 清末朱家角镇轮船航班
表47 民国时期乌青镇轮船业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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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关于桥梁的分析　日本学者川胜守在他的近著《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第三章“长江三
角洲石造虹桥和市镇的形成”中，对江南市镇的桥梁作了细致的分析，颇有启发意义，特作简要的介
绍。首先，他从江南水乡桥梁的视角来看市镇的水路交通，重点考察了南浔镇的111座桥梁，得出的结
果是：这些桥梁大多分布在运河市河等交通干线上，特别是分布于东西南北四栅的交通线上，东栅20
座、西栅20座、南栅48座、北栅19座。他运用南浔镇万分之一地形图，以及咸丰《南浔镇志》卷首的
地图，列出南浔镇桥梁一览表，把111座桥梁的构造、位置、跨河流名、俗名、创建等信息，一一注明
。其次，他认为，通过桥梁的沟通，使市镇的空间得以扩大。为此川胜守对清修民国十七年续修《法
华乡志》、清修《七宝镇小志》、光绪《枫泾小志》、民国《重辑张堰志》、乾隆《金泽小志》、嘉
庆《珠里小志》、光绪《盘龙镇志》、宣统《蒸里志略》、民国《章练小志》、崇祯《外冈志》、乾
隆《真如里志》、民国《安亭志》、嘉庆十年修光绪十七年补《娄塘镇志》、嘉庆《石冈广福志》、
光绪《罗店镇志》等将近二十部市镇志，作了系统分析。再次，他对二十五个市镇373座桥梁作了数量
分析。373座桥梁中，建于宋代的10座，建于元代的27座，建于明初的27座，建于明中期的33座，建于
明后期的63座，建于明末的34座，建于清初的4座，建于清前期的26座，建于清中期的59座。其中，官
建与民建的比例是13：153。明后期(嘉靖至万历)以及清中期(雍正至乾隆)是桥梁建造的旺盛期，与经
济发展状况完全对应。与此相呼应，嘉靖至万历以及康熙至乾隆时期，大批木桥改建为石桥。而桥梁
的建造者大多是民众，有地方大姓，也有徽州商人与洞庭商人，而由地方上的慈善机构善堂善会等组
织出面承担具体事务。　　川胜守的结论是：第一，桥梁的建设是地域开发的一部分，是定居与文化
移植的重要一步；第二，宋代是桥梁创建的开始，元代有一定的发展，明清时代出现飞跃的发展；第
三，嘉靖至万历，康熙至乾隆是两个高潮，与这些地区生丝与丝织物生产，棉花与棉纱、棉布生产的
扩大时期是一致的；第四，桥梁建设与商品生产，尤其是与江南市镇建设是互动的①。　　莫小也的
硕士论文《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修桥义行》，独辟蹊径，抓住江南市镇水多桥多的特点，把修桥义
行这种社会活动，放在经济发展与伦理思想相结合的视角下，进行探索，对于人们了解江南市镇开辟
了新的途径，尤其使人们对经济发展新形势下的传统伦理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他指出，作为修桥的
功利来说，当然是商业贸易以及日常生活需要等因素在起作用，然而引发人们修桥的最初动机之一则
是儒家的“仁人”基本道德观。宁波商人陈守清“发愿”、“倡捐”修建的塘栖镇通济桥，还有震泽
镇朱山募建的达观桥就是典型的实例。他对修桥者的社会角色与行为动机具体分析后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乡绅士大夫是义桥修建的主要角色。如《双林镇志》记载，绅士茅瑞徵，专研根本之学，
勇于为义，包括建宗祠、置义田、助婚葬、创桥梁之事，不可胜数；绅士吴焕，力行善事，乾隆时期
改建万魁桥与化成桥，任劳任力，其好善至老不倦。　　第二，在位官吏与致仕者是修桥义行的积极
推动者。如朱泾镇修建万安桥与众安桥，都有知府知县官员捐俸倡导。双林镇的清风桥与明月桥，是
由明正统年间致仕官员捐资修建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与致仕退休官员还把修桥义行与弘扬仁义道
德的乡风民俗联系起来。　　第三，诸生与监生是修桥义行的积极支持者。他们是市镇的知识阶层，
往往以身作则，倡修桥梁。如朱泾镇的诸生庄允中，倡导镇民把原本是木梁的万安桥改建为石梁。又
如安亭镇的监生朱克昌，平生周人之急，修桥铺路，务求利益于众。《新塍镇志》记载，明清时期修
桥十三座，其中六座是监生或生员修建的。　　第四，商人是修桥义行的积极参与者。商人从市镇中
获取利益的同时，渴望得到政治地位与社会舆论的支持，因此他们表现出乐善好施的品格，愿意捐资
修建桥梁，如双林镇的蔡本谦与李君修等。　　第五，修桥义行直接带动了与桥梁有关的其他义行，
诸如义路、义亭、义渡、义浚等，对乡风民俗起了正确的引导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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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市镇》

编辑推荐

　　现今旅游者们所看的江南市镇，恬淡宁静，殊不知，它们过去是充满活力的工商业中心，引领时
代潮流，带动历史变革。它们不仅需要您的瞩目，更需要人们对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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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权当案头资料了
2、这本书值得一读，复旦百年献礼。
3、研究中国历史，视角新
4、中心议题感觉不是很明确。新观点不多。
5、本书的体力新颖，学术价值高1
6、拜入樊先生学生的门下 读读祖师爷的书
7、樊树志的书不错，材料丰富。精装本，拿在手里很有份量。
8、该书洋洋四十余万字，内容空泛；仅罗列一些观点，毫无新意大量重复赘述出版商包装出来的劣
作不值一看！
9、太厚了，太繁复了。当资料用的
10、本书作者樊树志是复旦大学的资深历史教授，本书是结合历史学和社会学对明清村镇研究的力作
。樊树志所作《国史十六讲》、《国史概要》都是当代通史的佳作。
11、装订不错，寄来的时候用纸盒子装的，很好的保护了我的书，非常感谢。
12、资料比较全，但是单目比较短。资料式读法比较适合。
13、都是对之前的总结。书中规中矩，就是行文太繁细，同一资料出现三四次得都会。。。囧
14、去掉“早期工业化”什么的会更好。
15、樊树志的经典作品。大部头，尚没有看，得做好案头准备了再啃。
16、值得购买，该看！
17、此书对研究江南市镇确有帮助。
18、给我亲戚买的，他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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