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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与周边政权的商业 贸易

王德朋

[提 要】与周边政权的商业 贾易是金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主要贸易对象包

括南宋
、

西夏
、

高丽等周边政权以及回鹤
、

阻 卜等周边部族
。

贾易方式 以公开的榷场贾易

和隐蔽的走私贫易为主
。

贸易品种包括畜牧产品
、

粮食
、

盐等
。

金朝 的境外贸易有力地促

进了金与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

在金代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

[关键词 ] 金代 境外贸易 周边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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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的统治范围大部分在北方
,

受北方地

理
、

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
,

许多商品需要从

境外获得
,

同时
,

金朝境内的一些商品在南方

也有需求
,

于是
,

`

在调剂余缺
、

互为补充的情

况下
,

金朝与周边政权的贸易逐渐发展起来
。

一
、

金朝境外贸易的主要对象

(一 ) 金宋贸易

据 《三朝北盟会编 》 记载
,

金宋贸易大约

起源于北宋建隆年间
。 “

建隆以来
,

熟女真由苏

州泛海
,

至登州卖马
,

故道犹存
” , ① 后来该条

商路为高丽所阻
,

女真与北宋之间的马匹贸易

遂告中断
。

公元 1 1 1 5 年女真首领阿骨打反辽称

帝后
,

北宋君臣企图联合女真人共同灭辽
,

以

收回燕云地区
,

因此
,

命登州守臣王师中以买

马为名
,

募人泛海为使
,

探听女真人的实际情

况
,

女真与北宋进行马匹贸易的商路演变为金

宋之间沟通联络的一个渠道
。

宣和二年 (公元

1 120 年 ) 春
,

北宋遣赵 良嗣奉使人金
,

与阿骨

打商议灭辽之事
,

提出
“

事定之后
,

当于榆关

之东置榷场
” , ② 由此达成了金宋贸易的最初

意向
。

《二 ) 金夏贸易

西夏是由党项拓跋部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
,

辽朝统治时期
,

西夏采取与辽结盟的政策
,

累

世往来不绝
。

女真反辽战争初期
,

西夏站在辽

朝的立场
,

派大将李 良辅率兵三万助辽抗金
,

结果在天德军境内被金将斡鲁
、

娄室重创
,

此

役之后
,

西夏逐渐认识到辽朝的败亡已不可避

免
,

遂改变了对辽策略
。

天会二年 (公元 1 1 2 4

年 )
,

西夏上誓表于金
,

表示
“

自今已后
,

凡于

岁时朝贺
、

贡表进章
、

使人往复等事
,

一切永

依臣事辽国旧例
” , ③ 这为金夏贸易提供了政治

基础
。

熙宗皇统元年 (公元 1 1 4 1 年 )
,

西夏
“

请置榷场
,

许之
” , ④ 金夏之间的贸易往来由此

拉开序幕
。

(三 ) 金与高丽的贸易

高丽位于
“

鸭绿江以东
,

易懒路以南
,

东

南皆至于海
” , ⑤ 是金朝的重要邻国

。

辽朝时期

高丽与契丹就有经贸往来
,

高丽显宗二年 (公

元 1 0 1 1 年 )
,

因宋
、

契丹
、

女真
、

南蛮诸商往

②

③

④

⑤

《三朝北盟会编 》 卷 3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7年版 (以下引

用该书
,

版本相同 )
。

《三朝北盟会编》 卷 4
,

引赵良用 《燕云奉使录》
。

《金史 》 卷 1 34 《西夏传》
。

中华书局 1 9 7 5年版 (以下引用

该书
,

版本相同 )
。

《金史 》 卷 1 34 《西夏传 》
.

《金史 》 卷 1 3 5 《高丽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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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络绎
, “

遂置迎宾
、

会仙二馆以待诸国使者
” ,

文宗九年 (公元 10 5 5 年 )
,

因
“

宋商及 日本
、

耽罗
、

契丹
、

黑水诸国商人往来贸易
,

珍宝充

初
” ,

又
“

筑娱宾
、

迎宾
、

清河
、

朝宗等馆
,

分

宴诸国人
” ,

这些机构一方面是接待诸商的馆

舍
,

另一方面可能兼及贸易
,

文宗十六年 (公

元 10 6 2年 )
,

高丽国又专门
“

设辽国买卖院于

宜义军南
” 。
① 可见高丽与辽朝的贸易已发展到

了相当规模
。

辽被金灭后
, “

高丽以事辽旧礼称

臣于金
” , ② 金与高丽之间随之建立起了贸易关

系
,

兴定二年 (公元 121 8 年 ) 宣宗诏令辽东行

省夹谷必兰
, “

出谕高丽贷粮
、

开市二事
” , ③ 由

此看来
,

金与高丽的贸易往来一直持续到金末
。

《四 ) 与回鹤
、

阻 卜等周边部族的贸易

金朝与一些周边部族也有比较密切的贸易

往来
,

回鹤是其中之一
。

居住在西北甘
、

凉
、

瓜
、

沙等州的回鹤
“

善造镇铁刀剑
,

乌金银器
,

多为商贾于燕
” , ④ 金人破陕时

,

将北宋时期人

居秦川的回鹤迁至燕山
,

这为回鹤与金之间的

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
,

不少回鹤人往来内地
,

追逐高利
。

其中
, “

回鹤有田姓者饶于财
,

商贩

巨万
,

往来于山东
、

河北
” 。
⑤ 糙袒诸部辽时称

为阻 卜
,

契丹与之通和市
。

金朝建立后
,

与阻

卜建立 了经济往来
, “

方金人盛时
,

岁时人

贡
” , ⑥ 承安三年 (公元 1 198 年 )

“

行枢密院奏
,

斜出等告开榷场
” ,

金朝同意在辖里尼要安置并

允许自当年十一月起开始贸易
。

⑦

表示
“

置榷场去处
,

从贵朝所便
,

交易并如契

丹体例
” 。

。 由此看来
,

金宋双方都表明了赞同

设立榷场的态度
。

不过
,

设立榷场的种种设想

并未很快变成现实
,

直到熙宗皇统元年 (公元

114 1年 ) 金宋签定协议
,

划定疆界
,

金宋关系

趋于稳定以后金宋榷场才得以真正建立起来
。

《宋史
·

食货志 》 记载
,

高宗绍兴十二年 (公元

1 1 4 2 年 )
“

吁胎军置榷场官监
,

与北商博易
,

淮

西
、

京西
、

陕西榷场亦如之
” 。

0 《金史》 对此也

有相应的记载
“

熙宗皇统二年五月
,

许宋人之

请
,

遂各置 (榷场 ) 于两界 ,’o 。 从这段材料来

看
,

金朝的榷场是应南宋的建议而设立的
。

自绍兴十二年 以后
,

金宋双方以淮河流域

为中心
,

设置一系列榷场
。

金朝方面的榷场计

有泅州
、

寿州
、

颖州
、

息州
、

蔡州
、

唐州
、

邓

州
、

风翔府
、

秦州西子城
、

巩州
、

沙飞州
、

密州

胶西县等十二处
,

其中以泅州场最为重要
。

南

宋方面的榷场计有吁胎军场
、

光州光山县中渡

市场
、

安丰军花局镇场
、

随州枣阳县场
、

襄阳

邓城镇场
、

天水军场等六处
,

其中以吁胎军场

最为重要
。

。 需要说明的是
,

上述榷场在金宋对

峙时期并不是一直开放的
,

而是随着金宋关系

的演变呈时开时闭的状态
,

战和不定的金宋关

系成为制约榷场贸易的最大因素
。

金夏榷场之议始 于熙宗皇统元年 (公元

1 1 4 1 年 )
,

设立榷场的具体地点主要有保安
、

兰

二
、

金朝境外贸易的主要方式

金朝境外贸易的方式中
,

榷场贸易
、

走私

贸易比较具有代表性
,

下面逐一分述之
。

(一 ) 抽场贸昌 榷场是金朝开展金宋贸易

的主要渠道
。

早在确立
“

海上之盟
”

时宋金就

已经开始酝酿设立榷场的问题
。

宣和二年 (公

元 1 120 年 ) 九月
,

北宋皇帝致书金朝
,

明确提

出
“

银绢依与契丹数目岁交
,

仍置榷场
” 。

⑧ 对

此
,

金朝方面给予了积极响应
。

宣和五年正月
,

金朝在给北宋的国书中提议
“

仍于稳便处所
,

起置榷场
” , ⑨ 并表示

“

遣使贺正旦生辰及置榷

场事
,

并如来示所谕
” 。

。 不久北宋方面又再次

① 以上史料
,

引自李澎田 《朝鲜文献中的中国东北史料》
,

吉

林文史出版社 19 9 1年版
,

第 3 14 页
.

② 《金史 》 卷 1 35 《高丽传 》
。

③ 《金史 ) 卷 62 《交聘表》
。

④ 洪皓
:

《松淇纪闻》 卷上
,

辽海丛书本

⑤ 孟洪
: 《蒙鞋备录》

,

《说邪三种》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8 年

版
。

⑥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 乙集卷 19 《挞粗款塞 》
,

中华书局

2 0 0 0 年版
。

⑦ 0 《金史》 卷 50 《食货志五 》
.

⑧ 《三朝北盟会编》 卷 4
。

⑨ 《三朝北盟会编 》 卷 13
。

0 《三朝北盟会编》 卷 1.4

0 《大金吊伐录校补 》
,

中华书局 200 1年版
,

第 172 页
。

0 《宋史 ) 卷 1 8 6 (互市舶法》
,

中华书局 1 9 7 7年版
.

O 参见加藤繁 《宋代和金国的贸易》
,

《中国经济史考证 》 卷

2
,

华世出版社 19 8 1年版
,

第 695 页
;
乔幼梅

: 《中国经济

通史
·

辽夏金经济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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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朋
:
论金与周边政权的商业贸易

州
、

绥德
、

东胜
、

净州
、

环州等地
。

此外
,

在

天德
、

云内
、

银翁口等地亦有金夏贸易场所
。

①

与金宋榷场一样
,

金夏榷场之地也几经变更
。

大定十二年 (公元 1 17 2年 )
,

金世宗不满于西

夏以珠玉换取金朝的丝帛
,

认为这种贸易
“

是

以无用易我有用也
” ,

因此
,

命减罢保安
、

兰州

榷场
。

② 不久
,

又为防止
“

边民私相越境
,

盗窃

财富
,

奸人托名榷场贸易
,

得以往来
”
而废罢

绥德榷场
,

只存东胜
、

环州二场
。

③ 金夏榷场的

废罢对西夏产生了较大影响
,

西夏经济比较单

一
,

因此它需要以边境贸易的方式来弥补国内

商品的不足
。

北宋时期
,

西夏保持着与北宋
、

辽的贸易关系
,

而金朝灭亡辽和北宋之后
,

金

成为西夏最重要的贸易对象
,

因此
,

金夏榷场

的关闭对西夏经济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
,

在这

种情况下
,

大定二十一年西夏国王李仁孝上表

世宗
,

乞求复置兰州
、

保安
、

绥德榷场
。

世宗

认为
“

保安
、

兰州地无丝荣
” ,

不宜建榷场
,

最

后只同意在绥德
“
建关市以通财货

” 。

④ 承安二

年 (公元 1 1 9 7 年 ) 八月
,

西夏遣知中兴府事李

德冲
、

枢密直学士刘思问等
“

奏告榷场
” 。

⑤ 金

朝应西夏之请
, “

复置兰州
、

保安榷场
” 。
⑥至此

,

金夏之间的重要榷场得到了基本恢复
。

不过
,

这并不意味着金夏榷场贸易从此再无波折
。

事

实上
,

自卫绍王大安年间开始一直到宣宗元光

二年 (公元 1 2 2 3 年 )
,

金夏之间冲突不断
,

尤

其是金朝临近西夏的陕西边境屡次遭到西夏军

队的掠劫
,

设在边界地区的榷场必然会受到战

争影响
,

有的甚至废罢
。

兴定二年 (公元 1 2 19

年 ) 三月
,

右都监庆山奴上奏
: “

夏人有乞和

意
,

保安
、

绥德
、

蔑州得文报
,

乞复互市
,

以

寻旧盟
” , ⑦由此可以推断

,

由于战争的影响
,

至

少保安
、

绥德两地的榷场已经停止
,

夏人再次

请求复开榷场
,

但从
“

朝廷不以为然
’ ,⑧ 的情况

看
,

西夏的请求没有得到金朝的同意
,

金夏之

间的榷场贸易可能就此结束
。

金与高丽之间的榷场贸易史籍记载极少
,

唯 《金史
·

食货志 》 在记载明昌二年 (公元

1 1 9 1 年 ) 七月尚书省奏请加强对泅州榷场的管

理时说
, “

惟东胜
、

净
、

庆州
、

来远军者仍旧
,

余皆修完之
” , ⑨ 来远军属东京路

,

地近金与高

丽边界
,

因此
,

可以判定
,

来远军当设有榷场

以方便金与高丽的贸易
。

关于金与高丽之间是

否还有其它榷场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二 ) 走私贸昌 走私贸易是金宋贸易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

关于这个问题
,

全汉异先生

曾做过详细分析
, 。 近年来亦有学者对此进行了

补充论述
。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将对金宋走私的

原因及参加者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
。

走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

第一
,

金宋对榷场贸易的种种限制阻碍了

南北商品交流
,

由此引发并加剧了走私活动
。

金宋对峙期间
,

为防范对方利用榷场贸易从事

有害于己方的活动
,

金宋双方都对榷场贸易进

行严格限制
,

南宋方面尤甚
。

例如
,

南宋规定
,

在交易过程中南北客商不能直接见面交易
,

而

只能由充当中间人的
“

牙人
”

往来评议
,

这就

大大降低了商品交易的效率
。

此外
,

南宋还对

客商过淮交易的人数
、

过淮的手续
、

交易商品

的数量
、

种类乃至客商在榷场停留的时间都做

了严格限定
,

这些显然不利于榷场贸易
,

在这

种情况下
,

走私就成为逃避官方监管
,

简化交

易手续
,

提高交易效率的重要手段
。

第二
,

金宋榷场对商人征收的重税迫使商

人走私
。

作为国家财政收人的重要来源
,

金朝

非常重视对榷场贸易的税收管理
,

对客商征收

一贯三佰的人场税和千钱五厘的交易税
。

南宋

方面对榷场客商征税的苛重程度要远甚于金朝
。

以茶叶为例
,

南宋的茶叶凡
“

沿淮州
、

军住卖

者
,

每引纳翻引钱十贯五百文
” ,

但
“

改榷场折

博者
,

每引再纳翻引钱十贯五百文
,

其引榷场

① 《大金国志校证 》 卷 13
。

② 《金史 》 卷 1 34 《西夏传》
.

关于废罢兰州
、

保安榷场的原

因
,

《金史
·

食货志 》 另说为
“
以防止奸细

” 。

③⑥⑦⑧ 《金史 》 卷 1 34 《西夏传 》
。

④ 《金史 》 卷 1 34 《西夏传 》
。

关于这次应李仁孝之请而复设

的榷场
,

《金史 》 之 《食货志五 》 记载为先有环州榷场
,

不

久后才复置绥德榷场
。

⑤ 《金史 》 卷 62 《交聘表下 》
。

⑨ 《金史 》 卷 50 《食货志五 》
。

O 全汉异
:

《宋金间的走私贸易》
,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11

本
,

1 9 4 4年 9月
.

0 靳华
:

《试析宋往金界的走私 》
,

《北方论丛 》 1 9 9 3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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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合纳通货牙息钱十一贯五百
” 。
① 如此一来

,

仅每引茶叶所纳的
“
翻引钱

”

和
“

通货牙息钱
”

就达三十二贯五百文之多
,

面对如此重税
,

客

商自然要以走私加以逃避
。

第三
,

漫长的金宋陆地边界为走私活动提

供了便利
。

金熙宗皇统二年 (公元 114 2 年 ) 金

宋议和
,

淮河中流至大散关一线成为金宋分界
,

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
,

金宋两国显然都无力把

守住边界线上的每一处通道
,

况且边界地区常

有一些小路可供走私人员往来
。

淳熙五年 (公

元 1178 年 ) 二月十二日
,

京西潜司主管官张廷

摘就把金宋边界解盐走私的原因归结为
“

光化

军
、

均
、

房州有小路可通北界
” ,

因而
“

私贩甚

多
” 。

② 此外
,

淮河本身并不宽阔
,

易于私渡
。

绍兴十二年 (公元 1 142 年 ) 五月十七日
,

南宋

知吁胎军措置榷场沈该曾言
, “

沿淮上下
,

东自

扬
、

楚
,

西际光
、

寿
,

无虑千余里
,

其间穷僻

无人之处
,

则私得以渡
,

水落石出之时
,

则浅

可以涉
” 。

③ 显然
,

地理条件上的便利为走私提

供了更多的可能
,

金宋边界的小路以及淮河的

浅水地段已经成为走私的重要通道
。

走私人员构成
。

金宋双方参与走私的人员

成份比较复杂
,

归结起来
,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

三种
。

第一
,

使节走私
。

金朝同南宋
、

西夏
、

高

丽等周边政权建立了使节交聘制度
,

它们之间

定期或不定期地互派使者沟通国事
,

一些人利

用使节的特殊身份趁机从事走私贸易
。

由于地缘政治以及战争等因素的影响
,

金

宋之间的使节往来最为频繁
,

同时
,

金宋使节

走私的问题也最为突出
。

尽管南宋政府不断重

申禁约
,

但由于高额利润的吸引
,

使节走私仍

然屡禁不绝
,

这从一些南宋官员的上言中可以

略见端倪
。

绍兴三十二年殿中侍御史吴带揭露
,

一些南宋的使臣
“

大率先行货赂
,

厚结北使
,

方得与北商为市
。

潜形遁迹
,

常虞彰露
,

间遭

裙披
,

复 以 贿免
” ,

且
“

历 年 于此
,

习 以 为

常
” 。

④ 嘉定以后
,

使节走私问题更加严重
,

特

别是使团中三节人从的走私现象 日益突出
,

一

些好利之徒甚至把跻身于出使队伍作为走私的

捷径
, “

一遇遣使
,

则宛转请嘱
,

求以厕名
” ,

其目的就在于
“

兜揽商货
,

以避关征
,

私带禁

物
,

以博虏货
” 。

⑤

金朝使节参与走私的情况文献记载不多
,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有限的史料中寻到蛛丝马迹
,

绍兴十四年南宋政府
“

诏北使所过州军
,

如要

收买物色
,

令接引送伴所应副
,

即不得纵令百

姓与北使私相交易
” , ⑥ 这一规定说明

,

金使当

中有人与百姓私下交易
,

由此南宋政府才不得

不加以限制
。

第二
,

沿边官吏及士兵走私
。

金宋边界地

区的官吏及士兵得地利之便
,

参予走私更易成

功
。

沿边官员往往借管理边界的有利条件走私

贩私
,

乾道元年 (公元 1 61 5 年 ) 臣僚上言
,

“

向来沿淮郡邑多是见任官遣人私责南货
,

绘淮

买卖
,

往往夹带铜钱并违禁之物
,

公然贸易
” 。

⑦

沿边士兵更是利用往来金宋边界的有利时机大

肆走私
,

他们依仗特权
,

相互结党
,

以武力走

私
、

护私
。

每年金宋交割岁币时
,

常有军兵履

行护送之责
,

这些人
“

往往循习年例
,

私传钱

宝出界
,

并夹带私商
,

不容搜检
” 。

⑧ 显然
,

在

所有走私行为中
,

沿边官员及军士走私更难以

稽查
,

他们给金宋贸易造成的影响也更大
。

第三
,

沿边百姓及客商走私
。

与边界地区的

官员及军士相比
,

沿边百姓及客商虽然没有特权

作后盾来掩护走私
,

但是
,

在重利的诱惑下
,

平

民及客商冒死走私者大有人在
。

南宋方面
,

淳熙

八年 (公元 118 1年 ) 八月九 日
,

南宋臣僚上言
,

“

近来边备不严
,

沿边之人
,

多自虏境盗贩解盐私

人川界
,

侵射盐利
”

冲 金朝方面
,

宣宗元光二年

(公元 1 2 23 年 ) 三月省臣以国盛财竭
,

请求禁止

金宋茶叶贸易
,

并提到了
“

边民又窥利
,

越境私

易
” 。 的事实

,

从上述两则史料可以看出
,

金宋

① 《宋会要辑稿》 食货 31 之 17
.

② 《宋会要辑稿》 食货 28 之 7
.

③ 《宋会要辑稿 》 食货 38 之 34
。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 19 9
,

四月癸酉条
。

⑤ 《宋会要辑稿 》 职官 36 之 7 .0

⑥ 《宋会要辑稿 》 食货 38 之 37
.

⑦ (宋会要辑稿 》 兵 2 9 之 1 6
.

⑧ 《宋会要辑稿 》 刑法 2之 15 80

⑨ 《宋会要辑稿 》 食货 27
。

0 《金史 》 卷 49 《食货志四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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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朋
:
论金与周边政权的商业贸易

对峙时期边民及客商的走私活动普遍存在
。

三
、

金朝境外贸易的主要商品

金朝向外输出的商品比较单一
,

而需要从

境外输人的商品则较多
,

此外
,

由于 自然环境
、

气候条件
、

政治对峙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

同一

种商品
,

既有输人又有输出
,

这一点也是我们

考察金朝境外贸易时应该注意到的
。

具体来看
,

金朝境外贸易的商品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

(一 ) 畜牧产品 自金初以来
,

经过长期的

休养生息
,

畜牧业逐渐发展成为金朝重要 的生

产部门之一
,

畜牧产品也逐渐丰富
,

但是
,

由

于国内生产
、

生活及军备的需要
,

我们接触到

的文献中
,

金朝 向外输出畜产品的情况不多
,

相反
,

金朝向西夏等周边政权购买畜牧产品的

史料却比较常见
。

例如
,

大定二年 (公元 1 16 2

年 ) 六月
,

世宗
“
遣 ( 白 ) 颜敬往西北路招讨

司市马
,

得六千余匹
” , ① 大定三年

,

世宗又使
“

市马于夏国之榷场
” 。

② 由于马匹属于重要军用

物资
,

因此
,

金宋之间相互严禁马匹输向对方
。

金朝方面规定
, “

卖马人外境
,

但至界欲卖为所

捕即论死
” , ③ 南宋方面规定

, “

京西
、

湖北商人

以牛马负茶出境者罪死
” 。

④ 尽管双方关于马匹

贸易的禁令十分严厉
,

但是在金宋对峙的情况

下
,

战马数量上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

军事实力上的优势
,

所以
,

金宋双方都想方设

法以各种手段从对方获得马匹
。

由于金宋两国

都颁布了马匹 贸易的禁令
,

因此可以推断
,

金

宋双方的马匹贸易是以走私方式进行的
。

《二 ) 茶叶 金宋之间的茶叶贸易基本上是

南宋的茶叶流向金朝
,

金朝消费的茶叶
,

除极

少部分是自造以外
,

绝大部分来 自南宋
。

这些

茶叶
,

一部分是 以使节贸易
、

榷场贸易的方式

从南宋取得的
,

另外一部分则是走私到金朝境

内的
。

金宋茶叶贸易的数量虽然没有明确记载
,

但估计这个数字是比较庞大的
。

泰和六年 (公

元 1 2 0 6 年 ) 十一月
,

尚书省在给章宗的上奏中

披露金朝购茶费用
“

岁费不下百万
” ,

宣宗元光

二年三月
,

省臣在给宣宗的上奏中披露了茶叶

的消费情况
, “

今河南
、

陕西凡五十余郡
,

郡 日

食茶率二十袋
” 。
⑤ 按这个说法推算

,

金朝每 日

消费的茶叶当有一千余袋
,

需要注意的是
,

这

个数字还是金朝内外交困
、

疆土 日盛
、

财力 日

竭之后的数量
,

其全盛时期茶叶的消费量估计

比这个数字要高出许多
,

而这些茶叶无疑来自

与南宋的贸易
。

金宋茶叶贸易的品种尚不详知
,

但南宋名

茶已流向金 国则有据可查
,

绍熙二年 (公元

11 9 1年 .) 七月
,

南宋馆伴使倪思送给金使完颜

充的礼物里就包括建茶
、

龙团
、

凤团等茶中上

品
。
⑥ 一些金朝人还养成了饮名茶的习惯

,

周挥

《清波杂志 》 记
, “

烽出疆时
,

见三节人或携建

茶
,

沿途备用
,

而虏中非绝品不顾
” 。
⑦

J三 ) 盐 盐是金朝对外贸易中的大宗商

品
,

它的主要输出对象是南宋
。

一方面
,

金朝

允许盐通过榷场贸易公开贩人南宋
, ⑧ 另一方

面
,

金朝的解盐通过走私大量进人南宋
。

宋代的盐实行按区销售制度
,

京西路的房
、

均等地原为解盐的行盐区域
,

百姓也养成了食解

盐的消费习惯
,

但解州盐池落人金朝统治范围之

后
,

南宋光化
、

均
、

房等地已经无法再从合法渠

道得到解盐
,

因而私贩解盐的活动随之兴起
。

乾

道七年 (公元 1 1 7 1 年 ) 四月二十二 日
,

臣僚有

言
, “

军兴以来
,

归正忠义之人
,

与逃亡恶少之

徒
,

皆兴贩解盐为业
” ,

这些人
“

啸聚边境
,

动辄

成群
” 。

⑨ 为保护国家盐课不致流失
,

南宋政府曾

屡次下令查禁解盐
,

淳熙九年 (公元 1 182 年 ) 八

月七 日
,

右谏议大夫黄洽言
, “

解盐之禁
,

今日所

当严
。

乞自今凡在官敢以解盐 自行中卖及以相馈

遗者
,

不论斤两多少
,

必当重宝典宪无赦
,

仍令

《金史 》 卷 84 《白彦敬传》
。

《金史 》 卷 50 《食货志五 》
。

《金史》 卷 12 《章宗纪四 》
。

《宋史》 卷 35 《孝宗纪三 》
。

《金史》 卷 49 《食货志四 》
.

倪思
: 《重明节馆伴语录 》

,

转引自赵永春 《奉使辽金行程

录》
,

吉林文史出版社 1 9 9 5年版
,

第 3 2 1
、

3 22 页
。

周辉
: 《清波杂志》 卷 4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金史
·

食货志四》 泰和 / 、年七月条云
:

诏沿淮诸榷场
,

听

官民以盐市易
.

《宋会要辑稿 》 食货 2 7之 69
、

7 0
0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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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路监司严行觉察
。 ”

淳熙十一年五月十九日
,

孝

宗诏殿前马步军司
、

江上诸军及都大提举茶马司
,

“

约束取押马纲官兵
,

不得将带解盐私贩
。

如有违

犯
,

即从条断罪
” 。

①南宋君臣一再强调不得私贩

解盐
,

充分证明当时解盐走私已是止无可止
,

禁

无可禁了
.

《四 ) 粮食 粮食是重要的民生物资
,

就粮

食贸易来说
,

自唐宋以后
,

粮食贩运的总体趋

势基本上是从南方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

大量运往北方
。

宋金时期延续了这一趋势
。

当

然
,

由于金宋之间的政治对抗
,

南宋政府不可

能允许粮食通过合法渠道运到金朝出售
,

因此
,

这一时期金宋之间的粮食贸易基本上是以走私

方式进行的
,

且交易量很大
。

建炎四年 (公元

1 130 年 ) 七月
,

明州进士林秉德上言
,

由于金

国地区米麦涌贵
,

贩粮有利可图
,

因此
,

南宋
“

横粟之家
,

利其高价
,

皆倾糜以翻之
” ,② 由此

可以看出
,

在巨额利润的吸引下
,

由南宋往金

国的粮食走私规模是比较庞大的
。

除了南宋的粮食运往金朝
,

个别时期
、

个别

地区也有金朝粮食运往南宋的情况发生
,

据 《建

炎以来系年要录》 记载
,

绍兴十一年正月
,

川
、

陕宜抚副使胡世将言
, “

凤翔百姓忠义
,

不负朝

廷
。

自金人侵犯以来
,

尚犹资粮赴杨从仪送纳
。

后金人禁止
,

然亦不住有兴贩麦之人
” ,③这是为

数不多的金朝粮食流向南宋的实例
。

此外
,

在南

宋发生饥荒时金朝也会将粮食运到南宋出售
。

《宋

史》 载
,

乾道七年 (公元 1 1 7 1 年
,

金大定十一

年) 秋
,

湖南等地大饥
, “
金人运麦于淮北岸易南

岸铜锻
,

斗钱八千
” 。

④很显然
,

此次金朝将粮食

运往南宋的主要目的是乘南宋饥荒之机
,

以粮食

换取金朝境内非常短缺的铜钱
,

这可能是金朝吸

引宋钱的一个措施
,

但是
,

在客观上它起到了促

进金宋粮食贸易的作用
。

以上是金朝境外贸易的主要品种
,

除此之

外
,

金与周边政权之间在军需品
、

纺织品
、

水

果
、

药材
、

书籍等方面也存在贸易关系
。

总体

看来
,

金朝境外贸易的领域是比较广泛的
。

综上所述
,

与周边政权的贸易是金朝经济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金与南宋
、

西夏
、

高丽

的贸易
,

一方面促进了金与这些政权间的经济

文化交流
,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金

朝同这些政权之间的政治联系
。

因此
,

考察金

朝境外贸易情况对我们进一步探讨金朝经济发

展状况
,

考察这一时期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具

有重要意义
。

本文作者
:

辽宁大学历 史学院副院长
、

教

授
、

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样
:
赵 俊

《宋会要辑稿 ) 食货 2 8之 2 4
.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 35
,

建炎四年七月已未条
.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 1 3 9
,

绍兴十三年正月已己条
。

(宋史 》 卷 6 7 《五行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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