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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演变
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t  陈国灿

  内容提要  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发展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一方面,期日市和常设市日

益成为集市活动的重要形式, 表明市场水平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主题市场的大量出现, 夜市

的活跃,贸易活动的开放性,反映出集市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转变。在此基础上, 以集市网

络为载体的农村初级市场快速成长,进而引发农村经济的一系列变化。但南宋农村集市贸易

的兴盛,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的一种自我调节,而不是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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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宋时期,乡村集市在各地广泛兴起,持续发

展, 不仅直接推动了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 而

且对小农家庭的生产和生活也产生多方面的影

响。有关宋代乡村集市发展的一般情况, 学术界

大多是在探讨市镇和区域经济时附带涉及。
¹
本

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市

场形态、活动特点及其与农村经济的关系等问题

作一番专门考察和分析。

一、集市类型与形态的变化

宋代乡村集市的发展, 总体上经历了由量的

增长到质的提升的过程。北宋时期, 各种集市的

大量涌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农村集市贸

易零散、孤立的状况。宋室南渡后,在集市数量进

一步增加的同时, 其市场形态也发生明显变化。

尽管不少集市仍停留于传统的小规模、临时性村

落交易点状态,但更多的集市逐渐发展成为较成

熟的期日市和常设市。

应该说,期日集市并不是宋代才出现,但它作

为农村集市贸易的一种基本形态,是在南宋时期

才全面确立起来的。从活动类型来看,具体又可

分为两种:一种是日常性的定期集聚交易,属于最

常见的期日集市。由于各地在自然条件和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很大差异, 市集的周期也有

长有短。其中,周期短的一般为间隔两日或一日。

南宋中期,有人在谈到江浙一带的集市情况时说:

/荆吴俗, 有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 故谓亥

市。0º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叶廷珪也提到, 江南东

路池州一带的乡村, /聚落至有期日墟集处,谓之

子午会。0»按照干支记日法推算, 所谓亥市和子

午会,都是每隔两日一集,只是在市日的具体安排

上有所不同:前者是逢寅、巳、申、亥日市集, 后者

是逢子、卯、午、酉日市集。另据吴处厚 5青箱杂

记 6卷三载, 蜀中有 /痎市 0, /间日一集 0。显然,

痎市是周期更短的隔日市, 已接近常设市形式。

虽然吴氏所说是北宋时期的情况, 但考虑到南宋

时期川蜀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又有进一步发展,痎

市之类的隔日市亦当更为活跃。周期稍长的期日

集市,则是三数日一集。如淳熙二年 ( 1175)九

月,两广臣僚上言: /有号为墟市者, 止是三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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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市合。0¼在部分偏僻和落后地区, 市集周期

往往在五六日以上。如地处海南岛的昌化军和吉

阳军,前者 /地狭民稀 0, 当地黎汉等族 /约定寅、

酉二日为墟市 0½ ;后者更显荒凉, /境内止三百八

户, 无市井, 每遇五七日, 一区黎洞贸易, 顷刻即

散0¾
。另一种是与灯会、庙会等地方风俗和节日

活动相结合的商品交易集会, 属于特殊形式的期

日集市。这类集市一般每年定期、定点举行,虽然

间隔时间比较长,但相对于日常性期日市,具有规

模大、范围广的特点。如正月十五元宵节,绍兴府

会稽县每年都要在府城外的开元寺前举办灯会,

由此吸引了大批周边州县的商人,甚至还有不少

海外舶商, 交易极为兴盛。 /傍十数郡及海外商
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

山积云委, 眩耀人目; 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

好、奇物, 亦间出焉。0¿二月初八是民间所传弥勒
佛降生日,庆元府奉化县岳林寺要举办 /道场 0,

信徒云集,商贾辐辏, /百工之巧, 百物之产, 会于

寺以售于游观者万计0À
。四月十五日,平江府昆

山县举办马鞍山山神神诞祈会, /它州负贩而来

者, 肩袂陆续0Á
。在川蜀部分地区, 大型定期商

品集会尤为活跃,而且彼此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定

的市场分工。如成都府每个月都有主题集市:

/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 四月锦市, 五月

扇市,六月香市, 七月七宝市, 八月桂市, 九月药

市, 十月酒市, 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0Â

常设性集市是比期日市更高层次的市场形

态, 一般已形成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和较为稳定

的运作机制。在历史上, 这种市场曾长期局限于

城市之中,是古代早期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

要标志。晚唐以降, 常设市逐渐由城市向农村扩

散。但北宋时期农村地区的常设市大多兴起于镇

级中心地,只有少数是由一般乡村集市发展形成

的。进入南宋时期,常设性集市的数量明显增多。

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 常设市开始成为乡村集

市的一种重要形式。据 5嘉定赤城志 6、5宝庆四
明志 6、5咸淳毗陵志 6等地方志记载, 浙东台州、

庆元和浙西常州等地, 都形成了不少较具规模的

草市。其中,台州临海、黄岩、天台、仙居等县到嘉

定 ( 1208) 1224)年间有 10多处,庆元府各县到宝

庆 ( 1225) 1227)年间共有 20余处,常州无锡县到

咸淳 ( 1265) 1274)前期有 6处。另据 5绍熙云间

志 6卷下 5场务6载, 绍熙 ( 1190) 1194)年间, 浙西

嘉兴府华亭县有 14处草市设有税场。在宋代,一

般情况下只有草市的交易活动和市场规模达到一

定水平,当地官府才会派设专门性的税务机构。

显然,上面所说的草市大多已经摆脱定期集聚的

形态,发展成为每日贸易的常设性集市。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市场形态的日趋成熟和

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乡村集市汇聚了越来

越多的工商业人口, 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业

街区。如鄂州城外的南草市, /廛闬甚盛, 列肆如

栉 0,其街市绵延数里, 有居民数万家, 为 /川、广、

荆、襄、淮、浙贸迁之会0
�lv
; 同州的青山矶市亦颇

为兴盛, /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 0�lw; 饶州的石

门市, /市井甚盛 0
�lx
; 汀州的何田市, /市井阛

阓 0�ly; 平江府的半山桥市, /民居辐辏, 朝夕为

市 0�lz ;镇江府的丁桥市 /水可舟, 陆可车, 亦农工

商贾一都会 0�l{
; 绍兴府的斜桥市, /多客邸, 四明

舟楫往来所集 0�l| , 市上有许多客邸, 供往来客商

休息;嘉兴府的濮院市到南宋后期已成为太湖流

域南部颇为著名的丝绸生产和交易中心, /轻纨

素锦,日工月积, 濮院之名, 遂达天下 0�l} ; 江阴军
的江下市一度是太湖流域北部海外舶货的贸易中

心,其市场规模超过了军城, /商船倭舶岁尝辐

辏,故市大于城闉0。后来海外贸易衰落, 但国内

贸易仍十分活跃, /高丽、日本不至,非复曩时,而

通、泰、靖江之贸易者犹翕集焉 0�l~。在此基础上,

有的集市进而发展为成建制的城镇。如绍兴七年

( 1137),以德安府仵落市为云梦县城; 绍兴八年

( 1138),以建昌军黎滩市为新城县城, 揭坊市为

广昌县城; 绍兴十九年 ( 1149), 以袁州鲁墟为崇

仁县城;隆兴二年 ( 1164 ), 以韶州洲头津市为乳

源县城;嘉定十年 ( 1217 ), 以平江府练祁市为嘉

定县城;端平三年 ( 1236 ), 以鄂州青山矶市为黄

州黄陂县城。

二、集市活动的新特点

由临时性的村落墟市到相对稳定的期日市和

常设市,不仅是乡村集市外在形态的变化,也伴随

着内在市场结构和运作方式的转变。主题市场的

大量出现,夜市的活跃, 贸易活动的开放性, 都是

这种转变的重要表现。

主题市场是以某类商品交易为特色的市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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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形式,属于专业市场的初级形态。一般说来,只

有商品流通量达到一定规模,出现内部分工时,才

会形成不同特色的主题市场。就南宋乡村集市而

言,其主题市场的兴起大多与所在地区的农副业生

产状况有着直接联系。一个地区的某种或几种农

副业发达,又具有较高的商品化程度,集市贸易就

会出现相应的市场分工。如福建南剑州农村多种

芹菜,以芹交易为特色的蔬菜集市十分活跃, /两旬
之间,芹市再哄 0�mu。荆湖南路潭州衡山县山区果

树种植业发达,该县岳市的果品市场也颇具规模。

时人项世安描述说: /晓市众果集, 枇杷盛满箱;梅

施一点赤,杏染十分黄;青李待下暑,木瓜宁论霜;

年华缘底事,亦趁贩夫忙。0�mv
绍兴府山阴县梅市和

项里市周边农村盛产芡实、杨梅等果品,由此形成

相应的主题市场。陆游有诗云: /绿荫翳翳连山市,

丹实累累照路隅0; /明珠百舸载茨实, 火齐千担装

杨梅0�mw,就是对这两个集市芡实、杨梅交易活跃情

景的生动描述。平江府常熟县直塘市和吴县横金

市地处太湖流域产粮区, 都有颇具规模的粮食市

场,汇聚了大批本地和外来米商。绍兴三十一年

( 1161),横金市米商张子颜一次就仓库中拨出储米

2500石, 用以资助军粮
�mx
,其经营规模之大可以想

见。淳熙 ( 1174) 1189)初,直塘市商人张五三专以

收粜粮食为业,每次收粜动以数百石计,获利丰厚,

/仓禀帑库所储钱米万计0
�my
。在水乡泽地,水产丰

富,渔村水市星罗棋布,鱼虾之类的水产品市场十

分活跃, 有的集市, /鱼贱如土, 百钱可饱二十

口0�mz。广南西路横州的古辣墟以酿酒闻名,为时

人所珍爱。 5方舆胜览 6卷三九引 5桂海虞衡志6

云: /古辣本宾、横间墟名,以墟中泉酿酒, 既熟不

煮,但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色浅红,味甘, 可致远。

虽行烈日中不至坏,南州珍之。0由是吸引众多商人

前往贩运,汇聚成市。广州城西 10里的三角市,周

边农村香花种植业发达,由是成为当地花油和香料

的交易中心。

夜市的兴起表面上看只是集市活动在时间上

的延伸,实际意味着市场活动方式的变化和发展

水平的提高。早期乡村集市往往采取朝集午散的

方式,不要说夜市, 就是午后的交易活动也不多

见。但到南宋时期, 夜市越来越多地成为乡村集

市的活动形式。这方面, 著名诗人陆游在游历家

乡绍兴府镜湖流域时所作的诗篇有不少具体描

述。如 5秋夕书事 6中所说的 /鹊飞山月出, 犬吠

市船归 0; 5晚兴 6中所说的 /村市船归闻犬声, 寺

楼钟鸣送鸦栖0; 5林间书意 6中所说的 /三三两两

市船归,水际柴门尚未开0等, 都反映了当地水乡

农民坐船赶夜市归来的情景。农民白天在田间耕

作,夜间到集市出售农产品和采购所需物品, 夜市

正是为适应这种环境而兴起的。在部分地区, 还

进而出现了邻近集市在活动时间上彼此错开,使

日市和夜市结合起来的现象。如绍兴府山阴县的

三山市由东市、西市、南市和蜻蜓浦市四个集市构

成,其中东市的夜间贸易十分活跃,其他集市则以

白天交易为主。

相对而言,由封闭走向开放是南宋乡村集市

发展更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其开放性主要表现为

两个方面:一是集市活动以多种形式向各个村落

扩散,渗透到农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以集

市为依托的货担贸易的活跃,便是这方面的表现。

各类小商小贩担挑肩扛,深入村头田间,挨家挨户

地销售和收购各种日常品,适应了广大农民生产

和生活的特点。诚如朱熹所说, 古时 /只立得一

市在那里,要买物事, 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

要买物事只于门首,自有人担来卖,更是一日三次

会合,亦通人情0�m{
。这些往来于乡间村落的小商

小贩大多是兼业农民, 他们在进行农业生产之余,

或将自家所产货卖,或在集市上购入商品再转售,

或从农家手中收购某些农副产品再转销集市,从

中获取蝇头小利。二是集市贸易越来越多地突破

地域限制,直接与地区性和跨地区市场活动发生

联系。嘉定十三年 ( 1220), 有臣僚上言: /黄姚税

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

之地,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之利,北兼顾

迳、双滨、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沙头、掘

浦、肖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

税动以万计。0�m|这里提到的江湾等 10余处集市,

分布于浙西平江、嘉兴两府东部的沿海地带, 它们

不仅与福建、广南、浙东等地形成密切的市场联

系,而且商品流通规模巨大。宋末学者方回在回

忆其寓居嘉兴府魏塘镇时所看到的集市活动情况

时说: /佃户携米,或一斗, 或五七三四升, 至其肆

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

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

石,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粜钱,复买物

83



陈国灿: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演变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归售。0�m}可见, 当地的集市活动与本地和邻近地

区城镇的市场往来都相当活跃。类似现象在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有限的地区也能看到。如荆湖南路

潭州的储洲市, 外来商贩云集, /楚女越商相杂

沓, 淮盐浙楮自低昂 0�m~。同州的暴家岐市, /据众
水之冲, 商贾辐凑, 舳舻相衔者无虚日 0�nu。潼川

府路泸州的九支寨市,地处蕃汉杂居的山区。时

人王质说: /市无翕于沙头, 九支次。0�nv /沙头 0是

指江陵府沙市镇, 以 /四方之商贾辐辏, 舟车骈

集0�nw
闻名于世。王质将九寨市与沙市比较, 足见

其已非封闭的小集市。对外市场联系的不断加

强, 表明集市活动已不再停留于邻近村落居民之

间有限剩余产品的互通有无, 而是逐渐发展成为

更大范围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集市贸易与农村经济

乡村集市的兴盛,不仅意味着农村商品流通

的活跃,更重要的是以集市贸易为基础的农村初

级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和由此引发的小农经济的

一系列变化。

谈到宋代的农村市场,不少学者往往将乡村集

市与镇市等同起来,认为两者是同一层次的市场活

动。其实,早在北宋时期,镇市和乡村集市在市场

形态上就已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到南宋时期,两者

的等级关系更为明显。镇市作为农村工商业集聚

地,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腹地,汇聚了更多的商品

贸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简单的集市形式,

充当着农村中心市场的角色。相对而言,乡村集市

属于较低层次的市场活动,更多地承担基层商品流

通的职能。不过,随着地域分布网络的形成和活动

形态的变化,原本孤立、封闭的集市彼此之间越来

越多地发生横向联系,进而共同构成一定区域范围

内的农村初级市场体系。以绍兴府镜湖流域和泸

州泸川县为例:前者位于山阴、会稽两县境内,东西

约百余里、南北不到 50里,是东南地区乡村集市最

为活跃的区域之一。据 5嘉泰会稽志6和陆游有关
诗文的记载,到南宋中期,该流域分布着 30多处大

小集市,其中既有较具规模的综合性集市, 也有米

市、茶市、鱼市、花市、药市、菱市、笋市、樵市、盐市、

果市、酒市等多种主题市场。从地域格局来看,流

域东部的集市网络构成了会稽县北部农村的商品

流通体系,并通过濒临杭州湾的三江口与外部发生

市场联系。时人王十朋称三江口一带, /航瓯舶闽,

浮鄞达吴,浪浆风帆,千艘万舻0�nx。流域西部的集
市网络则组合了山阴县北部农村的交易活动,并通

过浙东运河与外部发生市场联系。陆游在谈到浙

东运河山阴段商品运输的繁忙景象时说: /富商大
贾,捩拖挂席,夹以大舻,,重载而往者,无虚日

也。0�ny泸川县位于长江上游,是内陆边远地区集市

发展的典型。嘉定末年, 全县农村 8个乡共有 31

处集市,平均每乡近 4处。其中,宜民乡平均每 215
个村落、430家居民有 1处, 进德乡平均每 1个村

落、179家居民有 1处,忠信乡平均每 4个村落、680

家居民有 1处,衣锦乡平均每 116个村落、460家居
民有 1处,安贤乡平均每 417个村落、1190家居民
有 1处,惠民乡平均每 113个村落、788家居民有 1

处,清流乡平均 313个村落、1006家居民有 1处, 永

安乡平均 315个村落、1188家居民有 1处。通过遍

布各乡的集市和江河水运,该县的各种地方特产大

量输往外地。如衣锦乡 /有溪通大江,地产荔枝 0,

其集市数量多达 10处;清流乡 /有溪连大江, 地产

牛乳、蔗、柑橘、盐0,全乡有 3处集市。
�nz

由开放性的集市贸易所构成的农村初级市

场,一方面将广大农民小规模、分散的交易活动组

织起来,成为区域市场和跨地区商品流通的基础;

另一方面,又将市场因素渗透到农村家庭的生产

和消费活动之中。从生产领域来看,市场所带来

的 /价值效应 0,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开展经营

活动时,除了获取使用价值, 也注意追求商品价

值,由此推动土地和劳力配置从相对单一的粮食

生产领域向多种产业领域扩展。 /兼业 0现象在

各地的广泛出现, 便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从表

面上看,兼业似乎与传统家庭副业一样,是粮食生

产这一主业之外的各种经营活动。但实际上, 两

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传统家庭副业主要以满

足自我消费为目的,并不具有商品性;兼业则是面

向市场,以实现劳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价值为目

的,因而具有商品经济的部分特性。如兼业性手

工业是农村家庭利用自身的手工技艺,将剩余劳

动力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经营活动。生活于南宋中

期的戴栩在谈到庆元府定海县农民的经营活动情

况时说,当地 /数亩之家 0的小农, 往往 /为工、为

匠、为刀镊、为负贩 0�n{。兼业性经济作物种植业

是小农家庭将有限的土地资源与市场结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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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方式。他们有的根据各种农作物生长的节令

时差,交叉种植,前后相继, 做到 /相继以生成, 相

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

继0�n|
。时人吴咏说: /吴中之民, 开荒垦洼, 种粳

稻, 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 刈无遗垅 0�n} , 所
反映的就是当时太湖流域农民广泛开展兼业性经

济作物种植业的情况。这些兼业活动的进一步发

展, 便上升为具有完全商品化性质的专业生产。

当时所说的茶园户、桑蚕户、花户、机户、染户、曲

户、酒户、磨户、窑户、纸户、炉户、霜糖户、油户、木

作户之类, 在经营方式上大多具有专业化特点。

如茶园户以种茶为生, /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

无异 0�n~。浙西严州山区不少农民专以种桑养蚕
为业, /谷食不足,仰给他郡, 惟蚕桑是务 0�ou。

从消费领域来看,市场活动的介入,必然对传

统的自给性家庭消费模式带来冲击,使市场供给成

为满足家庭消费需求的一种选择。生活于南宋末

年的方回对当时小农家庭的粮食生产和消费情况

有一番具体的估算: /一农可耕今田三十亩,假如亩

收米三石或二石,姑以二石为中,亩以一石还主家,

庄斡量石五以上,且曰纳主三十石, 佃户自得三十

石。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有十二

石之余。0�ov这里所说实际上是他在粮食生产最为

发达的太湖流域所看到的情况,采用了佃农租种田

地 30亩、亩产米 2石这一较高假设,又采用人日食

1升这一最低消费标准。但即便如此, 每户佃农尽

力耕作,所余粮食也不过 12石。如果加上酱油盐

醋之类的日用必需品消费, /仅自给或不能给0�ow。
自身生产不能满足生活所需,在市场水平低下的情

况下,农民往往不得不 /四处告籴于他乡富民0�ox;
或 /以农器、蚕具抵粟于大家,苟纾目前 0�oy;或借高

利贷, /但救目前, 不惜倍称之息 0�oz。但市场的发

展,为小农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即用货币在市场上

购买。为了获取货币,他们或开展多种经营并将产

品投放市场,或出卖劳动力以换取佣钱,或兼营小

规模的商贩活动以谋取小利。正如时人王柏所指

出的: /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 百逋丛身,解

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

比比皆是。0�o{

四、余论

毫无疑问,南宋时期乡村集市的发展是相当显

著的,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农村集市贸易的传

统模式,而且也导致农村经济结构和形态的相应变

动,引发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体系开始发生松

动,进而呈现出逐步解体的趋向。这方面,人们有

一种习以为常的观念,认为我国古代的农村经济始

终是以家庭自给为特征的封闭体系。其实,深入考

察传统自然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便不难发

现,自给性和封闭性更多地体现于古代早期。入宋

以后,尤其是到南宋时期, 乡村集市的兴盛以及在

此基础上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开始冲破原有

的自给性和封闭性,取而代之的是小农经济的个体

性和分散性。不过,以家庭为单元、分散的小农个

体经济虽然已不再局限于自给性生产和自足性消

费,却极大限制了社会生产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商

品经济水平的提升,使之只能停留于小规模、简单

化的商品生产与流通层面。从这个角度讲,南宋时

期农村集市贸易的活跃,是古代小农经济自我调节

的一种反映,而不是本质上的转变。

注释:
¹ 这方面, 较具代表性的有傅宗文的 5宋代草市镇研

究6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 龙登高的5宋代东南市
场研究6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 梁庚尧的5南宋的
农村经济6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5年版 ), [日 ]斯

波义信的5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6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等。

º 谢维新: 5古今合璧事类备要6卷一o 5市井门 # 市
井6,文渊阁5四库全书6本。

» 叶廷珪: 5海录碎事6卷五5商贾货财部# 市廛门#
子午会6,文渊阁5四库全书6本。

¼�m| �oz徐松辑: 5宋会要辑稿6食货, 一八之八、一八

之二九、三之九,中华书局 1997年版。

½ 赵汝适: 5诸蕃志 6卷下 5海南 6, 文渊阁 5四库全
书6本。

¾周煇: 5清波杂志6卷七5吉阳风土恶弱6, 中华书局
1994年版,第 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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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方志丛刊6本,中华书局 1990年版, 第 6822、6914页。

À陈耆: 5本堂集6卷八一5奉文本心枢密书6,文渊阁
5四库全书6本。

Á 5淳祐玉峰志6卷上 5风俗 6, 5宋元方志丛刊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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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漫雪: /政教合一 0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影响

响,是我们在长期所处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中形成

的,并对所处环境作出反应的一种理解、诠释与创

造。当这种 /理解、诠释与创造0遭遇外来文化强大
的冲击之时,新的文化就会产生,恰如鲁迅在 5<集

外集拾遗 > /浮士德与城0后记 6中写到: /因为新

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

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

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 于旧文

化也仍然有所择取。0今天, 我们面对知识经济、学

科发展以及全球化、大众化的社会需求和资源短缺

的压力,一些僵化的制度设置已成为我国大学发展

的桎梏,唯有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学习和

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才是现代

大学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

注释:
¹ 王承绪: 5比较教育学史 6,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9年版,第 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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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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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77、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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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 (理论 ) 6 2008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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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教研究与探索6 1994年第 4期。

¾潘懋元: 5中国高等教育百年6,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
社 2003年版, 第 3页。

¿梁启超: 5清代学术概论6, 东方出版社 1969年版,

第 89页。

ÀÁ宋旭红、沈红: 5 20世纪 20、30年代中国大学的

学术独立之路6, 5现代大学教育6 2006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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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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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6 2003年第 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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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po lit ics and cu lture o 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has had a g reat posit ive in fluence on traditionalCh inese educa-

tion. It has a lso p layed an important ro le in the establishmen t and fostering o fmodern Chinese un iversity sys-

tem formore than a century, thus enabling ourmodern h igher education to have a un ique kerne lw ith a distinct

Ch inese cultura l co loring in the process of utilizing and transplanting thew estern un iversity system. The study

and analysis of its impact on our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w ill con 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 f our ap-

proach se lect ion and va lue orientat ion in the reform process.

K eywords: Un ification of Sta te and Education, China, M odern U niversity System, Impact

The Evo lution of Country Fair and Its Impact on the Rural Economy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81)

Chen Guocan ( Zhe jiang Norma lUn iversity, Jinhua 321004)

Abstract: In South Song Dynasty, the deve lopm ent of country fa ir presented a lot o f new features. On the

one hand, the periodic markets and da ily markets w ere increasing ly becom ing important form s o f country fa ir

activ ity, ind icat ing that the market level w as rising; on the o ther hand, the r ise of a large number of subject

markets and act ive night fa ir as w e ll as opener trade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country fair internal structure and

its act iv ity pattern. On th is basis, the rura l primary marke t by the network of fa ir rapidly deve loped and

brought a series o f changes in the rural economy. H ow ever, the prosperity of rura l trade fair in the South Song

Dynasty w as a sort of self- regulat ion essen tiallyw ithin the small- peasant economy, rather than fundamental

changes.

K eywords: South Song Dynasty, Country Fa ir, M arket Form, Rural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J. R. M orrison and the FirstOpium W ar (86)

H u Qizhu, J ia Yongm ei ( L iaocheng University, L iaocheng 252059 )

Abstract: Dur ing the F irstOp iumW ar, bo th the genera ls ofCh ina and Brita in w ere faced w ith barriers in

language. H ow ever, the Br itish side chose to appoint J. R. M orrison as translator, w ho w as w ell versed in Ch-i

nese, so they successfu lly so lved the problems in po litica l communication and intelligence co llection. And fur-

thermo re, w ith the aid of J. R. M orrison and the o thers, itmade reasonab le strategic dec isions andm ilitary ar-

rangements. In contras,t the genera ls ofQ ing Dynasty w ho succeeded L in Zexu, re fused to appoint theHans,

whow ere fam iliar w ith Eng lish, as translators simp ly because of the ir distrust o f theH ans, the ir / WorldlyW is-

dom0 and so on. They. d rather re ly on J. R. M orr ison as the on ly translator betw een the two sides. Therefore,

they cou ldn. t feel out the enemy. s real intent ion, let alone to check up the accuracy of tex t o f the treaty draw n

up by the B rit ish side. A s a resul,t they not on ly lost the initiative in thew ar, but also lost it in the nego tia-

tion.

K eywords: J. R. M orrison, the Opium W ar, theT reaty of Nank ing, the Po litics o fT ranslation

Fur ther D iscussion on the Reasons for theReorganization of the Restoration Society (91)

X ie Yibiao ( Shaox ing Un iversity, Shaox ing 312000)

Abstract: There aremany d 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reasons for the reorgan izat ion o f theR estoration Socie-

ty. A fter the uprising ofAnhui and Zhe jiang, a large number of Resto ration Soc iety members fled abroad. In

Japan and SoutheastAsia, they he ld high the banner ofRestorat ion League to carry out revo lutionary act iv it ies,

wh ich resulted in direct conflict betw een Restoration League and A lliance. A fter Sun Yat- sen and Huang

X ing le ft Tokyo, theA lliance headquarters in Tokyo failed to play the ro le of the central command of revolu-

tionary groups as a nat iona l bourgeoisie party, wh ile the t ide o f the bourgeo is revo lut ion in the Yangtze R iver

m idd le and low er reaches w as simmering aga in and w as in urgent need of the bourgeo isie revo lut ionary group.
s leadersh ip. R estoration League leaders w ere disappo inted and had to reconstructRestoration League in order

to assume the leadersh ip o f the bourgeo is revo lution in theY ang tze R iver. The tw o trends of overthrow ing Sun

Yat- sen w ere merely a fuse of reorganization Resto ration League.

K eywords: The Restorat ion Society, the Uprising of Anhu i and Zhejiang, the T rends of Overthrow ing

Sun Y at- 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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