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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江流域的山 区经济与沿海经济

刘 永 华

九龙江是福建第二大河
。

其上游的北溪发源子连城
、

上杭境 内
,

西溪发源于龙岩
,

流经

今龙岩
、

漳平
、

华安
、

长泰
、

南靖
、

平和漳州和龙海等八个县市
,

全河干
、

支流总长达 19 0 0多公

里
, 流域面积达 1

.

3 6 万多平方公里
。

九龙江的中上游地区
,
地形崎岖不平

,

山脉纵横
,

山地
、

丘陵和谷地互相交错
,

是典型的 山区
。

北溪
、

西溪在今福河相汇
、

福河之下属下游
。

由于下游地区河床宽广
,

河道典折
,

中上游的泥沙在这里大量沉积
,

形成著名的漳州平原
。

九龙江流诫的拓垦 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
。

至明清时期
,

流域内的社会经济在前代垦殖的

基础上
,

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在九龙江中上游山区
,

在 明代先后设立了宁洋
、

漳平和平和

等几个县
,
这间接反映了此时山区的开发己经达到了一定水准

。

明清沿海平原地区的开发日

臻成熟
,
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

,

海外贸易十分活跃
,

在九龙江 口先后兴起了月港与厦 门这两

大海外贸易中心
。

可 以说
, 明清时期九龙江流域的山区经济 与沿海经济的发展各具特色

,
已

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发展模式
。

在行政区划上
,

九龙江中上游山区在 明清时期包括龙岩州所属龙岩
、

漳平宁洋三县 ¹ 与

漳州府所属长泰
、

南靖
、

平和诸县
。

这些地区山地
、

丘陵与河谷纵横交错
,

如龙岩州
“界汀

、

漳呵
,
崎岖山谷

,

辐揍维艰
” ,

º 长泰县 为 “
闽之僻阪

,

弥望 皆 崇 岗 复岭
, 绝 鲜 可 耕之

田 ” , » 平和县 “
负 山险阻

” , “县多山林川谷
” 。

¼山区的气候也比 较 特殊
, 如龙岩州

的气候
,

由于
“
岩州及平

、

宁二 邑介于汀
、

漳
、

泉
、

延之间
,

旧虽属隶于漳
,

而 气 侯 实兼

汀
、

延二郡
,

与漳郡殊
。 ” ¾山区气佚的特点是温差较大

,

气候变化无常
,

如平和县处
“
在

万 山绝壁中
,
峰高地峻

, 一 日之间气候不齐
, 一岁之 内寒暑靡定

。 ” ¾因此
,

山区的 自然地

理条件与沿海地区有显著不同
。

¹ 龙岩
,

明属漳州
。

雍正十二年
,
升县为直隶州

,

而以漳平
、

宁洋二县属焉
。

º 道光 《龙岩州

志 》卷 8 ,

土产志
。

» 乾隆 《长泰县志 》卷 1 1 ,

艺文志
。

张憋建
, “

清理双圳肢碑记
” 。

¼康熙 《平和县志 》卷 1 。
,

风土志
。

½ 乾隆 《龙岩州志 》卷 9 ,

风土志
。

¾康熙 《平和县

志 》卷 1 0 ,

风土志
。



明清
L

时期
,

山区的人口 密度是比较低的
。

试 以嘉庆二十五年 ( 1 e 2 0 年 ) 的 数 字 为

例
,

是年龙岩直隶州有 3 2 8 , 4 1 9 人
,

人 口密度是 4 5
.

6 1 人 / 平方公里
,

这个数字

在全省算是最低的
。

¹ 但是山区的人均耕地并不比沿海平原高
,

嘉庆二十五年
,

龙 岩 州有

3 3 1 , 8 4 3 人
,
田 地 3 0 5 , 3 2 0 亩

,

人 均 耕 地 达 0
. 9 2 亩 / 人

,

比 泉 州
( 。

.

5 。亩 / 人 )
、

漳 , l,I ( 0 .

3
‘

2 亩 / 人夕高
,

但比起 福 州 ( ,
.

。 : 亩 / 人 )
、

兴

化府 ( 2 . 7 0 亩 / 人 ) 与延平 ( 1 . 1 5 亩 / 人 ) 邵 武 ( 1 . 4 9 亩 / 人 )
、

永 春 州

( 0 . 9 9 亩 / 人 ) 则低
。

º 因此
,

其人均耕地面积在福建各州
、

府中算是较少的
。

山区的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
,
如龙岩州

: “农事立春后犁 田
,
惊蛰后布种

,

清 明后栽

插
。

谷种不一
, 日 占日毛亢日林

,
复有早晚二种

,

岁两熟
。

早谷大暑前即熟
,

晚谷霜 降后登

场
。

俗呼占为大冬
,
岁止一获 ; 春季栽种

,
秋季收成

。

呼杭为禾
,

以备莱盛
。

呼林为糯
,
用

以造洒
。
⋯ ⋯旱 田难漪晚谷者

,

或种番薯杂粮菜蔬
。 ” » 龙岩县至民国初年

, “ 田产 以谷蔬

为要品
,
麦 次之

,

番薯
、

落花生又次之
,

间种棉蔗
, 而产 额不多

。 ” ¼番薯的种植在山区很

是普遍
,
如龙岩州

,

番薯
“
有红

、

白二种
,

味甘
, 可以代食

。 ” ½ 南靖县 ,
番 薯

“
有 红

、

白
、

黄数种 ,
熟食如怡

, 可洒可粉
, 可 以代饭

,

可 以止渴
,

近时盛种
,

其种甚普
。 ” ¾宁洋

县番薯的种植也较普遍
, “可以代食

。 ” ¿ 有的地区番薯在当地的食物结构中 己占有很高的

地位
,
如漳平县

, “
今番薯可代谷粮

, 民赖以不饥
。 ” À

山区的粮食作物种植 以一年两熟制为主
,

部分地区实行一年一熟制 , 如平和县
“
多山林

川谷
, 可耕之地少

,

农亦最勤
, 一岁两熟

,

卑下为田尹耕 以水火
,
种以 稻

、

林
、

款
、

奉 之

类
。 ” Á 长泰县 也是 “

谷再登
”  龙岩州所辖坊

、

龙
、

节
、

惠四里
, “

每岁再登
” 。

 南靖

县 毛允稻 “有早 稻 春 种 夏收
,

有晚稻
,
播种与早稻同

,

寄秧于 田
,
名 曰养儿

,

性耐水
,
宜

低 田
,
早稻既获

,
再播

, 至十月收者
,

宋马益所谓
‘

两 熟 潮 田天下无
,

是 也
。 ” 不过

,

有的

地 区
“深 山 地寒

,
田只一熟

” 。

@ 乾 隆 时期
,

漳平
、

宁洋亦是一年一熟
, “

岁不再登
” 。

 甚至到 民国时期
,

宁洋县除城区 有少数洋田种两季外
,

均种单季晚稻
。

 根据地方 志的记

载
, 大约在清末民初

,

部分山区出现了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
。

如龙岩县
, “稻 田率岁二获

,

惟山 田水冷
, 则岁一获

,
其步三获者

,

则多种麦
, 麦于晚收后播种

,
不及麦秋而熟

,

随种早

稻
。

故麦田多岁三获
。 ”  三十年代的调查也表明

,

龙岩县的
“上等田每年可收春麦一次

,

每次早晚稻麦各一次
,
每亩可收六担 (每担计重一六 。斤 ) ; 中等田每年可收稻麦各一次

,
下

¹ º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 口
、

田地
、

田赋统计 》第 2 7 7 、 4 0 8 页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 6 年

版
。

嘉庆 2 5 年龙岩州人口略有差别
,

原因见梁方仲书第 2 7 9 页按语
。

不过
,

梁书按语中之
“

乙编

表 7 8 ”

疑为
“
乙编表 7 7 ”

之误
。

» 道光 《龙者州志 》卷 7 ,

风俗志
。

¼民国九年
《龙岩县志 》卷 1 7 ,

实业志
,

农业
。

½ 道光 《龙岩州志 今卷 8
,

土产志
。

¾乾隆

《南靖县志 》卷 7 ,

物产
。

¿ 光绪 《宁洋县志 》卷 2 舆地志
,

物产
。

1 ,

舆地志
,

物产
。

Á 康熙 《平和县志 》卷 1 。
,

风土志
,

民风
。

À道光 《漳平县志》卷

 乾隆 《长 泰县志 》卷 1 ,

舆地志
,

气侯
。

@ 乾隆 《龙岩州志》卷 9 ,

风土志
,

土产
。

 乾隆 《南靖县志 》卷 7 ,

物产
。

 乾隆 《龙岩州志 》卷 9 ,

风土志
,

土产
。

 吕泌 《宁洋风貌 》第 4 2 页
。 1 9 8 8 年漳平县铅印

本
。

 民国九年 《龙岩县志 》卷 1 7 ,

实业志
。



次
。 ” ¹ 可见当时的耕作制度有以下三种

:

第一种 (
_

上等地 ) : 早稻一一晚稻一一小麦
;

第二种 ( 中等地 ) :
早稻一一晚稻 或者早稻小一一 麦

,

第三种 ( 下等地
,

山田 ) :

大冬
。

从史料看来
,

第二种耕作制度在山区是最为普遍的
,

部分地区有第三种耕作制度
,

第一

种耕作制可能是在清代末年全国经济衰退
,

龙岩商人生意萧条而人 口 压力不断加强
、

农民负

担 日益加重 的情况下产生的
,

因为我们在乾隆
、

道光的 《龙岩州志 》中均末见有一年三熟的

记载
。

山区粮食基本可以 自给
。

º
山区的经济作物以烟草为主

,

其他如木棉
、

革麻
、

甘 蔗
、

蓝靛
、

红花
、

落花生等作物均

有种植
。

作为山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

烟草的种植可以上溯到明末
。

据 《宁 洋 县志 》

载
,
烟草

“
俗名芬

,
崇祯初年始种之

,

今颇大盛
。 ” » 说明明末烟草 己在山区引种

。

迫至清

代
,
烟草在山区各县得 以普遍的种植

,

并且向外输出
。

如 《长泰县志 》称
,

烟 草以 “
本 邑最

胜
,

人多种之
,

利甚多
。 ” ¼屹隆时南靖有种植烟草的记载

,

½ 龙岩州所 出 口 的土产中就

包括烟
,
其利甚溥

,

¾平和县更 “种烟 草以贷外省
。 ” ¿ 烟草之外

,

明清时期
,

n 匡还种梢木

棉
,
带麻

, 甘蔗等经济作物
,

如南靖县
, “其近地之商者种吉 贝

、

烟草
、

地瓜 ( 今奉 文 禁

止
,
不许种烟 )

,

山居之民种带麻
,

竹蔗高下痔地 皆宜
,

取直颇多
,

俗尤尚之
。 ” À 自明

、

末

以来
,
这里还栽种了落花生

, 志称范花生
“一名长生果

,

出西夷国
,

明季始有
,

蔓生园中
。

花谢心中有丝垂下入土结实
,

故名
。 ” Á 长泰县种植芋

,

一岁
“
带三收

” ,

 平和 县 则以

“
高燥为园

,

并种麻某
,

吉贝焉
,

近 或种蔗
,

取浆为糖
。 ” @

山区人民充分发挥当地优势
,

在明清时期发展 了果树栽培业
,
林业采伐业 以及畜牧业

。

如龙岩州
, “
其生物也

,

桃李冬花
” ,

 说 明当地有桃
、

李等果树的 戈培
,

此外
,

该州还生产

栗
,

因为栗
夕 “不宜于炎方

,

故 旧隶漳者惟岩
、

平有之
。 ”  至民国初年

,

龙岩县的 “园艺

如桃
、

李
、

租把
、

橘
、

袖
、

梨
、

枣
,

所在成林
。 ”  津平县 出产的水果

,

著名的有梨 和柿
,

梨产

于永福里
,

种类不一
,

以密梨为最住
,

沛树科 ;江颇多 ,

当地人除以 鲜果 出卖 以外
,

还仿照青

州法制成于饼
,

以便储存
。

 宁洋县的人 民也种柿
, “

仿青州法为干饼
” 。

西 长泰县 出产的

水果有抽
、

荔枝
,

龙眼
、

柑
、

橘
、

橙
、

梨
、

桃
、

李等
,

以抽最为 出名
,

当地 出产 之 袖 有

红
、

白二种
,
其最佳者为文旦

, “ 出本 县
,
其色白味香

,

风 韵耐人
,

惟溪东种 者为上
,

但其

他所种不过数十树
,

移他处风味便减
。

又有桂花及后 门
、

猴相等种亦佳
,

但 是文 旦 仙 凡

¹ 冯和特编 :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 续费 ) 》第 4 1 8 页
,

黎明书局
, 1 9 3 5 年

。

º 参见

王 业键
: “

十八世纪福建的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
” ,

载于 《中国
_

仁会经济 史研究 》 1 9 8 7 年第二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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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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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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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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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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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矣
。 ” ¹ 南靖县之物产

, “厥果有 荔 枝
、

龙眼
、

杨梅
、

桃
、

李
、

梨
、

枣
、

批把
、

柿
、

蕉
、

桔
、

抽
” º 当地生产的荔枝

,

以 “壳红膜紫
,

肉白黑叶为 上
,

状元红
、

桂林次之
,

草坂总出者为

佳
。 ”

该县生产 的柑
、

种类繁多
,

计有仙柑
、

红柑
、

雪柑
、

芦柑
、

蜜柑
、

桶柑
、

狗头柑
、

佛

手柑等八种
。

À 另外
,

平和所产 “平和抛
”
也很 出名

,

清人施鸿保云
:

闽果者称荔支 外
,

惟福橘
、

蜜罗柑
。

窃以为福橘之次
,

当推平和抛
。

他 处 出者
,

瓤中肉两层上下直生相衔
,

独平和出者
,

模直杂嵌
,

不分层数
,

香味皆可敌荔支
,

第色

逊耳
。

其形如 回人所戴帽
,

故俗名 回回帽
,

大有斗许者
。

平和诸处
,

亦惟馆溪陈 氏 为

最
。

每年备贡外
,

必于实初结时给价定数
,

以墨 印识其上
,

方可多得
。

予尝效周栋园先

生品闽中海错
,

亦品闽中诸果
,

荔枝为美人
,

福橘为名土
,

若 平 和抛则侠 客 也
。

¼

明清时期
,

九龄江中上游沿海地区是下游沿海地区木材的主要供应地
。

山区 出 产之木

材
,

以松树
,

杉树为最
,

如 长泰县
,

松树
“
本地最多

” ,

杉树的种 隋也很普遍
。

½ 龙岩州所

出
,

有竹
、

木诸顷
。

¾龙岩县人民颇注意林业
,

有竹山
、

杉 I幼
、

茶山
, “食其利者 殆 数百

家
” 。

¿ 长泰县 的
“

石铭之里 日高层
,

地多山 ,
种竹者丛焉

。 ” À 山区种茶者亦颇不少
。

龙

岩州
“茶产甚盛

,

家常多下隔
,

舍背 (二村名 )两种
。

近 日宁洋茶 品儿拟崇女武彝
,

然其性寒

冷
,

第运东粤
, 以达西洋

,

州人弗尚
。 ” Á 宁洋县之茶树 ,’; 仲名甚多

,

谁有小种址佳
” ,

 

漳平县也有栽种茶者
,

惟
“
无佳品

” ,

而
“士人以苦者为士焉

。 ” À 其 他 如 长 泰
“产土

茶
” ,

@ 平和之茶叶以 “出大峰山者 良
” ,

 这些都说明茶树在山区有较普遍的种植
。

至于畜牧业
,
在 山区也是很适宜的

。

比如龙岩州之
“
牲畜视他处较好

,

价 亦 较贯
” 。

 龙岩县 “城外多旷野
,

牲畜最宜
,

家畜 以羊
、

牛
、

犬
、

家
、

鸡为多
,

农家耕 田
,

必畜牛
。

羊
、

则有专其山者
。

至于鸡琢
,

则比户而有
、

母鸡母截
,

有三代遗风焉
。 ”  长泰县出产羊

,

羊

之种类颇多
,

而 以黑羊为最
。

 宁洋县多畜牛
,

羊者
,

志称
:
牛

,

当地 “农 民多畜之
,

有黄

牛
、

水牛二种
” ;

羊
,

当地 民间所 养皆 山羊
,

绵羊罕见
。

 

明清时期
,

山 区人民还利川当地 的地理环境和农业优势
,

因地制宜
,

发 展 了 造 纸业

木器制造业
、

纺织业
、

采矿冶烁业与酿洒业等手工业
。

造纸业堪称为山区最为重妥 的 手工

业
。

据 民国时期的调杳
,

九龙江流域所经 山区各县
,
除华安

、

长泰等县外
, 均 出产纸

,

其产

品分布
,

在北溪者为宁洋
、

漳平
、

龙岩等三县
,

在西溪者则为南靖
、

平和等二县
,

.

其中以龙

岩为最盛
。

 考之方志
,

乾隆《龙岩州 志 》介绍了清代龙岩州的纸业生产情等田仅收冬麦一

¹ 乾隆 《长泰县志 》1 0 ,

风土志
,

土产
。

º 乾隆 《南靖县志》卷 9 ,

艺文志上
,

黄寅亮
,

“

南靖人物风土志
” 。

» 乾隆 《南靖县志 》卷 7
,

物产
。

¼施鸿保 . 《闽杂记 》卷 1 。眷
“

平和抛
”
条

。

½ 乾隆 《长泰县志》卷 l u ,

风土志
,

土产
。

¾乾隆 《龙岩州志》卷

9 ,

风土志
,

¿ 民国九年 《龙岩县志 》卷 1 7
,

实业志
。

À乾隆 《长泰县志 》卷 1 名 ,

杂志
。

Á 道光 《龙岩州志 》卷 7 ,

风俗志
。

 光绪 《宁洋县志》卷 2 ,

典地志
,

物产
。

@ 乾隆 《长泰县志 》卷 1 0 ,

风上志
,

土产
。

@ 康熙 《平和县志 》卷 1 0 ,

风上 占
,

物产
。

 道光 《龙岩州志》卷 7 ,

风俗志
。

O 民国九年 《龙岩县志 》卷 1 7 ,

实业志
。

 乾隆
《长泰县志》卷 1 0 ,

风土志
,

土产
。

 光绪 《宁洋县志》卷 2 ,

舆地志
,

物产
。

O 《福

建经济概况 》管 9 。页
。

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经济研究室出版
,

1 9 4 7 年
。



况
: “ ( 龙岩 ) 州与漳平产者俱粗

,

惟宁洋之连四纸
、

出吴地者为最佳
, 又大边一种

,

出白

潭乡
。 ” ¹ 乾隆时期 ,

龙岩城的州前市
、

南门市等都有纸出售
。

º 《宁洋县志 》也 记 载
:

“
连四 ( 纸 ) 出自吴地者佳 , 大边一种

,

出 自白口
, (据 《龙岩州志 》

,

此字当为
“
潭

” )
。 ”

» 龙岩是九龙江上游地区最为重要的 造 纸 中心
,

其 生 产 之盛
,

至清 末 民 初仍可窥见一

斑
: “

岩 邑天产颇富
,
其可制造之原料甚移

。

⋯ ⋯今工业品之销售最广者
,

首推纸业
。

山野

多竹
,
故纸业颇繁

,
雁石

、

福村
、

万安等社 出品
,

则运售于北溪
。

胡邦
、

龙 门
、

大小池
、

适中

等社出品
,
则运售于西溪

。

西溪多粗料
,

北溪 则兼运白料
。

白料纸质极 良
,
销路远及南洋

。

虽年计售价不及百万
,

而贫民资以为生
。

其乡 出纸者
,

虽妇孺皆有生计
,

则甚矣工业之觅宜

振兴也
。 ” ¼中上游 山区生产纸数量甚移 ,

其收入亦巨
。

现将民国时期九龙江流域历年生产

纸之数量与价值列为下表
:

½

燕燕
、、 、

,

捉捉
产 量 ( 市 担 ))) 价 值 ( 元 )))

民民国 2 8 年年年 5 0 7
, 5 0 000

民民国 2 4 年年 1 4 0
,

1 0 000

民民国 2 5 年年 1 3 4 , 7 1 000 1
,

0 9 3 一 7 2 000

民民国 2 6 年年 1 1 4 一 6 6 000 9 9 7 一 6 4 000

民民国 2 7 年年年 1 , 2 8 6 , 2 9 000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2 6 1 , 0 8 000民民国 2 8 年年 1 8 4 , 0 7 00000

民民国 2 9 年年 1 6 4 , 4 6 000 2 一 7 8 4 一 6 0 0 来来

九龙江流域历年纸业产量与价值表

朱
这一数字似应作 1 , 7 8 4 , 5 0 0 。

上表之数字虽然代表整个九龙江流域
,
实际士纸业生产只 限于中上游 山区

,

因而这些数字反

映的是山区造纸业 的状况
。

从这些数字我们是可以想象到明清时期山区造纸业的盛况的
。

山区的采矿业与冶铁业 也是 比较有名 的
。

如龙岩州铁矿储量丰富
, “ 州邑俱产

,

各招而

纳课开矿煽炉
。 ” ¾漳平县在明代曾开铅矿和铁矿

,

铅 矿以
“
先年有利

,

后取者众
,
致争

,

¹ 乾隆《龙岩州志 》卷 9 ,

风土志
。

» 光绪 《宁洋县志 》卷 2 ,

舆地志
,

物产
。

½ 据 《福建经济概况 》第 9 1 页所列数字制成
。

º 乾隆 《龙岩州志 》卷 2 ,

规建志
,

街市
。

¼民国九年 《龙岩县志 》卷 1 7 ,

实业志
。

¾乾隆 《龙岩州志》卷 9 ,

风上志
,

土产
。



且穴深
,

每陷人
,

评告封之
。 ” 当地 的铁 矿也

“
先因得利

,

诸客商据之
, 乃竭山利 ,

人众有

乱者
,

今禁止
。 ” ¹ 至清代

,

又招商开铁矿
,

所谓
“招商开矿

,

煽炉纳课
” 。

º 宁洋县的冶

铁业也颇盛
: “宁 邑 旧 有 ( 铁 ) 炉五所

,

宁兴
、

大瑶
、

许家山
、

西坑
、

口溪而己
。

口编者

则请贴输税
,

炉废则课止
,

因叠遭躁嗬
,

口口口口
。

康熙年间
,

知县沈莹招 商开冶
。 ” » 宁

洋县 的小陶
,

在清雍正末年
,
松山的枣林

、

下湖口
、

中坂等村均有开矿冶炼
。

乾隆初年
,

中坂

乡绅陈震章亦有招集矿夫炼铁
,

地点在洪砂三溪 口炉道
,

该处现还 留有炼铁炉 遗 址及废铁

渣
。

乾隆二十七年 ( 1 7 6 2 ) ,

永安县正堂在下湖口立有 < 奉宪立碑永禁挖矿 》的石碑
,

有可能是为防止矿窑塌陷而造成的人命损伤
。

¼平和县出产铜
、

铁等矿物
,

该县铜场 出 铜

矿 , 三坑
、

芦溪二地 出铁
,

此外尚有金
、

银水矿物 出产
。

当地冶制的铁器很 出名
: “

锅鼎斧

斤之类
, ( 平 ) 和制最 良

,

所 出亦多
。 ” ½ 长泰县也有银

、

铁
、

铅 的出产
。

¾

纺织业在 山区有重要地位
。

龙岩州所属各县所产棉布很少
,

纺织 品 基本士是带布
、

麻

布
。

如 漳平县在明代的纺织品有带布
、

练布
、

夏悦
、

青麻布等种类
,

但是棉独少
, “不是本

土之用
。 ” ¿ 宁洋县也是如此

,

该县出产带布等纺织品
,
但是棉布却

“
产 者 其 ( 当作甚 )

少 ” 。

À 漳属长泰
、

平和
、

南靖各县除纺织葛布外
,

还多织棉布
,
长泰之棉布

“即 吉 贝为

之
,

⋯ ⋯华成时如 鹅毛
,

抽其绪
,

纺之作布
,

今泰人多种之
。 ”

该县生产的葛布很出名
,

志

称葛布
“
漳以长泰

、

南靖为佳
,

泰以恭顺里三重为上
。 ” Á 平和一县 ,

带布有白带布
、

生带

布
、

罗布等种类
,

以西林出者为最佳
。

该县之棉布以吉贝为之
,

亦 日吉贝布
, “ ( 吉贝 ) 熟

时
,

其实如裂
,

中绽出如绵
,

土人采之
,

以铁挺碾 出其核
,

乃用竹木为弓
,

牵弦 以弹
,
令其

匀细
,

卷为筒
,

以车纺之
,

抽其绪而缀 之
,

织 以为布
,

布类不一
,

细密者 良
。 ”  南靖县也

生产棉布和葛布
,

当地棉布为吉贝布
,

以 “金山总出者佳
” ,

而葛布则以
“和 溪 总 出 者

佳
” 。

@
明清时期山区的手工 业还有陶瓷业

、

竹木制造业
、

酿洒业等
。

明代漳平县就 生 产粗磁

器
, 它 出自该县和平

、

莹泰和长安三窑
。

 平和县所出瓷器有精粗之分
, “

精 者 出南胜
、

官寮
,
粗者出赤草埔

、

山隔
” 。

 南靖县的瓷器 以出山城者殊胜 , 当地所产茶炉亦很出名
,

志称茶炉
“出马坪 , 以 白土为之

,

其色如施粉雕刻
,

花丽工致
,

以大壮炉为佳
。

里人许大壮

幼读书
,

祈梦
,

九鲤仙人告日
:

鸿炉首唱
。

晚年造炉极工
,

雅擅名
。 ”

南靖所 出的席子亦负盛

¹ 嘉靖 《平漳县志 》卷 4 ,

物产 º 道光 《漳平县志》卷 1 ,

舆地志
,

物产
。

» 光绪

《宁洋县志 》卷 2 ,

舆地志
,

物产
。

¼永安市小陶镇志办公室编
: 《镇志通讯 》 第 1 。期 9 一

1 。页
。 1 9 8 6 年油印本

。

½ 康熙 《平和县志》卷 1 0 ,

风土志
,

物产
。

¾乾隆 《长

泰县志 》卷 1 0 ,

风土志
,

土产
。

¿ 嘉靖 《漳平县志 》卷 4 ,

物产 À 光绪 《宁洋县志 》

卷 2 舆地志
,

物产
。

Á 乾隆 《长泰县志 》卷 1 0 ,

风土志
,

上产
。

 康熙 《平和县志 》

卷 1 0 .

风土
,

物产
。

À 乾隆 《南靖县志 》卷 7 ,

物产
。

 嘉靖 《漳平县志 》 卷 4 ,

特产
。

 秉熙
,

《平和县志 》卷 7 ,

10
,

风土志
,

物产
。



名
,

而尤 以
“出马坪者细密者良

,

龙须草最佳
” 。

平和县所产 的席子 以出东坑细密者良
,

又有龙

须草席最佳
,

其草出自大峰山
。

¹ 平和还出产蔑器
, “

破竹 为丝
,
家用玩器皆可为之

” 。

木

器如椅掉之宝
,

出产尤多
, “

漳郡所用
,

大半和制
。 ” º 龙岩州所制的漆藤枕和漆护手都比

较有名
,

漆藤枕的两端描金龙凤
、

人物
、

花卉等形
,

工致绝伦
,

漆护手 俗名 靠枕
,

置于榻

上 , 乃用以靠臂者
,

其制法与枕同
,

惟龙岩州有之
。

» 至于酿洒业
,

龙岩州久负盛名
, 乾 隆

时期
,
此地所产 之酒以味道甜美

, “
邻郡 邑俱传

,

名
‘
龙岩酒

’ ” 。

¼当地出产之酒种类繁

多
,

主要有气酒
、

双料
、

老酒与佳绍酒等几种
: “

饮食造洒
,

以占米蒸熟
,

吸 其 气而弃其

粕
,

谓之气酒
; 和 以糯米汁

,

加沙糖
,

谓之双料
, 酿 以糯米

,

施 以麦曲孽
,

成于冬季 者为老

酒
,
过二冬三冬者佳绍酒

。 “
此外

,

漳平之酒
“味甜

,

酿家或作醋
” ,

½ 宁洋之 酒 凡有老

酒
、

气酒
、

永酒三品
,

以老酒为上
。

¾

随着山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及人 口压力的日益加重
,

明清时期 山区的商业活动异常活

跃
。

山区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墟市数量 的增加
。

如漳平县在明嘉靖年间共有埠市 5 个
,

¿

到清道光年间增加到 1 2 个
,

翻了一倍多
。

À 龙岩县在乾隆时期共有 1 墟 4 镇
,

Á 到道光时

期增加至 1 0 个
,

 “
墟市土肆数倍从前

” 。

 至清末民初
,

墟市 己达 1 7 个
,
其中大池墟共

有 2 所
。

@ 南靖县在乾隆时期 已有 2 6 个墟
,

 有的墟市每逢墟期 , 即商贾糜集
,

如长泰县

的岩溪墟
“
在族孝里

,

为一 邑之框镇
,

以一
、

四
、

七为市
,

商贾糜至 以万计
。 ” @ 龙岩城已

成九龙江中 上游山区的一个商业重镇
,

乾隆时期
,
城中共有州前市

、

南门市
、

东 门市和西 门

市
,
有旅馆

、

饮食店等多种服务行业
,
如州前市

, “厥肆多旅寓
; 厥货殊

、

墨
、

纸
、

笔
、

竹

器亦有厄人售饮食
, 厥饮惟 白酒

、

红酒
、

烧酒
, 厥食鱼

、

肉
、

米纷
、

面 线 之 类
。 ” 南 门

市
“
由南 门之左达于武安街之右

,

西方之货多萃
,

厥货蔬果
、

牲畜
、

鲜截
、

鱼盐
、

市 帛
、

笠

帽
、

鞋袜
、

纸笔
、

漆器
、

京货
、

药材之类
。 ”

 龙岩的外地商人还结成商邦
,

计有漳邦
、

汀

邦
、

广邦三大邦
。

 

山区从商者不少
。

如龙岩州
, “

商贾来岩者少
,

往外者多
。

龙岩山峻水险
,

舟瞬不通
,

所需货物
,

州人自行贩卖
,

至商于外者十有三四
,

以岩地生计艰难
,

非轻离乡土 也
。 ”

 龙岩

商人服贾于外
,

明清时期多涉足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

清末 民初则远渡 南洋
。

函民国 《龙 岩县

¹ 乾隆 《南靖县志 》卷 7 ,

物产
。

光 《漳平县志 》卷 1舆地志
,

物产
。

洋县志 》卷 2 ,

舆地志
,

物产
。

º 乾隆 《龙岩州志 》卷 9 ,

风上志
,

¼道光 《龙岩州志 》卷 7
,

风俗志
。

¿ 嘉靖 《漳平县志 》卷 1 ,

封域
,

埠市
。

志》卷 1 舆地志
,

疆里
。

卷 2 ,

规建志
,

街市
。

6 ,

建置志
,

墟镇
。

舆地志
,

墟市
。

1 7
,

实业志
。

d 罗

一
山

。

Á 乾隆 《尤岩州志 》卷 2 ,

规建志
,

街市
。

 道光 《龙岩州志 》卷 7
,

风俗志
。

」二产
。

» 道

½ À光绪 《宁

À
,

道光 《 ;幸平县

@ )
道光 《龙岩州志

 乾隆 《南靖县志 》卷 2 ,

坊里
,

坪市
。

 乾隆 《龙岩州志 》卷 2 ,

规建志
,

街市
。

 道光 《龙岩州志 》卷 7 风
,

俗志
。

@ 民国九年 《龙宕州志 》

@ 乾隆 《长泰县志 》卷 i

,

撒

 民国 9 年 《龙岩县志 》卷

 民国九年 《龙岩县志 》卷 1 7 实 业



志》记其盛况云
: “

昔者商人长袖善舞
,
多钱善贾

。

出则长驾远罗
,

执商场之牛耳
;
处则慷

慨与驰社会 之声誉
。

三江五岭之间
,

茶鹅细载而往
,

厚获而归
。

全银吸收百万
,
素封之家

,

村巷望相
。 ” ¹ 龙岩适中商人为龙岩商人之冠

。

他们在明末清初就开始向外发展
,

足迹便及

河南开封
、

甘肃兰州
、

湖北汉口
、

宜昌
、

江西玉山
、

瑞金
、 、

赣州
、

吉安
、

庐陵
、

广东 船塘
、

忠信
、

卜海以及本省的漳州
、

厦门
、

长汀
、

南靖
、

台湾等地
。

据粗略计算
,

他们 在部省内外开

设的店铺就有一百 五十余家
。

º 比如造中谢氏 , “
康熙年 间

,

恩高祖乐成公愚迁于信州之上

岂犷生子五
。

三玉宾公即恩曾祖也
。

恩祖士隆公创设烟业于 乾 隆初年
,

徒居 玉 邑
,

遂家

焉” » 可宗公
, “

幼习举子业
,

一 日读左氏传
,

至郑商人弦高以乘韦 先牛十二镐 秦师
,

遂

瞿然兴 日
: ‘

大丈夫不能帖括戈功名
, 当如是矣 ! ’

先是
,

公季父圣鸿公者
,
鸥夷之流亚

也
,
有心计善持筹握算

。

每年泛舟楚北
,

购办鹅叶
,

以转售于苏杭宁绍及江右之玉山等处
,

利甚溥
。

公遂弃儒偕往
,
鸿亦乐得公以为臂助

。

春鸿秋燕
,

时往时来
,

如是者历有年所
。

嘉

庆季年
,

公之族叔祖华玉在玉 邑创开恒裕玉记 烟作
,

因挥霍过渡
, 费用浩繁

, 几至歇业
。

适

值公 自荆湘买舟便道来玉
, 遂再三邀公台本黔开恒裕玉记字号

, 公乃商订台约
, 重振号规

。

货本即厚
,

而规模一变
,

生意亦隆盛
,

莫之与京
。 ” ¼林氏十四世祖清儒公行年三十二时

,

奋然

日
: “

大丈夫岂终于亩 ( 似当作亩 ) 亩 1,, “
遂航海由浙入燕

,
历山左右

、

河南北
。

经营十

数年间
,

一身越十三省
,
积机 巨万

。 ” ¾由于适中商人外出经商多发财音 ,
龙岩 民 间广传

“
上坪银

,

永福谷
” 的说法

,
形容适中 ( 古称上坪 ) 人财富之盛

。

适中高耸的方形土楼建筑

群; 即是适中人在外经商积厚货所建
。

适中商人以经营皮丝烟者最多
, 以致有称适中 的土楼

是皮丝烟堆叠起来 的
。

龙岩其他各地如东肖
、

曹溪
、

红坊
、

城区
、

万安等到 外地经商的也为

数甚多
,

散布至广¾
。

龙岩商人在全国较大镇埠都建有会馆
,
计有北平龙岩会馆

、

北平龙岩

旧馆
、

北平漳洲东西馆 ; 长汀龙岩会馆
、

尤溪龙岩会馆
、

汉口福建会 馆
、

九江龙岩会馆
,

江

西市搓龙岩会馆
、

建贩龙岩会龙
、

泰宁龙岩会馆¿
、

潮洲汀龙会馆À 等
。

汉 口所建
,

虽名为

福建会 馆而
“时主其事者

,

龙岩人为多
。

馆内有龙岩苍岩福
、

龙川福并适中社有之致和福与

适中谢姓公有之宝树福等
,
福产颇框

。 ” Á 北平漳州东西馆与潮州汀龙会馆皆有龙岩商人参

加
。

鸦片战争以前
,
龙岩商人多向内地发展

,
罕有至南洋经商者

。

其从事海士贸易的路线主

要有二条
:

·

一条是沿九龙江下漳厦
,
这是是最为主要 的一种

, 另一条是沿汀江
、

韩江
, 下潮

汕
,

这条商路亦影响较大
。

志称
: “汀龙二州密迩毗连

,

据闽之上游
,

下与潮为邻
,

地壤相

接
。

且茧卜汀一水
,
南流直通潮郡

, 舟揖往来
,

众皆称便
。

凡商贾商贩运托业于斯者
, 歌乐土

‘

¹ 民国九年 《

拭适中文史通讯》

龙岩县志 》卷 2 1 ,

礼俗志
。

º 林宪曾
: “

适中人在省内外市场之商业概况
, ”

第六期第 2 1一 2 5 页
。 1 9 8 7 年适中乡史编委会油印本

。

玉族谱 》卷 1新序
, “

岩坪谢氏迁玉创修族谱新序
” 。

¼ 《岩坪谢氏迁玉族谱 》

» 《岩坪谢氏迁

卷 1可宗公传

½ 适中《长林也谱 》
,

新公房傀公派下
。

¾郭翔
: “

岩人往外经商综述
” ,

《龙岩

文史资料 》第十八辑第 9 2 一 9 3 页
。

¿ 民国34 年 《龙岩县志 》卷 17 ,

实业志 》附各地会馆

À 同治 《潮州汀龙会馆志 》
,

倡建
。 :

该志由王日根兄见示
,

特此志谢
。



焉
。 ” 乾隆二十八年 ( 1 7 6 3 年 )

,

龙岩杂货商人组成的龙岩纲
,

与汀州府各 属 县的纸

业
、

杂货商人在潮州合建了汀龙会馆 ¹
。

龙岩人往外经商者
“十有三四

” , 人数极众
,

从商

所得资金对当地相当重要
, 成为当地生计的重要来源

。

白土罗陈氏后裔在追溯祖业 的盛衷时

指出
: “吾文安 自明历清

,

约五百年
,

盛于明极于乾嘉
,

替于同光
, 迹其致替之 由有二

:
一

由吾乡山多田少
,

人多逐末
,

长江流域如川
,

鄂
、

赣
、

浙
、

苏
、

皖等省经商者数百人
。

迫太平

军兴
,
商业形敝

,

因之转徒而家于外者半
, 流离而疲于路者亦半

,
本业废而户 口荒矣

。

,, º

此外
,

平和之商人也遍布于大江南北
: “和商邑贾散而 四方

,

于吴
、

于楚
、

.

于越
、

于 广矣
,

亦有居积致富者焉
。 ” » 其原困在于 “和 邑山多地少

,

土痔民贫
” ,

这使百姓
“
逐 什一 之

利
。

轻去其乡
, 吴楚越广犹内地也

,

竟有航海而至外洋者
” ,

康熙年间即在澳门发现了平和

商人
。

¼不过
,

总的说来
, 山区商人

“
成本不丰

,
鲜致 巨富

。 ” ¾

二

明清时期的九龙江下游沿海地 区
,

在行政区划上包括漳州府所在地
、

龙溪县和海 澄县
。

九龙江下游河床宽阔
,

河道则相当曲折
,

因此中上游挟带而来的泥沙多在此 沉积
,
形成著名

的漳州平原
。

沿海地区的气候
, “多暑少寒

,
有霜而无雪

,
树叶长青

,
凡花 果 之 萌长华

实
,
皆先于北地

,
秋季尚暖

,
腊月不衣皮服

,
贫民单衣薄褐亦可卒岁

。 ” ¾这里的日温差和

年温差都比山区小
。

正因为沿海地 区的土地和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
,

它早在唐代就得到了开发
。

但是
,

对其大规模的拓垦与拓垦的成功是在两宋时期完成的
。

¿ 随着明清时期开发的深入与成热
,

漳州沿海平原的人 口密度 己经很高
。

以清代嘉庆二十五年 ( 1 8 2 0 年 )’的数字为例
, 该年

淖州府共有 3 , 3 3 6 , 7 2 9 人
,
人 口密度高达 3 2 7

. 1 3 人 / 平方公里
。

À这无论是 在

人 口的绝对数量还是人口密度 上都属当时全省各州府之冠
, 而且这一数字还包括了处于山区

的南靖
、

平和
、

长泰诸县
。

所以沿海毕区的人 口密度比这一数字还要高出很多
。

由于人 口密

度很高
,

当地的人均耕地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

再以嘉庆二十五年的数字为例
,
是年淖州府

有丁 口 3 , 3 9 7 , 7 6 2 人
,
田地 i , 0 8 3 , 9 6 3 亩 , 人均耕地0 . 32亩 / 人

。

Á 这是

当时福建一省人均耕地最少的地方
,

这种情况很大影响了当地的粮食供需和经济结构
。

沿海地区的农业作物
,

以水稻 为主
,

甘薯自明末传入后迅速推广
,

成为重要 的粮 食作

物
,

其他如大麦和小麦也有比较多的种植
。

水稻种类颇多
, “有早稻

,

有晚稍
, 有大冬

,
有

寄种
,

有青晚
,

有早林
, 有晚大冬林⋯⋯ 又有一种曰川J毛麦, 种之早地

。

又有 击私
,

宙人种之

¹ 《潮州汀龙会沱志 》倡建
,

分纲
。

» ¼康熙 《平和县志 》卷 10 ,

风土志
,

民嗽
。

º 《罗陈文安竹庭公族谱 》卷首
,

第三修叙
。

½ 民国九年 《龙岩县志 》卷 1了,

实业志
。

¾光绪 《漳州府志 》卷38 ,

民风
。

史研究 》19 8 4年第4期
。

¿ 参见林汀水
“

九龙江下的围垦与影响
” ,

见 《中巨社会经济

À Á 《中国历代户口
、

田地
、

田赋统计 》第 277 页
、

第40 8页
.



山
,

热山有肥痔
,

率二三年一易其处
,

非农家所宜
。
” ¹ 水稻广量在粮食生产中的比重 ,

我

们没有 明清时期 的教字
,
但是我们 从三十年代的数字仍可窥见清代 水稻产量的一斑

。

据厦门

大学生物系在三十年代的调杳
,

海澄县水稻年产稻谷有 1 5 0 , 0 0 0 市担
,

占当地农作物

出产总量的一半 以上 ( 这些农作物包括粮食作物
、

经济作物和果林 ) ,

就粮食作物而言
,

则

在粮食 总产量的 5 8 % 以上
。

º 甘薯也是沿海地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

漳州是我国最早

引种 甘薯的地区之一
,

据清人记载
,

番薯乃是在
, 16 万历中

,

闽人得之外国
。

⋯ ⋯初种于津

郡
,

渐及泉州
,

渐及莆 ( 田 ) ,

近则长乐
,

福清皆种之
。 ” » 由于番薯在 当地的重要性 ,

光

绪 < 津州府志 》把之列入物产的谷属
,

该志解释说
:

(甘薯)俗名番藉
,

种出吕宋
,

故 以番名
,

其藤蕃衍
, 入土能结实

,

园者如瓜
,
大者

如股
, 去其薄皮

,

白如脂肪
,

可鲜食
,

尤宜熟食
,

或蒸或煮
,

或 切 丝
,

或磨粉
,

可充

米谷以备粮模
,
其味甜如芋芍之类

。

至于作酒
,

味极淳美
。

方蕃衍时
, 叶如露葵

,

当园

蔬
。

及收获
,

则藤根靡蔓
,

可 当彗菱
,

可作薪樵
,

无一不美
。

漳人初得此种
, 和以为秘

,

或种类 日盛
, 上而温台

,

东而台湾
,

皆切片晒片
,
航海而登

,

即山东路 上 亦间见之
。

⋯ ⋯旧 志载在果属
,

今特殿于 谷属
。

年丰稳可 为果食
,

荒年 则赖以救饥也
。 ” ¼

清代沿海各地都种植番薯
,
如海澄县

“四时种之
” , ½ 位于九龙江 口厦 门岛也广种番薯

,

所

谓
“
厦门田不足于耕

, 近山者率种番薯
,

¾金 门岛亦然 , “
岛地斥卤而膺

,

田不足于耕
。

近

海者耕而兼渔
。
水田 稀少

,

所耕皆晓确
, 山园栽种杂粮

,
番薯

、

落花生
、

豆 ,
且 常 苦旱欠

登
。

又无阪塘可 以灌注
,
但于陇头凿并立石

,

为桔棒以灌之
,

务农者最劳力 习苦
。 ” ¿ 乾隆

年间福建巡抚潘思集在其奏折中提到
:

兴化
、

漳
、

泉三府
, ‘

准莆田一 邑水田 居其六七
,

树落田畴 似浙省之山阴
,

会稽
,

其

余各县山海交错
, 树落 田畴似山东之沂充

,

水田仅止二三
,

山地居其七八
,

漳泉贫乏之

户多 以番薯为粮
,

故 山地之种番薯居其六七
,

亦相土之所宜也
。

À

据三十年代的调查
,

海 澄县番薯产量每年达到 1 0 0 , 0 0 0 市担
,

占粮食作物 总 产量的

3 9 %
。

¾除了水稻和番薯之外
,

麦子在沿海地区也有一些种植
,
但总数颇少

,

三十年代海

澄一县年总产量才达 6 , 0 0 0 市担
。

 

明清时期
,
沿海 的耕作制度 以一年二热制为主

,

一年一热者极少
。

志称漳州附近皆
“田

两熟
’夕

_ 。

 龙溪县也是一年两熟
, “龙溪之稻岁二熟

,

早谷六月收
,

晚谷十月收
,

二熟之谷

¹ 乾隆 《龙溪县志 》卷19
,

物产
。

当陈子英编辑
,

林泉歧调 查
. 《福建省农产调查报告 》

( 国立厦 门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刊物第四卷
, 1 9 4。年 ) 第 138 一 13 9 中表格

。

» 周亮工
: 《闽小记 》

卷 3 , “

番薯
”

条
。

¹ 光绪 《漳州府志 》卷 39 ,

物产
。

½ 乾隆 《海澄县志 》卷15
,

风土

志
,

物产
。

¾道光 《厦门县志 》卷巧
,

风俗纪
,

俗尚
。

¿ 民国 《金门县志》卷13
,

礼

俗
,

耕渔
。

À乾隆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福建巡抚潘思契
“

秦报巡厉各邑地方情形摺
” ,

见 《宫中

档乾隆朝奏折 》第一辑第 138 一 3 页
。

建省农产调查报告 》第138 一 9 页
。

Á 《福建省农产调查报告 》第 138 一 9 页
。

 光绪 《漳州府志》卷38 ,

民风
,

衣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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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一熟所获亦相等
,
但二熟之谷耐旱

,

敌多种之
。
” ¹ 海澄县亦是如此

。

º 在沿海地区
夕

气候
、

土壤条件较山区优越
,
其复种指数亦当 比山区来得高

,
但是

,

在这里却几乎没 言发现

什么一 年三熟的记载
,

这与沿海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

明清沿海经济 的洁况是
,

农业商

品化的程度很高
,

比较不重视粮食作物
,

而注重经济作物
,

甚至出现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相

争耕地的现象
,

手工业
、

商业和对 外贸 易在沿海经济结构中 占有重要地位
,

这就阻碍 了一年

三 熟制的发展
。

另一方面
,

由于以 上啄因
,

加上人均耕地很少
,

漳州府成为缺粮地 区优很容

易理解了
。

据福 逮巡抚高其悼 主雍正 四年 ( 1 7 2 6 年 ) 的一份奏折
,

在丰年漳州产米反能

维持本府六个月之需
。

» < 厦门志 》也记载
: “闽南濒海诸郡

,
田 多斥 卤

,

地痔 民稠
,

不敷

所食
。 ” ¼金门岛

, “

民多食红薯杂粮
。

从前食湖厂
‘

米及粤之高州
。

迫台湾 启 疆
,

遂仰台

运
,
自厦转售

,

风潮迟滞
,

市价顿增
。

⋯ ⋯迩来福清之薯丝
,

石井之半金米
,

时棉
,

小船驳载

入 口
。 ” ½

明清沿海地区 的农业商品化程度有很大的提高
,

这 表现为经济作物大量科植
,

沿海地区

的经济作物主妥有甘蔗
、

烟草
、

落花生
、

棉花等
。

甘蔗
“一名落蔗

,

一名都蔗
,

漳中蔗与他

郡异
,

疏节而皮不红
,

煮糖者 日竹蔗
,

另是一种
。 ” ¾ 山于 甘蔗种植获利比种粮食作物高得

多
,

故种之者极多
, 志称漳州

“
俗种蔗

,

蔗可 搪
,

各省资之
,

利较田倍
。

又种桔
,

煮 糖 为

饼
,

利数倍
,

人多 营焉
。 ” ¿ 当时多有从事旅 糖贸易之 商人

,

如海登县之富商巨贾
, “当搪

盛熟时
,

持重货往各乡买糖
,

或先放账糖寮
, 至期收之

。

有自行贷者
,
有居 以待价

。 ” À 沿

海地 区
一

甘蔗不仅种类繁多
,

而且产量很高
,

三十年代海澄一县年产量可达 1 0 0 , 0 0 0 市

担Á
。

烟草在漳州亦多种植
,

九龙江小
‘

游的烟 草名重于国内外
,

乾隆年 间有称之
“

「

甲于天下
”

者
, 种植者获利很高

, 有时甚至可以比种植粮食作物所获 高出数倍  
。

《龙溪县志 》称烦草

“
所在多有

,

帷樟烟称最
”
妙

。

落花生大概是在清雍乾时期传入漳州的
。

花隆 < 海澄县志 》

云
:

落花生
“一名上立

,

蔓生 园 中
,
⋯ ⋯种出外国

,

昔年 无 之
,

今 以 压 油
,

其 利甚

溥
”  

。

在 日趋发展的国内外贸易的刺激 卜
,

经济 作物在农村得到 广泛种植
,

它们在农 民经

济结构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 以致出现丁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争地 的现象

。
簇漳州府 志 》记

载
:
漳州 “生齿 日繁

,

民不足食
,

仰结他州
。

又地滨海
,

舟揖通焉
,

商得共刊
, ;丫

」

, 农渐弛
,

俗多种 甘蔗
、

烟草
,

获刊尤多
” 心

。

亩章属龙溪县由于种植甘蔗及烟草获利甚多
,

造成经济作

物
“多夺五谷之地

,

以与之田浙少而采弥遗乏
夕 儿何其不腹耶

。 ‘ ’

由此可见 , 明清时期沿海

农业 的商品化代度 己经达到 了很 l衍的水干
。

但是
,

经济 作物既大觉科植
,

导致 了所诏
“
农渐

¹ 乾隆 《龙溪县 志 》卷 19
,

物产
。

º 乾隆 《海澄县志》卷15
,

风土志
。

尽乡见王业

键
“

十八世纪福建的很食供需与粮价分析
”

第72 页
。

¼道光 《厦门志 》卷 8 ,

备市 丘添

½ 民国 《金门 县志 》卷13
,

礼浴
,

商贾
。

;国光绪 《漳州府志 》卷 39
,

物产
。

忿乾隆 《漳

州府志》卷26
,

风俗
。

À 嘉庆 《海澄县志 》卷 6 ,

风俗
。

Á 《福建 占农产肖查报告 》第

13 8一 13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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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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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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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
” 的局面

,

粮食生产在当地经济结构中 },Jb 重要性自然受到挑战
, 这就阻碍了当地农业生产

技术与复种指数的提高
。

漳州号称
“水果之乡” ,

果树种植业
一

旱在明清时期就 己较为发达
。

沿海地区出产 的水果

有荔枝
、

龙眼
、

柑 桔
、

李等
。

荔枝
“ 闽中惟 四郡有之

” ,

而 “漳产不减兴 泉
” ,

漳州所产荔枝

种类 颇多
, t’I 日志载有中羊

、

五月热
、

陈家虎皮斑
, 瓤厚 ,

核如丁香
, 又陈家红

、

水团
、

大

绿
、

小绿
、

余家绿
。

近漳埔有从广移植者
, 口绿罗袍

。

状元红
、

进 贡子难得
,

丁 香 身 圆瓤

厚
,
核小而 甘

, 又有桂林
、

青食
、

早红
、

金 钟之类
,

味更清胜
” ¹ 沿海地区荔枝种植缘山障

野 ,
每当果 熟之时

, “望之如火
” º 龙溪

、

海澄的龙眼种植亦相当普遍
,

据三 十 年 代的统

计
,
龙溪县年产龙眼可达 2 0 , 0 0 0 市担 ( 与荔枝同 ) »

。

漳州所产柑桔也是名满闽中
,

志称
“闽中木奴 ( 指柑桔一一一引者 ) 以漳 为最” ,

其种类有仙柑
、

红柑
、

雪柑
、

芦柑
、

狗

头柑
、

密 ( 蜜 ) 桶柑等¼
。

而 袖以
“
漳小溪产者味甚甘

,

其最佳者为文旦出
” ¾

。

沿海之李

有朱李
、

粉李
、

清 水李
、

胭脂李数种
, “

最佳者为分仁李
,

傅王戎所攒核种
” ¾

。

沿海还有

因植果树而 致巨富者
,

《漳州府志 》就记载 当地
“
果贵荔枝

, 红柑次之 ,
俗多种

,

家比千户

候
” ¿

。

这里 顺便提一下漳州种花业
,

漳州有水仙花的故乡之美誉
,
清代己有种 花 之专业

户 ,
如在漳州 附近的塘北乡

, “
居人不种五谷

,
种花为业

,
花之利视谷胜之

,

盖地疮不宜谷

宜花
。 ” À

九龙江下游的龙溪
、

海澄两县濒临海洋
, 当地人民利用这一优势

,
发展了捕鱼业和海洋

养殖业
。

这里 以厦门与金门两岛的情 况来说明沿海地区的渔业Á
。

厦 门处于九龙江 口
,

岛上

田不足耕
,

故
“近海者耕而兼渔

,

统计渔倍于农
”  

。

当地渔民捕鱼领域颇广
,

《厦门志 》

云
: “

厦门渔船属鱼行保结
,

朝 出暮归
,

在大担 门南北采捕
,

风发则鱼贯而 回
。

往浙江采捕

之渔船在石得
。

灌 口一带收泊
,

先赴县城盐馆配盐为酸鱼之用
,

方准出口
。 ” À 这说明清代沿

海渔民不仅在厦门附近海域捕鱼
,

而 且有远航至浙江等省海域采捕者
。

厦门渔民还利用沿海

滩涂
,

发展海 洋养殖业
,

所谓 “
海港腥鲜

夕

贫民日渔其利
,

虫豪程
、

鱼筋
、

蜡田
、

蛙淑
” ,

民

赖以为生
, 以致

“
濒海之乡画海为界

,

非其界不 可过而问焉
,

越2粤以渔 , 争竞 立起
,

虽 死

不恤
,

身家之计在故也
。 ”  金 门岛亦然

, “金门滨海
,

民多业渔
” , “

濒海之乡
,

画海为

界
,
非其界者不可过而问焉

。

越犷粤而渔
, 争竟立起

。

遇风 涛作
,
则经旬匝月

,
顿 断蔗鲜

。

及网暑大
·

获
,

又多贩入同
、

反
、

漳州去
,

所 出不知所 聚”  
。

沿海地区的手工业有纺织业
、

制 糖业
、

竹器业等等
。

沿海之纺织业有棉纺织业和葛布
、

¹ ¼光绪 《漳州府志 》卷39
,

物产
。

º ¿ À光绪 《漳州府志 》卷38 ,

民风
。

» 《福建省农产调查报告 》第158 一15 9页
。

½ ¾乾隆《龙溪县志 》卷19
,

物产
。

切厦
、

金两岛明清时期辖于同安
,

而同安又辖于泉州府
,

但两岛处于九龙江入海 口 ,

故本文将之划八九龙

江沿海地区
。

略
,

渔船
。

 @ 道光 《厦门志 》卷 15 ,

风俗纪
,

俗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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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布钓纺细 但是不甚有名
,

产量亦不多
,

当地最出名的当推丝织业和毛纺织业
。

龙溪所生产

的天鸭绒
, “

本出楼 国
,

龙溪人以绒织之
,
机制蔚蒸

,
殆夺天巧

” ; 土潞绸
, “

漳织者迫真

州产
, 骤按之甚可辨

,
但差薄耳

” ,
纱

,
龙溪 “织纱俱学吴 中机杆工巧

,

足复相当
,
海内珍

之 ” ,

而 “漳绢与他处不 同
,

亦有最佳者
” 。

¹ 清代丝织业在沿海城乡十分普遍 , 志称
“邑工

号最朴
,

近则纱绒之利不胫而走
,
机杆轧轧之声相闻

,
非尽 出女手也

” º 据 清 末西人的记

载
,
漳州府有二百 四十九个捻丝的土作坊

,
而 当地的织丝机约有二百 九十台

,

主 要 是在府

城 : 近郊及邻近的乡村»
。

甘蔗是沿海地区最为重要 的经济作物之一
,
在甘蔗种植业的基础

上
一

,
沿海地区发展 了榨糖业

。

《漳州府志 》记当地蔗糖之法云
: “
捣蔗浆入釜

,
经练为赤糖

,

贮长砚中
, 窍其

一

氏 沃水出液水
,
浊者为糖水

,
中燥成白糖

。

白糖再炼成冰糖
。 ” ¼ 《东西

商报 》曾介 漳 州 附 近 制 糖业之盛
, 当地制糖输出额

,
每年大约 冰糖四五千笼

。

白糖二

三百笼
, 一笼约容一百一十斤

。

而漳州城内有此制糖所三十一户¾
。

这些糖制品的大量出口

从则面反映出漳州沿海地区制糖业是相当发达 的
。

至于竹器编织业
,

其产品亦相当可观
,
计

有枕
、

描金漆杯
、

细蔑器
、

纱灯等种养
,

枕
“ 以细竹丝编成

,

漆之精妙可观
,

又有扶首
, 以

皮覆
,
旅人用以收拾

,

置舆中
,
夜置床上

, 可作枕
” ,

描金漆杯亦竹丝编成者
, 又有茶盘

,

虽精 雅
‘

不逮吴中
,

却颇耐用
;
纱灯则是

“
漳人近 以蔑丝为质甚细

,

覆五色薄纱其上
” ¾

。

这种纱灯 很 出名
,

时人称
“
他郡皆重之

” ¿
。

此外
,

沿海地区还有制盐业
、

酿酒业
、

铜器

制造业等
。

制盐业方面
“
漳人用晒成

,
其贾甚平

” ,

可以推知当地产盐当不在少数
。

龙溪 的江

东酒甚 是 出名
,

此酒乃是以虎渡水酿成 的
。

该县生产的铜器有铜炉
、

铜佛
、

铜仙等种养
,

.’t 卢锤颇工 , 不在泉州苏铜下
” À

。

沿海地区农业商品化的提高
、

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和对外贸 易的发展莫定了较为坚实 的

基础
, 而人多地少

、

粮食不足等因素
,
迫使沿海人民以海为田

,

贩洋为生
。

这些条件就使九

龙江下游地区继宋元时期的晋江下游地区
, 在 明清时期成为东南沿海经济 区经济发展和对外

贸易的核心地区
。

《厦门志 》提到闽南沿海对外贸易与当地经济结构的关系时说
: “

闽南濒

海诸郡田多斥卤
,

地清民稠
, 不敷所食

,

故 将 军施琅有开法之请
,

巡 抚 高世悼有南洋之

奏 , 所以裕民生者非细
。

富者挟资贩海
,
或得稠载而 归

,
贫者为佣

,
亦 博升斗 自给

。 ” Á 乾

隆咬海澄县志 》亦引旧志 ( 当系明末县志 ) 云
: “ ( 海 澄 ) 田 多 斥卤

,
筑堤障潮

,
寻源导

¹ 光绪 《漳州府志 》卷3 9 ,

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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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

有千门共举之绪
,
无百年不坏之程

。

岁虽再熟
,

获少满髯
,

霜建夏畦
,

个中良苦
,
子是

饶心计者视波涛为吁陌
,
倚帆墙为来耙

,

盖富家以财
,

贫人 以躯
,
输中华之产

,

驰异域之邦
,

易其方物
,

利可十倍
,

故 民乐轻生
,
鼓净世相续

,

亦既 习惯
,

谓生涯无跪此者
。 ” ¹ 这段话道

出了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与当地生态与人文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

明人高克正认为
,
海橙一地

, “ 习夷者什家而七
” ,

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家庭

都从事对外贸易º ,
这可能有些夸张

,
但是

,

沿海地 区经济发展极盛之时
,

其 从事海外贸易

之家庭当占当地家庭的一半以上
。

福建巡抚潘思果 即在奏折中说
: “

漳州郡城与厦门对峙
,

该地绅士富户半系贩洋为生
,
较之他郡尤为殷实

。 ” » 清中叶厦 门兴起 以后 ,
大力发展对外

贸易
,
其贸易圈包括两层

, 一是 国内贸易圈
,

其贸易范围东到台湾
,

南至南字粤
、

广东
,
北至

温州
、

宁波
、

上海
、

天津
、

登
、

菜
、

锦州
,

时称为 “
内洋及南北通商

” ,

《厦门志 》云
: “商

船自厦 门贩货往来 内洋及南北通商者
,
有横洋船

、

贩舟曹船
。

横洋船者
,

由厦门对渡台湾鹿耳

门 ,
涉黑水洋

, 黑 水南北流甚险
,
船则东西横渡

,
故谓之横洋

。

船身梁头二丈 以上
,
往来贸

易配运台湾 以充内地兵精
。

⋯ ⋯贩糟船又分箱南北舟曹
,
南舟曹者 , 贩货至漳州

、

南咚
、

广东各

处贸易之船
。

北舟曹者
, 至温州

、

宁波
、

上海
、

天津
、

登
、

菜
、

锦州贸易之船
。 ” ¼厦 门的第

二 层贸易圈是海外贸易 ( 主要是南祥贸易 ) 圈 ,
与厦门有 贸易往来的国家与地区 计有噶嗽

吧
、

三宝垅
、

实力
、

马辰
、

场仔
、

退罗
、

柔佛
、

六坤
、

宋居
、

膀丁
、

家卢
、

苏禄
、

宿雾
、

东浦
、

安南
、

吕宋等
。

从厦门出口 的货物有漳州 的丝
、

绸
、

纱
、

绢等物¾
,

漳州沿海地区生产的天

鹅绒
、

土潞绸与漳纱
、

漳绢当是因海外贸易发达而兴起 的手工业品
。

除了丝织品外
,
蔗糖与

烟草等物亦是重要 的输出品
。

《海澄县志 > 载
:

富商 巨贾
“
候三四月好南风

,
租舶舟曹装所货

糖色
,

由海道上苏州
、

天津
, 至秋

,
东北风起

,

贩棉花色布回 邑
; 下通雷

、

琼等府
, 一往一

来
夕 获

J

急儿倍
,

以此起家者甚多
。 ” ¾龙溪 县 也 是 如此

,

当地有一种名营蔗者
, 又名蓬

蔗
, “居民研汁煎糖

,
育吴越间

” ¿
。

至于 烟草
, 运销于外者亦多

, 《漳州府志 》载
, “

烟

草者
,

相思草也
,

甲于天下 ,
货于吴

、

于越广
、

于楚汉
,

其利亦较田数倍
” À

。

由于农业商品化程度 的提高和工商业 的发展
,

明清时期沿海地区的墟市贸易相当发达
。

龙溪县在明代嘉靖年间只有八个墟市Á , 至乾隆时期猛增至二十八个  
。

海澄弹丸小地
,

在

光绪年间就有八个墟市  
。

这样就在九龙江下游地区形成 了比较细密 的市场网络
。

同时
,

在

¹ 乾隆 《海澄县志 》卷15 ,

风土志
。

º 乾隆 《海澄县志 》卷2 1 ,

艺文志
,

高克正
, “

海上采

金议
” 。

» 潘巴缓奏折
,

见前渴书
。

由道光 《厦 门志 》卷 5
,

船政略
,

商船
。

» 道光 《厦门志 》卷 5 ,

船政略
,

洋船
。

寸嘉庆 《海澄县志 》卷 6 ,

风俗
。

¿ 乾隆 《龙

溪县志 》卷19
,

物产
。

À 乾隆 《漳州府志 》卷26
,

风俗
。

À嘉靖 《龙溪县志 》卷 l ,

地

理
。

 乾隆 《龙溪县岛 》卷 1 .

街市
。

À 光绪 《漳州府志 》卷 2 ,

疆域
,

街市
。



下游沿海地区还先后兴起了月港和厦门这两个贸易中心
,
它们不仅是九龙江下游沿海地区的

经济中心
, 而且是 闽南

、

乃至东南沿海经济区继泉州之后的中心城市
。

它们都拥有比较繁荣

的城市经济
,

如明中叶之月港
, “论生聚则蜂房栉蓖

,

而货 贝聚集
, 闽南之奥区也

” ¹ , 因

此
,

月港在成 ( 化 ) 弘 ( 治 ) 之间 ( 1 4 6 5 一 1 5 0 5 年 ) 就有了
“
小苏杭

” 之美称º
。

厦门在清 中叶以来也很发达
,

其街市虽然窄狭
, 而民居稠密

,

民皆架席片薄板以蔽 日
。

在这

里形成了专业性市场
,

如油市
、

菜市
、

猪子墟等
。

其中油市在海岸 内武庙前
, “

每岁 自十月

起至二月止
,

卯辰二时
,

乡间落花生油齐集于此发兑铺户及负贩者
” »

。

另外
,
漳州府城也

比较发达
,

潘思架曾称漳州
“城市之繁华胜于省会

” ¼
。

明清时代
,

九龙江上游地 区的山区经济和下游沿海经济形成了各 自 不同的特色
, 一方

面 , 这些特色是这两个不同地区的人民因地制宜
,

些特色又为山区经济与沿海经济的交流提供了基础

发挥当地 的优势而形成的
,

另一方面
,
这

九龙江流域上下游之间在明清时期进行了的经济交流
, 主要是 以九龙江航运为主体而进

行的
。

这条航线不知开拓于何时
。

从史料看来
,
其形成决非一跳而 就

,
而是经 过不断改造而

形成的
。

总体说来
,

九龙江中上游多系山区
,
险滩多

,
航运 比较困难

。

明人即云
: “

龙川发源

自岩西北
,

纳二小溪过小津
,

绕邑东 行
, 至观音座

。

下纳徐溪蕾溪而达于海 o. 溯徐溪而东迩

渭 ( 平 ) 、

建 ( 宁 ) ,
溯蕾溪而北际邵 ( 武 )

一

汀 ( 州 ) ,
商旅向岩

,

慨病涉者咸以座石为

梗
。

起津头
,

迄雁 石
,

地阻崖绝
,

古今议辟者难之
。 ” 后来在明万历年间把部分奇石凿平

,

“烈涯 醋
, 疏下流 , 悉诸盘错而吁夷之

” ½
。

观音座只是九龙江上游众多 的险滩之一 ,
对这

些险滩的改造是经过了长期的努力才完成
,

可能在明中叶以后
,
九龙江 己经较为畅通

。

从三

十年代 的调查来看
,

九龙江航运包括北溪线和西溪线
,
其路线如下 图

: ¾

四十年代的资料则表明
, 汽船可顺西溪从海澄至龙溪

, 民船可以顺西溪从南靖至船场
,
也可

沿北溪从石码至宁洋与龙岩¿
。

汽船是 比较大型的船只
,

它能够在九龙江航行
,

说明更早以

前一般的木船就可以在江上航行了
。

¹ 花隆 《海澄县 多》 卷21
,

艺文志
,

李英
, “

请设县治疏
” 。

土志
。

» 道尤 《夏门 占》卷 名
,

分域略
,

街市
,

城集
。

» 乾隆 《龙召州志 》仓 14 ,

艺文志二
,

石应岳
, “

观音座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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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九龙江下运 的货物以木材与纸为大宗

,

而上运货物以食盐
、

海货为主
。

如

乾隆元年 ( 1 7 3 6 ) 南靖的 《禁革私坝水利告示 》云
: “

靖 邑西属梅垅
、

施洋等处总与龙

岩
、

永定
、

平和交界
, 山地辽 阔

,

多产杉松杂木
,

商民拮措工本
, 买做火柴

,

从水运至山城

转售
,
航运到县及漳郡南河发卖

,

以资民用
,
由来 己久

。 ” ¹ 龙岩 万安境内重峦叠嶂 ,
松

、

杉
、

杂木郁郁葱葱
,

林涛起伏
,

连绵百里
。

万安的木材商人
,
在采购木材后

,

即将儿百根木

头
,
扎成巨型木排

,

从溪 口出发
,
沿霍溪顺流东下

,
经白沙入漳平

, 至华安
。

华安至新坪一

段
,

河道萦回曲折
,

河流急湍
,

原装巨型木排
,

必须改装成短 小 轻便木筏
“
过石空

” 出了新

好
,

河面宽阔平垣
,

直达浦南靠岸
,

所 有木材就在此集中交易
,

成交后再由木材客商起运厂

漳
、

码 º
。

曾任汀漳龙道台的张集馨在指摘地方官场弊端时说
: “军功厂则 为 道中大累

,

厂中有水师武弃一员在彼监造
,

道中派文员数佐杂在厂相陪督造
, 又派道 差县役多人弹压匠

役
,

薪水月费
,
由道发给

。

每修造一船
,

道 中少则赔洋银千数 百元
,

多则赔三四千元
,
赴司

领款
,
习 难需索

, 非给以司费
, 则应烈之款亦领不 出

。

辛龙岩卡 口 夕

内有木 商来往
,

遇木排

到卡
,

每百根抽买十根
,
每根给官价五钱

,

虽大木亦然
,
此虽非例所 当然

,

道中非此则更形

支细
。 ” À 这说明当时从九龙江下运的木材的数 目是相 当可观 的

。

据三十年代的调查
,

九龙

江中上游山区的南靖
、

宁洋
、

龙岩
、

漳平与华安均是木材产地
。

其中南靖产量最高
,
年收入

常在十万元左右¼
。

纸也是上游山区的重要输 出品
,

如龙岩县梧新乡
: “

境 内各村落造纸工

业颇盛
,

儿占全农户总新 百分之四十
, 甲于各乡

,
大部 出产 白料纸

、

甲纸 , 盖因本境竹林郁

茂
,
田 地膺 劣

,

农家收入不足
,

全赖纸业得以为手邑注
,

为县内纸类 中心产地
,

林木
、

茶油
、

俐油
、

茶子
、

桐子饼
、

笋干
、

山粉等类
,

出产颇丰
,

运销于漳平龙溪间
。 ” ¾漳 平 产纸亦

¹ 袍隆 《南靖县志 》卷 2 山川
,

水利附
。

º 扬登氏 : “

万女材
、

业今昔谈
” , 《龙岩文史资料 》

第十二辑第 90 一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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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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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据民国二十四 ( 1 9 3 5 ) 福 建省政府调查
,

民国十九年廿一年 ( 1 9 3 0 一 1 9 3 2 )
,

漳平县每年造纸产值达十余万元
。

当地槽户在制好纸后
,

即趁好期挑往县城 市 场售卖与纸

贩
, 纸贩则将之运往浦南

。

浦南纸栈多系与本县纸贩合股经营者
,
故 纸贩无须亲往

,
运纸之

事
,
托付船夫

,

且沿途有收发处
, 即所谓堆伐

,

纸类转运时
,
彼可代为雇工雇船

,
每百 捆收

发处收费三角¹
。

经九龙江上运的货物有食盐
、

海产等
。

食盐乃生活必需品
,
龙岩

、

宁洋 的食盐都是 通过

九龙江上运 的
,

它属于福建的
“西路盐

” 。

《龙岩州志 》记九龙江的食 盐 运销 云
: “

若龙

岩
、

漳平
、

宁洋
,

皆山邑穷僻
,

民间不能致食盐
,
而 ,酬丙民胃盐者

,
辄用海舟载至海澄

,

歇

泊埠头
,
转买小舟

,
溯西北二溪

,
出华封

,
往龙岩诸邑发卖

。 ” º 至于海产
,

亦当是上运之

大宗
, 《龙岩洲志 》即论及当地

“
海错则邻于漳

,

通于潮
,

价廉用省
,

燕客筵席兼用
” » ,

说明山区的海产是下游沿海地 区供应的
。

由于九龙江上下游经过 的航运贸易活动比较频繁
,
在九龙江江上形成了专业性的航运人

员 ,
专靠航运为生

, < 漳州府志 》记载
: “

南北溪有水居之民维舟于岸
, 为人通往来

,

输费

物
,

俗呼 日泊水官
。 ” ¼此仆

,

在九龙江沿岸的重要埠头 ( 如漳平桂林坂
、

华 口
、

漳州浦南

镇
、

漳州等 ) 兴起了许多专门从事上下游货物驳运的行栈
。

光桂林坂就有夏春伐
、

坤记栈
、

友 达栈
、

三春栈
、

广泰栈
、

三益栈
、

丰记栈等行栈¾
。

四

明清时期九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 乃是东南沿海经济区长时段发展周期中之一环

。

有唐

以降
,

晋江流域在东南 沿海经济区的地位 日趋重要
,

泉州一度成为经济区的核心港 口对外 贸

易中心
。

泉州经济地位之上升始于唐代
, 历五代至宋元时期发展到极致¾

,

元末明初由于 种

种原因无可挽回地衰弱了
。

这 一时期也是上 自温台
、

下至潮汕的东南沿海经济区的
“ 黑暗时

期
” 。

明中叶以后
,
东南沿海开始了新的经济周期

。

不过
,
此时该经济区的核心 己经 从晋江

流域下移至九龙江下游
,

海澄跃升为此时的经济中心和对外贸易中心
。

但这一经济周期时间

较短
,

在明末清初战乱和清廷海禁政策均影响下
,

东南沿海的经济很快进入了低谷
。

东南 沿

¹ 陈荣椿
、

黄光宇等
: “ 19 35年章平县特种物产调查报告

:
二

、

纸业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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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第三个经济周期发端于清代中叶
,

以厦 门的兴起为标志
,

在五 口通商以后逐 渐 达到高

潮¹
。

九龙江流域经济在明清时期 的发展
, 就是在这几个经济周期 的背景 F演进的

。

明人王世愁在比较漳州沿海与闽西诸郡山区社会经济的差别时说
: “闽西诸郡人皆食 山

自足
,

为举子业
,

不求甚工
。

漳穷海徽
,

其人 以业文为不货
,

以舶海为恒产
。

故文则扬葩而

吐藻
,

几坍三吴 , 武则轻生而圣建斗雄于东南夷
,

无事不令人畏也
。 ” º 明代后期 闽 西山区

的 “
食山 自足

” 与漳州沿海的 “以海舶为恒产
”
适成鲜明的对此

。

在九龙江流域
,

中山游山区农业与沿海农业的差别
, 主要不是表现在土壤

、

气候等 自然

条件
、

耕作制度与农业生产技术以及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上
。

九龙江流域 的而积并不算大
,

气候差别较小
,

沿海之 田存在
“
斥卤而疮

” 的情况
,

山区之地亦不乏肥沃腆美者
,

两地都分

别存在有一年一熟
、

一年二熟 与一年三熟三种耕作制度
,
而且都以一 年二熟为主

。

两者农业

的差异 , 勿宁说是表现在人均讲地面积 的不 同和与之紧密相 关的粮食供需状况的不同上
。

在

九龙江 中上游山区
,

人均耕地面积较之漳州 略 高一些
,

其粮食适足 自给
。

不过
,

在 乾嘉时

期
“
人 口 爆炸

” 的影响
一

「
夕

山区的许多地方 已感
“山多卫 少” 、 “生计艰难

” 了
。

在九龙江

下游沿海地区
,

人均耕 地 一常之低
,

雍正年间
,
漳州府全年生产的粮食仅足本地 华年之用

。

从气候
、

土壤等 自然条件而言
,

九龙江上下游均可实行一年三熟的耕作制度
。

但是
,

明

清以来 日益加重 的人 口压力 ,
并没有导致一年三熟制 的普及化

。

这并不是土地 的边际效益递

减规律制约 的结果
,
而是 由于粮食生产以外的农副业

、

手工业和商品活动为缓解人 口压力提

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 “

食山而足
”
与

“以舶海为恒产
” ,

正是明代 山区与沿海为缓解人 口

压力所走 的不 同路子
。

明清时期
,
九龙江中上游山区人 民利用当地优势

,

发展了烟草
、

木棉

等经济作物种植业
,

果树栽培 业
、

林木采伐业 以及造纸业
、

采砂冶炼业
、

木器制造业等手工

业
,

当地商人还牵车服贾
,

走遍大江南北
,

以广大的 内陆为贸易主体
,

从事频 繁 的商业活

动
,

从而有力维持了家庭 生件!
,

这就阻碍 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

推迟丁耕作制 度 变革的到

来
。

只是在 清末全国经济衰退
,

山区外出从商生意萧条与乡 民负担 日益加重的情况下
,

才产

生 了年三熟制
。

而 沿海地区则利用近海优势
,

发展 了滩涂养殖业
、

海上捕捞业与制盐业
, 又

努力发展海上贸易 ( 特别是对外贸易 ) ,

并 以此带动农业的商品化 ( 甘蔗
、

烟草等经济作物

以及荔枝
、

龙眼等呆树 的广泛种植 ) 和丝织业
、

制糖业
、

竹器制造业等 出口导向的商品的生

产
,
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也不利于一年三熟制的普遍实行

。

由此可见
,

无论是在粮食可 以 自

给的山区
, 还是在粮食严巫 医乏的 沿海

,

粮食生产之外的农副业
、

手工业和商业活动虽然不

失为缓解人 口压力
、

解决家庭生计 的好路子
,

但是过分的向外月J力 ,

却不利于耕作制度 的变

革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

明清时期九龙江流域 的山区和沿海都发展 了自身 的经济模式
,

商业活动在两者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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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山区与沿海利用 自己的优势
,
发展 了各 自不 同的商业 区域

, 山区商人 以

从事内陆贸易为主
,
他们 的足迹遍及 内地的京

、

豫
、

鲁
、

鄂
、

湘
、

皖
、

江
、

浙
、

川
、

赣
、

粤

诸省 , 沿海商人则以从事海 L贸易 为主体
,

他们的内洋贸易
,

东至台湾
,
北及温州

、

宁波
、

上海
、

天津
、

登
、

莱
、

锦州
,

南达南广2粤
、

东
,

他们的南洋贸易
, 可达喇噶吧

、

三宝垅
、

实

力
、

马辰
、

逞罗
、

苏禄
、

安南
、

吕宋等十儿个 国家和地 区
。

这些商业活动带来 的大量资财
,

一度使九龙江流域成为东南沿海的核心经济区
,

造就了山区沿海城乡各地精致的文化活动
。

但是
,
这种经济的繁华并不是经济增长

,

它不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与变革的基础上的
,

而是

建立在发达的商业活动的基础上的
,

这样的经济非但有一定的限度
,
而且非常之脆弱

。

事实

证明
:
明中叶以后一度有

“
小苏杭

” 之称的海澄在 明末清初战乱与海禁的影响下一落千丈
,

而当年称雄闽西 的龙岩商人亦在太平天国运动 以来动乱频繁的政治经济环境中难 以为继
,

辗

转流离
, 至于清代后期厦门的兴起

, 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
、

五 口通商之时
,

此时 中国社会 己

经跨入近代的门槛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