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近代四川的山货及山货经济1 

严奇岩 

【摘 要】:文章列举了各种“ 山货”概念, 并重新进行了界定, 认为山货是指流通于市场的山区特产;并分析了

四川的山货产地、类别和地理分布及其特点;指出四川是我国山货的主产区, 山货是四川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物产, 

是四川农业经济的支柱, 因而近代四川农业经济是山货经济。因此, 发展山货经济应是四川农业经济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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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历史农业地理的研究状况,以区域而言, 多半集中于传统农业发达的内地, 而对西部地区的农牧渔猎业经济研究不

够;从专题而言, 偏重于种植业及其结构, 而对大农业部门即农、林、牧、渔、猎业各经济部门比重的综合研究不够;从时段看, 

对民国时期农业的论述相对薄弱。民国时期是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开始过渡阶段
[1]
 。四川农业经济历史上第三次达到高

潮的时间是清末民国初
[2]
 , 而该时期的四川农业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因此, 从学术上看,研究近代四川的农业地理很有意

义。那么, 研究近代四川的历史农业地理该如何寻找切入点呢? 从近代四川的省情看,研究山货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但目

前学术界还没有人对山货进行整体研究, 这对于研究近代四川的农业问题,无疑是很大的遗憾。基于此, 笔者试对近代四川的山

货作些粗浅的探讨,以期探讨近代四川农业经济的特色。 

一 

  (一)“山货”概念的界定何谓山货?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 山货因内涵不同而导致外延各异。严如熠《三

省边防备览》一文中的“山货” ,包括木材、竹笋、纸、木耳、香蕈、铁、沙金、盐等大巴山区物产
[3]
 , 即《汉语大词典》的

解释“泛指山区一般物产” 。也有人把“山货” 理解为山区的经济林或经济作物。如道光时有人感叹大巴山区“民皆莳山货

而不种五谷”
[4] 
。这里把山货与五谷相对,显然并非指山区一般的物产,而是流通的特产,突出了物产的流通性。而现代人对山货

也有不同的理解。或特指林产品,或特指野生食物, 或指野生动物。这些有关“山货”的概念,无疑突出了山区物产的分布特点。 

不过,在近代四川, 山货有其特殊的含义。即“山货”特指畜产或农产品。如当时把四川所产的猪鬃、肠衣、牛羊皮等统称

山货。具体地说,近代四川把山货分为粗货和细货。细货指猪鬃、牛皮以外的山货, 粗货指猪鬃、牛皮、猪肠等畜产品
[5]
 。因而

民国时期出版的《四川省之山货》一书将“山货”翻译为“Animal and plant by-pro ducts ”
[6]
 , 即指动物与植物的副产品。

该书所载的36 种大宗出口山货品种,包括生漆、棕丝、黄木耳、棕绳、竹参、棬油、芋片、五倍子、青麻、黑木耳、白木耳等

植物类山货和虎骨、豹骨、麝香、黑白猪鬃、白鹤毛、杂皮、鹿皮、杂骨、兔皮、人发、鸭毛、牛角、牛油、水牛皮、牛胶、

山丝、箱皮、白蜡、黄蜡、羊毛、黄牛皮、羊皮、胶渣、猪肠等动物类山货。这些农副产品都属当时山货帮的经营范围(桐油已

脱离山货帮而单独成帮, 故没有包括在内)(见表1)。 

                                                                 

1 本文是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 感谢导师蓝勇教授的悉心指教! 文中的近代指1840 -1949 年, 即清末民国时期。四川

包括今重庆市和四川省, 因而1939 -1955 年西康所属的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雅安和西昌等地也在本文的论述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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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农村(包括平原地区)的农产品(含畜产品)之所以称为“山货” ,大概在四川, 城市对广大山区物产的吸纳, 即“外山

收货” ,相对于重庆而言,四川的广大农村是外山, 农村的物产是“山货” ;由于近代四川以东西贸易为主, 因而相对于汉口、

上海等口岸城市而言, 封闭的四川包括重庆又是山区,近代四川又是东部地区的外山。 

其实,以上种种山货的内涵和外延的分歧, 说明《汉语大词典》这种解释很值得商榷。 

首先,它没有突出山区的特性。严如熠所指的山货是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三大类, 可见当时山货包括山区的矿产在内。因

为盐、铁、煤等矿物,作为货类, 在平地也有广泛分布,因而并无山区特色可言。其次, 山区的物产应是“货”类,即流通的商品, 

才是真正的山货。山货是山区商品经济的内容,而与粮食作物相比, 只有经济林或经济作物, 商品流通性才很明显。粮食作物作

为山货,没有普遍意义。为了更好地突出物产的山区特色, 本文探讨的“山货”主要突出以下特点: 

其一,地域性。重点在于突出山区特色, 突出“山”字,即平原没有或较少分布的山区特色物产。山货是山区商品生产的部

分内容,突出了山区的特色。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些特产基本上只分布于四川的广大山区, 在平地基本上不分布。近代有关

四川山区物产的称谓, 如山货、外山、山价、山客、山场等无不显示山区特产的地道性。 

其二,流通性, 突出“货” 类, 即商品。山区的物产很多,但真正成为山区的外销产品绝大多数是土特产。尽管山区特产早

已被山区人民开发利用, 但明清以前四川的山区特产还没有真正进入流通领域,还不算真正的“货” ,除了作为贡品或礼品外,

多属自产自销的自然经济, 不为外界所知,而很少见于流通市场。明清以后, 山货才真正进入市场,近代后才漂洋过海, 走出国

门。山货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变,是商品化山区开发的标志, 反映了近代广大山区农村开放的事实,是我们了解山区开发

的切入点。其三,特色性, 突出“特”字。山区的物产很多, 诸如稻、玉米、马铃薯、红苕等粮食作物,以及蚕丝等传统的物产, 

在近代无特色可言,因而不在本文的论述之中。为此,本文论述的“山货”与近代四川山货帮经营的“山货”不同, 兹列表以区

别比较: 

 

 由于猪鬃、猪肠、牛皮、鸭毛等畜产品并无山区特色, 故不在本文论述之中;而原不属山货帮经营的桐油、药材、木材、

竹笋、香菌等,因山区特色鲜明, 列入山货范畴。故本文论述的山货指流通于市场的山区特产, 即包括药材和野生动物在内的山



 

区林副产品,分生活消费类山货和工业原料类山货等两类。现代意义上的山货也指这些类型。如《山货托起万源富》
[7]
一文提到

的山货范畴与本文类似。文中“山货”主要指木耳、香菇、竹参、竹鼠、锦鸡、娃娃鸡、野菜等山珍;茶叶、魔芋、生漆、油桐、

白蜡、棕片、干果、水果、中药材和木材等农林副产品。 

(二)山货的类别及其地理分布 

自然条件的地理差异是生产地理分工的自然因素。由于气候和地形的影响, 山货地理分布有明显的区域性。为明晰四川山

货的地理分布, 兹以1935 年的行政区划为准
[8]
 ,将山货产区分为以下四个区:盆西平原区、盆中丘陵区、盆周山地区和川西高原

区。四川盆地丘陵区和盆周山地区(西部除外),自然条件优越, 自然资源丰富,是四川山货的主产区。成都平原尽管不是山货的

主产区,但由于是山货的集散地或加工市场,故也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根据山货的用途,可以分为生活消费类山货和工业原料类山

货,各种山货的地理分布如下: 

1.生活消费类山货及其分布 

(1)食品类山货 

 

 (2)药材类山货 

四川是我国药材的主产区, 居“川广云贵”四大药材产区之首。四川药材主要产区为号称“百药灌丛” 的川西高原、山地

及盆周丘陵地区。以地区性集散地而言, 药材集中于中坝、合川、灌县、雅安、叙府、江津、中江、巴中等地。 

2.工业原料类山货 

(1)植物类山货 



 

 

 (2)动物类山货的类别及其分布 

总之,由于自然条件差异, 山货分布呈明显的区域性。四川山货地理分布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山地型、丘陵型和高原型。山

地型包括川东、川西南和川北的盆周山地, 主要出产黑木耳、白木耳、生漆、木材、毛皮和五倍子等山货;高原型指川西地区, 盛

产药材、花椒、麝香和毛皮等山货;丘陵型包括盆中丘陵地区,出产竹笋、油茶、乌桕、桐油、棕片、白蜡、麂皮、金针菜等。

山地型、高原型以野生山货为主,丘陵型以人工栽培山货为主。 

 

 (三)四川山货分布的特点 



 

1.种类多, 产量高和出口中的比重大 

四川是我国经济林木种类最多、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近代四川有 30 多种山货出口, 山货产量高, 在出口中占很大比重。

一般而言, 大凡山区, 大都以出产山货为主。而四川作为山区大省,与其他山区省区比较,在山货的分布与生产上表现其独特性, 

兹与广西比较,可看出这点(见表 5)。广西也是山区, 山地占总面积的 77 .2 %, 在地形上与四川有共同点。广西出口中, 林业

以柴、木材为主, 种植业以出口米为主,畜牧业以出口猪为主, 农业结构非常单一。同样是山区省份,四川出口表现明显的山区

特色,即出口以山货特产为主,林副产品的出口占很大比例。1933 年广西出口山货值 1 160 万元, 占出口总值的 37 .1 %, 而 1934 

年四川山货出口总值 1 833 万元, 占出口总值的 51 %(不包猪鬃等), 山货在四川出口贸易中占很大比重。 

 

2.山货分布广且多集中于交通便利的沿江地区 

从山货的分布和生产看, 由于四川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山区经济发展特点, 山货分布广。作为全国山货的主产区,四川全省

120 个县出产山货。桐树分布于102 个州县,有41 个县年产桐油2 000 担以上;茶叶有75 个县出产;棬树有70 个州县种植;白蜡

有42 个县出产, 生漆有43 个县出产。山货分布不完全取决于自然条件, 还决定于交通。四川山货多集中于交通便利的江河沿

线, 体积大而运输不便的山货,如桐油、五倍子、生漆, 多集中分布于川东、川南,这是因为产地离出口市场(重庆、万县等)越

远, 运输和捐税费用越多,成本更大, 造成“身轻脚重”的现象。 

3.四川山货资源在全国居垄断地位 

四川山货资源在全国处于垄断地位。近代四川属于全国三大林区之一,木材年产量 600 多万立方市尺。在民国时期,四川桐

油产量达 100 万担,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四川被誉为“桐子之乡” ,“秀油”更是闻名世界。白木耳, 四川通江是人工栽培白木

耳的发源地,素有“银耳之乡”的美誉, 年产量 2 万斤,居全国第一;白蜡,四川乐山号称“白蜡之乡” ,产量占全国的 90 %;四

川是我国竹参的主产区, 年产 8 000斤;生漆年产 4 万担, 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城口是全国五大生漆产地之一。五倍子年产约 4 .7 

万担, 占全国的 20 %。四川是我国药材的重点产区。四川药用植物有 3 200 余种,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 其中虫草、大黄、

贝母、川芎、天麻、黄连、杜仲、黄芪等闻名国内外。民初年产量达 1 亿斤。石柱是我国的“黄连之乡” ;麝香主要集中于川

西高原,四川的产量占全国的 80 %。松香年产 1 000 多吨, 居全国第五;乌桕产量居全国第三;四川是我国三大棕榈产区之一,棕



 

片产量居全国前列。此外, 四川的茶、皮毛等产量也在全国占重要的份额。近代四川出口山货也是全国重要的出口山货,山货出

口在全国占重要份额,居垄断性地位(见表 6)。因此四川某些山货冠以“ 川”字, 如川蜡、川漆、川耳、五倍子等, 表明其在全

国的独特地位。 

 

二 

  (一)近代四川山货开发的阶段 

1.鸦片战争到重庆开埠前(1840 -1890 年) 

近代四川工业落后, 农副产品中的大批工业原料和军用物资很少被利用, 一直没有当商品经营。由于重庆没有开埠,山货业

没单独成帮, 由药材业附带经营。因而, 此阶段出口山货品种不多,数量不大。1890 年重庆主要出口山货中木耳、药材、麝香、

五倍子、大黄、白蜡等六项出口总值为 73 万两,占当年重庆大宗出口货总值 203 万两的 35 .6 %(表 7)
[9]
 。 

 

 当然这只是四川出口货中的一小部分, 有人加上厘金局的出口数据,认为重庆开埠前四川输出白蜡值银120 万两,麝香

100 万两, 药材300 万两, 桐油180 万两
[10]
 , 这数据也许估计过高,仅供参考。从出口山货看, 出口以药材、食品为主,属于消

费类山货的出口。这说明重庆开埠前列强还未能把四川变为其原料产地,即四川的单一性殖民地结构尚未形成。 

综观此时期山货开发的特点:由于自给性强,山货开发 

“以有易无” ,属于大范围内自然经济的有无调剂, 属于初级阶段的开发,即“卖”是为了“买” , 属被动的山货开发。 



 

2.重庆开埠到四川军阀混战前(1891 -1916 年) 

1891 年重庆开埠后,四川山货开发进入高峰期。四川山货出口无论种类和数量都开始迅猛地增长。 

在国外工业需求的刺激下, 传统山货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以至诸如麝香、白蜡、黄蜡、五倍子等传统的山货出现新

的用途,成为重要的工业原料。山货新用途的刺激,使以前许多用途未开发而很少输出或没有输出的四川物产,开始进入出口行列, 

成为重要的出口品。 

此阶段四川山货出口与前阶段相比有质的变化, 出口山货呈现新的特点: 

特点之一:山货业异军突起, 山货业务开始与药材帮分开,成为独立的山货帮, 山货开始成为一大产业即山货业。许多山货

在此时期达到输出的高潮。 

特点之二:四川的商品输出重心, 开埠前以国内为主,开埠后由于山货的大量出口, 商品输出重心转向了国外市场。出口山

货以生活消费类为主改为以生产原料为主, 且山货业为外国所垄断。 

特点之三:四川商品输出的种类和数量发生根本的变化,山货的出口有了急剧的上升。 

从出口山货品种上看,除了原有的药材、白蜡、麝香、生漆、五倍子外, 桐油、山丝、白鹤毛、鹿皮、杂皮、棕丝、棬油等

成了新的出口品。山货价格上涨, 刺激某些商品的生产。开埠后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三种变化:昔日重要的输出商品如盐、茶、米

等因其他输出品的发展而失去了昔日的荣耀,输出的比重大为缩小;一些在过去输出占重要地位的商品如丝、药材、麻类等,开埠

后很快在国内外市场找到销路, 并迅速将输出重心转向国际市场, 得到长足的发展, 开埠后10 年间这类商品占重庆埠出口的

一半;开埠前很少输出或没有输出的商品,即某些收购困难的山货特产如桐油等, 进入出口行列,并成为大宗的出口货。重庆开埠

后, 生漆、黄蜡、白蜡、棕丝、生漆、五倍子、青麻、木油、白鹤毛等山货大量外销。 

从出口山货的数量和比重看,1891 -1895 年重庆海关年平均出口112 万海关两,而1911 -1915 年出口总值增加到578 万海

关两,净增4 倍。山货类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由28 .8 %上升到45 .4 %
[11]
 。1901 年重庆海关出口总值为1 032 万海关两, 比

1892 年的出口总值347 万海关两增长近三倍
[12]
 。1902 -1911 年重庆出口贸易总值由1902年850 万海关两升到1910 年的1 550 

万两(1911 年因革命只有1 000 万两)。10 年间药材、麝香、大黄、白蜡等贸易很旺
[13]
 。由此可见,开埠后山货特产在四川出

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此开发阶段的山货开发特点是:卖是为了经济效益。连猎夫的狩猎也不例外。如毛皮,极盛时期在民国初,“惟是时来

货, 多有`枪板眼' ,外商每拒绝收受, 由是外山猎夫,乃不用枪击而设陷阱, 以后求货, 渐臻完美”
[14]

 (p14)。连四川人视为不

祥之物的獾皮也在民国初“迷信观念,亦渐破除,故用者大增, 售价高于狐皮一倍以上”
[14]
 (p13)。 

总之,重庆开埠到军阀混战前, 属于清末民初, 是近代四川山货开发的高潮, 也是近代四川农业结构最优的历史时期。杜受

祐等认为清末民初是四川场镇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16]
 。郭声波也认为清末民初是四川农业发展的高潮。农业发展的高潮,决不单

是种植业的发展, 而应该表现在农林牧副业各方面的发展, 即大农业的发展
[2]
 。笔者理解,近代四川农业发展的高潮时期主要指

这个时期(1891 -1916 年)。 

3.1917 -1949 年四川政局的混乱时期 

1917 年四川进入政局混乱, 捐税异常繁重的时期。清末民初四川繁荣的山货场镇在此阶段大都萧条, 近代四川的山货开发



 

进入衰落阶段。此阶段山货开发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 1917 年-1930 年, 后期是 1931 年-1949 年。前期虽然山货的出口在

1930 年达到高潮, 但由于捐税的繁重和政局动乱,山货的大量出口带来的结果依旧是农民的日益贫困。后期由于 1929 年-1933 

年经济危机, 我国的农村土特产为主的出口贸易受阻。加上民国后期人口的压力加剧了人地矛盾,农业垦殖成为政府的头等大事, 

林副业日益衰落,从而使山货的出口品种和数量大大减少。具体而言,此阶段后期山货开发出现新的变化:变化之一:桐油业异军

突起, 与山货帮分开, 单独成帮,在对外贸易中占首要地位。 

 

 美国发现桐油干燥性强,适合做工业用油漆后,桐油很快成为外销的商品,民国以后畅销欧美等国。尤其是1917年万县设关, 

桐油出口大增。1917 年四川桐油出口数量41 920担,比1912 年增长5 .2 倍,出口价值增长6 .7 倍。同样相距5 年时间,1922 年

四川出口桐油数量是1917 年的6 .8 倍, 出口值是1917 年的10 .2 倍。桐油出口非常迅猛。尤其是30 年代以后四川出口山货

以桐油为主。如1936 年四川桐油出口占出口总值的56 %
[19]
 。 

变化之二:抗战后为维持军需, 对外贸易由战前散漫贸易转为战时统制的贸易,即战前的消极贸易变为积极贸易。战时统制

的贸易控制出口品的价格。统制物价低, 伤害生产者利益,降低经营兴趣。如川东农民因桐油统价过低而砍伐桐树,以桐子作肥

料。 

变化之三:此时期表现为山货开发的明显衰落。 

从品种上看,四川出口的山货品种减少,山货贸易日益衰落。出口山货品种,1938 年出口物品有桐油、麂皮、五倍子、生漆、

青麻等 14 类,1939 年主要是桐油、生漆和少量的五倍子。1940 年则为桐油、生漆,而且生漆数量年年减少,对外贸易日渐萎缩。

从数量上看, 建国前后四川山货的产量还不如以前的出口量(见表 9)。尤其明显的是表现在药材行业的衰落。抗战期间, 交通要

道阻塞, 市场更狭小,1938 年政府将出口量大、利润高的大黄、当归实行统购统销,垄断经营。内战时期, 百业萧条,重庆药材

业的字号、铺户、行栈由极盛时期的近 400 家减少至 81 家, 陷入奄奄一息的困境
[20] 

。山货场镇顿时萧条。如灌县, “战前每

年山货药材交易在 130 万元以上, 战起后各种山货药材交易停滞”
[21]

 。 

 

 总之,此阶段的山货开发, 受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山货开发严重衰退。20 年代以后防区制形成后, 四川捐税异常繁重,

林牧副产品只是种植业的补充, 弥补种植业的不足。即“农田经营, 利润极薄,尚须靠副业维持生活”
[23]
 。 



 

综观近代四川山货开发,它经历了三个阶段, 即发展缓慢、发展较快和发展停滞。这三个阶段, 与丁长清认为我国近代农村

商品经济发展趋势的观点基本吻合
[24]

 。从三个阶段山货的出口品种看, 除了药材、五倍子、生漆始终是四川主要出口山货外, 山

丝、棬油、皮毛、白蜡等虽在前期繁荣,在后期衰落了。而后期只是桐油为出口的大宗山货。山货开发的品种和数量呈现不断减

少的趋势。 

(二)山货在近代四川农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2①
 

四川作为我国山货主产区,自重庆开埠以来, 逐渐成为西方工业国家重要的原料产地。山货经济在四川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山货成为近代四川的经济支柱。“四川山货贸易之发达原因,值斯世界工业发达之际, 原料品之需要, 为量至大;且不容供应稍

缓。川产各种山货出产之丰, 著闻于世。„ „其它各种山货,亦多属大宗对外贸易, 本省地方经济,实利赖至深也。”
[6] 
因而, 山

货业与农村经济兴衰密切相关。抗战期间,山货业衰退,“不仅行好蒙其影响, 甚至各地职工捆扎力夫以及内地猎夫农民, 皆间

接陷于失业。„ „山货一业,不仅有吸引外资的重要关系, 更与内地农村经济联系极大。”
[26]
四川是典型的内地型的农业大省,

与全国相比,近代工业更不发达, 因而出口贸易以农副产品为主。1928 -1933 年四川特产输出年平均数合计3 489 万两,占总输

出的92 %,其中桐油643 万两, 药材428 万两, 林产品输出259 万两
[23]

 。近代四川的对外贸易以山货为主,因而四川的对外贸易

是山货贸易, 山货业是四川最大的出口创汇行业。 

山货经济不但在四川经济中占重要地位, 山货贸易在全国也占重要地位。四川的出口货也是全国的主要出口货。农业经济

产品如桐油、生丝、药材、茶叶、白蜡等四川重要的外销物质,也是全国重要的外销物质, 运往国外的数量占总输出的80%
[28]

 。 

抗战以后四川出口大减, 市镇萧条。但某些山货市场依然看好。如万县山货市场:因战争急需军事原料, 如桐油、生漆及皮

货等山货, 成了各国的抢手货。1932 年出口数1 941 万斤,合计值洋80 万元。1933 年出口数为2 860万斤,值洋120 万元, 较

1932 年增加1 倍,“百业萧条声中,惟此(山货)业特别猛晋”
[29]

 。 

山货在四川出口货物比重中,年年占第一, 平均每年在 40 %以上。从下表可知,1934 年主要山货出口总值 1 382 万元,占出

口总值 3 592 万元的 38 .5 %;1936 年主要山货出口总值为 3 464 万元, 占出口总值 5 516 万元的 62 .8 %
②
。可以说,近代四

川的农业经济是山货经济。 

四川是全国重要的山货产区,其农业经济表现为山货经济,这主要是由四川特殊的省情来决定。由于四川地形以山地丘陵为

主, 山地分布最广, 占全省面积的 50 .32 %,高原面积占 28 .5 %, 丘陵面积占 18 .6 %, 平原面积只占 2 .6%
[30] 

。按地貌划分

的特殊经济类型看, 四川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大省,因而除成都平原外, 四川其他地区最宜发展林业、畜牧业和经济作物。这决定

四川农业资源开发以山货资源的开发为主。现在四川某些山区贫困县正是靠开发山货而脱贫致富。如大巴山区的万源县, 把山

货作为发展经济的优势产业,做好“山”字文章。1993 年全县山货收入达 2 .7 亿元,农民人平收入 520 元,分别占农村总经济

收入的 69 .4 %和农民人均总收入的 59 .7 %
[7]
 。昔日的贫困县靠山货开发而脱贫致富。万源县的致富经验说明, 因地制宜、合

理发展山区经济至关重要。事实证明, 发展山货经济应是四川农业经济的最佳选择。 

                                                                 

①本文在征引民国时期资料原文中的提到“ 山货” , 除特别说明外, 一般指山货帮经营的“ 山货” , 即包括黑、白猪鬃、

鸭毛、牛角、牛油、水牛皮、牛胶、箱皮、黄牛皮、羊皮、胶渣、猪肠等禽畜产品, 但没有包括桐油、药材、木材等山货在内, 

而两者相较, 桐油、药材、木材等山货的量值还多, 如1934 年猪鬃、牛皮等禽畜产品出口值为893 万元, 桐油、药材、木材等

山货出口值为1 026 万元(参见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 1939 年, 第7 页)。这样, 本文界定的“ 山

货” 出口实际数据比原文中提到的应当更多, 因而这些材料中的数据不会影响本文对山货地位的论证。 

②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 1939 年版, U7 -8 页。尽管有些山货来自周边省区, 不能完全反映四川

的山货实况, 但这些出口货只是出口的一部分, 有些是邮寄, 有些是陆路输出, 而且还有部分未能统计进去, 因而实际山货出

口数字应当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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