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宋代四川经济特殊性 

吴擎华1 

 【摘 要】 四川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地位, 宋朝在该地区实施了多种特殊的经济政策, 从而促使四川经

济演生出特殊的发展道路。本文试图从两方面来分析宋代四川经济的特殊性:一、特殊的经济政策;二、特殊经济政

策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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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具有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状况, 其地四塞,江河纵横, 与外界联系较为困难, 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和完整的经济

区域。鉴于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和经济地位, 以及宋灭蜀后蜀人对宋朝政权并不欣然归服, 宋廷为了安

抚蜀人和稳定西南, 对四川采取了特殊的治理政策。其所实施的一系列特殊的经济政策, 导致并加强了宋代四川经济显著的特

殊性。 

一、特殊的经济政策 

宋廷对四川经济特殊化政策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 赋税制度;(二) 禁榷制度;(三) 货币制度;(四)对谋利士人的特殊

照顾。 

(一) 赋税政策特殊化 

在赋税问题上, 宋廷在四川的政策经历一个由轻赋到重赋的变化过程, 同时在赋税结构方面, 四川地区的商业税居主导地

位, 赋税中钱匹帛的比例较重。 

四川在宋代远离京城属于边远地区, 宋廷收复四川后大力推行减税政策, “祖宗时, 蜀中供正赋之外, 惟有三路绢纲三十

万匹, 布纲七十万匹, 每匹为直三百文,而茶盐酒皆未有禁榷, 是供之外, 一岁供地方仅三十万缗也(原注:绢直九万, 布直二

十一万)”
〔1〕

, 四川的赋税较其它地区轻。淳化二年, 因“ 剑外赋税轻, 曾遣监察御史张观按巡四川各地, “ 因令稍增之” , 

张观进谏道:“ 远民易动难安, 专意抚之犹虑失所, 况增赋以扰之乎?设使积粟流衍, 用输京师, 愈烦漕挽之力固不可也!” 太

宗深以为然, 遂不果行
〔2〕

。但随后四川赋税逐渐加重,徽宗宣和三年(1121) “ 言者论西蜀折科之弊, 其略谓:` 西蜀初税钱之

百折绢一匹, 草十围计钱二十。今本路绢不用本色匹折, 草百五十围, 围钱百五十, 税钱三百输至二十三千, 东蜀如之。仍支

移新边, 谓之远仓, 民破产者众' ” 
〔3〕

。南宋时期四川的赋税已经十分沉重。“盖昔者张浚既失五路, 力不足以养兵, 乃以五

路财赋均之西蜀, 增立名色, 谓之折估, 蜀人由是重困”
〔4〕

。南宋人估计四川增赋大概, 周南认为: “ 国民初尽变五代烦细之

赋, 至天禧而方宽, 至熙宁而复增, 及渡江以后, 则四蜀之赋, 增之数十倍, „ „”
〔5〕

。到南宋未年, 随着军费开支的剧增, 四

川的赋税日益加重。魏了翁曰:“ 江上之总领自朝廷岁计其费, 为之科拨, 而四川之岁不能半其出, 则朝廷不问也。”
〔6〕

宋廷

对四川地区的赋税由北宋开始轻赋税(低于其它地区) 到南宋重赋(高于其它地区)的转变, 完成了从一种特殊到另一种特殊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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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禁榷制度的特殊化 

 宋代的财政特点是“ 重征榷轻正赋”
〔7〕

。赵宋立国,即在工商业领域全面推行禁榷制度, 举凡茶、盐、酒、铁、矾、香

药等大宗商品均加以禁榷, 其实施范围遍及东南各地及北方、西北广大地区。然而在四川地区, 由于其当时特殊社会现状, 四

川地区的大宗商品经历了由“ 通商” 到“ 禁榷” 的变化。“ 蜀初年, 吕余庆出守, 太祖谕曰:` 蜀人思孟昶不忘, 卿官成

都, 凡昶所榷税食饮之物, 皆宜罢。' ”
〔8〕

因此, 没有推行禁榷制度, 而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茶法方面, “ 天下茶皆禁, 唯

川峡、广南听民自由买卖, 禁其出境”
〔9〕

;在盐法方面, “ 宋自削平诸国, 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 通商, 随州郡所宜,然亦

变革不常, 而尤重私贩之禁” , 四川地区则“ 大为监, 小为井。监则官掌, 井则土民干鬻, 如其数输课,听往旁郡卖, 唯不得

出川峡”
〔10〕

;在酒业方面, “ 川峡不榷酒, 河北不禁盐。”
〔11〕

北宋前期官府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不禁茶盐酒类的大宗品。正如

司马光所言, 在川峡四路,“ 官不榷酒, 不禁茶盐, 务以安远人为意”
〔12〕

。 

北宋熙宁年间, 宋廷经营西北边疆, 为用茶叶购买马匹, 在四川地区, 禁止茶叶商营, 设置茶场司统一购销, 实行官买卖

的禁榷制。官府在四川行榷茶之后, “ 至令市井商旅, 动皆失业”
〔13〕

。南宋初年, 赵开一是榷盐,“ 诸井皆不立额, 惟禁私

卖, 而诸州县镇置合同场, 以招商贩, 其盐之斤重, 远近皆平准之, 使彼此均一而无相倾夺, 贵贱以时而为翕张” , 于是“ 公

私病之”
〔14〕

。二是榷酒:“ 先罢公努卖供给酒, 即旧扑买坊场所置隔酿, 设官主之, 民以米入官自酿, 斛输钱三十, 头子钱二

十”则“民始病矣”
〔15〕

, 赵开隔槽酒法的特点, 在于把官府和买扑酒户所垄断独占的酿酒业, 扩大为任何人只要纳钱就可经营

酿酒业, 以此来刺激酒业的发展保证酒课的增加。并且以此来革除官酿官卖的贪污谋私, 经营腐败和买扑酒坊逃避酒课等弊病。 

(三) 货币政策特殊化 

四川地区在地理上自成一体, 社会生活和经济上也自成一个单元, 尽管宋代四川与其他地区的商业往来很频繁, 但就其水

平来说仍是具有相对独立的区域市场,其货币制度因特有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宋廷特殊的货币政策而自成体系, 形成了一个独立

的货币区, 其中最大的特点是专用铁钱, 并最早发行纸币, 其发行的货币, 一般都只在川峡四路行使。 

四川产铜较少, 西汉以来就曾使用铁钱, 五代孟蜀时期四川铜铁钱兼用。北宋统一四川后, 四川财富大量运往开封, “ 沈

伦等悉取铜钱上供, 及增铸铁钱, 易民铜钱, 益买金银装发, 颇失裁制, 物价又长。寻又禁铜钱入川界, 铁钱十乃直铜钱二。”
〔16〕

这一举措, 一方面运走四川的财富, 一方面又禁止铜钱入川, 这一政策与北宋在平灭其它各国后实行的以铜钱统一货币的政

策是完全不同的, 使得四川地区的货币由此前铜钱为主, 铁钱为辅的铜铁钱并行朝专行铁钱的方向演进, 四川逐步成为铁钱区。

开宝三年(970 年) 宋廷“ 诏雅州百丈县置监,铸铁钱” , 并“禁铜钱入川” 
〔17〕

, 这样一种增铸铁钱与禁止铜钱入川交相并

促的政策使得四川地区最终成为铁钱的流通区。其后宋廷曾数次试图铸铜钱投入流通, 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宋代四川铁钱

区的形成既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同时也有社会经济以及资源状况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原因。 

因四川商品贸易的日益增多, 铁钱又不便于交换,故在四川地区最早产生了纸币, 史载:“ 川界用铁钱, 小钱每贯重六十五

斤, 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 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 即难以携持”
〔18〕

。对此吕祖谦有更明确的表达:“ 蜀用钱铁, 其大者以

二十五斤为一千, 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 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券会, 生于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 不可以挟持。交子之

法, 出于民之所自为;托之于官, 所以可行。铁钱不便, 交子即便。” 
〔19〕

交子的产生得到了宋廷的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 

年) 设置益州交子务, 天圣二年宋廷正式在四川发行第一界官交子。这一政策使得交子发行流通兑对有了法律支持, 使得四川

地区交子得以正常流通, 这是宋廷适应经济发展客观要求而实行的一种特殊货币政策。 

关于纸币在四川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贾大泉在《宋代四川纸币》一书有详细论述:“ 宋代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已经

达到需要大额纸币的水平, 才是纸币产生的最本质原因和决定性的条件。加上宋代四川行使铁钱,官方又不发放交引等信用票据, 

货币流通中的矛盾更为尖锐;以及宋代四川高度发达的造纸印刷技术为印造纸币创造了条件和金融信用事业发达等等因素, 从

而促成了四川成为我国和世界纸币的发源地。”
〔20〕

 



 

(四) 特殊的谋利士人 

关于宋代四川的商人, 贾大泉在《宋代四川经济述论》一书中, 从“ 大批自产自销的商品生产者的出现” ,“ 专业商人

队伍的壮大” , “ 士大夫和官僚兼营商业的人数普遍增多” , “官营商业队伍的膨胀” 四个方面作了分析说明
〔21〕

。林文勋

的《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一书从特殊的地理环境分析了四川商人的产生发展
〔22〕

。宋代士人经商成为当时社会的一道独特

风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 使得传统的士人阶层的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 士多出于商人家庭, 以致

士与商的界限日渐不清。 

在宋代许多读书人欣然下海, 蜀地士子似乎表现出更大热情。南宋宁宗时, 每逢科举大考之际, 别的地区士子总是星夜赶

考, 但四川的士子却总是姗姗来迟, 到了规定日期还不见进京, 其原因并非仅是路途遥远, 途中经商也是迟到的原因之一。

“ 蜀士嗜利, 多引商货押船, 致留滞关津。”
〔23〕

对于那些颇有商业头脑的四川士子来说, 因为蜀道之难, 平常难得有机会出

川到东南地区,借进京应考之际, 正好贩运货物沿途贸易, 又因一路关卡手续繁多, 所以常常迟到。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 反而

迁就成全, 不得不延期开考, 封建社会的尊严俯就于商业谋利活动, 在中国科举史上也实属罕见现象。 

二、经济特殊化政策产生的原因 

五代十国时期, 各割据政权的经济五花八门, 不复一致。在其后建立起来的宋王朝, 如何统一全国的经济,是个十分棘手的

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宋王朝始终没能齐一。因此不得不因地制宜, 各地区实施了一些不同的的政策。四川的特殊地理位置和重

要的经济地位及其特有的民情, 是宋廷在该地区有目实施的特殊化经济政策的主要因素。 

(一) 政治上的“ 重远” 原则的体现 

宋四川地区特殊化政策的实施, 首先与历代封建王朝政策上的一种传统倾向性有关, 这种倾向性就是“ 重远” 。宋人苏

洵曾作有《重远》一文, 认为:“ 国家分十七路, 河朔、陕右南广、川峡实为要区”
〔24〕

。这种倾向性认为:离朝廷越远的地区, 

就越应受到重视。当时四川离首都有数千里之遥, 且由于高山阻隔, 其与外部联系较弱, “ 封闭性” 很强, 对这样的地区, 宋

廷自然会给予特殊重视。更主要的原因是四川特殊的自然历史状况和重要的经济地位。 

四川地区是我国古代开发和发展较早的区域之一。远在秦汉之际就已成为“ 陆海” , 享有“ 天府之国” 的美誉, 在唐

代有“扬一益二” 之佳称。唐末五代, 中原混战, 四川社会较为安定, 中原衣冠士族和广大人民纷纷入蜀定居, 视为乐土。故

四川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入宋以后, 四川地区的经济在前代积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 “ 夫蜀之四隅, 绵亘数千里, 土腴物

衍, 赀货以蕃,财利贡赋, 率四海三之一, 县官指为外府”
〔25〕

, 至有“ 万货均输若流泉而富国”
〔26〕

之说, 经济实力较强, 在

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四川地区以其丰富的产品同夔峡诸地进行贸易, 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汴京的经济, 对宋代经济的发展和集权

统治的强化起了重要作用。文同《成都府运判厅宴思堂记》云:“ 惟剑南西川, 原野演沃, 氓庶丰夥, 金缯絮, 天洒地发, 装

馈日报, 舟浮辇走, 以给中府, 以赡诸塞, 号居大农所调之半, 县官倚之, 因以为宝薮珍藏云”
〔27〕

。当时“ 隔两川贡赋, 则

朝廷不得安枕矣。”
〔28〕

进一步说明它对宋王朝财政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范百禄在《成都古今集记序》中写道:“ 成都, 蜀

之都会。厥土沃腴, 厥民阜繁, 百姓浩丽, 见谓天府。缣缕之赋, 数路取赡。势严望伟, 卓越他郡, 朝廷席五圣之基, 基万龄

之泰, 明烛外遐, 爱均畿辅。凡迭建师长, 必一时名德, 中外皆曰:可。然后以尹兹土。其优驭西南之意, 概古邈矣, 非独隆于

今也。蜀之所以为重于天下, 虽穷隅舌, 咸共知之。”
〔29〕

 

根据“ 地愈远则任愈重”
〔30〕

的“ 重远” 原则, 距首都千里之遥, 且又有山河阻隔的四川地区, 其地位已非同一般, 再

由于其重要的经济地位, 这样四川地区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文同说:“ 蜀为远邦, 邑曰巨镇, 其政系于国体, 所寄继于上心, 

地望素隆, 事权时重。”
〔31〕

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神宗熙宁六年(1073 年), “ 丞相以成都守臣当更, 其所以宜往省名陈于上

前。曰:` 是其职序才业皆可以称其任, 惟上之所择者。' 上凝神久之, 且曰:` 今海内之蕃城号为至重者, 举莫若吾之全蜀, 壤



 

土衍沃, 民欲丰夥, 外之则八国种落赖之以绥辑, 内之则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 得人而重, 固异他所' ”
〔32〕

。在宋室君臣看来, 

四川已是天下“ 号为至重” 之城, 对这样的地区, 为有效治理该地区, 当然必须重视官吏的选任,选拔“ 强有智敏, 所临课

力惟厚” 的官吏, 同时, 为了使“ 民之利害得以共除, 吏之善恶因而惩劝” 宋廷自然会“ 以重柄委之外台”
〔33〕

, 给地方以

较大的自决权。 

(二) 因地制宜, 顺应蜀地社会民俗风情 

另一个始终影响宋廷对四川地区实施特殊化政策的原因就是它对四川地区的特殊民情的认识。宋人陈师道在谈论四川“ 宜

得一时之土, 以为百吏之师” 的原因时说:“惟兹庸蜀之郊, 限以河山之阻, 远人异俗, 未知劝禁之方, 下吏浅闻, 莫谕天人

之际”
〔3 4〕

。宋廷平四川后,即将后蜀孟氏集团沿长江水道徙往汴京, 据载, 蜀主孟昶离开四川时“万民拥道, 哭声恸地, 昶以

袂掩面而哭,而二江至眉州, 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
〔35〕

。在宋廷看来, 后蜀统治集团在四川是深得人心的, 为了消除四川人

民对孟氏的怀念, 宋廷必须实行一些有别于其它地区的统治政策来笼络人心。宋太祖乾德三年(965 年) 正月, 宋灭后蜀仅用七

十六日, 史家惊叹“ 何其易也。”
〔36〕

但随即而来的是以全师雄为首的蜀卒之乱, 后继起的是王小波、李顺于永康军起事, 战

火绵延川峡各州, 历时两年, 其规模之大, 波及范围之广, 对宋廷冲击较大,连宋太宗都“ 下诏罪已”
〔37〕

。经过这些事件宋廷

总结四川的社会民情是:“ 蜀人喜乱易摇”
〔38〕

。“ 性轻扬, 喜虚称。”
〔39〕

由此看来宋廷对蜀地民情的认识直接导致其特殊化

政策的实施。 

三、结语 

宋廷在四川地区实行的护商政策, 轻赋废禁政策,及特殊货币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四川的经济发展。护商政策的实施使商业得

到较快发展, 商人队伍迅速壮大, 经商人数快速增加, 从业人员多样化, 商人资本急剧膨胀。史籍常有“蜀郡„ „某氏多赀” 、

“某氏产刀钜万”
〔40〕

的记载。足见其商人资本非同一般。轻赋政策实施, 使四川地区的民力得到休息, 史载: “ 百有余年, 民

甚安之。” 
〔41〕

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禁榷制的废除,自由通商政策的实施, 使得四川的茶盐等大宗商品流通无阻, 交

易畅通, 其生产大规模发展, 同时也促进了市场的发展, 四川地区出现了蚕市、药市、花市、茶市等。交子的发行和使用促进

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 使小农小工同市场的联系加强, 使商业信用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宋廷对四川的特殊化

政策是宋代四川地区经济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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