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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建寧地區的災荒問題與解決之策

一 、 前言

本章的目的在於以建寧地區的農業與經濟發展變化為背景，探討災荒

之際其所面臨的問題以及臨時性的解決之策，以瞭解建寧地區各項長期性

社會救濟制度產生的原因。

農業技術的改良、主糧(米、麥)種類與產量的增加以及經濟作物的大
量栽培，是南宋建寧地區農業發展的重要發展，在商業日益發達以及栽植

稻米相對不利的背景下，當地出現了對市場經濟依賴日深、以經濟作物進
行糧食交換的商業化傾向。因此，南宋建寧地區災荒之際糧食不足，已不

單是先前山多田少、水流漏急等地理因素所致，還應考慮到在南宋當日交
換經濟增大，自足經濟匿跡趨勢下致使建寧地區產生糧食不「均 J 鄰
近地區如兩廣、兩漸米糧較多，輸入建寧，而建寧則以其他產業換取米糧，

建寧地區大量稻米用以釀酒，以及經濟作物與主食爭田，便是此種交易模

式的體現。

l 全漢昇. <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翰) .收入氏著. (中國經濟史論叢(合訂本)) (香

港:新亞研究所. 1972) .頁 29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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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寧地區糧食不足問題的背後，除了有因市場交易經濟成熟而引起的

不「均」問題外，因貧富不均所衍生出的糧食不「均」亦是使糧食問題惡

化的原因之一。建寧地區部分富家，憑藉其雄厚的財力，或閉靡不發，以

待高價;或藉高利貨剝削農民，使得在市場交易經濟屈居劣勢的農家小民

深受其害，劫糧、民變之事遂時有所聞。

糧食不均既是災荒之際建寧地區糧食不足問題的主因，而無論那一種

型態的「不均J 都與市場經濟的發展有關，因此促進食米的流通是當務

之急。而即便宋代中央對於救濟事業十分關注，但是官方振濟中的眼貸、

服濟、租稅獨免政策，或無法針對當地情形對症下藥，或因往來勘覆等繁

複的手續以致緩不濟急，甚至平擾民間的米糧流通。因此，建寧地區的官
員往往在官方脹濟之外男尋他策，運用地方上的食米網絡，出榜誘商招米，

以及加重富家道德及實際責任等方式，使他們將圈積的米糧拋售到市場
上，以解決問題。

此外，建寧地區糧食不足部分原因乃起於南宋食米流通便利之故，官

員用以解決糧食問題亦訴諸於米市場的流通，就中建寧地區與鄰近地區的

交通往來，以及奠基於其上所發展而出的經濟交換亦應是本論文所應探討
的主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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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寧地區災荒問題的形成

(一)從糧食不足到糧食不「均」

根據學者的研究，福建在宋代之前便有早熟稻的種植，到了宋代，種

植的範圍則遍及了南方治海各路 2另一方面，由於海外質易的發達，古城

稻於 10 至 11 世紀左右傳入福建， (閩書〉引〈湘山野錄〉的記載便談到:

「宋真宗以福建田多高仰，聞占城稻耐旱，遣使求其種得一十石，以遺其
民，使時之。此占城稻所郵名也，今八郡皆有占城稻。」 3古城稻的特點在

於耐旱、早熟，有助於減低災荒所引發的衝擊，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
之所以將占城稻推廣到江准流域，其重要原因便是江准「三路微早則稻悉

2 穌基朗、 Clark 及朱維幹都認為福建在宋代以前便有一年二護的技衡，但是 Clark
認為一年二模的技街與早熟稻也就是五代時期經由泉州所引進的占城稻息息相
闕，而穌基朗則認為兩者益不相同，蘇基朗認為西晉時期已有早熟箱的相關記
載，只是在當時並不普遍，另一方面根攘稻米品種的特性判斷，早熟稻與後來引
進的占城稻也不相同，兩者不可等同看之。 Billy K.L SO，丹'Ospen'ty， Regi'On, 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 的e S'Outh Fukien Pattem, 946-136ðtCambridge, Mass..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h訊 2側)， 319. Hugh R.Cl叭，白IJ71munity， 的de， and Netw'Orks: S'O泌的 Fu)Ïan
丹OKMIcehm 必e Third t'O 伽 Thirteenth 白I腳y (New York: Ca虹的dge Un山巴昀叩叫叫it均ty付yP封res臼郎s鉛s
l凹991η). 1臼54. 朱維幹. (福建史稱)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 .頁 94 • 

3 關於〈閩書〉引用〈湘山野錄〉的這段記載在〈湘山野錄〉立直未發現，只有類似
的記載 r 真宗深念緣稿，間占城稻耐旱，西天接豆子多而粒大，各遺使以珍貨
求其種。占城得種二十石，至今在處播之。...... J 何喬違(明)結揍，廈門大學古
錢整理研究所歷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間書}校點組校點. (閑書}﹒共 5 冊(為
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冊 5 .卷 150 :南產志，頁 4434 。釋文贅. (湘山
野錄，續錄，玉壺清話) (北京:中拳書局. 1984) .卷下，頁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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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登J 0 4而江翱擔任汝州魯山縣令之時，也是因「芭多曠土，連歲枯旱
於是從其故鄉建陽縣引進占城稻，並教當地人民種植，而使「芭之曠玉皆
為撫田，民賴以足食矣。」 5對於福建而言，占城稻「旱稻種」、 「高仰處
皆宜種之」的特性正好符合當地的氣候特徵以及山多田少、土地貧瘖的地
理環境，其重要性當不在話下。 6福建地區稻米一年二獲種植技術的普遍與
占城稻的日漸推廣，再加上] 0-] 1 世紀擊田技術與耕種方式的改良，促使
福建耕地擴張，主糧食產量也有明顯的增加。 7

而除了稻米產量增加之外，植麥的技術亦隨著宋室南渡、北人南下而
傳入福建，莊綽〈雞肋篇〉說 r建炎之後，江斯、湖湘、閩廣，西北流
寓之人遍滿。紹興初，麥一斜至萬千二錢，農獲其利，倍于種稻。而個戶
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利獨歸客戶 。 于是競種春祿，極目不減准北。 l
這段話說明南宋福建植麥經濟利益極高致使農民爭相種麥的情形 。 而建主
府知府韓元吉在 r (建寧府)叉勸農文」中勸農民「桑拓所以為衣，栗麥
所以為食，則或過水旱之憂， 二稻雖捐，亦不至于凍餒矣 。 」則可進一步

4 (宋會將稿) ，第叫冊:食貨農田瓣，食貨一，頁 18 。
J 馮組料(明)， (建陽縣志) (嘉靖 32 年[1553]本) ，收入於{天一間品在明代方志還
泣，第 31 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叫19悅印)) ，制:列傳人物類，

王禎(元) , (王氏農書) ，卷 27: <毅繪一) : r 早稻 J '收入{叢書，展成新編) , 
第 47 冊(台北:新文豐， 1985) ，頁 5 。

7 穌基朗將閩南(泉州、 i拿圳、興化軍)的經濟發展分為數個階段，其中 946-1087 年
間，由於占城稿的引入，加上有且由與捨種技衡的改善，形成了農業的專業化，並
進而促成貨幣經濟的出現，穌基胡稱這段時期為「地方經濟的起飛 J (take off of 
伽 local economy) 0 Billy K.L So， 如聊時~ Region, and Jnstitutions in Man'time α'Ùla 
theSou的民Ikien月ttem， 946-JJ6t.瓦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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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閩人不單將麥視為營利的商品，而實已與稻米同為用以維生的糧食

來源 。 s

在福建地區普遍農業技術改良、糧食種類及產量增加的情形下，為何
福建地區仍有「雖上熟之年，猶仰客舟興販二廣及漸西米前來出躍」的糧
食不足自給問題 ?9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地區稻產的增加，乃是「水無
涓滴不為用，山到崔鬼猶力耕」、「雖碟硝之地，耕耨殆盡」農民集約經
營的辛勤成果 10福建土地狹瘖、水源、短淺的地理條件以及人口密度還是
限制了產量增加與技術改良的成效，投入在稻作的勞動力與所得無法平
衡 。 真德秀說建寧府「統縣凡七，皆山谷延裹相屬，田居其間裁什四三 ，
歲甚豐，民食堇告足 J '及曾丰(1142-?)所言「居今之人，自農轉而為士、
為道、為釋、為技藝者在在有之，而惟閩為多，閩地偏不足以衣食之也，
於是散而之四方」 ll便說明了稻米增加的表象之下、糧食不足問題依舊及
農民所得反而減少的情形 。 12其次，農業改良的情形不獨福建如此，是南

8 莊綽， (雞肋編) (北京:中拳書局， 1983) ，卷上，頁詣。韓元吉， (I和潤甲乙
主附拾遺) ，共 2 冊(台北:新文豐﹒ 1984) ，冊 2' 卷的，頁 360 0

9 越汝蔥 ， (音青文撥和經米十萬石付泉、福、興化三州脈絡奏) , (宋趙忠定公奏
2歲) ，收入於〈叢書集成績編) ，第 45 冊(上海:上海書局， 1994) ，卷 2' 頁的。

10 方句揍，許沛澡，楊立揚點校， (泊宅編) (北京:中箏書局， 1983) ，卷 3 '頁
15 。 脫脫(元)， (宋史) (北京:中攀書局， 1977) ，卷駒，志第 42 '地理 5 '頁
2210 。

1 1 真德秀. (建寧府膺 t倉吉己) , (真文忠公全無〉共 20 冊(台北:文友， 1974) , 
冊 6: 文集，卷 24 '竟山3 。曾丰， < 送繆帳幹解任詣詮改致序) , {緣管樂〉
共 2 冊，冊 2' 收入王雪五主編， (四』華全書珍本二，長)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35) ，卷 2' 頁 11 0 

12 全漢昇認為福建農民雖然努力精耕，但由於自然環境不良、人口密度大，稻米仍
不足。斯渡義信亦認為福建農業之所以可以與江湖地區相媲美，乃是農民黨約農
耕、辛勤勞動的結果，但是這是有限度的，橋建耕地比人口少的現實，基本上還
是制約了福建農業的發展。全漢昇， (南宋稻米的生產與運輸) ，頁 276 0 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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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來各地區的共同成果， 13在各地農業生產力共同成長的趨勢下，反而
突出了地區之間農業生產力的差異。於是隨著宋代商品流通與交通的發
展，地區間分工及交易的情形日益明顯，從而形成地區作物專業化、特產
化的情形。 14福建地區在自然條件的制約下，相對於以往，主糧種類及產
量固然增加了，但是受到人口增加、地區分工及商品流通的影響下，原本
于入稻作的勞動力轉而投身於其他產業，或是從事經濟利益較高的作物栽
培，藉由經濟作物及其他產業的收入，再轉而向其他地區購買米糧，而這
也正是曾丰所言閩地自農轉事其他產業者較多的原因之一 。因此，宋代?
尤其是南宋福建地區糧食不足，需要引進米糧以不單只是地理環境、人口
密度所致，區域分工成熟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糧食商品化促使勞
動力及耕地轉向其他產業應是不容忽視的因素。建寧地區主糧大量用以製
酒，以及勞動力、耕地轉向茶、黨、瓜果過程中所形成的商品化，便說明
了此種趨勢，而這也成為建寧地區災荒時的隱憂。

值得再進一步的的是，在糧食商品化趨勢日益明顯的同時，向市場
提供米糧的並不是商品生產，而是地主所累積的租課以及農民的餘糧，甚
至是生活用糧 。 相較於地主利用雄厚財力控制食米市場與市場經濟發生關
係的方式，農民往往是為了購買生活所需及籲納租稅，不得不出售糧食獲

327。'莊景輝擇， (宋代商業史研究) (台北縣新莊市:稻禾出版社， 1997) , 

1) 斯波義信認為，占城稻的推廣、一年二熟制的推行、水川重視設施的建設、優良
作物的推廣等相關技衡，是宋代各地區劃時代的共同成是:斯州信著，方鍵、
何忠禮擇， (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1)，頁 22 。

4 斯波義信認為不平衡?生產發展，以及由本來的自然及地理條件差異所決定的產
業分佈'隨著宋代商間流通及交通的發展，促進了生產的集中與分工，從而形成
全國性的特產品市場。斯波義信著，莊景輝諱， (宋代商業史研究) ，頁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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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貨幣而與市場有經濟關連，其動機與市場利潤無關 15甚至是市場經濟

的受害者。蘇軾(吳中田婦嘆〉描寫農民「茹苦一月壟上宿，天晴穫稻隨

車歸。汗流肩祺載入市，價錢乞與如糖惘。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不及明

年飢。」便是此種情形的最佳寫照 16而這種情形自然不僅見之於蘇軾所

見的漸西。可以想見的是，因市場機制及貧富差距所引起的糧食不足，也

可以說是糧食不「均」一富家園糧、貧農乏食的情形，在災荒時會因富家

園糧待高價售出而愈形嚴重，建寧地區便有此問題。

綜上所言，在南宋各地區農業改良、商業發展，以及區域分工日益明

顯的趨勢下，隱藏在建寧地區災荒時乏食背後的乃是糧食不均問題。因此

在對福建及建寧地區農業、經濟在南宋所產生的變化，以及建寧地區糧食

不足在南宋所呈現出的新意義有了初步瞭解之後，接下來，將就建寧地區

引起區域間米市場不「均 J 主糧用以製酒及經濟作物之栽植，以及引發

境內糧食不「均 J 富家閉廳、待價而售等諸現象進行探討，以更深入瞭

解建寧地區災荒之際糧食不足的問題所在。

(二)區域問食米市場不「均」的原因

1. 主糧用以製酒

前文己提及，建寧地區在集約耕作、農業改良為地理、人口因素所圍

之下，農民投入於稻作的勞動力往往不能與所得相平衡，致使農民紛紛轉
業，或是轉種其他作物，通過農產品的商業化與經營其他產業，藉由貨幣

Il 樂庚堯師， (南來的農村經濟)(台北:聯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85) ，頁 222-238 。

16 蘇軾， (吳中回婦，其) , (蘇東坡全集) ，上下 2 冊(北京:中國書局出版，新拳
書店經銷， 1994) ，冊土，前，晨，卷 4' 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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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換取糧食，建寧地區將有限的糧食生產投入製酒便是例子之一。(雞
肋篇〉卷中提到 r三代之世，無九年之蓄為不足，而後世常乏終歲之儲，
非特敦本力田者少，而食者眾，亦酒體以靡之耳。蓋健峻者一飯不過二升，
飲酒則有至於無算。」從大泉消費的角度說明了飲酒之奢風影響糧食問題
之大;而另方面，從生產者的角度來看，正因「飲酒無算J 相對於酬報
率較低的稻米行銷，將米用以釀酒遂成福建農民的另一個選擇。

製酒的材料主要來自於米與麥，福建稻米的品種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為模稻，另一則是較為黏祠的精稻，前者用以食用，後者可做糕點，亦
可釀酒，與梳(麥類)同為是福建名酒紅麵酒的原料。 17因為酒的經濟利
率甚高，致使興化軍農田「耗於就槽，歲肩入城者，不知其幾千擔 18
說明了在市場需求及經濟利益的驅使下，農田轉種就梧的情況。建雪地區
也有類似的情形，而且還成為災荒時的糧食問題惡化的原因之一。在一方
災荒中，朱熹便對民間爭將主糧用以製酒而造成的糧食問題有深刻的見解:

歸途訪問田敵，豐儉相補，計已不至甚虧常數。但備禦之策
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能深陳農穀之害。且云未論
驅釀所耗，只今造趣，崇安郭內皮膏萬餅，黃亭小市亦當半
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在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虞、
舟揖之費，何若坐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萬餅之趟，將

17 3??況，在乎在注了三書記Ltzztzh品Lit;11
lg { 閉書}校點經校點， (間書) ，冊 5 '卷 150 : I有產志，頁 4434 。
。 方大琮， (鄉首項寺丞書> ' (宋忠息鐵塔方公文集) ，收入於{北京圖書館古
f竹叢刊) ，第何 樂部 采別集蝴擷(付j北仿b閃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札扒，心心ω州l凹ω晰9卯晰恥9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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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所鹿和i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擺布~米之說，所

完亦豈及此? 19 

一般而言，宋代官方租稅徵收的宮米乃以糢米為主，在早米、耐旱米

種逐漸普遍之後，官方才逐漸收釋及徵收各式米糧。 20換言之，收釋糢米

以外的稻米品種在南宋仍不普遍。朱熹在文中之所以建議「收釋就米 J

無疑是著眼於當地人民耗費大量食米製酒，與其在價格波動的米市場中花
費時間、金錢搬連他州米糧，不如收釋當地就米，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煩，

並遇止當地製酒之風。

從前引朱熹所言「崇安郭內度費萬餌，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鄉村所

損，叉未在數 J 顯露製酒數量之大，以建陽「其泉仇測，可以釀，其釀
行東南」的情形可以推測，建寧地區的酒除了提供境內人民飲用外，應也
外銷其他地區。 21而從原本就有乏糧之虞的建寧地區耗米製酒，此種「絕
本州百姓之性命，以資遠方無賴之狂」 22的趨勢則可以看出，當建寧地區

農業與外地市場發生緊密關係之後，市場的需求對於當地產業結構所形成

的變化。這種變化，間接地成為建寧地區災荒之際的糧食問題惡化的原因。

19 朱熹， (與建寧傅守劉子> '收入於朱熹旗，郭齊、尹波點梭， (朱熹無〉共 10
冊(成都:四川教育 I 1996) ，冊 3 '卷 25 '頁 1063-1064 。

m 斯 i皮 1信著，莊景縛諱， (宋代商業史研究) ，頁 147-160 。

21 何喬遠(明)編揍， (間書〉校點組校點， (閩書) ，冊 1 I 卷 38 :風俗志，頁 943 • 

22 除了福建之外，撫州亦有「縱民飲酒，~壞米穀」的情形。「絕本州百姓之性命，
以資遮無賴之是王」此書吾便是出於撫州長。州黃震(六月二十八日禁造紅她榜〉一文。
此種耗費米糧以製酒、使災荒時糧食問題惡化的情形似可奧斯渡義信所提，宋以
來庶民生活不可缺「七件事」內容的豐富化與日益繁多的變化相互參照。換言之，
大取消費的奢化所引起的產黨結構改變，似已影響民生至極。黃震， (六月二十
八日然造紅飽榜) , (黃氏日抄) (台北:大化書局， 1984) ，卷 18 '頁 14 .斯渡
敦信著，莊景輝荐， (宋代商業史研究) ，頁 480-4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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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況下，作物交換的市場流通圈可以維持供需平衡，但是一旦飢鐘
發生，交易結構便會產生複雜的變化，因此朱熹才會在文中反對由鄰近地
區搬運米糧，而以收耀就米以扼製酒之風的方式解決糧食不足的困境。

2. 經濟作物(茶、甘隸、瓜果)與主糧事回

除了主糧食用以製酒、以農田植稅、糟外，經濟作物與糧食作物爭地
亦是造成災荒之際建寧地區糧食不足惡化的原因之一。如前所言，在 10-11
世紀各地區農業改良、商業發展及地區分工日益明顯的背景下，建寧地區
開始出現了如斯波義信及蘇基朗所說的地方性物產專業化及經濟作物商業
化的趨勢， 23其中以茶、東、瓜果的種植最為突出。

建寧地區鳳凰山麓的北苑茶熔自唐代便開始經營、名聲漸馳。到了宋
代，丁謂將茶製成龍鳳團向朝廷進賈，並編寫{建安茶錄〉一書，建茶盛
名傳遍天下，而有「建安之茶最天下」之美譽，蘇東坡稱北苑茶「他處縱
有嘉者，殆難得其彷彿 J 0 24到了慶曆年間，蔡襄改造為小龍團茶上賈，
除了用以飲用之外，還可以成為玩賞的工具，深得仁宗喜愛，神宗元豐年

: ZZTZZZZZZJ3332%ijJZ戶口jZtrz?說
" T請製龍鳳圍上貢朝廷及轉成〈建安茶錄}一書後，熊禾說「建茶道且每天下之最 l'
而{閉書}則就「此時建妥之茶最天下」。熊禾， <焦勿軒先生文集) ，故入於
王雪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第 2407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5) ，卷 3 : 
(北范茶烙記) ，頁的。何喬遺(明)編撰， <閉書}校點組校點， <閉書) ，冊

1 '卷 13: 方域志，頁 297 。越令峙， <侯絲絲) ，收入於上海古繪出版社編， <宋
元筆記小說大觀) ，共 6 冊，冊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1)'卷 4 ，頁 2059 。
蔡條， <鐵困山叢談) (北京:中拳書局， 1983) ，卷 6' 頁 1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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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還下令製密雲龍茶，北苑茶之有名及受寵愛的程度可見一斑。 25隨著北

苑茶日益有名，每年向朝廷歲貢的數量及產量也日益增加，南唐時期每年

產量不過 5 、 6 萬斤，到了宋代便增加到 30 多萬斤。 26而從劉克莊以「好!

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章，茶筍連山，稱妙天下」形容建陽縣的景觀，則可

看出茶葉栽種在建陽縣的普遍情形。 27不過，種植茶葉並不會引起上述所

提就、標與田爭地的情形，對於主糧的生產影響並不大。相反地，兩者的

勞動力還可以互相搭配。韓元吉在< (建寧府)勸農文〉中便說 r今造

茶夫雲集，逮其將散，富家大室亦宜召集房客，假其種糧，以多耕荒廢之

壤，高者種栗，低者種豆，有水源者藝稻，無水源者布麥，但使五穀四時

有收，則可足食，而無凶年之患 。 J < (建寧府)叉勸農文) : r 每歲茶

夫既散，富家大室宜有以招之，俾其耕種于無用之山 、荒墟之地，日計之

不足，歲計之有餘，亦可以漸致富殖，而收養無田之民，使不至于凍餒矣。」

由此可知，茶葉與主糧的耕地、耕種季節、勞動力並不相妨。但是建寧地

區所盛產的瓜果及甘蕪等對主糧食的生產妨害便相當大，由於農民「多費

25 <池水燕談錄}卷 8: r 建茶盛于江南，近歲製作尤精，龍鳳團茶最為上品，一斤
八餅。，1:層中，終君模為福建運俊，始進小團以免歲貢，一斤二十餅，所吉實上品

龍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單車宰臣未嘗輒踢，惟郊權至k費之夕，兩府各四人，共
賜一餅。宮人頭金為龍風花姑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為其玩，不敢自試。有嘉客，

出而傳玩。歐陽文忠公云 r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圈又其精者也。 J J 王關之，
〈淹水燕談錄) ，收入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編， <朱元筆記小說大觀) ，冊 2 '卷

8 '頁 1289 。

26 <獨醒雜志}提到丁謂製龍鳳圍上貢時不過 40 餅，到了南宋則「歲貢三等，十
有二綱，四萬九千餘銬。」曾敏行， <獨醒雜志) (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5) ，卷 9' 頁 68-的。〈楊文公談免) : r 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

江在近日方有臘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
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斤。」楊億， (建州..茶) , <楊文公談兌) , 
收入於上海古繪出版社編， <朱元*~己小說大概) ，冊 1 '頁 547 0

27 劉克莊， (建陽縣處續題名) , <後村先生大全無) ，共 2 冊，收入於〈四部叢
刊) ，第 62-63 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7) ，第 63 冊，卷的，頁 7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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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田以種瓜植蕪 J 造成「其可耕之地，皆崎嘔崖谷。」 28可見瓜蕪的種
植已嚴重影響到糧食的生產，對於災荒之際的糧食的問題無疑是是雪上加
霜，而迫使官方不得不採取「禁種梳、禁造麵，禁種相橘」的手段。"

綜上所言，無論是製酒、植茶、種瓜植蕉，都代表著建寧地區農作物
商品化、專業化的趨勢，市場消費的需求以及經濟利益的吸引使原先從事

稻作的勞動力轉事經濟作物栽植與販賣。不過，乏糧的建寧地區之所以可
以費糧以製酒、轉植經濟作物，除了利之所趨外，全漢昇所言「當日交換

經濟增大」與蘇基朗所說的閩南跨區及區域市場整合成功的因素，意即農
民可藉由其他產業營利所得換取糧食，實乃是建寧地區製酒及經濟作物產
業發達之背景與基礎。 3。但是，此種交換經濟的模式在平時可以維持平衡，
一旦災荒發生，反而成為建寧地區亟需解決的難題。

28 韓元吉， (勵農文〉、(又勵農文) , (南潤甲乙稿附拾遺〉﹒冊 2 '卷 18 '頁
359-3ω 。

" 方大琮〈鄉守項寺丞書〉提及 r 閉上四州產米最多，猶禁種尋求、禁進鈍，禁種
4甘橘'鑿池發魚。蓋欲無寸地不可耕，無粒米不可食，以產米有餘之邦而防處至
此，況且且無半糧乎? J 方大琮， (鄉守項寺丞書) , (宋忠息鐵梅方公文集) , 
卷 21 '頁 5 。

m 全;美昇認為稻產不足的地區，如福建，農民之所以轉向其他產業的經營，乃是當
日交換經濟增大之下，農民可給由作物及貨幣換取米糧。至於產主基朗則認為，在
1087-1200 年閩南福建的農業商業化性格日益明顯，同時，兩福建的市場體系與交
通也逐漸發展，即使有糧食不足的問題，也可為由與其他地區的貿易({1t]如以議、
酒、紡織品交換米種)獲得米糧。而這是在海外貿易與跨區貿易整合成功的前提
下才可以進行的，穌基朗稱此段時期為「海外辦區貿易的繁榮 J (Maritirr帥的

d cross-s叫0叫 prosperity) • $0, Billy 缸，丹vspen飢 region， and ins.ω叫□叮
f側的7e α'lna 伽品叫 Fukien pattc例如“368， 71-86 全 j料， (南宋稻米的主
產奧運銷) , (中國經濟史論叢(合訂本))，頁 2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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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荒時的富家閉廉:境內米糧不「均」

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不單只對於建寧地區的產業結構形成影

響，進而成為災荒之際的隱憂。其男一結果:小農與市場關係日益緊密而

形成的貧富差距，則為建寧地區帶來了另一個糧食不均，亦即貧農糧食不

足的問題。誠如前文所提，災荒之際富家閉廳不發、以待高價的情形，使

原本在市場經濟中便屈居劣勢的農民生活益加困頓。此種富家圖利貧農之

例在建寧地區並不少見，黃幹提及建寧地區「大家寡恩而吝施 J 及真德

秀提到春夏乏米之際浦城縣「富室不憐貧，千倉盡封閉。只圖價日高，弗

念民已敝」均說明富家儲積糧食、等待米價高漲才肯出售的情形31 。富家

閉庫使糧食流通問題更形惡化，米糧更加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貧農不得

不向富家借貸而陷入更悲苦的困境。朱熹創設五夫社倉時，其動機便是為

了解決「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之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

豪右」的貧富差距問題。 32除了借貸而使貧富差距日益明顯的問題外，上

戶閉靡不發亦會激起民變、致使「小民亦群起殺人以取其禾 J ， 33造成社

會不安。端平元年(1234)建陽縣及邵武軍「變起於上戶閉釋」之例便是明

證。 34囡此，建寧地區災荒之際除了要解決因市場機制所產生的糧食不

「均 J 建寧地區的糧食有賴鄰近地區供應外，還必須面對富家閉釋，也

就是貧富差距所造成的糧食不「均」問題。

31 黃車來， (建.社倉利病) , (黃勉費先生文，但) (台北:青山書屋， 1957) ，卷 4 ' 
頁 98. 真德秀， (浦城勸輝) , (真文忠公全無) ，冊 6: 文，鞋，卷 1 '頁 18-19 • 

32 朱熹， (建.府 f長安縣、五夫社倉吉己) , (朱熹，但) ，冊 7 '卷 77' 頁 4051 • 

33 黃驗， (建.社倉利病) , (黃勉費先生文，但) ，卷 4' 頁 98 。

3. 脫脫(元)， (宋史) ，卷 178 '志第 131 '食貨上 6' 頁 4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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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誠如梁其姿所言，宋代中央對於長期性救濟政策的重視，乃是前朝

所未有。 3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脹濟方式不見得符合每個地方不同的

需求。另方面，官方以常平米脹躍、用義倉米以脹濟、以及截留上供米、

諸倉米、乞封樁米，或是獨免稅糧等方法，都必須經過複雜的往來勘覆過
程，由縣申州而中央，再由中央回復地方，不僅繁瑣，容易造成胥吏漁利

的弊端. 36更重要的是趕不及民問米市場的變化，錯失罐躍時機。朱熹在

擔任漸東提舉時所上奏的(奏救荒畫一事件狀〉便會說 r ... ...且如釋米

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奏，是時明州米船幅奏正好收釋，乃

不施行。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則所有船米己為上戶收釋殆盡矣。.... ..

臣曾摹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運故也，

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龜鑑。」 37蘇軾曾指出熙寧年間救荒不及，乃是因
為官員潰職 、未先奏請朝廷，而導致富民園積穀糧，米價高昂. 38與朱熹

文中所提明州船米皆為上戶收購殆盡的狀況，都反映富民洞悉、並操控食米
市場，而官方不及反應的情形。因此，地方官仍必須因地因時、因地制宜。

35 板雄梁其姿的研究，中國社會結構在宋代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宋代社會擺脫了
門第大族的支配，庶民專業的貧賤之分，另一方面在科舉制度與政權的緊密配合
之下，形成了一個以士人為高階的社會結構。同時，由於宋代商業的快速發展、
貧富差距的楊大，使窮人開始形成一個特殊的社會類別，吸引了宋代，尤其是南
宋政府的注意，並試圖制定一套長期濟賞的政策，這是前朝政府從來沒有做過
的。梁其姿. (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 (台北:聯經出版社. 1997) .頁
15-18 。

到 鄧雲特. (中國救荒史)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37 年第 1 版. 1998 年影印第 l
版 '2 次印刷) .頁 382-383 。

31 朱熹. <制荒畫一事件狀) • (朱熹集) .冊 1 .卷 17' 頁。
Jð M.軾. <奏新西災傷第一狀) : r 熙..之災傷，本緣天早米費，而沈趣、張統之
流，不先事奏閣，但務立賞閉績，富民皆爭相識毅，小民無所得食，流坪既作，
然後朝廷知之... .•. 0 J 穌東坡. <奏新西災傷第一狀) • M.軾. (且哀求坡金，真}
(河北安心縣:中國書局. 1994) .奏蟻，但卷 7 .頁 4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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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與趙帥書)中所提「叉聞漸米來(閩)者頗多，市價頓滅，邦人甚

喜，而識違者膚、其將不復來。此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招致，稍增

市價，官為收釋，以勸來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搬運，靡費損失，所爭

絕不至少。」便說明了在宮方在進行販濟時，必須配合當地需求及民間食

米市場的流動。 39

四、食米市場的流通與政府的救災措施

(一)政府的救災措施

以建寧地區而言，解決糧食不足的問題首重在促進米栗流通。讓米栗

流通的方法很多，例如明道末年(1033)吳遵路知通州時「乘民未飢，募富

者，得錢萬貫，分遣衛校航海罐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 J 採取買米以

調節當地的食米市場，便是一種。

特徵 、藉自由市場交易，吸引外地運米而來以平衡穀價的「誘商招穀」方

式，在宋代逐漸受到重視。舉例來說，黃絲知漢陽軍時 r通商」救濟法

便是其救災方案中重要的一項。 41此外，范仲淹知抗州時，江漸地區發生

旱災、穀價高漲，范仲淹不抑米價，反而躍升價格，並且於鄰近地區張貼

抗州米價高昂的榜文，於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恐後且虞後者繼至 ，于

39 朱熹. (與趙的書) • (朱熹集〉﹒冊 3 .卷 27 .頁 1146.

~O 玉關之. (淹水然談錄) (台北:木鐸出版社. 1982) ·卷 4' 頁 41 • 
41 斯波A信著，方健、何忠被釋. (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 .頁 459-4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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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米石輻集，價值遂平。」 42誘商招穀的特點在於不抑價、不平擾米市場

的自由交換，其著眼點在於如果抑制米價，地主及米舖勢將惜售，適當的

吸引外穀，增加市場競爭反而有利於米糧釋出及調節米價。值得注意的是，
通商誘穀法的先決條件是米必須具有高度商品性的流通性格，而且在流通

的背後必須有相當程度的市場貿易圈，才可實行。而誠如前文所討論的，

建寧地區糧食不足的意義之一，乃是建寧與福建、全國市場交易圈的接軌，
自此建寧地區實己真備通商誘穀法實行的條件，前文所引朱熹(與趙帥書)

l 謂宜多方招致，稍增市價，官為收釋，以勸來者J 便與范仲淹及黃震
的通商誘穀法如出一轍。的

其次，因應於建寧地區富家閉凜的貧富糧食不均問題，勸躍出米則成
為救災重要的一項重要措施。朱熹淳熙年間在(與建寧諸司論脹濟創子〉
中所建議的方式便與誘商及勸躍兩種策略息息相關:“

一、安撫司販濟米合於冬前差船般運，兔至冬後與民間般載
租米互有相防或致延滯。

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船交海中，今欲招

邀，合從南司多印文膀，發下福州站海諸縣，優立價直，

~2 范仲淹誘商招米之事在{來齊吉己.>反〈救荒全書}都有相關記載，詳參見:范
績. {來齊紀事> (北京:中拳書局. 1980) .補遺，頁 46 ;董婿. {救荒全書> • 

收入於t.r森揍，錢熙祥枝. {守山閣叢書〉之{救荒叢書> .民國 11 年(1922)上
海博古齊景印本，卷 2 ·頁 16 。

"關於災後救濟的il商及動維此二種方法，可參閱:王德紋. {宋代史荒的救濟政
策>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70) .頁 147-1ω 。

"朱熹. <與建.t告司論員長濟學j 子) • (朱熹無> .冊 3 .卷 25 .頁 1060-10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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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官收釋，自然輻湊，然後卻用漢船節次津般，前來建

寧府交卸。

一、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及早撥

定本錢，還差官員使臣或募土豪給與在路錢糧，令及冬

前速到地頭，趁熱收輝(潮惠州與本路界相近) ，往回別

無疏處，即與文賞，約運到米一千石(文錢三十貫充

賞) ，更多尤好，其擺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議保奏

推賞施行。

一、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關食之理，不須

過有招邀上溪船米，反致鄉村置乏，將來卻煩官司般米

脹濟，勞費百端。今合先次出膀曉諭諸縣產戶、寺院，

除日逐出蟬，不得閉耀外，每產錢一貫，樁米三十石省

(禾亦依此紀數，兩貫以下不樁。委社首遍行勸諭'親

自封樁，開具本都樁管米數及所樁去處，限十一月內申

縣祇備覆實，不得輒徜顏惰，虛申數目，及妄挾怨仇，

生事騷擾。其社首家禾即委隅官封樁)。

一、鄉下有外里產戶等寄莊，即仰社首及本處居人指定，經

官陳說封樁十分之七。

一、鄉下有產錢低下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鄰保重立罪賞陳

告，亦與量數封樁十分之五，並依前法。

一、上戶有願於合樁數外別行樁釋之人，許具實數經縣自

陳，收附出蟬，量行雄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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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樁禾米更不預定價值，將來隨鄉原高下量估平價出

蟬，不使太貴以病細民，亦不使太賤，以虧上戶。

一、所樁禾米自來年正月為始，以十分為率，至每月終，即
給一分還元樁產戶自行出釋。直至稍覺民餓，即據見

數，五日一次差隅官監蟬，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
四升。如至六月中旬，民間不甚告饑，即盡數給還產戶，
自行出釋。

一、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耀禾米之家，預行括貴，取見戶

口實數，即見合用米數及將來分定坊保，給關收釋，庶

兔欺弊(大人、婦人、小兒逐戶分作三工頁)。

一、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有廈祿，市戶自

有經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並不在收縫之
限。

一、鯨寡孤獨老病無錢耀米之人，候三四月間別議措置，如
是餓荒，須令得所。

右謹具呈。第一項至第三1頁，乞使府兩司早賜詳度定議。第

四項以後，乞使府出榜通衡，恐有未盡未便之處，令諸色人
詳其利害，疾速具狀陳述，廣詢審議，然後施行，庶使大戶
細民兩得安便。伏候台盾。

此米須留以待來歲之用，目今秋成在遍，般運到人已食新，
切乞存留，無為虛費。樁米多則上戶不易，少又儲蓄不足，
此數更乞裁酌，更以戶口之數計之，方見實用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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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所提方案，主要可分為兩個部分，前三項在說明誘商通米之構想，

而後半部份則旨在述說依貧富罐米實行的方法。在朱熹所建採的方法中，

還值得注意的是，官米對於脹濟並非不重要，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宮米到

達的「時機」並無法配合當地需求，反而還會擾亂區域之間米穀的流通，

因此朱熹才會在官服之外，將視野移向民間的食米市場，經由招商誘穀的

方式吸引米糧。但即便是引米「自然輻湊 J '官方在當中仍扮演重要的「收

罐」角色 ，換言之，官方的力量並未隨救濟形式民間化、市場化而退縮 ，

而是以另一種方式介入。

再次，官方振濟及自鄰近地區招僚的米糧是解決建寧地區糧食少於其

他地區的糧食不均問題，依「戶」之貧富等級強迫出韓、封樁，以及依「戶」 、

「口 J (大人、小孩、婦人)營生能力等級服濟，則是為了消頓建寧地區境
內因貧富而產生的糧食不均。朱熹勸諭當地產戶出躍，乃是因各戶的富庶

程度來決定躍穀數的，凡是鄉居地主者，需封樁十分之七，無田地但有儲

積米穀者，需封樁十分之五。封樁所得米穀分為十分，每月由官方依米穀

時價估定躍賣價格，輪流交由原封樁戶出售。至於收釋米糧者亦有資格限

定，上戶、軍人、公吏、工匠、僧道之輩因有營生能力，不得收購封樁米

穀;而其餘符合條件者者亦依營生能力者之多寡決定購米數量。米價遂在

官方的控制及具有貧富之差的儲蓄策略中，不至因富家園積或災荒而過度

高漲，解決因貧富不均所產生的米糧集中於富家的糧食不均問題。

朱熹所提供的建議:通商誘穀及封樁輪耀法，就前者而言，前文所列

舉諸多搬運、招練廣漸二米之例，己說明此法之實行與普及。至於封樁輪

躍法，從朱熹〈答儲行之〉所提「令日文卿(江桐)相過，亦說(建陽或建寧

地區)諸處已足，上戶便謂事畢，雖有米者，亦不復躍， ... ... J 以及方大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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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3-1247)所說「建、劍間計鄉都人家，皆產戶報認分躍，其來已久」則

說明了封樁輪躍法的構想在一定程度上已付諸實行。的

封樁輪躍法構想的出現與實行，反映出建寧在宋代商業發展下所產生
的貧富分化。正因前文所提建寧地區的自然環境及人口使農業改良有所侷
限，致使建寧以經營他業的所得換取糧食的情形所在多有。而交換經濟滲

透所及，叉造成了物價騰貴與消費膨脹，此種經濟與消費結構的改變加速
了福建，包括建寧地區的社會階層分化，閩區「自農而轉士，為道釋、為

技藝者」所在多有以及朱熹文中「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
有廳祿，市戶自有經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並不在收釋之限。」

便說明了社會階層與貧富分化的情形。其次，封樁輪躍法除了反映出貧富
不均的問題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貧富分化為時人如朱熹所注意，其背後

所反應出「貧民主要是個製造其體社會問題的社會類別」的意義。由於宋

代對貧民身份有了嶄新的定義，並意識到其對社會秩序的影響，才會有官
方長期性的濟貧制度之萌芽以及朱熹社倉法的推行。 46

至於朱熹另一構想:向鄰近地區誘商買米、搬運米糧之所以可以實行，
交通及相當程度的商業發展是重要的先決條件。兩漸及廣東便是在宋代市

場貿易圈的成熟下，因為鄰近建寧，交通較為便利而與建寧地區的米市場
產生了密切的關係。

45 朱熹. <答儲行之) • (朱熹績，長}卷 6: 書，收入{朱熹集〉冊 9 .頁 5258 0
4 方大琮 • <鄉守項寺丞書) • (宋忠息鐵塔方公文集) .卷 21 .頁 3 0 

6 梁其姿認為，相較於宋以前將貧窮視為普遍性的道德問題，在經濟上有空前發展
的宋代社會，社會首次「發現」了都市貧民階層，益將之視為製進具體社會問題
的社會類別，促使宋代政府將之視為行政問題，並進而開始制定一套長期的濟貧
政策。關於長期濟貧制度及朱熹社倉法的推行，將是下一章討論的重點。梁其姿，
{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惡善組織) .頁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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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寧地區的食米市場流通

福建與西鄰的江南西路，由於武夷山的阻隔，交通並不方便，而與兩

漸及廣南東路交往較為密切。從諸多史料可以發現，建寧地區災荒之際的
米糧大多從這兩個區域搬運而來，前文所提朱熹(與建寧諸司論脹濟創子〉

中的「搬運廣米」便是一例，而趙汝愚提及福建「雖上熟之年，猶仰客舟

興販二廣及漸西米前來出躍」以及史籍所載 r(紹定四年[1231 ]七月)丙戊臣

僚奏Ii'建劍之間，秋霜害祿，請下諸司搬運廣米應濟市釋。』從之。」

的記載，福建路安撫使辛棄疾「謂閩中土狹民惘，歲儉則釋於廣 J 淳祐

12 年(1251)七月，福建路安撫使徐清堅「跟饑南劍常平米七千石，旁招廣
漸米詣剎脹饑」等都顯示出福建與兩廣、兩漸間米糧流通的緊密關係。 47而

聯繫福建、兩漸與廣南東路米市場與商貿活動重要的關鍵便是海上與陸路

的交通。根據蘇基朗的研究，藉由風險高但獲利多的海岸路線與風險低但

發展較完備的內地陸路相互配合，閩南(泉州、潭州、興化軍)的貨品可以

與鄰近區域甚至是外國互通有無。 48這個海路交織而成的網路便是建寧地

區災荒之際米糧流通的重要管道。以海路而言，廣南東路的米糧可由廣州

經潮州、惠州治海，而兩漸則是由溫州等重要港口運載到福州、泉州或興

47 越汝患. <請支撥和維米十萬石付泉、福、興化三州國展經奏) • (宋趙忠定公奏
議) .卷 2 .頁 19 。潘延筠編修. (宋史全文) .攸入玉雲五主編. (四庫全書
珍本十一黨)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年不詳) .宋理宗二，卷 32 .頁 3 0 

黃仲昭(明)修慕，福建省地方志編草委員會主編. (八閩通志) .共 2 冊(福州:
福建省人民出版社. 1990) .冊上，卷 36 :秩官，頁 767 。何喬遠(明)編撰. (閑
書}校點組校點. (間書) .冊 4' 卷 1∞:美舊志，頁 2993 。

刊長長基朗認為宋代時期以泉州為中心給射而出的海外貿易之所以可以繁齊耳，乃是真
基於閩南(泉州、津洲、興化革)成熟的區域貿易網絡，這個網絡將閩南、兩瓶、
兩廣及海外的市場聯繫起來，是閩南與外聯絡的重要管道。 Billy K.L. So. 丹0克penly，

Regl仰， and Jns{jlu{jons Ín Ma1ÍlÍlne ChÍna : lhe Soulh FukÍen Pattel刃，夕4ι1368.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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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軍，再利用內陸陸路或水運運達建寧地區。而在幾條溝通閩南福建海岸
與內陸的交通路線中，以閩江為主要動脈，而將泉州、興化軍、福州、南
劍州、建寧府、處州與京城臨安串連起來的路線對於建寧府最為重要。的而
位居閩江上游的建陽、崇安二縣，亦成為建寧地區對閩、斯、廣聯絡的重
要管道。以南下而言，雖然溝通建寧地區與南劍州的此段閩江水流漏急、
曲折迂過，而陸路叉因山巒起伏而難以通行，但是自從嘉定六年(1213)建
寧府知府李敢出錢「倡民伐石為途，自承天寺至延平高銅舖萬有千餘丈，
叉建靈?、六坑、陳坑、視坑四橋」之後 r於是道路如低，民免涉水之
虞。」…建寧地區遂得以與南劍州以及泉州等互通有無。以北上而言，流
經崇安縣的崇溪、 (閩江上游)則是溝通閩、斯、輯、粵的重要樞紐。蓋自
建寧地區北上漸江，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經由浦城北上，路線最直最短
的仙霞嶺路，但是這條路線高山險阻、難以通行。至於另一條路，則是由
宗安到江西鉛山北上的分水關路。這段路程只有從分水闖到車盤這斷路較
為險峻，自此往鉛山則一路平坦，是閩讀重要往來管道。由此再經河口往
上饒，信江可通航運，水程八十里，是江漸閩粵商人交會重要的區域。江
漸貨品由此下船，而閩粵貨物則由此起運到斯江常山縣，經由錢塘江南下
到臨安。而建寧地區因閩江上游(崇溪)流通崇安，與分水關路正好相接，
因而成為閩峙粵貨品重要的集散區域，王遂〈重修拱辰橋記〉便稱流經
崇安縣的崇溪「蓋南北繕紳之假道，而閩廣往來之衝要也。」 5l 自分水嶺
流出的崇溪西源與東源在崇安縣會合為北溪，再於建陽縣與西溪會合，由

492JJZL去zzrvlegIb刀" an，枷S的伽s in Mantime αm 伽品的 Fukien

m 夏玉麟、汪個(明)等修萃， {嘉堉建寧H守志} (明嘉靖二十年(1541)刻本重 Ep) ，收
立法f???志還刊} 第 9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出版年時) , 

lJ 馮繼科(明)， {建陽縣志} ，卷 6 上:藝文﹒橋樑類，頁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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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陽縣位於閩江兩條支流交會處，可上達崇安、江漸。丘渚稱「建陽地

區為江漸入閩之咽喉 J ， 52便是著眼於建陽兩江相會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而產於拱辰、朝天二橋(連接兩溪的重要橋樑)的紅綠二錦之所以可以名

聞天下，刃而建陽麻沙、崇化的書籍之所以可以「無遠不至 J ， 54便是因為

二溪交會、建陽商品遂得以上達漸江，而下達閩、粵。從建陽而下的閩江
再與自浦城而來的水源會合為雙溪，向下流經建安、歐寧。自此再與政和、

松溪西來的東溪會合，流向福州入海。由於閩江下流及支流遍及建寧地區

其他諸縣，因此即便宋代建寧地區的商賈並不發達 55建寧地區仍可因其

12 丘濤， <重建瀛州橋吉己) ，收入馮繼料(明)， (建陽縣志) ，卷 6 上:藝文﹒橋

樑類，頁 62 。

" 從〈建陽縣志〉卷 4: 貨產「花毯 J r 紅綠二錦產同由里故絲，號小西川，而

橋名 ~I錦， ~p今錦 i莫是也。舊志云 r 宋徽宗崇寧、夭觀之際尚方造柱衣，欲織

錦作升降龍而附于拉文，輒不合，凡百易工~能成者， ......有言建陽民善織草錦

者，蓋使試為之。既成，施之殿柱文，今為龍不差。上大辜，厚賞匠人。』所請
萃錦 ~p今花毯是也。」以及{閩書〉卷 14 :方域志「錦;美 J r ~I錦倍塾，人擬之

蜀錦江」等記載便可見紅綠二錦在宋、明兩朝已有一定的名聲。馮繼料(明)， (建

陽縣志) ，卷 4: 貨產，頁 33 。 何喬遠(明)編揍， (閩書〉校點組校點， (閩書) , 

冊 1 '卷 14 :方減志，頁 331 。

M 朱熹， <建寧府建陽縣學 it書記) , (朱熹集) ，冊 7 '卷 78 '頁 4082 。

11 1J1J如{建寧府志}提及建寧地區「農力甚動，不事商賈末技。 J (閩書〉載崇安

「氏少經商為遠游 J ' 
(福建l!志﹒風俗志}載松溪縣、「地哥哥民賞，男務耕緣，

女勤娥，不事商賈末枝。」夏玉麟、汪個(明)等修囂， (嘉堉建:f府志}﹒卷 4:

風俗，頁 1 。何喬遺(明)編揍， (閑書〉校點組校點， (閑書) ，冊 1 '卷 38 :風

俗志，頁 943 。陳壽棋， (福建通志}共 10 冊(台北:箏文書局， 1968) ，冊 3 '卷

57 :風俗志，頁 13 。另外，根據李錫全的研究，宋代時期的建寧地區與市弱聯僚
的加強而開始有依賴市場的傾向，但是仍為農業的創業，大商賈並不普及，其所
依絨的市場可能主要的以周圍鄰近地區的小市場如壞市、集市為主。李錫金並引
用全;美昇的研究說南方的壤市是當時鄉村自給自足經濟下所發生的交換型態，其
中買貴的商品多半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因此富有地方色彩，而且購買力也不
大。而以搓、市為基礎，這些地區性的市場，在福建形成一個網狀的商業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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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及交通條件，形成建陽「書坊之盛極天下......其泉沈測，可以醋，

其釀行東南」、崇安「走烏之銀盤、盾、智、環之屬行天下」的情形 。 S6

這條連接建寧與鄰近區域、賈穿建寧諸縣的路線，是貨物交流以及外
地米糧流入建寧的重要管道 。 同時，亦是建寧地區境內米糧互通的生命線。

蓋建寧地區並非專仰外地米糧，當地有限的米糧亦是重要的食米來源之

一。 真德秀「去歲(建寧)七縣所收皆薄，而建陽、崇安尤薄， 二縣名為出
產之地，既各不穗，故府城米價幾倍常年」之語，便說明了建寧府城對建

陽、崇安二縣的米糧有大量的需求 。 S7而與朱熹 「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

及城?居人自無闕食之理，不須過有招邀上溪船米，反至鄉村直乏」 相對
照， )ð除了更加說明建寧地區城鄉之間米糧的依附關係外 r上溪船米 J

于詞則透露出建陽、崇安米穀運至府城所仰賴的乃是水運，而很明顯地;
前文所提的閩江當是重要運輸管道 。

不獨建寧府城與崇、建二縣間之米糧流通仰賴閩江，建寧其他地區間，
例如崇安與建陽兩縣之間，也依賴閩江流通米穀 。 朱熹 ( 答儲行之〉一文
中提到了建陽縣崇化、麻沙災情嚴重，致使「長平一帶小民搬運崇安早穀，
日不下百人 」 "，從文中似可以看出建陽、崇安之間穀物流通的情形。而
朱熹在 〈答黃子厚錄〉一文則更明確地透露出建陽穀糧運至崇安的，情形與
路線:

各項的農、手工業製品得以在這個網絡下流動。李錫金， (1喝采福建咯的經濟活
一 動)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2) ，頁 66-67 。
: 何喬遺(明)編揍， (間書}校點組校點， (閩書) '1IIT 1'~ 如風俗志，頁 943 。
真德秀， (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員長耀福建四州狀) , (真文忠公金，但) ，冊 5 : 
文集，卷的，頁 18 。

58 朱熹， (與建材司論閥割子> ' (朱熹無) ，冊 3 '卷 25 '頁 1061 。
n 朱熹， (答儲行之) , (朱熹績，長}卷 6: 書，收入{朱熹集〉冊 9' 頁 5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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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服貸事，想已蒙留念矣。今日復有數人來，云是六

十二都人戶，不知與昨日狀于是同都否?不免并煩契勘'令

社首保正等人結保具狀來請。恐亦只有三百來石，勢亦不能

廣及也。社首輩或自呼喚不得，今一書至伯起(按:任希夷) , 

託其喚集，幸為付此輩自持去。又恐去建陽遠，俟見人數，
即報彼縣般載來黃亭東岸，等候人來請貸也。 60

文中所提的「黃亭」位於崇安縣境內，乃是是崇溪流經崇安而抵建陽

的重要樞紐， {閩書 〉 卷 16 :方域志 r 崇溪」寫到 r清獻渠正流直溯

於南，視為西溪，逾德星橋，與東溪會，語東南環繞縣治，是為崇溪 。 ..

皆自西入，會而瀉於峽潭，達於黃亭，東納籍溪，西納沙溪，而抵建陽之

地，此其源委也。」 6l而最初魏談之於建陽縣招賢里所築的長灘社倉，之

所以會選「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境遠或若干里 。 貸者多不便之，而是

時率常數歲乃一往來」如此僻遠、借貸往來極為不便的地點，乃是「非擇

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票之委於是而藏焉耳 J 亦即此一地點鄰近米船往

來的河流、收rr米穀方便之故 。 而從地理位置判斷，至長灘社倉的米船亦

是憑藉閩江之流 62足可見這條由崇安順流而下抵建陽的水路之重要性 。

綜而言之，建寧地區米穀的來源有二 : 一是來自外地， 二則是來自境

內 。 就前者而言 ，由於兩斯、廣南西路與建寧地區在地理位置及交通上較

為便利，得以在全國商業發展、交易經濟的催化下，成為建寧地區重要的

曲 朱熹， (答黃子厚妹) , (朱熹續集〉卷 7: 書，收入{朱熹集〉冊 9' 頁 5264 。

61 何喬遺(明)編揍， (閩書〉校點組校點， (間書) ，冊 1 '卷 16 :方域志，頁 369-370 。

“ 朱熹， (建寧府建陽縣大鬧社倉記) , (朱熹集) ，冊 7 '卷 79 '頁 4119 0 魏投
之所築的長灘社倉到了明代已廢，只是從記文知道位於建陽縣的興賢下里，無法
早在切知道其地點，但是從地圖上看來，興賢下里境內的河流便是由崇安而來的崇
溪，朱熹所提米船應是自崇;美而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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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來源。就境內的米糧而言，建陽、崇安因米產較豐'成為府城糧食來

源之一。而無論如何，溝通起建寧地區對外、於內米穀流通的交通要道無
非就是「閩江」。

五、結論

大體而言，宋代的建寧地區在農業、手工業都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以

農業而言，再熟稻的耕種技術的普遍與占城稻的引進，加上耕作技術的改

良，使得建寧地區的稻米產量增加。宋室南渡之後，隨北人南遷而引進的
麥，對於建寧地區的主糧亦有直接幫助。在主糧產量增加、勞動力剩餘以

及地域分工發達、交換經濟成熟的情形下，對於種植稻米地理條件較差的
建寧地區，許多的勞動力及田地轉而經營經濟利益較高的茶葉、水果、標
就(用以製酒的原料)等作物，再以賺取的金錢購買鄰近地區的米糧。經濟

作物專業化的栽植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其農業經濟的結構，並反映出建寧
地區出現了以市場需求安排生產內容的傾向。因此，宋代建寧地區糧食不

足不單只是受限於地理環境的自然因素，市場機制與交換經濟的發達必須
列入考量內。

但是一旦災荒發生，此種以經濟作物與其他地區交換主糧的商業機制
便會失衡 因此主持救荒的地方官員首先要面對的便是食米的市場流通問

題。宋代政府對於災荒救濟之關心雖然是前朝所未有，但是因報災勘覆過
程的繁複往往追不上食米市場的變化，甚至反而妨礙民間米糧的流動，因
此地方官員往往必須在官方脹濟之外，針對當地的問題，爭取時間促進米
市場的流通。以建寧地區而言，而建寧地區除了因市場因素造成的鄰近區

域多於建寧的不均問題外，富家固積米糧而造成米糧不「均」的人為因素
亦是亟需解決的問題，因此朱熹所建採的方式，才會以招邀米商、誘使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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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富家出米，以及按照貧富等級出米封樁以備來年不時之需等方式進行

救災。

值得注意的是，建寧地區災荒時向鄰近地區招米、搬運米糧的情形，

所呈現出的是一個有相當程度發展的經濟交易體系。這個交易體系由於建

寧地區與鄰近地區市場聯繫的強化，輔以海陸交通的發達才得以建立。藉

由閩江上游崇溪及西溪流經崇安、建陽二縣的水路，建寧地區可以從崇安
分水關北上與江、報聯繫'南下則利用李(言沈)於嘉定年間所闢的道路、
橋樑與閩江相互搭配以達泉、福二州、卜加上溫州、卜福州、泉州、潮州、惠

州、卜廣州治岸的海運，建寧地區得以與閩、漸、廣接軌，經由海、陸、水

運交織而成一個網狀的交通及商業網絡，使其農業及手工業製品得以順利

流通，而當中居崇溪上游及崇、西二溪交會的崇安、建陽二縣，因而成為

江漸閩粵商船輻湊的地區，其銀飾品、書籍、濯錦、茶葉遂得以流通全國。

災荒之際，這個網狀的交通、商業體系亦成為重要的運糧管道。以建寧向

鄰近地區運米的情形而言，建寧地區米糧仰賴兩廣、兩漸而非交通較為不

便的江西，便是此區域商業網絡與災荒運糧網絡重疊的因素所導致;從建

寧地區境內米穀流通的情形來看，崇安早穀運達建陽以及魏談之對於長灘

社倉地點的選擇，都與建寧得以與其他地區互通有無的閩江關係密切，足

可見區域商業網絡與交通不僅是建寧地區農業、手工業產品運銷重要通

路，亦是災荒之際重要的維生管道。

在這種不平衡的生產發展及由本來的自然及地理則是因為稻米產量增
加及農業專業化的結果，造成稻米不再只具有維持維持生存的糧食意義而

己，而還真有可以交易買賣、具有商業性格的商品。伴隨稻作商品化的趨

勢而來的便是農業分工的精細化與作物交易經濟體系的成熟，在經濟作物
獲利優於稻作的情形下，大批的勞動力選擇投身於其他作物的栽植或其他
產業之中，而大量耕地也被用以耕種經濟利益較高的作物。從事利潤高的

產業的同時，仍可藉由作物交換及貨幣經濟購得米糧。因此 11 世紀後半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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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地區糧食不足、需要從鄰近區域進口米糧以不是單純的地理、人口增加

因素，還具有商品交換經濟誘使勞動力及耕地轉向其他產業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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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評

一、本文以南宋福建建寧地區的災荒為研究對象，探討中央、地方

及當地人士如何解決當地糧食不足的問題。作者首先談何謂當

地「糧食不足」的意涵，其次談造成糧食不足的原因有哪些，

再來則論當地人士，包括地方及中央，如何擬出應對之策。從

其中可以看出，作者欲以區騙性的研究彌補過去以整體研究宋

代災荒問題所顯現的不足。

二、本文優點在於作者能鉅細靡遺地蒐羅相關的史料，以此為基礎

堅實地分析該問題之產生與解決之道。從而可以提供災荒問題

發生在地方上所造成的圖像，這也是地方史最能貢獻之處。

三、然而由行文中看來，這篇論文似乎是作者另一篇更大的論文的

一部分，是以在前言部分有交待不夠的地方。例如，作者應檢

討過去對宋代災荒問題的作品有哪些，其中有哪些問題是尚待

解決的地方。而作者針對南宋建蜜地區所做的探討可望解決什

麼樣的問題。然而由於文中提到交通網絡與糧食流通的問題，

因此地理因素對當地災荒的解決的確有影嚮。這方面作者花了

不少篇幅論述，顯見心思。但對讀者而言，純文字的描述可能

較流於抽象，這方面如果能繪出區塌地圈，顯示出糧食流動的

分布網絡，進一步予以說明，較能使讀者有一清楚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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