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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嘉靖时期商业的兴衰 
 

韦庆远 
 

载《明清史续析》 
 
 
一 
 

    明代中期的商业有过空前的兴隆，全国崛起了许多商业发达的城市和圩镇，形
成四通八达的水陆商道，产、运、销俱旺，“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
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①“滇南车
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②。最迟从弘治时期(1488--1505年)开始，即
以迅猛的势头扩展，到嘉靖初年，即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臻于极盛。当时的
商人甘冒风霜雨雪跋涉之劳，不惮湖海波涛之险，或长途贩运，或开设店铺，熙熙
攘攘以追求财利，“行商坐贾，遍及寰中”。 

但是，好景不常。伴随商业的繁荣，也极强烈地激发起以皇帝为首，下及各级勋
贵官吏的贪欲。他们总是视商业为最便于宰割的肥脔，视为是可以取之不竭的富
窟，因此广设关卡，滥增各式税收的名目和税款的数额，视“和买”和无偿取物为当
然，甚至倚借特权经营垄断贸易，挤压民间商业以截取利源。所有这些虐商病商的
行径，在商业得到高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恶性膨胀。当时的商人和商业是在不断遭
受歧视敲剥，缺乏对身份的尊严和对合法财产的保护，是在专制腐败政治体制的沉
重压力下，在统治网络的缝隙中寻觅商机，辗转艰难地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它们虽
然一再克服各种险阻，然后取得了超越前史的重大发展，但又屡屡遭受过濒于致命
的摧残。扑而又起，起而又扑，形成一种特殊的连续的波浪形，一种相生相克的矛
盾。演变到嘉靖中晚期，终于陷入全面恶化的绝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李鼎：《李长卿集》卷19。 
②宋应星：《天工开物·序》。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其客观的原因，那就是自嘉靖皇帝朱厚熄嗣位以来，

总的形势急趋恶化。嘉靖本人刚登上宝座，就连续兴起“议大礼”、“兴大狱”的政治
风潮，大大打乱了统治秩序，加以“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①。另一方面，强大
的蒙古俺答部一再入侵，两次迫近北京城下；而东南江、浙、闽、粤又屡受“倭
寇”登陆掠杀，攻陷城池。在这样“北虏南倭”，国匮民穷的动乱情况下，商业市
场必然大为萎缩，商道难免淤塞，商帮店铺往往损毁于战火之下。嘉靖中后期的时
局背景，是造成商业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必须充分估计这样总的客观形势，
虽然它并不是本文着重论述的方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明史》卷77，<食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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