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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勋]宋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的创新及其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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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集中表现为市场的成长和扩大。随着市场的扩大，周边各少数民族被卷入

了宋王朝的市场体系，对宋王朝形成强烈的经济依赖关系。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使宋王朝的君臣逐渐认识到可以用经济关系（互市）控制

周边各少数民族，调节与各少数民族间的关系。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宋王朝适时创新，形成了以“互市”为中心的一套民族政策，并一定程

度上开创了民族关系的新局面。 

关键词：唐宋时期；市场成长；互市；民族政策；民族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两宋王朝多被看成“积贫积弱”的王朝。受此观念影响，不少学者在讲到宋王朝的民族政策时，多认为其因循守旧、穷于应

付、苟且为之；具体讲到唐宋两代王朝的民族政策时，又多“褒唐抑宋”。其实，入宋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周边各少数民

族卷入中原的市场体系，宋王朝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形成了以“互市”为中心的民族政策体系，对我国古代边疆民族

政策做出了重要创新。本文拟将经济史的研究与民族史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商品经济史的视角，对宋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的创新及其历史地位

做一简要分析，以期推动对中国民族政策史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其重要性的表现之一是，这时不仅中原的社会经济得到巨大发展，达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而且周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盛况空前，进入了新的阶段，从而呈现了中原与边疆共同大发展的崭新局面。 

唐宋两代，随着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取得明显的进步。特别是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大大拓宽了经济成长的空间，

增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实力。所有这一切，促进了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形成了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与之俱

来，唐宋两代的国内贸易迅速发展，市场处于强劲的扩张之中。早在唐代，中原大地通过无数条水陆交通干道，已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

商道交织、贾贩如潮的历史画卷，一张全国性的市场网络正在形成。① 

入宋以后，社会经济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商业发展的基础更为坚实和广阔，唐代已处于形成之中的全国性市场网络更进一步发

展。欧阳修在《初食车螯》一诗中描述道：“累累盘中蛤，来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识，食之先叹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东南限淮海，邈

不通夷华。于时北州人，饮食陋莫加。鸡豚为异味，贵贱无等差。自从圣人（宋太祖）出，天下为一家。南产错交广，西珍富邛巴。水载每连

舳，陆输动盈车。鸡潜细毛发，海怪雄须牙。岂惟贵公侯，闾巷饱鱼虾。”②这里，欧阳修将宋代国内市场的发展归功于宋太祖平定天下，主要

是为了颂扬宋室的功绩。实际上，虽然宋王朝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商业贸易的发展，但主要还是社会经济的进步使然。从诗中的内容

不难看到，东西南北商品已大规模交互流通，形成一个庞大的全国性商品市场，呈现“天下一家”的局面。对此，宋人石介也有描述：“夫朝持

货而出者，曰金银，曰珠玉，曰犀象，曰绮縠，曰布币。犀象、马牛、羊豕、犬雉、虾鳖之属，鱼蟹之细，米盐之品，菹醢之多，东暨日际，西

极月穴毛毛毛，南极丹崖，北极朔陲，相会而凑于五都之市，朝而聚，夕而虚，大小无不用也，巨细无不取也，贵贱无不纳也，短长无不收

也。”③石介对当时全国商品流通的勾勒，使我们感受到，商品流通因市场发展而繁荣，市场因商品流通而进步。这反映了宋代的全国性市场较

唐代又有进一步发展。 

市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扩张是市场发展的基本特性。在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动下，全国性市场不仅在中原呈现扩张之势，沟

通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使区域间的商贸往来不断加强，而且还向周边民族地区扩展。这种扩展突出地表现在商品流通半径大大延长方面。如东

南地区所产的茶叶，唐代已大量输往吐蕃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宋代则以更大规模“转致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④再如中原生产的绢帛，当

唐之世就已大量销往回纥，形成有名的“绢马贸易”。又如宋代福建的荔枝，“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



流求、大食之属”。⑤可见商品从中原向周边民族地区的流动已不是偶然的交换行为，而是一种大规模、持续不断的经济活动。 

与此同时，唐宋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也处于大发展之中。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将这一时期称为东亚民族的觉醒时代。⑥虽然这

一观点还可讨论，但它无疑说明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在这一时期，周边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起

自己的政权。唐代，北方的突厥、回纥等少数民族都建立了强大的汗国，西南的吐蕃则建立了吐蕃王朝，云南的少数民族建立了南诏政权。进入

宋代，虽然一些周边民族政权瓦解，但一批新政权又相继建立。东北的契丹建立了辽朝、女真建立了金朝，西北的党项建立了西夏，云南的少数

民族建立了大理国。不仅如此，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都长期而立甚至与中原王朝形成对峙，不断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是经济的继续和集中表

现，⑦没有周边民族社会经济的大发展，这种局面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在这些周边民族地区，虽然畜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但普遍而言，农

业、手工业已有较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商业也不断进步，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市场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周边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也

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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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分享到：  

上一条： ·[徐文燕]论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与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 

下一条： ·[杨铭]敦煌藏文文献所见的南诏及其与吐蕃的关系 

   相关链接 

·[陆锡兴]唐宋时期的纸钱风俗

公告栏 在线投稿 民俗学论坛 民俗学博客 入会申请 RSS订阅

民俗学论坛／民俗学博客 
注册 帮助 咨询 登录 

学会机构┃ 合作网站 ┃ 友情链接 ┃ 版权与免责申明 ┃ 网上民俗学 ┃ 本网导航 ┃ 旧版回顾 

主办：中国民俗学会 China Folklore Society (CFS) Copyright © 2003-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朝阳门外大街141号 电话：(010)65513620 邮编：100020 

联系方式：   学会秘书处 办公时间：每周一或周二上午10：30—下午4：30  投稿邮箱 

京ICP备12030926号       技术支持：中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