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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所言之市镇，是指明清时期的中国，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

因此，所谓市镇经济，是指以市镇为纽带而展开的商业行为及相关经济活动。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经济

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自然地理环境及人文地理环境，是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赖以衍生和发展的历

史大舞台。离开对地理环境的考察，势必遮蔽我们对历史真相的深刻体认。本文拟从地质、地形与聚落，气

候、土壤与作物，水文、水利及交通，人口、职业及风俗等四个层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明清  长江中游  市镇经济  自然地理环境   人文地理环境 

作  者：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本文所讨论的长江中游，是指明清时期的湖北、湖南及江西三个区域。但在行文过程中，笔者不以行政

区划为经济史的研究单元，而是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察对象。鉴于上述三个区域在明清时期的行政沿革

对各区域市镇经济的发展无关宏旨，本文不予论列。本文言及的市镇，是指明清时期的中国，介于县城与村

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因此，所谓市镇经济，是指以市镇为纽带而展开的商业行为及相关经

济活动。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自然地理环境及人文地理环境，是明清时期

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赖以衍生和发展的历史大舞台。离开对地理环境的考察，势必遮蔽我们对历史真相的深刻

体认。下面拟从地质、地形与聚落，气候、土壤与作物，水文、水利及交通，人口、职业及风俗等四个层

面，论述如次。 

  

一．地质、地形与聚落 

  

在地质结构上，湖北位于秦岭褶皱系与扬子准地台的接触带上，湖南北部属于扬子准地台江汉断拗，湖

南南部属于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江西以锦江--信江一线为界，北部属于扬子准地台江南台隆，南部

属于华南褶皱系。长江中游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兼备。湖北全境西、北、东三面被山地

环绕，山前丘陵岗地广布，中南部为江汉平原，与湖南洞庭湖平原连成一片。湖南全境西、南、东三面为山

地环绕，北部地势低平，中部为丘陵盆地。江西省境东、西、南三面环山，中部丘陵和河谷平原交错分布，

北部则为鄱阳湖湖积--冲积平原。 



聚落，是指人们的居住方式，包括居住时期、居住环境、居住形态、居住规模、居住材料等。从聚落形

态上看，明清长江中游的聚落可分为自成一体的寨堡，以乡里为基层单位的散村、集村，有居民的市镇，以

街坊为特征的都市，处江河之中的洲地这几大类。 

寨堡是一种由官府倡导、民间响应，带有军事防御色彩的聚落。寨堡之制，"其要在先择良吏，其次则相

度形势，其次则选择头人，其次则清查保甲，其次则训练壮丁，其次则积贮米谷，其次则筹度经费" 。一寨

之中，有寨长，有寨副。一乡之中，各寨互相联络。据黄州《四十八寨记》，"明正德间，河北盗刘六、刘

七、齐彦名等蹂躏吴、楚、蕲、黄，濒江之民，皆入山依险结垒，以相保聚，而寨以名焉。迨张献忠、罗汝

才诸贼猖獗，城郭破坏，残民逃入山野，立寨者益多。自黄冈马家潭，次第入山，为寨者四十有八"。至清康

熙年间，"四十八寨仅有败瓦隤垣耳" 。实际上，寨堡并未绝迹。每当政局动荡之际，寨堡便会重现。清嘉庆

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及清咸同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是清代长江中游寨堡病态发展的主要原因。清同治《襄阳

县志》、同治《南漳县志集钞》、同治《玉山县志》、同治《广丰县志》等对此均有确切记载。明清长江中

游修筑寨堡成风，影响所及，达于市镇。所谓"筑堡以镇市为宜，缘柴米油盐素所囤集，水道亦便，非若山寨

之孤悬也" 。 

乡里制度是明清时期的基层社会制度。以乡里为依托的乡村聚落，大体上可分为散村和集村。长江中游

地区的山村多以散村为主，"村落零星散处，一山之阿多不满三户" 。散村与集村的形成，与该地区人口分布

状况密不可分。如南昌府之新建、奉靖、宁武等县，"田足以耕，山足以椎，一方物产自足给一方之民用"，

不存在人口压力，以故人们顺其自然，聚落以散村为主。所谓"村居星布，鲜大聚落，咸自食其土壤，至老死

不离乡井，终岁勤动，不至大失所焉" 。人口密集地区，尤其是家族繁衍的乡村，其聚落方式则以集村为

主。如桂阳州，"北类衡州，南同越俗，好聚族而居，故大姓恒累数万丁" 。兴国州，"聚族而居，往往棋置

数百户，重宗谱，严别异姓同姓，宗有祠" 。 

另有渔捞业聚落，木船即其居所。清乾隆《岳州府志》称，"（华容县）多以舟为居，随水上下。渔舟为

业者，十之四五"。同属岳州府之巴陵县，"水居之民多以网罟为业，编号完课。有钓艇，有篷船，娶妻生

子，俱不上岸" 。极少数的聚落属于季节性迁徙聚落，如同治《汉川县志》记载，垌冢一带，"土瘠民贫，秋

成即携妻子泛渔艇转徙于河之南、江之东，采菱拾蚌以给食。春时，仍事南亩，习以为常"。光绪《孝感县

志》称，该县之马溪河，"在北泾东十里，其地夏秋皆水，居人去之；冬春水涸，复聚"。 

市镇聚落与乡村聚落在风格上不尽一致。史称："以县统乡，以乡统里，自秦汉时已然。镇之设，盖起于

南北朝之际。当时，置将领握兵守遏，故谓之镇，非如后世直为人民之聚落也。" 明清时期，市镇已成为聚

落方式之一。所谓"镇，以固民，亦便民也，食货取于斯，贸易萃于斯，工商云集复于斯。其屋宇毗连、人烟

辐辏者，可与乡为四邻之捍卫也。" 同治《直隶澧州志》称，"津市，在州东二十里，前滨大河，后枕湖。街

长七里，直街三条，中为正街，后为后街，前为河街"。津市的街道布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既体现了长江

中游市镇多滨河的水乡特色，又呈现出市镇聚落以街道为框架的建筑风格。在正街、后街、河街中，河街最

靠近大河，位于市场交通及商品出入的咽喉地带，以故最为繁盛。绝大多数市镇没有城墙，呈现出自由开放

的商业聚落风格。亦有少数市镇筑有城墙，保持着唐宋军镇的流风余韵。清江县之樟树镇原为新淦县城，隋

代变为军镇，明清时期保留城墙，有大德门（北）、菜市门（东北）、东门（正东）、秀江门（西）4门，有

衣服街、井阑巷等24条街巷。再如随州之合河店，"明初建城，以资防御。万历三十九年，知州王纳言、巡检

潘应嗣重筑。城高一丈，周一百六十丈，南北为二门，门各有楼，为瞭望戍宿之地" 。市镇往往设有栅栏，

成为一道街景，兼有社会治安的警示色彩。清乾隆《钟祥县志》"乡市"条有如下文字："乾隆五十七年，捕厅

高振邦督令里民，每于街道尽头、穿错巷口之处，各捐资设立栅栏，巨钉坚木，极为完固，以防宵小之窃

发。现在建树周密，四望森严，夜加巡逻，实弭盗之善术也。" 

有的市镇系由庙会之地发展而来，其居住方式带有宗教色彩。衡山县西北30里有岳市，在南岳庙前，"四

方人民环庙而居"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多有寺庙，以故市镇经济、民间信仰、社会控制之间的多重关系值得

研究。城隍庙是城市保护神供奉之地，它是传统社会中城市的建筑标识。有些市镇的前身是县城所在地，以

故保留着城隍庙。如枣阳县清潭店，是隋朝清潭县治之所，直至清代街北仍有城隍庙。会馆亦成为明清大型

市镇的一道风景，如麻城县之宋埠镇，"明清以来，商务兴盛，为邑中首集。地当水陆之冲，南北货物辐辏，



闽赣巨商建会馆于此" 。有的市镇系由移民组成，如隆庆《岳州府志》载，华容县之中港，即为苏州移民的

定居点。有的市镇系因大姓定居并有产业发展而来，如华容县之万庾市，"邑北十五里河滩，系贺姓业地" 。 

都市聚落以府州县城为代表，城墙是其象征。城墙之内，有官府衙门、军事驻地、教育机构、街巷井

衢、寺院道观、商业市场、名胜古迹、酒肆茶馆等，人口众多，事务繁杂。另有处于江河之中的洲地聚落，

如江西清江县之中洲、余家洲。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的聚落在建筑风格上"瓦屋茅茨，高下同井" ，但以砖木结构的瓦房为主。所谓"故四

境内，瓦屋如鳞"；"宫室朴质，虽瓦椽不加雕彩" 。富户多住砖瓦房，而贫寒之家（尤其是边穷山区）则以

草庐为主。所谓"富者瓦土砖作墙造室，……贫者茅椽数间，猪圈牛栏附近房闼，以防盗贼" 。也有竹屋，江

西方志多有记载 。楼宇建筑在乡村似不常见，倒是市镇及府州县城为多。清康熙《芷江县志》载，龙溪口市

之新街乃"临水架楼而列肆者"。又，清乾隆《辰州府志》称："近市者多构层楼，上为居室，下贮货物，为贸

易之所，无步栏曲房，亦罕深邃至数重者。"这是一种多功能建筑，集家居与贸易于一身。湘西并有廊桥一

景，"上覆以屋，左右列廛市" 。这种传统的廊桥不仅具有建筑美学的独到之处，而且兼有商业贸易的功能。  

  

二．气候、土壤与作物 

  

气候类别及土壤特性，是制约经济模式的关键因素。在气候类型上，长江中游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长江

中游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雨、热大致同季，有利于主要农作物生长，特别是有利于满足双季稻对热量的要

求。就土壤而言，潮土（又名潮沙泥）、水稻土等隐域性土壤（又名非地带性土壤）土质肥沃，耕性良好，

是最佳的农耕土壤，在江汉平原、湖南滨湖平原及"四水"沿岸的冲积物上分布甚广。 

从作物种类上看，湖北耕作业以水稻、小麦为主，又以水稻所占比重大，江汉平原、鄂中丘陵是主要产

区。双季稻普遍种植。清同治《广济县志》记载："稻，有早稻、中稻、迟稻。上乡高田一熟，湖乡有一岁两

熟者。"鄂北岗地盛行旱地冬种小麦，鄂东地区则盛行水田冬种小麦。杂粮主要产于鄂西山区。湖南主要种植

水稻，双季稻多分布于滨湖和湘中丘陵盆地，其稻谷产量居中国首位。明清方志披露：湖南仅稻谷就有数十

种之多。江西农业自然资源丰富，鄱阳湖平原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据明嘉靖《宁州志》，江西谷类粗

略分为稻、豆、麻、粳、黍、麦6种，又可细分为百日糯、大糯、铁脚糯、柳条糯、油麻糯、百二十日秥、百

日秥、九十日秥、比风秥、见秋红秥、白米秥等31种。 

经济作物方面，两湖地区以棉花、油料作物为主，麻类、茶叶等次之。明清以降，两湖地区成为中国重

点产棉省区之一，湖北棉田绝大部分集中于江汉平原、鄂东和鄂北三个棉区，湖南棉田多分布在滨湖各县，

以华容、澧县、安乡等县较为集中。就茶叶而言，两湖地区茶叶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较广，产量居全国

前列。《唐书·刘建锋传》、《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等史籍，均有两湖地区岁贡茶叶之记载。元

至元二十三年（1286）二月，设立常德、澧州榷茶提举司。元元统元年（1333）十月，复立湖广榷茶提举

司。明清以降，湖北蒲圻成为中国重点产茶地区之一。湖南茶园则主要集中在三大区：以安化、桃江为主的

资水中下游地区；以临湘、平江为主的湘东北地区；以涟源、宁乡为主的湘中地区。此外，湖北油料作物有

芝麻、油菜、花生，以芝麻最重要，主要分布于鄂北岗地和江汉平原。湖南苎麻种植历史悠久，产量居中国

首位。明清以降，江西逐渐成为中国木材和毛竹生产基地，以及淡水鱼业重点省份之一。 

  

三．水文、水利及交通 

  

长江由西向东横贯湖北，穿行于江汉平原，再过小池口流入江西、安徽2省。汉江全长的3/4流经湖北，

 



与众多河流汇注长江。省境淡水湖泊众多，有"千湖之省"之称，多分布在江汉平原上。湖南水系完整，以

湘、资、沅、澧"四水"及洞庭湖为主干，形成扇形水系。洞庭湖在清代仍号称"周围八百里" 。江西共有赣

江、抚河、信江、鄱江、修水五大水系，最后注入鄱阳湖，构成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水系。 

由于长江中游水网稠密，每年汛期来临，多发生洪涝灾害，因此水利建设对于本区域经济发展及社会安

定，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兹摘录清乾隆《湖南通志》卷21《堤堰》有关论述于下，以资说明： 

沟渠者，农之大利。楚南，山水奥区。高地，恒患土坟；卑田，又频忧水溢。长、岳、常、澧四府州，

利在筑堤垸以卫田；永、辰、沅以上，利在建塘堰以蓄水。资水固为利，而防水之害亦水利也。我国家勤恤

民隐，凡修建堤堰，并发帑为民筑垸，助其夫力。于是，有官垸、民垸之分。其已筑者，岁修必不可或怠，

而滨湖已无余地多筑新围。益无余地以处水，水将壅而为害矣。近今酌定章程，乖为令甲：已筑者，督理有

专官，岁修有程限，且多种柳以固堤，培土牛以备用。未筑者，不许增筑。立法至详且周矣。有守土之责

者，惟在不愆不忘，恪遵旧章，斯民田于以永赖尔。 

可见，堤垸塘堰与农田管理唇齿相依。宋代，江汉平原广泛挽堤围垸，出现垸田这一特殊的土地利用形

式，使汛期常遭水淹的江汉平原成为主要农业区。所谓"滨湖淤地，堤垸纵横" ，成为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的一

大农业景观。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湖陂内汇，外为长堤，捍壅水旱，稻黍鱼鳖，耕渔足食" 。 

在明清水利工程的兴修中，各地县级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宝庆府邵阳县之代陂，乃明洪武年间工部委

派地方官员修筑。长沙府益阳县朱家垸等16处堤垸，均为清雍正六年（1728）知县王璋领帑修筑。功劳最著

者，当推明万历年间沅州府麻阳县知县蔡心一。在他的督导下，该县共修筑堤堰百余处。初步统计，明清湖

南各府州县堤堰多达3479处 。江西在南宋及元初，兴修多处水利工程，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明清时期，

江西民屯普遍，水利工程又有更大发展。 

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历来是中国的水陆交通枢纽。以长江、汉江为两大水运干线，湖北大部分府州县

城及市镇处于航运线上。江西、湖南水运亦甚属发达。在陆地交通方面，秦汉时，湖北凭借南阳--襄阳驿

道，与黄河中下游地区联系密切。湖南开凿灵渠（现兴安运河），沟通湘、漓二江，湘江谷地成为南北交通

要道。彼时，江西亦开辟了通达岭南和闽越的通道。唐代为发展对外贸易，再度开辟穿越大庾岭、南达广州

的驿道。迨至明清，长江中游区域内驿道纵横，成为国家交通网的有机组成部分。清末民初，轮船、电讯、

铁路相继兴起，区内交通条件上至一个新的台阶，兹不详述。 

  

四．人口、职业及风俗 

  

明清时期的人口调查统计并不精确，学术界对"丁"的解读亦不一致。据曹树基估测，明洪武二十四年

（1391）湖广北部在籍人口约为160万，湖广南部约为193万，江西约为804万。明崇祯三年（1630）湖广北部

人口约为800万，湖广南部约为700万，江西约为1930万。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湖北人口合计为1617万，

湖南为1525万；嘉庆二十五年（1820）增长为1948万，湖南为1898万。清乾隆四十一年，江西人口为1878

万，道光元年（1821）增长为2234万 。另据《清史稿·地理志》，清宣统三年（1911），湖北编户

5055091，口23917228。湖南编户4288164，口22052159。江西编户3439873，口13527029。长江中游的户数及

口数，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8.5％和24.8％。 

民谚"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不啻为一幅传神的蕴藏丰富历史信息的速写。人口过剩、自然灾害

及政局动荡是明清长江中游人口流动的动因，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为此区大规模接纳外

来人口附籍创造了契机。概如史家所言"楚为鱼稻之乡，加以山水清旷，是以四方之客问津揽胜、卜居著籍

者，后先相望焉" 。两湖地区外来移民来自大江南北，尤以江西籍移民为最。史载："明季，徙豫章民来实兹

土，江右籍居多。" 据清光绪年间刊刻之《永兴乡土志》，邓氏始祖兴二，元末由江西景德镇迁永兴，至今

传二十八世。马氏始祖彦章，明洪武初由江西安仁县迁永兴，至今传二十三世。此外，廖氏、刘氏、彭氏等



均由江西迁来。许多外地移民随着历史的潮起潮落，由客民变成土著。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记载："元

明之际，土著存者仅十八户。湘赣接壤，故是时迁入者，以赣西赣南一带之人为多。明末清初，重罹浩劫，

土旷人稀，播迁远来者，则什九为闽粤两省汀江、东江流域之人。……而赣人习商，后先以贸易至县，因而

置产成家者亦不少。遂大别为建帮、广帮、西帮，皆有会馆以著其原籍。其来自前明者，至是转为土著。"据

清宣统《黄安乡土志·氏族》，在明确记载来源地的42个族姓中，有31个来自江西，占74％ 。 

恪守礼制及社会分工，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荀子·荣辱》强调制礼明分的社会意义在于，"皆

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并称"故圣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

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管子·小匡》更加明确地指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

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士农工商的职业设定，为我们考察明清长江中游广大民众的职业类别提供了历史范

式。清人刘奎所编《耒阳县乡土志》声称："查明本境齐民不入他教者实业人数编入，分士农工商四类。"其

中：士，3000余人；农，100000余人；工，30000余人；商，60000余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行之

《靖州乡土志》卷2《实业志》记载，该州：士，2576人；农，27219人；工，1528人；商，2550人。虽然缺

乏像《耒阳县乡土志》、《靖州乡土志》这样较为系统的统计资料，但据有关方志所披露的史实，仍可粗略

了解明清长江中游部分区域人们的职业状况。兹以常德府的职业分类，列于下表。 

                           清代湖南常德府的职业分类          

职业类别 职  业  状  况 

士 习诗书，敦礼让，庠序颖苕，衣冠雅饬，然寒畯为多。近北乡一带水患频仍，世业者亦多自食其力矣。 

农 务耕种，终岁勤动。西南多山，岁仅一获。东北滨水，可再熟。然夏涝不消，即秋成莫卜，故资网罟为生

者多。 

工 为土木为众，咸习朴素，无淫巧之风。 

商 江西为多，北省、闽广、秦豫次之。花、油、木、米、鱼、盐，水陆苍萃。其人率勤俭，重锥刀，近亦有

（后1字不清-引者）公事者。 

资料来源：（清）辜天佑编：《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第3册第3课《常德府总论三》，长沙，群益图书社

1910年版。 

  

常州府的职业状况同样见诸长江中游的其他地区，以故具有代表性。其中，妇女的职业特性尤为引人注

目。是书称"妇女皆务纺织，工刺绣。东北乡间有插秧刈草者"。这种以手工纺织为主，兼及农业生产的双重

角色，是明清时期中国广大乡村妇女的共性。这种历史叙事手法在明清史料中屡见不鲜，似可说明四民之论

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对职业划分的共识。士农工商的排序及多寡，因不同地域而有区别。汉阳府，"士

大夫学古高蹈，虽贫乏之家亦志儒业，耻他途。孱弱之民亦力耕渔，薄商贩" 。荆州府与之迥然不同，史

称"郡少农桑，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之务" 。 

应该指出，安土重迁、不习商贾，是长江中游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习俗。长江中游在明清时期已

跻身于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之行列。"民无大富，亦无大贫。" "壤沃水驶，夙饶稼穑。" 这种物质生活的相

对安定与富饶，容易消解人们的经商热情，甚至养成懒惰之习。明人唐源撰《水利议》，称"善化之民，性拙

而习懒。其务本者，不过从事一熟之田。至于麦、豆、竹、木，皆可生利而彼不事。其逐末者，不过肩一瓜

一蔬，及持网罟觅蝇头利于烟水间" 。外地商人的大量涌入及其在长距离贩运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又压缩了

本地商人的成长空间。例如，华容县"上通黔蜀，下达鄂汉。水陆商贾，多闽、粤、豫、皖之人，旧有六帮之

号。本邑务本者多，逐末者少，亦无轻商于外者" 。这一现象极有代表性，可举民国《醴陵县志》证之。明

清时期，该县市场操纵于外地商人之手，直到民国初年，本地商人势力才占据上风。加之，此区域乃传统儒

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之重镇，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理念深入人心。所谓"务本业而不事闲游，苦筋力而不鄙纤



啬"；"民尚朴素，敦礼让，勤于农桑，拙于商贾" 。以故逐渐形成一种安土重迁、不习商贾的社会风习。所

谓"楚民质朴，其刚介则不如西北山陕之人，其智巧又不及豫章、苏杭诸处。本薄利微，见迂识浅，非长袖善

舞者也" 。 

经济变迁是考察自然及人文地理环境的重要指标。必须对明清长江中游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有一个客观

的把握，才能对该区域市镇经济的实际水平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限于篇幅，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当另文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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