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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我 国 商 业 起 源 只 始 于 黄 河 流 域 的 中 原 地 区。然 而，考 古 发 掘 材 料 和 古 文 献 资 料 表

明，人类历史发源地之一的湖州，在洪荒之时 即 已 孕 育 商 业 之 胚 胎，并 最 终 产 生 了 商 业。这 有 力 地 说 明，江 南 商 业 与 中 原 商 业 一

样，发展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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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我国商业起源只始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至于江南地区的商业

在中国商业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则少有人注意。但实际上，江南商业的发展并不晚于中原地区。从考古发

掘材料和古代文献资料记载来看，作为中国人类历史发源地之一的浙江湖州地区，商业发展非常早。本文

拟就此展开探究。

一、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个别的、偶然的物物交换的出现

湖州是人类历史的发源地之一，历史十分悠久。在距今１０万多年前，古人类就已经在西苕溪流域这

块土地上生活栖息。虽然，“邃古之民，生活鄙陋，穴居野处，饮血茹毛，食草之食，衣禽兽之皮，不独经商服

贾，茫然不知，树艺稼穑，亦非所习”，［１］（Ｐ５）但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后，生产力发展，原始农业、原始畜牧业、原

始手工业相继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特别是农业，成为史前湖州地区主要的经济形态。有关研究表明，此

时期，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的沼泽地带，已开始人工种植水稻。［２］在处于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

的邱城崧泽遗址中层，发现了一件菘泽文化时期较小的三角形犁型器。［３］这表明，当时湖州的农业已经从

耜耕阶段发展到犁耕阶段了。

在原始农业发展的同时，原始手工业也产生并得到发展。在处于母系氏族时期的邱城马家浜文化遗

址中，出土了一些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如石锛、石斧。生活用具以陶器为主，有

釜、鼎、陶罐等。此外，还有骨器，如狩猎用的骨镞、切割或钻孔用的凿锥，及缝缀用的骨针等。遗址中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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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了三块炭化的野生葛麻织成的织物残片，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织物，表明当时的手工艺已比较先

进。到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手工业水平进一步提高，崧泽遗址的墓葬证明了这点。该遗址发现了

９座墓葬。在随葬品中，发现了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两大类型，如纺织工具石质、陶瓷质纺轮，石、骨质针

等物。［４］（Ｐ５）可见，母系氏族时期，人们的生活比原始人群时提高了很多。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交换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由于各地区氏族、部落之间具有不同的经济特点

和文化面貌，再加上“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导致的暂时分工”，［２］使得交换成为必要。原始的物

物交换就在这时产生了。

在湖州古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发现湖州先民们进行物物交换的一些痕迹。如邱城遗址的下

层出土了大量的作为装饰品的玉器，安吉县递铺镇安乐村的安乐遗址中层菘泽文化层中，累计出土各类遗

物数百件，其中有一些玉质佩饰。［５］（Ｐ５）然而，湖州本地是不产玉的，在浙江境内，只有青田、昌化等处产玉。

其他产玉地离浙江较近的有山东邹县、峰县和莱阳等地。［２］很明显，这些玉不是湖州所产，而是异乡之物。

这些玉可能是通过物物交换从附近部落或遥远的氏族部落辗转得到的。

当然，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分工也不太明显，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成为专门性

的生产部门，只是在农闲间隙中才进行一定的手工业生产。因此，这种交换只能是个别的、偶然性的。而

且，限于当时有限的生产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基本上还是实行氏族公有，劳动还不是私人劳动，产品也

还不是私人所有。虽然当时可能存在某种私有现象，但私有制尚未形成。所以，那个时期的物物交换只在

氏族、部落之间进行，氏族成员之间基本上不可能产生交换。

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商品交换的扩大与商品生产的开始

大约在距今５　０００年前，浙江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湖州属于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址主要是钱山

漾良渚文化遗址、东林乡良渚文化遗址。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生产和生活水平较母系

氏族公社时期大大提高，湖州已经进入初级文明社会。［６］（Ｐ１２）考古学家慎微之先生曾指出：古时之钱山漾，

“其大部分为古城市之旧址”，“曾一度人烟稠密，嗣因洪水泛滥，古吾陆沉，始成今日一片汪洋”。［４］（Ｐ４）

良渚文化时期，湖州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开始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分工态势，为商品交换的

扩大和商业生产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１．农耕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良渚文化时期，湖州耕作农业持续发展，水稻种植技术大大提高。在钱山

漾遗址中，出土了成堆的稻谷。据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种。粳稻是籼稻经过长期栽培派生的品种，由此

也反映出湖州水稻种植久远的历史。同时，湖州先民已经懂得人工灌溉和施肥技术，遗址出土了专门用来

戽水和罱河泥的“千篰”。在稻作农业之外，蔬菜瓜豆的种植和果树的栽培已是当时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

内容。从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蚕豆、芝麻、花生、甜瓜子、西瓜子、两角菱、葫芦等多种栽培作物的种子，酸

枣和毛桃等水果类种子，及一些尚未辨识和鉴定出的植物种子等，就是很好的证据。

从湖州良渚文化遗址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１）湖州原始农业发展较早，且技术较为先进。良渚

文化时期，湖州农业生产已经进入犁耕农业时期，并步入犁耕农业的成熟阶段，正在向着精耕细作的方向

发展。（２）湖州原始农业内涵丰富，品种多样，除了稻作之外，还有众多的瓜果蔬菜。这些农作物与稻作种

植相辅相成，保障了人们的生活需要。湖州的原始农业相当发达，且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２．畜牧业的发展　在原始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的饲养也发展起来。钱山漾遗址中，存在着大量的

猪、狗、牛等骨骼，说明湖州先民已经饲养家猪、狗和牛等。

３．手工业的发展与分离　原始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为湖州先民提供了比以前丰富的物质资料，也为

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提供了条件。良渚文化时期，湖州地区的手工业发展到了较高水平，

这主要表现在：（１）手工业生产规模较大，数量众多，种类多样。仅就竹器而言，在钱山漾文化遗址已发掘

的７００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２００多件竹器，且品种较多，有农业和日常生活用的鱼篓、谷箩、竹篮、簸

箕以及竹席等。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纺织工具陶制纺轮５７件，还出土了许多诸如斧、钺、刀、镞、钻、凿、

矛、犁等石器。［４］（Ｐ５）（２）手工业的技术水平较高。钱山漾文化遗址中的手工艺品竹制品，绝大多数是用刮光

篾制成的。其编织方法多种多样，有些编制部位与现在的“杭州篮”相一致，尤其是使用了“梅花眼”和“辫

子口”等较复杂的花式。［４］（Ｐ３－４）这必须具备相当熟练的技术水平。其中发现的一只１．８米长的木船桨，制作

规则，刳制光洁，说明此时木器的制造有了较高技艺。陶器，美观实用，胎质细腻，胎壁匀薄，已掌握并盛行

快轮制陶术。此外，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细丝带、残绢片和丝线等，其中出土的绢片采用平纹织法，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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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现代一般的丝织品相近，反映了湖州先民在丝、麻织品的纺织技术上已获得巨大的成就。［４］（Ｐ５）东林乡良

渚时期的墓葬出土了斧、琮、钺、璧、环、冠等制作精致的玉器。从这些玉器可以看出，在制玉行业，人们已

经掌握了切割、磨制、抛光、雕镂等工艺。

上述手工业品的生产不可能是农闲才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所能完成的，只有专业手工业者，才能生产

出这些数量多、技术高、样式精美的器物。湖州古遗址中的玉器也反映了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１９７１年，

湖州杨家埠良渚遗址出土了一件长条形玉钺。该玉钺近肩部有一大一小的圆孔，两面各有若干道平行的

阴线弦纹，并相交接成有规则的几何纹。有关专家认为，玉钺是礼器，是兵权的象征。由此可知，当时湖州

已经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６］（Ｐ６）１９８６年，在东林乡的一个良渚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斧、琮、钺、璧、环、冠

等制作精致的玉 器。２０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千 金 商 墓 村 泾 堂 墩 遗 址 也 出 土 了 玉 璧、玉 环、玉 锥 等 良 渚 玉

器。［５］（Ｐ８）湖州古遗址出土的玉器不但数量多，品种丰富，有礼器、祭祀用器和装饰品三大类，而且这些玉器

的琢磨、雕刻都很精致，布局、花纹、表现手法各异，应当是专业人士制作。生产大量如此技艺精湛、高度规

格化、社会化、标志化的玉器，从玉材的选择、储运、研制、转运、交换、使用，没有专业化的琢玉劳动储备和

严密的社会分工，是不可能的。有学者据此认为，“在这些多工序、高技能的专业化劳动中，折射出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趋势。”［７］所以，可以断定，良渚文化时期，湖州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

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及相互分工，使剩余产品出现，私有财产也随之产生；同时，也使商业经济

的发展成为可能和必要。马克思在论述商业的起源时曾经指出：“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

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８］（Ｐ１５９）因此，父系氏族公社时，在出现第二次社会

大分工的情况下，不同氏族、部落之间，原来就已经存在的农牧产品、手工业品和土特产品的交换，呈现出

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上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多，种类丰富，但正如前所述，湖州本地区是不产

玉的，玉器或玉器原料只能依靠外地供应。可以肯定，如此大规模的需求，通过个别的、偶然的物物交换是

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这只能说明当时的商品交换发生频繁，且已经比较正规地开展起来了。

随着交换的扩大，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也出现了。这在钱山漾遗址下层出土文物中

反映出来。考古人员在该遗址的甲区发现了两处居住遗址：一处是呈长方形的房屋，东西长约２．５米，南

北宽约１．９米，面积约为４．７５平方米。房屋的正中有一根“檩脊”，上面盖有大幅的竹席。在该遗址下层

出土了２００多件竹器和植物种子等。乙区的一座房屋，长约３．１８米，屋顶盖有大幅树皮、芦苇和竹席等。

在它的东边散乱地堆放着许多青木冈木，木材旁还发现了多处红烧土灶穴。这两座房屋呈南北向排列，相

距约４０米（中间尚有未发掘部分）。［９］“甲区的房子里和屋旁有大量的竹器，不大可能都是自己使用的。把它看

作交换的商品，似乎比较恰当些。”［１０］（Ｐ３２２）这样的分析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随着湖州地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分工，剩余产品越来

越多，私有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较频繁、较大规模的正式的商品交换已经成为必需。母系氏族时期那种个

别的、不经常的交换形式，逐渐被正规的、经常的、社会所必需的交换，即商品交换所代替。随之，出现了以

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

三、传说时期湖州商业的产生

到尧、舜、禹、防风氏传说时期，湖州社会经济大为发展，衣食居处较之洪荒之世，已截然不同。而且，

为政者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也推动着全国商业的发展。如黄帝时，政权一统，并采取措施，使“通商之途

广，物产之转运易。”［１］（Ｐ６）尧舜之时，商业上虽无大设施，但“其庶政之与商业有关者实多”，如“后稷列封疆，

画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又使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

用宜其人，即分工之制也，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即贸迁有元也；以风化未通，九州隔绝，命奚仲挠

曲为了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即便利交通也。”以上种种，虽非专为商业，“然有裨于

商业者甚大。”［１］（Ｐ１０）大禹平息水患，自是有利于交通和商业。同时，禹本人也十分重视商品交换的作 用。

据《尚书·皋陶漠》记载，禹在治理洪水之时曾说：“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丞民乃料，万

邦作义。”意为大水得治之后，要和稷一起教民播种百谷，使人们有充足的粮食和肉食；要发展贸易互通有

无。这样，天下才得以太平，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虽然，这些并不是具体针对湖州商业的有力措施，但也能

为湖州商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湖州商业产生了，并有一定的发展水平。

１．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大　商品交换不仅在部落内部进行，也在部落边界间进行，甚至可能已达更远的

地方。据《管子·揆度》篇说：尧舜的时候，“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这说明黄河流域的部落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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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长江流域之间的部落已有交换。上海青浦福泉山９号墓出土了一根罕见的象牙雕刻，这可能是从南方

通过交换得来的。［１１］（Ｐ１１）这些虽然不是关于湖州商品交换的直接记载，但可作为当时湖州境内先民们商品

交换产生的印证，说明交换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临近的部落氏族之间，远距离的商品交换已经产生。这种

远距离的商品交换自然也不再可能是原来那种直接的物物交换了。

２．商品交易的种类丰富、数量加增　此时，商品交换不再局限于此前的装饰品玉器，粮食、家畜、陶器、

竹器、麻布、丝织品等都被投到交换中去。而且，数量加增，远非此前所能比拟。这从禹时各州所贡之物大

体可见。大禹平息水患之后，乃分别九州①，任土作贡。《尚书·禹贡》记载：扬州“厥贡惟金三品、瑶、琨、

筱簜、齿、革、羽、毛、惟木。鸟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

３．主要商品的发展情况　湖州丝绸历史悠久，技术水平高，成为当时重要的商品。虽然对湖州丝绸商

品的交换尚无直接史料记载，但《禹贡》的相关记载可作旁证。扬州上贡贡品中有“织贝”，乃“绵名，织为贝

文，诗曰贝锦。”虽然，现尚不明确扬州所贡“织贝”是否出自湖州，但湖州早在钱山漾文化中就已出现了平

纹绸，所以，到禹时出现“贝锦”这种高档丝织品应是可能的。而且，当时湖州丝织发达还有一个佐证：湖州

属古防风国。传说中防风氏也是个治水英雄，而且是百越民族的创世神。大禹治水成功后在会稽庆功，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帛，丝织品的总称，与会者都要“执玉帛”以贡禹

王，这与《禹贡》写的相符。防风氏当时所执之帛应是“织贝”了。另外，《禹贡》载：“扬州……厥篚织贝”，宋

人蔡沈注曰：“织贝之精者，则入篚焉。”丝织入篚的事，湖州早有渊源。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绢片、丝带、丝

线等物，在被发现时大部分都是存放在竹筐里。［４］（Ｐ１１）因此，《禹贡》中扬州所贡之织贝，极有可能产自或部

分产自湖州。

竹或竹器是湖州传统的商品，钱山漾遗址中发掘出２００多件各式各样的竹器，而且湖州竹器早已经进

入商品流通领域。到此时期，竹或竹器的交换应更加频繁。《禹贡》记载：九州中有六州进贡丝绸，在所贡

丝绸之前都有“厥篚”二字。篚就是竹筐。蔡沈注释，“古者币帛之属，则盛之以筐篚而贡焉。”竹主要产于

江南，因此扬州“厥贡筱簜”。北方几州所用之篚，其产品或原料应主要来自扬州。而以产量和水平来说，

湖州竹器和竹器编织应该已经通过商品交换到了其他六州或其中的某些州。

此外，这时已经出现了较为固定的通商道路，“盖入贡之道，即通商之道也。”［１］（Ｐ１１）

综上所述，湖州商业跟中国商业一样“发达甚早”，且商业之发达，与文化相表里，［１］（Ｐ３）洪荒之域，即已

孕育商业之胚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湖州就存在偶然的物物交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

加剧，私有制开始产生，交换逐渐扩大并成为经常的、正规的现象，而这又促进了湖州商品生产的出现。到

传说时代，湖州商业进一步发展，商品交换范围日益扩大，丝织品和竹器成为主要的商品。随着商品交易

范围的扩展，出现了以贡道为主的、固定的通商之路。可以说，在中原地区商业产生的同时，湖州商业也同

步发生。这说明，以往我国商业只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说法过于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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