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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配得上“东南第一城”。公元 1169 年，《乾道临安志》

记载显示，当时杭州有 10.4 万户。如果按一户五口人计算，

那起码有 50 万人。而到 1260 年左右，这一数字已上升到 90

万人。

对古代史有所了解，会知道杭州乃至江南地区，在早期并

没有如此多人口。其实，唐代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北方文化、

中原文化，相对南方具有压倒性优势。而“逆转”发生在唐代。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提出，唐代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北方经济、社会遭到很大破坏，大批士

人避乱江南，深刻地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进程。而

1127 年“靖康之变”发生，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南

宋建立，带来新一波“衣冠南渡”，这对江南影响极大。小农

经济占主导的时代，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随着北方人口

的几次大迁移，杭州便有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作为南宋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杭州代表的江南经济在当

时发展到何种程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虞云国教授认为从

以下三点可以看出：市场类型多元、市场交易活跃，以及市场

经营已具有今天人们所说“品牌意识”。

其中，杭州城内有条主干道叫作“御街”，而御街中间是

杭州的“闹市区”。根据《梦粱录》记载，这里一度有一百多

家店铺，并形成了早市、日市、夜市、季节市、镇市等多样化

市场类型。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可以参照当时的肉品交易。

虞云国教授提到，杭州城有个“肉铺巷”，每天宰猪、羊不下

数百头，屠宰后还会把头、蹄子与肉分离。无论是商铺酒楼，

还是寻常百姓，都会前来预定。如此一来，活跃的市场使得肉

类不会面临滞销与脱销问题。至于“品牌意识”，当时的杭州

市民已经知道买东西“多趋有名之家”。比如，买酪面，就到

后市街卖酥贺家。

而到明清时期，不光是杭州和南京，整个江南六府的经济

都已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6 世纪时，江南

地区有两百个市镇，而到了晚清，这里已经发展到近千个。今

天人们所熟悉的江南水乡古镇，有不少都是这一时期迎来发展

的鼎盛时期，比如锦溪、乌镇与甪直。在明代，甪直还叫甫里。

当时周边乡村俱归甫里镇管辖，为吴郡东部最大、最繁华的市镇，

成为“郡东之首”。到清代中叶，甪直古镇已开辟了对外的定

期航船，最盛时每天有十几艘航船开出。

这一切的根源，还得回到明代开始的农业经济结构变化：

从种植水稻为主，逐渐转移到种植棉花、纺纱织布。值得一提

的是，当时农民们生产的棉纺织品，只有很少自用，绝大部分

都用于销售。不仅销往北方，更是大量出口到日本、朝鲜半岛、

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

如今已是上海辖区的松江，在当时成为江南的棉纺织中心，

被称作“衣被天下”。由于几乎每家每户都从事棉纺业相关，地

方史料对此形容为：“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米充兑。”

风雅江南

如果没有当年江南的富饶，江南文化也就无从谈起。很多

研究江南学的学者都认为，唐宋开始，江南文化在全国的核心

地位，与经济中心的形成是一个并重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