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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年间，朝廷设立了很多经济部门，包

括交子务、会子务、折博务、检校库、抵当所、

常平仓、市易司、内藏库等金融机构。

之所以将这些部门都界定为金融机构，是

因为其具有汇兑、发行货币与有价证券、调节

货币供应、存贷等基本功能。宋史研究者吴钩

在其所著的《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一书

中就指出，宋代的金融机构，比如设于益州的

交子务，是发行和管理四川交子的机构。而设

于南宋临安的会子务，是印制、储存和发放东

南会子的机构。交子和会子均为宋代的纸币，

交子务、会子务的职能运行方式类似于而今的

央行机构。

市易司总辖北宋首都汴京与地方的市易务，

包括官营贸易，向城乡商人提供担保贷款、抵

押贷款，并发行汇票。常平仓本来是北宋的粮

食储备机构，在熙宁变法期间，朝廷推行青苗法，

就利用常平仓的储备金向农户提供小额抵押贷

款。这意味着市易司、常平仓，至少在熙宁变

法期间具备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职责。 

《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一书通过严

密的史料考证，从市政、人文、经济、政治、

司法等角度重现了两宋时期重商务实、雅俗兼

备、多元开放的文明景象。书中有关两宋经济、

金融、贸易发展的介绍，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两

宋时期在经济领域的许多金融、贸易、财政政

策创新，远远地走在了欧洲的前列，发展水平

也令人惊叹，甚至还高于之后的明代和清代。

在许多方面，清代晚期尽管引入了欧美的文明

成果，但在发展层次和效益上，却仍然落后于

数百年前的两宋，这不禁令人唏嘘。

《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书中指出，

宋代的商品经济发达，但到了后来的明代，除

了晚明时节，其他多余时间却商业凋敝。这很

重要的原因在于，明代对于商业的理解过于呆

板，以农为本，不鼓励商业，更耻于言利。而

宋政府却从不惮于言利。宋代的变法派官员王

安石甚至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

周公岂为利哉？”保守派官员苏辙也认为，“财

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这也意味着，宋

代无论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尽管政事主张相

互对立，却均高度重视商业、贸易和金融发展，

并且强调政府要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

出于对理财的迫切需求，宋政府将财政收

入的重心从农税转入商税、征榷、坑冶、海外

贸易。这种做法切实降低了宋代农民的赋税负

担，而反观之后的明代，税收和劳役负担过度

由农民承担，所以才引燃了明末农民大起义。

书中分析了北宋和南宋的财政收入及其结构，

指出来自农业税的贡献在 20% 左右（每年 2000

万贯），而商税则达到了每年 8000 万贯。

有趣的是，南宋初年的名将岳飞也是金融

投资的能手。岳飞利用鄂州的公使库、激赏库、

备边库等 14 个库的本钱放贷，每年可收息钱

116 万多贯，这显然成为了“岳家军”抗金的

重要资源支持。

《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书中还谈到，

宋朝已经出现了买扑制度，也就是私人向政府

承包某项国有产业若干年经营权的机制，以及

相应的拍卖机制。这项制度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涉及盐、茶、酒、醋、矾的专卖权，以及盐井、

盐场、酒坊、醋坊、茶园、茶场、河渡、集中

屠宰场等坊店场务的特许经营权，等等。书中

指出，宋代的买扑有相当完备的程序，从确定

标底、公告招标，到公众投标、政府评标、中

标公示再到流标处理，都有法度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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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状元》以明代唯一“三元

及第”的商辂为叙事主线，从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孙伏伽开始，至

清朝光绪状元刘春霖结束，解读中

国历史上552名文状元的的求学、

科考与从政的独特历程。

　　作者章宪法长期致力明清史、

地方史、中国传统文化及地域文化

等领域的研究，在国家及省级报刊

发表文章百余篇，编著出版有《苍

生鬼神》《明季闲谭》《明朝大败

局》《明朝大博弈》《海上大明》

等图书。《文状元》是作者耗时30

年的心血结晶。全书的撰述秉承“桐

城派”倡导的“义理、考据、辞章”

之风，作品巧于谋篇，冗精自如；

语言干练冷峻，妙趣横生。

《文状元》

两宋时期的金融创新不输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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