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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李邴在《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

中记载，“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

商。”这就是对泉州港繁华商贸的描述。

宋代的海外贸易这么繁盛，是为什么呢？ 

中国商船在两宋时期已经稳定来往于朝

鲜、日本、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以及东北

非诸国，贸易规模很大。而这带动了西南亚、

东北非以及地中海沿岸的贸易经济发展，推

动了意大利多个海岸城市的崛起，侵蚀了拜

占庭帝国的霸权，引发了十字军东征，可谓

带来了一连串的联动反应。

知名历史作家、2018 年度“中国好书”

奖得主吴钩近日推出新作《大宋之法》，对

宋代法律的实际状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吴钩

在书中指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海外贸

易盛况，也离不开宋代的法律进步。

这里所指的法律进步指的是宋代建立起的

一系列维护海上安全与合法贸易，保护蕃商私

有财产与在华居留权的制度与机制，从而使得

海外客商毫无心理负担地到中国做生意。

《大宋之法》书中谈到，北宋真宗朝就

形成了一项惯例，就是遭遇海难的蕃商漂泊

到大宋境内，当地官府有责任救济流亡人口，

帮助其在风平浪静以后回返。曾有高丽国商

人以海难，飘流到了泉州，就去当地州衙自

陈，获得了“口券”（免费食品券）。而当

时的明州知府曾巩还说，泉州方面只给落难

蕃商“口券”，不太厚道，认为这对于北宋

中国的海外形象有影响，建议提高对海难商

人的救济规格。

不仅如此，宋代还规定，“蕃舶为风飘

着沿海州界，若损败及舶主不在，官为拯救，

录物货，许其亲属召保认还，及立防守盗纵

诈冒断罪法”。也就是说，如果有遭遇海难

的海外商船飘至境内，地方政府有责任打捞、

保全其货物，登记在案，日后交还给货主或

其亲属，冒领、盗取、诈骗财物者会被定罪。

据史料记载，南宋时，曾有地方政府试图充

公外籍商船财物，船主上告到户部，户部行

文让地方归还了财物。

《大宋之法》书中指出，宋代政府对蕃

商财产的保护，还包含了对财产继承权的保

护。北宋年间，曾有好事者举报蕃商客居广

州，家产很多，而蕃商本人回国后被国主处

死。该蕃商没有亲属，只收养过一个童奴，

也在蕃国。这个好事者想谋求蕃商家产。办

理这个举报的官员正是大名鼎鼎的“三苏”

之一的苏辙，最终将蕃商家产判给了其养子。

到了南宋，有真腊商人客居明州期间去世，

没有亲人在侧。有人建议将其遗留的家产充

公，但明州地方官府却坚持不肯，而是将真

腊商人的遗体及遗产送回该国。真腊国王很

受感动，感佩指出“中国仁政，不胜感慕”。

《大宋之法》这本书相当全面地、分类

地 叙 述 了 宋 代 中 国 在 法 制 方 面 所 取 得 的 文

明 成 就。 其 中， 宋 代 有 许 多 制 度 规 定 与 现

代 司 法 制 度 相 合， 以 至 于 让 人 误 解 那 些 规

定 都 是 舶 来 品。 宋 代 不 仅 在 立 法 上， 在 继

承了唐代法制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相 当 周 密 地 完 善 了 司 法 审 判 等 方 方 面 面 的

程 序 化 规 定， 引 入 司 法 救 济 等 观 念 让 法 律

本身显得更为人性化；而且，在司法实践中，

也 非 常 推 崇 依 法 判 决， 又 不 失 人 性 关 怀 与

灵活。书中用大量的事例、文学作品故事，

结 合 翔 实 的 古 籍 考 据， 尽 可 能 清 晰 地 还 原

宋代司法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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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此书讲的主要是家庭内部的设

计，尤其是传统的、经典意义上的

房屋设计。作者认为后现代的家居

设计过于单一、机械化，过于注重

科技与效率，家甚至变成了一部高

速运转的机器，而失去了家庭生活

中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亲密与隐

私、休闲、愉悦、安逸、温暖舒适、

实用、便利、个性化等 。总之，房

屋内部应该是一个充满魅力而又实

用的地方。作者的本意并不在于重

现过去的室内装潢，而在于恢复过

去的那种家庭生活意识和气氛。

《家的设计史》

宋代海外贸易繁盛的法律根源

撰稿｜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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