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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者按：此文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书，适以代作本
书前言，在交待师门所出之余，主要因为本书学术基础，大致不出先师教导的精神，文中所强调的几
个要点，比较贴切地反映了全书主题与立论的倾向。
故形式虽或略有别样，文意自以为合适。
　　1985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师于邓广铭恭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
自此至1988年秋季毕业，我得以奉侍先生左右，日聆师训。
三年的耳提面命，使我从一个对史学只有一知半解的年轻学生，成了真正走进史学大门，基本能从事
独立研究的史学工作者。
邓门从师三年，是我就学经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
今天回想起来，先生教导学生之循循善诱、德业兼及的一些细节，还历历在目。
　　早在进北大前，就耳闻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因此，我初人先生之门时，心理上可以说真正是既
敬且畏。
但没过多久，“敬”之心与日俱增，而“畏”之情则日渐消失。
因为先生所严唯在治学，其他方面，则十分和蔼可亲。
说起先生的严格，当时我们几个学生心中有一件事十分明白，撰写学术论文，诸如论题不当、逻辑混
乱、文理欠通、史料有误等等差错，这一切都会招来先生毫不留情的批评，绝不可能通融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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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 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1956年生。

2009年7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998年9月－2009年7月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系主任
1994年12月－1998年9月 杭州大学教育系教授
1988年10月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宋史泰斗邓广铭。

1985年11月获杭州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1982年1月 获杭州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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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一，它决定了农业余粮输出的细碎性。
这就是说，每户小农每一次投入市场的粮食数量不可能过多。
所以尽管某些地区粮产颇高，初级市场的米盐交易表面很是繁忙，但其所能聚集的商品粮是有限的。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各地区商品粮输出的广泛性。
任何农业生产区，无例外地都会有一定的商品粮输出，不管它的输出量如何，或者其输出所影响的范
围有多大。
我们在观察宋代粮食商品化问题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一特性。
　　宋代由于大土地私人占有制与租佃制的发展，农产品也大量地以地租的形态集中在地主的手中，
因此地主出于种种需要而出售租米是商品粮的重要来源。
地主出售租米，当然不会仅以步担或斗升计，即一般不存在前述小农出售余粮的细碎性，但仍然具有
地域上的普遍性。
　　不应忽视，除生产经营方式之外，某种产品的商品化还必然受到其他各种与之密切联系的因素的
影响。
我们在分析宋代粮食贸易问题时尤其应该注意的，就是宋代各地的地理环境和当时的运输条件以及粮
食消费市场构成的有关特点。
　　粮食属民生用品，消耗量大，粮食的运销须以廉价的运输为先决条件才有可能赢利。
宋代运粮有陆运与水运之别。
陆运成本极高，依靠陆运是不可能发展较大规模的粮食贸易的。
宋代商人贩粮主要依靠水运，不过水运的成本也不低，北宋每年从东南六路运粮北上京师开封，费用
就十分惊人。
据端拱二年（989）国子博士李觉的说法，当时东南漕粮每石运费不啻三百钱，侵耗损折等复在其外，
若总计运粮工脚，不减五百钱，是则每石运费就超过了东南每石的粮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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