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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文献考证与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取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相结合的论述方式，对明清至民国时
期经济最活跃的江南地区，即长江三角洲的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四十多个典型市镇，进行全方
位研究和学术前沿课题探讨。
书中不仅系统展现江南市镇的分布格局、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和社会风尚，而且对这些市镇曾经引领
时代潮流、带动传统社会变革的深刻原因作出了独到的解析。
    书中还提供了这样的信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南浔、周庄、同里、乌镇、西塘、甪直、七宝、朱
家角等江南古镇，现今在备受瞩目的同时更需要人们对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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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樊树志，1937年生于浙江湖州。
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
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专家组成员
。
专攻明清史、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地区史。

    代表作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1988年）、《明清江南市镇探微》（1990年）、《万历
传》（l994年）、《崇祯传》（1997年）、《国史概要》（1998年）、《晚明史》（2003年）、《权与
血——明帝国官场政治》（2004年）。
其中，《晚明史》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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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关于桥梁的分析　日本学者川胜守在他的近著《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第三章“长江三
角洲石造虹桥和市镇的形成”中，对江南市镇的桥梁作了细致的分析，颇有启发意义，特作简要的介
绍。
首先，他从江南水乡桥梁的视角来看市镇的水路交通，重点考察了南浔镇的111座桥梁，得出的结果是
：这些桥梁大多分布在运河市河等交通干线上，特别是分布于东西南北四栅的交通线上，东栅20座、
西栅20座、南栅48座、北栅19座。
他运用南浔镇万分之一地形图，以及咸丰《南浔镇志》卷首的地图，列出南浔镇桥梁一览表，把111座
桥梁的构造、位置、跨河流名、俗名、创建等信息，一一注明。
其次，他认为，通过桥梁的沟通，使市镇的空间得以扩大。
为此川胜守对清修民国十七年续修《法华乡志》、清修《七宝镇小志》、光绪《枫泾小志》、民国《
重辑张堰志》、乾隆《金泽小志》、嘉庆《珠里小志》、光绪《盘龙镇志》、宣统《蒸里志略》、民
国《章练小志》、崇祯《外冈志》、乾隆《真如里志》、民国《安亭志》、嘉庆十年修光绪十七年补
《娄塘镇志》、嘉庆《石冈广福志》、光绪《罗店镇志》等将近二十部市镇志，作了系统分析。
再次，他对二十五个市镇373座桥梁作了数量分析。
373座桥梁中，建于宋代的10座，建于元代的27座，建于明初的27座，建于明中期的33座，建于明后期
的63座，建于明末的34座，建于清初的4座，建于清前期的26座，建于清中期的59座。
其中，官建与民建的比例是13：153。
明后期(嘉靖至万历)以及清中期(雍正至乾隆)是桥梁建造的旺盛期，与经济发展状况完全对应。
与此相呼应，嘉靖至万历以及康熙至乾隆时期，大批木桥改建为石桥。
而桥梁的建造者大多是民众，有地方大姓，也有徽州商人与洞庭商人，而由地方上的慈善机构善堂善
会等组织出面承担具体事务。
　　川胜守的结论是：第一，桥梁的建设是地域开发的一部分，是定居与文化移植的重要一步；第二
，宋代是桥梁创建的开始，元代有一定的发展，明清时代出现飞跃的发展；第三，嘉靖至万历，康熙
至乾隆是两个高潮，与这些地区生丝与丝织物生产，棉花与棉纱、棉布生产的扩大时期是一致的；第
四，桥梁建设与商品生产，尤其是与江南市镇建设是互动的①。
　　莫小也的硕士论文《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修桥义行》，独辟蹊径，抓住江南市镇水多桥多的特
点，把修桥义行这种社会活动，放在经济发展与伦理思想相结合的视角下，进行探索，对于人们了解
江南市镇开辟了新的途径，尤其使人们对经济发展新形势下的传统伦理思想，有了新的认识。
他指出，作为修桥的功利来说，当然是商业贸易以及日常生活需要等因素在起作用，然而引发人们修
桥的最初动机之一则是儒家的“仁人”基本道德观。
宁波商人陈守清“发愿”、“倡捐”修建的塘栖镇通济桥，还有震泽镇朱山募建的达观桥就是典型的
实例。
他对修桥者的社会角色与行为动机具体分析后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乡绅士大夫是义桥修建的主要角色。
如《双林镇志》记载，绅士茅瑞徵，专研根本之学，勇于为义，包括建宗祠、置义田、助婚葬、创桥
梁之事，不可胜数；绅士吴焕，力行善事，乾隆时期改建万魁桥与化成桥，任劳任力，其好善至老不
倦。
　　第二，在位官吏与致仕者是修桥义行的积极推动者。
如朱泾镇修建万安桥与众安桥，都有知府知县官员捐俸倡导。
双林镇的清风桥与明月桥，是由明正统年间致仕官员捐资修建的。
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与致仕退休官员还把修桥义行与弘扬仁义道德的乡风民俗联系起来。
　　第三，诸生与监生是修桥义行的积极支持者。
他们是市镇的知识阶层，往往以身作则，倡修桥梁。
如朱泾镇的诸生庄允中，倡导镇民把原本是木梁的万安桥改建为石梁。
又如安亭镇的监生朱克昌，平生周人之急，修桥铺路，务求利益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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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塍镇志》记载，明清时期修桥十三座，其中六座是监生或生员修建的。
　　第四，商人是修桥义行的积极参与者。
商人从市镇中获取利益的同时，渴望得到政治地位与社会舆论的支持，因此他们表现出乐善好施的品
格，愿意捐资修建桥梁，如双林镇的蔡本谦与李君修等。
　　第五，修桥义行直接带动了与桥梁有关的其他义行，诸如义路、义亭、义渡、义浚等，对乡风民
俗起了正确的引导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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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今旅游者们所看的江南市镇，恬淡宁静，殊不知，它们过去是充满活力的工商业中心，引领时
代潮流，带动历史变革。
它们不仅需要您的瞩目，更需要人们对历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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