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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扛南地区造船亚的发展产

李 伯
一

重

一 ‘

卜

江南地区很早就出现了相当规模的造船业
�

宋元叶期江南造船业已颇为发送
,

而明清时
期更有进一步的发展

,

成为江南主要产业部门之二奋 一 � …
一

’ ‘ 、

一

关于明清江南地区的造盔亚
, 、

一

己有不少中外学者进行过研究、 并已取得了成就一不过
, ‘

�
� , ‘ ’ 一 � 七·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宝船与沙船
,

而多未涉及其他船只 �

具次
,

在对沙蟾的研究中
, 」

也有一
� 、

�
�

些方面尚待于进一步深入 �
几

还有
,

用工场手工亚时代西欧
一

�特别是英国�造船业发展的情况

进行比较研究
,

可以更清楚地着到明清江南造船业发展的特点
,

’

但在这个方面
, 一

过去工
一

作做

得还不够
,

因此
,

从上述几方面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

对于明清江南造船业的深入研究来说
,

是十分必要的
。 ‘ � 、

一
‘

本文仅止讨论明清江南造船业生产规模扩天的状况及其特点
�

为了更清楚地着到这个待

点
,

特选取化一�� 世纪中期英国造船业发展状况作为比较对象‘
’

这是因为只有英国才是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与发展的典型地点� 一另外

, ‘
一

本文的考察对象
,

仅限于与生产有关的各类

船舶的建造
,

一

因此非生产性船舶如游船等不在所论范围艺内
�

最后
, ,

由于船舶维修业与造船

业有着密切的联系 � 故亦二并加 以论述
。 ’ � �

一
‘

�

一

� 一 �

明清江南的生产用船
,

可分为农船
、 ·

渔船
、

内河运输船和海洋运输船四类
�

下面 即就这

些船只的建造与修理业的发展情况分类 述之
� � �

� �
「

一 农船 、 农尹,
一

又举农笋
, “

衣家大小不等
,

通日赛装
· �

换粪出攀
,

一

皆用船 载
·

而南

路之莆泥船
,

东路之扒泥船
,

皆农船也
” �

。

除了这 些运肥般外
,

各地农民所使用的各种小

球署戳翼罄滁馨
易菜黯稀翠粼馨

二 渔船
�

江有的典般津造业
一

,
�

在明清肘期有比较明显的发尽
,

丰梁表现为各种大 中型

渔船建造数量的增多
�

明代以前
,

大中型渔船 尚少见
。

可是到了嘉靖时
,

据郑若 曾所 述
,

太

�
本文所说的阴清时期指自明朝建立至太平天国革命发生之间的时期

,

江南地区则指明清的苏
、

松
、

常
、

镇
、

杭
、

嘉
、

湖
、

应天 � 江宁 � 八府及太仓州
�

� 参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卷 ��
、

页 �
、

页� � 呜
�

� 同治湖州府志卷�� 物产下引郑元庆 《湖录 》
�

�据费孝通抗战前在吴江县 震 泽 镇

开弦弓村的调查
,

每户农民有此类船只 卫一 � 艘
�

见费孝通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翻



糊及其附近江河
�

溯柳 中
,

已经广泛使用着载重量� �� 石以上的梢船
,

�� 一� �� 石的丁梢船
’

和

载重 量� �� 月
。�� 右的江边船及帆署等大中型渔船�

。

江边船与帆署之最大者
,

竖桅�一�道
,

无浆格
,

专以风 为动力
。

其规制大小
,

已相 当于大中型海船
。

乾隆时
,

太湖中仅最大的六枪

旅船 � 即帆署 � 之数已达 ��� 艘
,

又新添六桅大三片蓬船 �� 余艘
�

这 些巨型渔船都是在太 湖

东岸青 口的下场湾
、

西山的东村
、

五龙船的蚕野
、

光福的铜 坑等地建造的
�

编翁蓬
、

打篮缆

则在冲山�
。

可见
,

太湖东岸的造船业 已相 当发达
,

并 出现了建 造大船 的造船 中心
。

此外
,

明清江南的海上捕渔船建 造业的规模肯定也较前扩 大了
。

三
、

内河运输船
�

郑若 曾说
� �

内河之船
,

即今之官船 民船是也
。

… … 湖柳 之船
,

运货

者谓之驳船
,

民家自出入谓 之塘船
” �

� 在这里
,

我们把各种船行于内河湖柳的运输船都总

称为 内河运输船
。

明清江南内河运输船的建造业
,

各地 皆有
,

而 以太湖周围地 区最为集中
。

倒如吴江县有

船作� � 震泽县
“

船厂在 潦滨
,

居民多于此设厂 造船
”

� �
乌程县在明末

“

所 出月过江船 四 百

余只
” �

,

到康熙时该县小湖
、

织里等地居民仍 以
“

业造船
”

著称�
。

运河沿县的仁和 县 谢

村在 明代有船厂专造嘈船�
,

由此可推知这里的内河运输船建造业亦当有一定规模
。

嘉兴县在

康熙时则出产
“

少船
”

等多种船只�
。

明清江南商 业比宋元更为发达
,

长江三角洲 内外船只

往来 如梭
,

内河运输船数量很大
,

更新速度很快�
。

而建 造内河船又无 禁令 建造工艺亦不

算太复杂
�

因此明清江 南内河运输的建造数量比 前代有较大的增加
,

是可 以肯定的
。

四
、

海船
�

明 清江南海船建造规模的扩大
,

比上面三类船更为明显
�

但也经历了
�

更为 曲

折的道路
。

元末江南已有相 当规模的海船建造业
,

到明初更建立起了庞 大的官营造船业
,

除著名的

南京宝船厂外
,

苏州
、

松江
、

镇江等地 均设有官�
闷 �

据 《明实录 》中有关资料统计
,

·

自永乐

元年至十七年
,

明政府在 南方各她建造海船�� 次
,

造船共� �� �艘 � 缺一次之数 �
。

其 中提到

苏州的有�次
,

松江 �
卜

次
,

镇江�次
,

南京 � 京卫 � �次
、

另有造宝船�次
,

当在南京宝船 厂
�

提到浙江的次数甚多
,

不过难以确 知具体地点
�

可见
,

南京等地是 当时海船建造业 的 中心
。

宣德以后
,

官营海船建造业逐渐衰落
,

但官营厂 的造船活动并未全停止�
。

而民间造船业 正在

逐渐兴起
。

到嘉靖时
,

据周 世德
一

同志估计
,

长江三角洲 � 包括江北的通州
、

泰州等地 � 一 带
,

已有沙船千艘以上�
,

而苏州府就有二三 百艘 �
。

而且此时的沙船
, “

双桅习以为常
,

甚至

有五桅者
” �

,

多是 �� 丈以上 的大船
�

在此基础上
,

隆庆六年 复行海运时
,

募沙船 ��� 艘
,

七年又增至�� 。艘
,

表现出 民间沙船已成为北洋航行的主力
。

明代中叶
,

太仓
、

崇明
、

常熟
、

江阴
、

通州
、

泰州等地大户多自造双桅沙船十数只
,

小产 则数家 合伙备造�
。

至明末
,

崇呢

�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苏州府山水 引郑若 曾《太湖图论》
�

�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苏州府山水引郑若曾之太湖国论》
�

� 《太湖备考》卷�� 杂纪
。

�康熙昊江县志卷�物产
�

�同

里志卷�物产
�

志卷“纪文引孔天撒
�

�康熙乌程县志卷 �预备志
。

� 康熙乌程县志卷�习尚
, � 嘉靖仁和县

《改建船厂记》
�

� 康熙熹兴县志卷�物产
�

� 据《典故纪闻》卷��
,

明

代伯例
�

溜船
“

松木者五年一造
,

楠木者七年一造二 河船更新情况当与此相近
。

� 参阅方辑
�

《明代的海运和造船工业熟� 载于《文更哲》�, � � 年第 �期 �
。

修参阅周世德
�

《中国沙船改略》� 载于《科

学史集刊》第 �辑 �
。

钞》� 引自肖国亮
�

� 《郑开阳杂者, � 《筹海图编》卷 ��沙船条
� �

� 《鼻明秦琉类
《清代上海沙般业资本主义魂芽妇历史考寮》

,

载于必中国资本主义论文集》� 。



已出现拥有沙船百余艘的大船主�
。

沙船航运范围亦由登
、

莱扩大到了天津
�

这也反应出沙

船数量的增加
。

这些沙船的建造地 点不详
,

推测 当仍是 太仓
、

崇明一带二
清初厉行海禁

,

造船业遭到空前 严重的打击
。

康熙廿一年大开海禁后
,

又 逐渐转盛
�

康

熙 末
,

松江又出现拥有沙船数十艘的大船商�
。

到乾嘉道时
, “

上海
、

乍浦各 口有善走关东
、

山 东海船五千只
,

每只可 载二三千石 不等
。

其船户俱土著之人
” �

。

而上海一地
“

约有三干

五六百号
,

其船大者 载官解三千石
,

小者 载千五六百石
�

船主皆崇明
、

通州
、

南汇
、

宝山
,

上 海土著之富民
”

�
�

可见此时江南海船数量之多
�

这 些海船究竟是在 何地建 造的呢 , 史料记载不多
,

所见仅有在乍浦和苏州�
·

魏认为还

有崇明
、

上海
、

南汇
、

宝山等地
,

而且这些地方似乎还是更主要的造船之处
,

因为它们早在

宋元之际就是沙船的主要建造地�
,

而清中期沙船主又多出身于此
。

此外
,

太仓可能也是一

个建造地
。

但自浏河淤后
,

太仓造船业较前衰落
,

明初所设船场
,

到乾隆时仍是一片荡涂�
,

所造海船数量不多
,

明清江南海船建造业的生产规模如何 � 具体材料很少
。

康熙五十五年
,

清圣祖谕
,

一
“

肤

南巡苏州 时见船厂
,

问 及
,

咸云
�

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
,

多至千余
,

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
,

其余悉卖在海外
,

斋银而归
” �

。

有人由此推测当时苏州海船建造的规模巳极大
,

但实际上苏

州造船能力决不可能有那么大
。

清圣祖本人就怀疑上述说法的可靠性
, “

官造海船熬十只
,

�

尚需数万金
,

民间造船何如许之多 � ”

而且
,

正如田汝康先生所 指出
,

当时海上 卖船也不大

可能�
�

年造海船千余艘
,

卖船又 不可能
,

沙船一艘可用 数十年
,

若以�� 年计
,

则�。年内即

有海船�万余艘
,

可是整个江南海船最多时总数也不过� 。。。艘左右
�

可见此说不符合实 际 情

况
。

据周世德同志估计
,

明清时期建造 中型沙船一艘
,

一般用工� �� 一� �� 个 �
。

另据 《历年

记 》
,

康熙十六年松江府奉令造大沙船 �� 艘
, “

每 日千工
,

三个月完竣
,

亦非易事
” 。

即造

大型沙船飞艘
,

需工至少约� � 。。个
。

苏州船厂年 造海船千艘
,

如为大型
,

当用工 � �� 万 个
。

如为 中型
,

当亦用工�� 万个左 右
。

造般工匠每人每年工作 以� �。日计
,

则需常年工作的 船 匠

� ,

�� �阅
。

,

�� 。人
。

但明初规模宏大的龙江船厂
,

也不 过有匠户� �� 余
,

而且还是 轮上而非常年

工作的
。

如果苏州在康熙 时有如此众多的专业船匠
,

应 当在史籍 中有所反映
,

可是我们根本

看不到这样的记载
。

此外
,

从船材供应方面来看
,

苏州乃至整个江南也难于年造海船千余艘
。

康熙十六年松江府仅奉命造大沙船�� 艘
,

即已至全府 四县县令俱下乡封摄大树
,

闹得鸡犬不

宁�
� ‘

在 此情况下
,

造海船千余艘
,

谈何容易 里

那 么
,

明清江南海船建造业的生产规模究竟有多大呢 � 康熙二十九年规定
� “

各海汛战

峭新船新造后
,

三年小修
,

小修后三年大修
,

大修三年后尚堪应用仍令大修
,

或不堪修理
,

督抚题明拆造
”

�
。

此规定 主要针对 福建
,

而福建造船以杉松为主
。

江南海船船材亦多为杉

松
,

船的使用年限大体相同而略长 � 战哨船要求较高
,

故更新应比民船快 �
,

即比 ��年多一

� 民国崇明县志卷斌备
,

卷��人物沈廷扬
�

� 《正谊堂文集》卷� �

海洋被劫三察提请救部审拟

硫
·

卷 � ·

沥陈被诬始末疏

…
旬《履园丛语》卷么水学

、 ·

协济
�

�《安吴四种堵
� 中街一勺卷 �海运

南潜议
�

�乍浦见乾隆平湖县志卷�风俗
,

佗乍浦滨海二居民或造巨舰出洋贸易
’ 。

苏州译下文
。

�参佣前引周世德文二 勿《壬癸志稿》卷�� 名宦
�

� 《皇朝文献通改 � 卷�� 市来二
。

� 由汝康 �
�

《�� 一”世纪巾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 页�� �

妙见前引周世德文
�

� ‘�用年记 》
�

‘ �

� 道光厦门志卷�商船
。



些
。

但是据今 日尚存的上海沙船业者 回忆
,

沙船可使用百年 �
,

与上 述数字相差极大
�

马可

波 罗说元代中国海船用杉木建造
,

每年修理 �次
,

修 �次后即不能远航
,

仅可近岸行驶
�

明代

槽船按规定
“

松木者五年一造…楠木者七年一造
“

�
。

由此观之
,

使用百年 恐甚难
。

兹以 �。

年为沙船海上航行的 有效航龄
,

当是一个比 较合理的数字
�

据此
,

要维持明代中后期� � � �艘

或 清代中期�。。。艘的外海沙船数
,

每年 当新造沙船� �或��� 艘
。

当然
,

在海运规模迅速 扩 大

时期
,

造船数会略多一些
,

但上述船数还 包括通州
、

泰州
、

海 门等地的 船数
。

因此大致地说
,

�� 艘与�� �艘之数
,

基本上可 以表现江南在 明中后期与清中期江南海船建造业的生产规 模
。

五
、

修船 , 除了造船外
,

各类船只的修理也是一大重要行业
�

方以智指出
� “

吴船岁一

油 之
”

�
。

除油漆外还要修补
�

胡文学说
� “

江浙二省土产松木为多
,

入水 易腐
,

船底一经

海外咸水
,

即生 虫蛀
,

每年不加焚洗
,

立见朽烂
,

加之风涛冲击
,

桔桅棺揖未免损伤
,

或板

漏 蓬坏
,

因 而委之无用
,

前工甫毕
,

新工又起
”

�
。

明代规定
� “

凡在京并沿海去处海运 辽

东粮储船只
,

每年一次修理
”

�
。

据上海道衙 门册 籍统计
,

道光时上 海一带沙船不下五千艘
,

而其中坚实可用者不下二千艘�
。

也就是说至少有一 半的船只正在 维修或需要维修
。

可见 修

船业规模之大
。

再加上其他各类的修理
,

江南窿蔑业的规模就更大了
。

明清江南农船
、

渔船造价不详
。

内河运输船造价亦无 明确 记载
�

明代规定一艘遭船的价

为 ��
� � 两 � 松木 � 和 � � � �两 � 楠木 � �

。

明末拟在 嘉定建造运 载总量为� � �万石的遭船
,

估

计费用将达银�
’

� � �万两�
。

明代遭船一般载量为 ��� 石左右 �
,

以 此计 当造槽船价 �艘
,

每艘

造价约��� 两
。

由此推测
,

一般内河运输船造价也当在 数百两之谱
。

明清江南内河运输 船 建

造数 目甚多
,

总造价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
。

江南海船造价
,

明 代无明确记载
。

明初海运遭粮常用的遮洋船 � 长 �丈 �
,

造价仅 ��� 两

余�
。

而嘉靖时福建海船造价有达数千至万两的�
。

张燮则说嘉靖时海船一艘造 价 约 千 余

金 �
。

兹以张燮所 言为准
,

则胡中后期每年建造沙船�� 艘
,

费用约�万两
。

清代沙船
, “

每

造一船
,

须银七八干两
”

�
, “

计海船一只其大者可装二三千石者
,

估 需 工 价 银 七 八 千

两
”

�
, “

大号沙船造价盈 万
,

中号需数千
, �

。

兹以 � � � �两计之
,

则清中期年造沙 船 �� �

艘
,

总 造价将达� �� 万两
�

又
,

据 《东西洋考 》
,

明代中期海船造价千余金
, “

每岁往 还
,

岁一修缉
,

亦不下五六百金
” ,

亦即每年维修费为造价之半
。

但解放前 沙船是三年一大修
,

五年一小修
�

大 修一次费用为造价之半
,

小修为五分之一 �
�

若以后说为准
,

则明中后期江

南 �� � �余艘沙船
,

每年大 修费应为 �� � �万两
�

清中期沙船�。。。余艘
,

大修总费更达 � �� 万两
。

由此可见
,

造船修船业已成为 明清江南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
,

在明清时期 内这个部门的生

� 肖国亮
�

《清代上海沙船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改察 》 � 载于 《中 国 资 本 主 义 萌 芽 问 题 论 文

集 》 �
�

� 《典故纪闻 》卷 ��
�

� 《物理小识 》卷�器用类
�

’

�胡文学
�

《为民力巳

尽于船工修练宜娴于平昔事疏 》顺治十七年 � 载于 《清史资料》第�辑 �
。

� 《明会典 》卷�。。
,

工部

� 。。

船只
。

�参阅前引周世德文
。

� 《典故纪闻 》卷 �� � �侯 曾峋
�

《与朝士论嘉定

复滋书》 � 载于 《萦堤村志》卷�� 人物 �
。 ‘

� 《大学衍犬补 》卷�� , 《筹海图编 》卷�附录太仓生

员毛希秉言
�

� 《潜船志 》卷 �船纪
�

� 《殊域周咨录 》卷‘载陈侃
,

《使事纪略》
,

《筹海

图编 )卷7附录
.

 ( 东西洋考 ) 卷。舟师考
.

0 《安吴四种 》卷1中衡一勺卷1海运南拼议
.

O ( 独孚庐三稿 ) 卷3《清代江浙督抚议复海运札子 》
。

0 齐学裘
:

《见闻续笔 》卷2.

O 参阅前引肖国亮文
。



产规模确有明显的扩大‘
‘ 一

;

( 二 》
_ :6世纪中期以前

,

英国造船业规模极小
,

所有外贸和部分内贸商品的船运
,

都是雇用外

国船只
.

据说155 。年到沧敦的海船 中
,

仅有两条本国船
.
而当时英国全国是否已拥有2。艘运

煤驳船还是个问题 ¹
。

但 自16 世纪末以后
,

英国拥有的船只数一直在迅速地增加着
. 156。一

一1630 年间
,

载重量 100 吨以上的大船数增加了近5倍
. 1630 年代中在该国东北沿海的运煤船

已有三 四百艘 ( 其 中很大一部份载重量都在100 吨以上 ) º
.

至17 世纪末
,

这种运 煤船 增 至

1。。o艘 以上
,

加上其他海运航线上的运煤船
,

总数达1600 艘 以上
.

这些运煤船绝大部份都是

英国船
。

到17。。年
,

运煤船总数更跃至 30 00一一400。艘»
,

大约是 70 年前的10 倍
。

而到了17

60 年
,

英国商船总数已达7081 艘¼
。

1 7 0 。年
,

英国各口 岸登记吨位为27 万吨
,

丈7 7。年跃至70

万吨
,

17 92 年更达至 154 万吨¾
.

一个世纪中增加了近5倍
.

与此相比
,

嘉靖时江南有沙船约

1000艘
,

嘉道时增至50。。余艘
,

近 3个世纪船数才增加了4倍
.
而英国在155。

—
1760的 3 个

世纪内海船总数增加了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
从吨位来看

,

明中后期江南沙船总吨 位
一

约 15 万

吨
,

肯定远远高于同时期英国
.

但到清中期
,

江南沙船总吨位增至 75 万吨¾
,

虽增加了 4倍
,

然而仅与 177。年英国船吨位相 当
,

尚不及 179 2年英国船吨位之半
。

可见江南造船业生产规模

的扩大
,

比16 we 18世纪的英国缓慢得多
.

其次
,

江南所造海船主要是适于北洋沿海航运的沙船对于各种永运条件具有相 当广泛的

适应能力
,

但在远洋航运中
,

航速较快
、

续航力较强的闽广船及鸟船更为适宜0
.

故包世巨

说
: “

南洋多矾岛
,

水深浪巨
,

非鸟船不行
”

À

.

正德时
,

丘浚曾建议在昆山
、

太仓
“

起盖

船厂
,

照依现式
,

造为海运尖底船只
’ ,

并言
, “

臣家居海隅
,

颇 知海舟之便
.

不畏深而畏

浅
,

不虑风而虑礁
,

故制海舟必为尖底
”

À

.

丘氏为粤人
,

其所建议 造的海舟
,

就是以 尖底

为主要特点之一的广船二康熙时也下令造鸟肛
,

但是我们很少见到江南建造此类更适于远洋

航运的南方型海船的记载
,

说明江南海船建造始终局限于沙船
.

17 世纪初至 18 世纪后期
,

英

闰所造海船以沿海运煤船为最多 (运煤船总俺位超过其他商船吨位的总和 )  
。

这种运煤船

与江南沙船在构造上有相同之处
,

也是平底
,

适于沿海航行
,

每艘载量多在200 ee ee soo吨之

尚(约合26。。二66Q0 石 )
.
但 以此同 时

,

远洋海船建造业也在迅速发展着
. 1682年英国东印

度公司 远洋船队百肮中 国
,

除一股吨位为 43 0吨外
,

其余均不足300 吨
,

但片41 年代该公司 狡

华船队标准船吨位已近500 吨0 一到各殖 民地的远洋海船的数量和吨位
,

更有迅速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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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石重量以15。斤计
,

同样地
,

.

闽广船也常用于北洋海运
.
这在史籍中都不乏 记

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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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大型木帆战船
,

17 世纪中叶所造者
,

排水最为铸。一11祥吨
,

而至”世 纪 申 叶 增 至 忿04 0

吨Q
.
可见英 国道船业内部的 门类比江南更为齐金

。

再次
,

从船料来源看
,

1 6 一18 世纪英国造船业的发展条件比明清江南更为有利
。

造船所

用材料
,

主要有木材
、

铁
、

桐
、

麻
、

石灰等
.

其 中木材甩量最大
.
据明初规定

,

造一艘一千

料的海船
,

需杉木3璐根
,

杂木149 根
,

株木幼根
, ‘

榆木棺z根
,

粟拟根
,

槽枉38枝º ( 格以

衫木或桧木
、

揪木制À )
,

共51 3根、 造中小型内河船用料也不少
,

元代规定造一艘一 百 料

钓黄河船
,

共用各种尺寸的板木203 条片
,

此外还有棒
、

抓
、

掉头板
、

翰头板等¼
。

造 船 木

料质量要求较高
.

宋应星说
, “

造遭船
,

桅用端真杉木…
,

梁与仿摘用楠木
、

储木
、

樟 木
、

榆木
、

槐木
; 浅板不拘何木

;
舵杆用榆木

、

榔木
、

枯木
、

关门棒用稠木
、

槐木
,

格用杉木
,

桧木
,

此其大端云
”

½

。

江南造船多用楠木
、

杉木及松木¾
.

由于造船及修船业有柑 当规模
,

因而所用木材总量也是相 当可观的
.

造船用铁也不少
.
在 明代

,

一艘粮船
‘

计用五 六 锚

最雄者 曰看家锚
,

在五百斤内外
” ,

而海船锚更
“

有重千钧者
’

O

。

一艘一千料的海船
,

须

用厂线35 742 个À
.
而元代一艘一百料的黄河船也需各种尺寸的钉共7254个

,

钩环纂 抢8个À
。

明清江南造船工业发达
, 用铁总量达数百吨 

。

明清江南产木甚少
,

造船木料湖南
,

四川
,

云南
、

贵州以及福建等地输入
,

采运十分艰

巨
,

费用高得惊人0
。

这不能不予江南造船业以严重影响
。

明初江南 已能建造象大踪宝船那

样 巨大而优良的远洋海船
,

其排水量内工业革命前夕英国最大海船 ( 军舰 )
‘

的3 .8倍。
·

但
宝船木料都来 自湖广川黔

,

舵木 (铁力木 )甚至从印度
、

缅甸
、

越南经云南转运而来
,

价格

极为昂贵
,

故只有政府采用超经济强制的手段才能营造宝船
。

清代中斯
,

福建本地一根桅木

已达四五百金
,

运到江南肯定更贵得多
.

即以55 。两计
,

则一艘五桅沙船仅桅木一项即 耗 银

575 0两之巨
。

铁的紧缺也是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一大 问题¾
。

在清代一艘长10 丈的五桅沙船需铁

锚3座
,

共重32 00 斤0
.

据康雍之际的铁价
,

仅购锚铁即需银122 。

5 两 ¾
,

而且制作费用还不

在其 中
,

如要连上钉
、

线等所用之铁
,

其数还要更多
。

由于江南不产木
、

铁
,

因此江南船只造价 比产木
、

铁的闽广要 高得多
.

道光时
,

海船每

吨造价
,

福建 比广东高出47 肠
,

比华 侨在越南和逼罗造船之价分别高出84 肠和 104 肠¾
。

而

江南又 比福建更高
.

造价 的高 昂
,

当然对江南造船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障碍
。

与此相反
,

16 一18 世纪前 期英国造船业的情况好得多
。

英国本是森林茂密的国家
,

16 世

¹ 转引自杨禅等
:

《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 》
,

( 载于 《海交史研究 》第三期 )
。

º 《明

会典 》卷200 工部20
,

船只
.

À 《天工开物 》舟车第。卷潜舫
.

¼ 沙克什
:

《河防通议 》上卷

造船物料
.

¾ 《天工开物》舟车第9卷潜舫
。

¾ 《二如亭群芳谱》木谱一 , 康熙上海县志卷5

土产; 顺治17 年胡文学题本 ( 载于 《清史资料》第2辑 )
。

¿ 《天工开物 》舟车第9卷舟
,

锤锻
,

第

10 卷锚
.

À 《明会典 》卷200 工部20
,

船只
.

Á 沙克什
.

《河防通议 》上卷造船物料
.

 清代沙船1。丈以上者用铁锚3个
,

共重35。。斤 ( 详前引周世德文 )
,

清中期年造沙船250 艘
,

铁锚钩以 此

计
,

共重8 .75 万斤
,

约合438 吨
,

加上钉
、

线
、

钩
、

环等
,

其数更多
。

@ 参阅拙文 《明清江南 工 农

业生产中的木材间题 》(载于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086年第1期 )
。

 据周世德同志计数
,

大粽
宝船排水量为78 。。余吨 (见前引周文 )

,

而工业革命前夕英国最大军舰排水量为204。吨 ( 见前引杨棋文 )

Q O 参阅拙文
一

‘明撼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铁以及其他残金属》(载于 《中囱史研究》.1 , ”年第:期 )
.

心前引周世德文
.

吵姆弃黄铸特丈使遏科表》中有关散字计算
.
一

:

。

2 口
·



纪以来
,

森林资源虽严重消耗
,

但所余林木仍不少
,

故行世纪前期每年可砍伐20 万 株 大 树

作为冶金业的燃料¹
.

新大陆发现后
,

英国更得到了极为丰富的木材供应来源
。

’

为了获得廉

价的船材
,

、

英国严 禁将北美殖民地所产的桅木
,

帆析
、

牙墙等输往他国º ,
从而保证了英国

造船对廉价船材的需求
.

至于铁
,

明清江南更不能与英国相 比
。

在16一18 世纪前期
,

英国 已

是全世界主要铁产地之一
_

,

同时还从瑞典
、

俄国等地大量输入铁
。

到 1720 年前后
,

英国每年

铁消费量已达4 .
4万吨

,

以 170 1年的人 口计
,

人均7公斤
,

比解放前中国铁产量最高的1936 年

全国人均产量2.7公斤还高出1勤倍
.

而在明倩江南
,

人均年消费量是否能达到吸6公斤 还 是

个问题À
。

由于铁的供应充分
,

价格低廉
,

因此在 16 一18 世纪前期英国造船业用铁较前大大

增加
,

除了锚
、

钉
、

线等外
,

还大量使用铁制绞链乃至铁船甲等
,

这在明清江南是不可想像

的
。

因此
,

撇开政治的其他方面的原因不谈
,

仅就造船材料的供应而言
,

16 一18 世纪前期的

英国也 占有远比明清江南有利的地位
,

因此其发展远较江南迅速
,

是必然的
。

通过以上论述
,

我们可以看到
,

明 清时期
,

江南造船业较前有重大发展 ‘ 成为该地区 最

重要的产业部 门之一
。

但是从世界史的范围来看
,

明清江南造船业 的发展
,

显然较以 英国为

代表的先进地区 缓慢
。

我们知道
,

在欧洲封建社会后期
,

航运业是资本主义萌芽最初出现的

三个主要行业之一
。

而造船业则是航运业 的物质基础
。

明清江南造船业的上述发展
,

从一个

侧面证实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

同时也表现 了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与西欧 有 明 显 不

同
。

从比较研究着眼
,

深入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

乃是我而正确认识中

国资本主义萌芽间题的基础
。

本文以造船业为对象
,

对此作了一个初步的分析
‘

更深入和 更

全面的研究
,

尚待于 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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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 参阅拙文《明清江南工农业连产中的铁以及其他残金属 》
。

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