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能源经济发展述论

柴国生

　　摘　要：传统能源经济肇始于先秦，随商品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至宋代呈现完整业态和明显特征，形成了与

农牧渔并重的基础性地位。 宋代能源商品进一步丰富，价格遵循价值规律价值化波动；能源业专业化发展，制售更

趋专业和细化，服务性行业在城镇出现并较快发展，形成了生产、销售、加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成为社会经济组

成又一基础业态；能源专营市场、区域性集散商业中心形成，与遍布城镇村的商品市场共同构成了全国性能源市场

体系；能源贸易繁荣发展，国家垄断经营、权贵特权经营、商人专业经营、百姓副业化经营等多种形态交织，交易深

入街头巷尾，以至生活用燃料所需成为日常，极大便利了官民能源获取，保障了能源供需，促进了农民向城镇小工

商业者转化和社会分工细化；能源贸易成为百姓获取生产生活资金的重要途径，能源经济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

要财源。
关键词：宋代；能源；煤炭；薪炭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３）０３－０１４８－０８

　 　 传统能源经济产生以能源资源商品化为表征，
发展状况则以资源商品化、市场体系化、贸易普遍

化、社会参与度等为主要测度。 齐桓公时“北泽烧，
莫之续， 则是农夫得居装而卖其薪荛， 一束十

倍” ［１］ 。 薪柴不晚于春秋成为商品且价格随供需波

动，表明传统能源经济已经产生。 秦汉以降，能源商

品化随商品经济发展不断丰富，能源经济与经济社

会发展呈现明显正相关。 至宋代，传统能源商品体

系基本完备，能源经济繁盛发展，与商品经济、文化、
科技发展互动互促，共同促进了两宋经济文化盛世

的形成。 宋代守内虚外、崇文抑武的国策，导致“三
冗”和军事“积弱”的状况，但也呈现出“一个前所未

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 ［２］ ，传统文化“造极

于赵宋之世” ［３］ ，科技发展“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

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 １８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

英国或者欧洲的水平” ［４］ ，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

的繁荣超过盛唐，北宋“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

而上，比比皆是” ［５］１９５６，北宋开封、南宋临安发展成

为当时世界上最具规模、最为富庶的国际性大都市。
能源是两宋经济文化盛世形成不可或缺的物质基

础。 两宋盛世形成的动因，不乏政治、经济、文化、科
技等方面，但对于能源的基础性支撑作用，特别是能

源经济发展与两宋盛世的相关研究，目前仅见对能

源价格［６］５３６－５３７、能源贸易与农业发展［７］等方面的

初步研究，这种状况与能源之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

的作用相较是不相称的。 因而，本文尝试对两宋能

源经济繁盛发展的状况进行探索性研究，以期抛砖

引玉。

一、宋代能源商品体系的形成

薪柴自先秦成为商品， 传统能源品类即不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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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化，至宋代能源商品体系基本完备，且价格遵循价

值规律呈价值化波动。
１．传统能源商品体系至宋代的完备化

秦汉以降，传统能源商品种类随商品经济发展

而更趋丰富多样。 如西汉朱买臣因家贫“常艾薪

樵，卖以给食” ［８］２７９１。 东汉郑弘“少贫贱，以采薪

为业” ［９］ 。 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高纬“妃后穷困，
至以卖烛为业” ［１０］ 。 唐代更有“卖灯心者” ［１１］ ，而
且动物粪便已见售卖的记载，如唐少府监裴匪舒

“奏卖苑中官马粪，岁得钱二十万贯” ［１２］１７２。 反映

出能源资源随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商品化，以及制

售专业人户出现并呈专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
宋代，能源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煤炭、虫白

蜡、炭墼、粪墼等能源制品都已成为商品。 其中，煤
炭、炭墼、粪墼等热源燃料成为商品，是宋代较前代

最为重要的变化。 就煤炭而言，汉代中原地区的冶

金和日常炊事、取暖等领域已有使用［１３］ ，但成为商

品始见于宋代。 北宋初山西“并州民鬻石炭，每驮

抽税十斤” ［１４］５０９１。 煤炭税的征收反映出民间煤炭

贸易的普遍与规模化。 动物粪便在唐代始见售卖，
宋代进一步将其加工成易于燃用的“粪墼”，群牧司

“岁收粪墼钱颇多” ［１５］２５。 南宋临安更是有售卖

“黄牛粪灰”和专门“打炭墼”者［１６］１７４－１７５，足见能

源的商品化程度已经很深。 除前代已成为商品的脂

烛等光源燃料外，虫白蜡、“火寸”等至宋代也成为

商品。 南宋人周密记载，江浙之地所产虫白蜡，“其
利甚博，与育蚕之利相上下。 白蜡之价，常比黄蜡高

数倍也” ［１７］ 。 北宋人陶谷曰：“智者批松条，染硫

磺，置之待用。 一与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引
火奴’。 如今虽有货者，易名‘火寸’。” ［１８］ 至宋，除
尚未规模化采用的天然气、石油外，古代日常所用能

源都已成为商品。 传统能源商品体系已基本完备。
２．宋代能源商品价格及其价值化波动

宋代能源商品价格遵循价值规律，长期随社会

发展呈价值化增长，中期随成本、供需等因素变化呈

规律性波动，短期因天气、战争等呈现异常波动。
薪、炭、草等热源燃料价格长期呈价值化增长。

北宋前期薪柴每束 ２０ 文左右，中后期至 ５０ 文上下。
宋仁宗时雍丘、尉氏等县，田赋征薪“束为钱二十

钱” ［１９］ 。 皇祐年间四川陵州百姓“其柴若常时私下

货卖，自可每束直三四十文足钱” ［２０］８７３。 中后期增

至 ５０ 文上下。 靖康二年（１１２７ 年）正月，开封“官司

增置粟米场、卖柴炭场，米不过三升，薪不过五十文，
其值减市价数倍” ［２１］ 。 朝廷置场售柴每束 ５０ 文应

接近市场正常售价。 南宋偏安江南，薪柴资源丰富，
中后期一担“所直不满百” ［２２］ ，一束不足 ５０ 文，较
北宋中后期稍低。 木炭价格，宋初每斤 １ 文左右，中
后期至 ６ 文上下。 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 年） “饶州市

炭，秤为钱十，增三钱” ［５］５４１。 按宋制每斤不足 １
文。 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 年）开封“连日大雪苦寒，
京城鬻炭者每秤钱二百”，朝廷诏令“三司出炭四十

万，减市直之半以济贫民” ［５］１８０７。 南宋淳熙年间，
都昌县百姓伐薪烧炭 “ 每 斤 直 钱 五 文 至 六 文

止” ［２３］８２６－８２７。 ６ 文左右应是北宋中后期木炭的正

常市场售价。 草的价格，北宋初“一围八钱”，中后

期至 ３５ 文上下。 宋太祖平河东“命和籴粮草以给

之”，“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 ［２４］９４０。 绍圣

元年 （ １０９４ 年 ） 的 梢 草 “ 每 束 约 用 钱 三 十 五

文” ［２４］１９６５。 同一时期“计买先修旧河埽梢草一千

万束，用钱近四十万贯” ［２４］１９４２。 一束近 ４０ 文。 总

体来看，薪、炭、草等大宗能源价格遵循价值规律，随
社会发展呈价值化增长。 宋代煤炭价格的记载目前

仅见一例［６］５３７，熙宁七年京师东窑务“出卖石炭，
每秤定价六十文” ［１４］５７５８，合每斤 ４ 文。

光源燃料油脂的价格，仅见南宋几条记载。 如

宋孝宗时东阳书生乔行简“然（燃）灯读书”，“每夜

提瓶估油四五文” ［２５］ 。 每晚 ５ 文则每斤最多不过

３１．２ 文。 南宋庆元年间临安府“油钱每斤不过一百

文” ［２６］ ，较孝宗时贵。 蜡的价格，仅见白蜡价常比

“黄蜡高数倍”的记载。 宋代“灯品至多” ［１６］５９，未
见有明确价格记载。

能源商品价格因生产运输成本、供需关系等呈

规律性变化。 运输距离远近形成的流通成本是导致

价格高低的重要因素。 如“环州最近边……樵采稍

远，薪水之价倍于诸郡，洪德、淮安镇尤甚” ［１４］１７１０。
季节性供需变化则引致价格周期性波动。 如南宋后

期“汉阳炭价，冬月二十文，夏月减其半” ［２７］ 。 暖冬

需求 减 少， 则 是 “ 一 冬 暖 如 春， 絮 炭 价 亦

轻” ［２８］４４１６８。 能源价格的短期波动则主要受天气、
战争等不可抗因素影响。 雨雪等异常天气是古今最

为常见并影响运输进而引致价格短期异常波动的因

素。 如“雪没无行路……如金议炭薪” ［２８］４１６８４。 嘉

祐四年（１０５９ 年）开封“立春以来，阴寒雨雪”，“薪
炭食物，其价增倍” ［５］４５４７。 此外，战争是引发能源

价格异常波动的另一主因。 靖康年间天降大雪极端

严寒，金兵围困开封，“围城日久，饿死者相属于道，
监国皇太子令旨增置粜粟米场、买柴炭场，每人粟不

过五升，薪不过五十，以市价比之十分之一二，故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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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籴买者士庶相杂” ［２９］ 。

二、宋代能源市场的形成

宋代全国性能源市场体系的形成，便利了官民

的能源获取、保障了社会供需。
１．能源贸易的发展

宋代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能源贸易，形成了国

家垄断经营、权贵特权经营、商人专业经营、百姓副

业化经营等多方式交织的成熟的经营贸易体系。 能

源交易遍布城镇乡村、深入街头巷尾，呈现异常繁荣

的经济图景。
首先，社会各阶层以不同的经营方式广泛参与

能源贸易。 朝廷对煤炭、薪炭等优质能源形成垄断

经营。 “自崇宁以来……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而
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 ［３０］４３６２薪炭贸易除官设

场坊进行部分垄断经营外，士绅官僚僧道等亦利用

特权参与经营，如北宋“京城浩穰，乡庄人户般载到

柴草入城货卖，不少多被在京官、私牙人出城接买，
预先商量作定价例量” ［１４］５４５４。 为限制特权经营，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１０１５ 年）下诏：“皇族及文武

臣僚、僧、道，诸河般载薪炭刍粟舟船，止准宣敕及中

书、枢密院所降圣旨札子内只数与免差遣。 如许令

将钱出京城门，即置薄拘管。 其见今行运有河分交

互者，取索元降文字，令行纳换。” ［１４］５６５７此外，城镇

不乏专营能源的商人，两宋都城诸多的炭铺、烛铺

等，以及前文已述的民间烧炭、樵采、制油烛等的专

业人户，呈现自产自销等不同的经营方式。 甚至还

有从事能源贸易的海商，如宋徽宗“宣和间，明州昌

国人有为海商，至巨岛泊舟，数人登岸伐薪” ［３１］８６。
普通百姓除了以能源产售为业的专业人户外，更多

则是补充主业的副业化经营。 如梅尧臣云：“妇人

樵入市，官井货专盐。” ［２８］３２６４－３２６５苏轼曰：“负薪入

城市，笑我儒衣冠。” ［２８］９５４６反映出薪炭采售成为普

通百姓的重要副业，男女老幼、士儒僧道等都广泛参

与其中，成为能源业的从业者。
其次，能源贸易较前代明显繁荣。 煤炭是古代

唯一能够规模化生产且替代薪炭的优质能源，自被

利用直至唐代基本仍属于“随取而足用” ［３２］的自发

采用状态，如唐代“晋山，遍山有石炭。 近远诸州人

尽来取烧” ［３３］ 。 然而，煤炭贸易在宋初即得到规模

化发展，当时山西的“并州民鬻石炭，每驮抽税十

斤” ［１４］５０９１。 熙宁元年下诏免除“自怀至京”煤炭交

易税［３４］１，反映出当时贸易的规模化。 此外，动物

粪便的官办贸易，相较唐代的“奏卖” ［１２］１７２，宋代

已成“旧例”，如北宋“夏守恩太尉作殿帅，旧例，诸
营马粪钱，分纳诸帅” ［３５］９，收入也非常可观。 如宋

人杨存中曾“干没军中粪钱十余万” ［３６］ 。 马粪还被

加工成易于燃用的“粪墼”出售，群牧司“岁收粪墼

钱颇多，以充公用” ［１５］２５，南宋临安还有专门售卖

“黄牛粪灰”者［１６］１７４－１７５。 这些记载反映出宋代能

源贸易的繁盛。 城镇能源除专营市场规模化交易

外，能源贸易繁荣的另一典型特征是深入城镇街头

巷尾的交易也异常繁荣。 如南宋临安“巷陌街市”，
常有“挑担卖油、卖油苕……竹柴……菜蔬等物，卖
泥风炉、行灶儿……火锹、火箸、火夹……铜火炉”
等物者［３７］２４４。 乡村街巷的叫卖同样普遍，如刘克

庄曰： “ 深 深 榕 迳 苔 墙 里， 忽 有 银 钗 叫 卖

樵。” ［２８］３６１６９ 许 月 卿 曰： “ 卖 炭 人 行 烟 火

村。” ［２８］４０５４５专营市场的规模化交易与普遍的街巷

叫卖，映印出宋代能源贸易异常繁荣的景象。
值得注意的是，两宋经济社会繁荣发展及其对

能源的巨大需求、能源贸易的厚利，“作苦不如樵”
“卖田卖山”成为普遍现象，以致出现“近市山山皆

有主” ［２８］３９０５８的状况。 如赵蕃曰：“买得荒园近坞

居，但供樵牧废犁锄。” ［２８］３０８０４朱继芳云：“近山樵

有主。 童稚拾松钗。” ［２８］３９０６９购买“近坞” “近市”
之山采售薪柴，绝非鬻薪供家的普通百姓财力所能

及，表明宋代薪炭采售为主营业务的商人大量出现。
然而，这种状况导致普通百姓采樵只能“腰镰上到

白云边” ［２８］１９２６３。
２．全国性能源市场体系的形成

宋代以城镇官办场坊等专营能源市场和能源集

散商业城镇为中心，遍布城镇村、江河沿岸等各类市

场为延伸和补充，共同构成了全国性的能源贸易市

场网络。
两宋都城、各路治所等城市多有能源场坊等官

方设置的能源专营市场，也形成了诸多因之而成名

的路桥、坊巷。 北宋开封沿黄河设“河南第一至第

十石炭场，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京西软炭场，抽
买石炭场，丰济石炭场，城东新置炭场” ［１４］３６４９；“近
新城有草场二十余所” ［３８］４６。 其中的煤炭市场“掌
受纳出卖石炭” ［３０］３９０８，始见设于北宋。 此外，开封

城还有“麦秸巷” “草场街” “炭场巷” “草场巷” “油
醋巷” ［３８］５９，“炭坊巷” ［３１］２６５等。 南宋偏安江南林

木资源丰富，但受限于我国煤炭资源 ９０％集中在秦

岭—大别山以北地区［３９］ ， “思石炭之利而不可

得” ［４０］ ，故而都城临安多有薪炭市场，未见煤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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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记载。 临安“城内外场共二十有一处，以便诸

官厅及民庶排日发卖”，其中“炭场” “在东青门外

北” ［３７］２１３；下湖河南有“溜水桥柴场” ［３７］２３３－２３４。
城内外其他街市的空隙地段，“多有作场之人”，如
大瓦“肉市、炭桥、药市”等［４１］９１；也有“柴垛”“油蜡

局桥”“草料场” “油车巷”等［３７］２０７。 此外，还有能

源制品炭、烛等专营商铺。 如北宋开封专营木炭的

“车家炭” ［３８］５２、“炭张家” ［３８］７３ 等。 南宋临安则

“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 “处处各

有”，有一定规模的有“童家桕烛铺”和“马家香烛裹

头铺”等［３７］２３９－２４１。 各路治所或较大城镇也多有

专营市场，如福建路治所福州“宜兴门外之北”置有

“炭场” ［４２］３０。 钱塘江有柴垛桥，绍兴十年（１１４０
年）“（泉州杨客）至钱塘江下……悉辇物货，置抱剑

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垛桥西客馆” ［３１］５８。 宋代甚

至出现了区域性的能源商业城镇，如泰州七个主要

商税务之一的柴墟镇等［１４］５０７４。 能源商业城镇的

形成，成为能源经济繁荣发展的最好明证。
城市之外，“近郭樵渔成野市” ［２８］１３０６３，遍布镇

村、近山沿水的墟市、草市、河市、江市等都是各类能

源的交易市场。 如刘克庄曰： “ 村墟薪湿米如

金。” ［２８］３６２２５黄庶云：“冲市柴鱼集。” ［２８］４５７９ 江河

沿岸多有渔樵市。 如张耒曰： “ 齐安江上渔樵

市。” ［２８］１３３５５赵善括曰：“渔樵苕水市。” ［２８］２９６７４反

映出遍布村镇、近山沿水星罗棋布的商品市场中能

源交易的繁荣。 宋代以能源市场和能源商业城镇为

中心，与遍布城镇村的商品市场共同构成了全国性

的能源市场体系，成为宋代能源贸易繁荣发展的市

场基础。

三、宋代能源需求的保障

宋代以赋税征收为主要来源的能源供给体系保

障了官方能源供给，广布的能源市场网络体系便利

了民间特别是城镇居民的能源获取，能源贸易为重

要的灾荒赈济方式，为灾荒中官民能源需求提供了

重要保障。 多种供需方式互为补充，形成了完整的

产供销系统，保障了宋代官民能源的供需。
首先，官方供需通过能源赋税、市场和买、组织

采造等方式予以保障。 朝廷、百官、军兵、公务活动、
官营手工业等能源需求量巨大。 能源赋税是主要来

源之一。 宋代“岁赋之物”，“物产之品六”，其中“四
曰竹、木、麻、草、刍、莱，五曰果、药、油、纸、薪、炭、
漆、蜡，六曰杂物” ［３０］４２０２－４２０３。 宋熙宁四年募役法

颁行，赋税征收“以五等人户，每税钱上以二文一分

科令纳柴一束，故其等高者不下千束，虽下户亦三二

十束矣” ［２０］８７７。 征缴数量非常之大。 如至道末年

租税岁收“刍茭三千万围，蒿二百六十八万围，薪二

十八万束，炭五十万秤” ［５］９０２。 至道三年（９９７ 年）
收“黄蜡三十万斤”，此后“大略具此” ［４３］４３９－４４０。
熙宁十年，包含黄蜡、柴等的夏税征收“杂色百二十

五万五千九百九十二斤、两、石、角、筒、秤、张、塌、
条、担、围、束、量、口”；秋税征收“草一千六百七十

五万四千八百四十四束，杂色一百九十四万四千三

百一斤、两、石、口、根、束、领、茎、条、竿、只、担、
量”，杂色中有油、蜡、木板、柴、炭、蒿、茅、茭、草、
竹、木等［３４］５７。 赋税不足，朝廷也进行市场和买。
宋设“杂买务，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

供纳。 杂卖场，掌受内外币余之物，计直以待出货，
或淮折支用” ［３０］３９０８。 如宣和三年（１１２１ 年）六月：
“若畿内稿秸不足，则体量和市。” ［４４］４５１南宋建炎

年间“漕司市御炭，须胡桃文、鹁鸽色者” ［３０］１１７３６。
朝廷郊祀所需“如竹、木、油、蜡、漆、炭、麻、籸、羊毛

之属，以千万计。 有司但抛降近郡收买” ［１４］６４９。 此

外，朝廷还组织军兵进行采造。 宋设“采柴务”等专

门从事采薪烧炭。 如北宋的“京西采柴务”①。 高

防知秦州时，因“多材植”，建议“置采造务，调军卒

分番取其材以给京师” ［３０］８９４８。 地方官军所需能

源，同样多途径获取。 如景德四年（１００７ 年） “诏淮

南转运司，扬州民采荻柴，官中承例十税其二，自今

除之” ［５］１４６２。 “张保雍刑部为湖北转运使时，鄂州

置场市民炭。” ［４５］１１４ “县官日用，则欲其买办灯烛

柴薪之属。” ［４６］ 曾惇《书事十绝》记载：“官军不斫

人家树，各自持钱去买薪。” ［２８］２１７６５多途径获取能

源保障了官方的能源获取。
官方能源支给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配支制度。

宫廷按照等级配支所需薪炭、灯烛等。 如高宗建炎

四年（１１３０ 年）十一月诏：“月供隆佑皇太后洗头炭

一百八秤，内人贤妃已下月料炭九百八十一秤。 岁

供隆佑皇太后入冬炭一千五百秤。 并一半支本色，
余折支价钱。” ［１４］２３４朝廷祭祀、后宫妊娠等用度也

有规定。 如宋徽宗加谥号“亲飨太庙，合用秉烛八

十八条。 各重一十二两。 并七祀、配飨功臣合用常

料烛共九十二条，各重四两” ［１４］５１１。 “（郊祀）奏告

天地、宗庙、社稷，每位各合用……真蜡烛三条，每条

重四两。” ［１４］４２６ 宫中 “凡分有娠 …… 竹柴五十

把” ［１６］２１６。 反映宫廷能源配支制度的完善。 百官

生活所需燃料按照等级以俸禄形式配支。 百官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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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禄制始创于宋。 宋乾德四年（９６６ 年） “始赐百官

薪火” ［５］１６８，其后渐成官吏俸禄固定组成。 《宋史

·职官志》有详细记载，俸禄中的薪、蒿定额自“宰
相，枢密使，月给薪千二百束”，到“防、团军事推官，
薪十束，蒿二十束”不等；炭的定额，“宰相、枢密使，
岁给炭自十月至正月二百秤，余月一百秤。 参知政

事、枢密副使、宣徽使、签书枢密院事、三司使、三部

使，三十秤。 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龙图阁学

士，十五秤。 都承旨，二十秤” ［３０］４１２５－４１２６。 南宋大

体沿用北宋给炭之制，官名有较多变更［４７］ 。 各类

公务活动则根据需要支给。 如天禧三年（１０１９ 年）
十二月知制诰晏殊等言：“望赐国子印本经书，令仪

鸾司供帐，冬季三司给炭。” ［１４］２４０４ “自乾道八年

……至冬供炭一十斤” ［１４］２５２４。 宋江休复《醴泉笔

录》载： “章伯镇勘会案， 岁给禁中椽烛十三万

条。” ［３５］５按需供给保障了公务活动的正常开展。
官营手工业能源需求也是多种方式予以保障。 如北

宋开封的“供窑务及染院所用”燃料，淳化五年（９９４
年）以前“岁赋蒿数十万围”，同年五月诏令：“自今

染作，以材给之” ［１４］６４４９。 咸平六年（１００３ 年）户部

言，东京“东西窑务缺柴薪，乞置场收市” ［１４］５４４９。
赋税征收也是重要来源。 如欧阳修曾言：“曲沃县

酒税，民素苦伐薪给官炊。” ［４８］

宋代能源的收支管理设三司统掌。 能源赋税征

收，两税归于户部的税案，商税归于盐铁司的商税

案。 盐铁司还设“铁案”掌煤炭，“设案”掌薪炭。 能

源的支给、 漕运归于 “ 掌天下财赋之数” 的度

支［３０］３８０９。 司农寺掌供“京都百司官吏禄禀、朝会、
祭祀所须”，下设“内柴炭库，掌诸薪炭，以给宫城及

宿卫班直军士薪炭席荐之物”；“炭场，掌储炭以供

百司之用”；“草场十有二，掌受京畿刍秸，以给牧监

饲秣” ［３０］３９０６。 油烛的管理有油烛局，“掌灯火照

耀、上烛、修烛、点照、压灯、办席、立台、手把、豆台、
竹笼、灯台、装火、簇炭” ［３７］３０２。 光禄寺“掌供祠祭

酒（祭） 醴、果实、脯醢、酰菹、薪炭及点馔进胙之

事” ［１４］２８５３。 各府州也设有炭场，负责府州官员、军
兵的薪炭用度。 如福建路治所福州设有炭场、窑务、
灰场等［４２］３０－３１。 总体而言，宋代建立起了完善的

能源收支管理机构和制度体系，较好保障了官方的

能源供需。
其次，民间能源获取依托广布的能源市场和繁

荣的能源贸易。 “百物资之市”是宋代商品经济繁

荣发展的重要反映。 遍布城镇村的能源市场网络，
深入街头巷尾的能源贸易，极大便利了社会成员的

能源获取，城镇居民随需随买成为生活日常。 如

“晨炊 ”， 陈 舜 俞 曰： “ 藜 羹 佐 渊 鱼， 晨 炊 买 樵

木。” ［２８］４９４８方回《早起》诗曰：“买薪汲水营蔬茹，
草草盘餐了一炊。” ［２８］４１５３３洗浴用能源，如赵蕃《书
乾明庵壁》 载：“自买束薪来烧浴，浴终早已四山

昏。” ［２８］３０８１８“晨炊”“烧浴”用燃料能够随需而购，
足见能源贸易的繁荣极大便利了百姓生活。 日常所

需能源通过市场化方式予以保障，改变了前代城镇

居民多需自行采造大量储备以备日常所用的生活方

式，至此日常生活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
实现了市场化的随需而购，使得更多普通百姓脱离

农牧渔基础行业向城镇化的工商雇转化，促进了社

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也成为两宋城市发展的重要

支撑。
最后，能源贸易对灾荒中官民能源需求的保障。

北宋为应对开封冬天多发的异常严寒大雪天气的影

响，创设了能源常平仓，以平抑价格、赈济灾荒。 大

中祥符五年“令三司别擘画炭五十七万，如常平仓，
斛斗封椿，遇炭贵，减价货之” ［１４］５４５１。 庆历四年

（１０４４ 年）正月“诏京城积雪，民多冻馁，其令三司置

场，减价出米谷、薪炭以济之” ［５］３５２７。 因开封能源

需求量不断增长，政和五年（１１１５ 年）常平仓储炭数

量由 ７０ 万增至 １００ 万［１４］２９４７。 北宋后期冬季开封

多沿汴河置场售炭，自十月始，第二年正月止。 如政

和八年“十月朔……增场授炭于细民” ［４４］４４４。 重

和二 年 （ １１１９ 年 ） 正 月 “ 沿 汴 售 炭， 尽 是 月

止” ［４４］４４６。 雨雪严寒天气朝廷还多赏赐官民、狱囚

薪炭或薪炭钱。 如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赐在京诸

班直 诸 军 厢 主 以 下 至 剩 员 以 上， 柴 炭 各 有

差” ［１４］１７１１。 绍兴三十一年春正月“大雨雪，给三衙

卫士、 行在贫民钱及薪炭， 命常平振给辅郡细

民” ［３０］６００。 熙宁元年冬十月“给天下系囚衣食薪

炭” ［３０］２６９。 朝廷能源赏赐在相关典籍中多有记载，
一定程度上为官民寒月能源供需提供了保障。 能源

贸易也被作为赈济水旱灾害的重要经济手段，如李

蘩摄绵州时，“岁侵，出义仓谷贱粜之，而以钱贷下

户，又听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褚衣，亲衣食之，活十

万人” ［３０］１２１１８。 《宋史·李绎传》记载：“岁旱，绎为

酒务，市民薪草溢常数，饿者皆以樵采自给，得不死，
官入亦数倍。” ［３０］１０１３５这种官府购买的方式不仅使

得贫民“樵采自给”“得不死”，而官府“入亦数倍”，
增加了手工业生产所需的燃料供给，取得了双赢的

效果，反映出能源经济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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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宋代能源基础性业态的形成

宋代城镇中专司再加工、节庆宴席服务的能源

服务业形成，传统能源产售、加工、服务的产业链至

此已发展完备。 能源贸易的繁荣发展，使得能源经

营、税赋征收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来源，能源贸易成为

百姓的重要副业；能源业的社会参与广泛性甚至超

过农牧渔等产业。 这些特征反映出传统能源经济至

宋代发展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构成，能源业成为与

农牧渔并重的又一基础业态。
１．能源业发展的专业化与产业链的完备化

随着城市人口增长和规模扩大，能源加工服务

需求增加，促进了能源业生产、贸易、加工服务的日

趋专业化，以及农民向能源产售、加工、服务的小工

商雇转化，特别是城镇专司能源加工、服务的职业人

群的出现和服务性行业的形成，成为能源业专业化

发展和能源经济大发展的典型特征。
首先，薪炭制售繁荣发展。 一把斧头、一根扁担

即可进行薪柴采售，因而成为古代普通百姓获取生

产生活资金普遍且重要的途径。 如宋人萧德藻《樵
夫》诗曰：“一担干柴古渡头，盘缠一日颇优游。 归

来涧底磨刀斧，又作全家明日谋。” ［２８］２３７９５宋代有

大量贫困百姓转化为以薪柴采售为业的专业人户。
如宋人“（武）行德以采薪为业，气雄力壮，一谷之

薪，可以尽负” ［４５］１５３。 宋大理评事潘鹏之子潘扆

“少居于和州，樵采鸡笼山，以供养其亲” ［４９］ 。 炭烧

制的技术门槛较高，制售更趋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民以炭自业者，率居山谷” ［３０］１１７３６，宋代木柴资源

丰富的山区，烧炭人多且规模大。 如燕山山脉“山
中长松郁然，深谷中多以烧炭为业” ［５０］ 。 炭的售

卖，有自产自销的普通百姓，如“南剑州顺昌县石溪

村李甲……常伐木烧炭，鬻于市” ［３１］１０５２。 城镇中

也出现大量专门从事贩运销售的商户，如开封城的

“车家炭”“炭张家”。 以姓氏区别炭铺，反映出木炭

售卖的品牌意识和因贸易繁荣而造成的较强市场竞

争。
其次，油烛制售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门类。 宋代

以榨油或贩鬻为业的专业人户在城镇村广泛存在。
如宋 “ 黄 州 市 民 渠 生， 货 油 为 业， 人 呼 曰 渠

油” ［３１］１２３０。 “庐山下卖油者，养其母甚孝谨。” ［５１］

平江城中草桥屠者张小二，绍兴八年“改业，为卖油

家作仆” ［３１］５６。 雇佣仆人从事生产，反映出“卖油

家”较大的经营规模。 南宋人陈野水“经婺境至山

中村舍”，“见数人捣桐油，一老下碓” ［５２］ 。 山村中

有数人操作的榨油作坊，反映出专业人户的普遍存

在。 油脂贩卖收益丰厚，如忠训郎王良佐，“初为细

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 ［３１］１２３９。 新安人吴十郎

淳熙初避荒“居于舒州宿松县。 初以织草履自给，
渐至卖油。 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 ［３１］１２３８。
此外，官方的油脂煎炼分工更为细化。 宋代专设炼

死马脂油的“皮剥所”，景德三年（１００６ 年）二月诏：
“皮剥所每匹死马收炼脂油七两送皮场，充熟皮之

用。” ［１４］２５１４足见油脂业分工的细化。 蜡烛、灯品制

售出现“名著天下”的产业基地。 宋代“邓州花蜡烛

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 ［１５］１５。 “灯品至多，苏、
福为冠，新安晚出，精妙绝伦。” ［１６］５９反映出邓州花

蜡烛高超的生产技艺与制售的专业化。
最后，能源加工服务成为重要行业。 城镇中专

司能源再加工、服务的职业人群大量出现。 开封街

头“有使漆、打钗环、荷大斧斫柴、换扇子柄、供香饼

子、炭团” ［３８］１１９等专门的行业。 南宋分工更为细

化，杭州城中“巷陌街市，常有使漆修旧人，荷大斧

斫柴，间早修扇子、打蜡器、修灶提漏、供香饼炭

墼”，也有“打炭墼”“泥灶”“蚊烟”“使法油”“油纸”
“油单”“劈柴” “灯草” “发烛” “黄牛粪灰” “卖烟

火”等，“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借以为衣食之地，皆
他处之所无也” ［１６］１７４－１７５。 此外，被称为“作分”的
专业“工役之人”中，有专业的“油作、木作、砖瓦作、
泥水作、石作、竹作”等；“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
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

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 ［３７］１１２。 反映出能源加工已

成为社会特别是城市中重要的行业。 能源服务在城

镇也广为流行。 宋代“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各有

所掌，故筵席排当，凡事整齐” ［４１］９５。 “且谓四司六

局所掌何职役……油烛局，掌灯火照耀、上烛、修烛、
点照、压灯、办席、立台、手把、豆台、竹笼、灯台、装
火、簇炭。” ［３７］３０２ 不仅官府，临安 “都下街市亦有

之。 常 时 人 户， 每 遇 礼 席， 以 钱 请 之， 皆 可 办

也” ［４１］９５。 能源服务的普遍流行，反映出能源服务

业已发展成为重要行业。 宋代能源制售的专业化，
特别是再加工、服务等服务业的形成，标志着古代能

源生产、销售、加工、服务链至此形成，能源业发展成

为业态完备、分工精细的重要产业。 这也成为能源

业较前代较大发展的重要体现。
２．能源业的社会广泛参与及其与耕牧渔业并重

的基础地位形成

宋代能源业生产、销售、加工、服务各环节从业

３５１

宋代能源经济发展述论



者上至皇亲国戚，下有贫寒细民，已经成为社会从业

人数最多、参与最为广泛的基础产业。 各环节中以

薪炭采售为最，宋代文献多有樵夫、樵翁、樵父、樵
妇、樵女、樵童、樵客等记载。 如黄庭坚曰：“惟有采

薪翁，经营往来舟。” ［２８］１１５０７黄载云：“樵童相唤上

山 声。” ［２８］３８８０２ 徐 侨 曰： “ 樵 夫 辛 苦 刈 樵

归。” ［２８］３２８１１军卒也多参与采造。 宋真宗时“被边

诸州 发 卒 斩 西 山 木， 卒 逃 入 契 丹 者 岁 数 百

人” ［３０］１００３４。 文献的诸多记载，反映出妇孺、老幼、
壮丁、奴仆、军兵等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成为能源

业的从业者。
传统薪柴采售的普遍和宋代能源经济的繁荣，

“樵”已成为薪炭采售的代称，且与耕牧渔业广泛并

称。 如宋人艾性夫曰：“折芳弄翠浑閒冗，时与樵渔

错杂行。” ［２８］４４４１３陈傅良言：“渔樵混迹山穷处，故
故肯临人不记。” ［２８］２９２２３总体上呈现出“渔樵耕牧

自成村” ［２８］４９４８的状况。 樵与耕牧渔广泛并称，是
能源经济发展的社会体现，反映出能源业成为社会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耕牧渔外的又一基础产业。
需要注意的是，就宋代诗词和相关史料记载来

看，作为三种不同的业态，耕、牧、渔两两并称并不多

见，反映出能源业在实际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作

用，以及能源业与农耕社会耕牧渔三大主业并重的

作用和地位。
３．能源经济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来源

能源贸易税的大量征收成为朝廷财政的重要来

源。 商税的征收“州县皆置务，关镇亦或有之，大则

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

掌” ［３０］４５４２。 宋代繁荣发展且遍布城镇村的能源贸

易，成为商税征收的重要来源，如“元丰元年，滨、
棣、 沧 州 竹 木、 鱼 果、 炭 箔 税 不 及 百 钱 者 蠲

之” ［３０］４５４４。 绍兴三年“以税网太密，减并者一百三

十四，罢者九，免过税者五，至于牛、米、薪、面民间日

用者并罢” ［３０］４５４７。 南宋还开征芦场课赋，据乾道

六年（１１７０ 年）梁俊彦统计，浙西、江东、淮东诸处

“所括沙田、芦场二百八十余万亩” ［３０］４１９１，同年“秋
七月癸未，诏以沙田、芦场岁收租税六十余万缗入左

藏南库” ［３０］６５０。 此外，能源实物税也折钱征收。 如

宋初田不入等者，税纳“柴蒿钱” ［１４］６４３０。 “熙宁七

年，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经画买茶，以蒲宗闵同领其

事。 蜀之茶园不殖五谷，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

……二钱折草一围，凡税额总三十万。” ［４３］５９６－５９７

税钱折征往往导致能源价格严重偏离正常的市场售

价。 如宋真宗咸平六年（１００３ 年）春正月，梁鼎奏

曰：“陕西缘边所折中粮草，率皆高抬价例。”“（镇戎

军）草一围计虚实钱四百八十五。” ［５］１１７５这是市场

正常售价 ３５ 文左右的十余倍。 绍兴十五年，都昌县

的夏税木炭改钱折纳，每秤 １５０ 文足，每斤合 １０ 文；
至绍兴二十四年每秤至 ２６０ 文［２３］８２６－８２７，每斤合

１７ 文，这与宋中后期正常市场售价 ６ 文左右的价格

高出近两倍。 赋税折钱征收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

时，也成为盘剥百姓的重要方式。
能源垄断经营也是朝廷的重要收入来源。 如煤

炭“ 自 崇 宁 以 来 ”， “ 天 下 市 易 务， 炭 皆 官 自

卖” ［３０］４３６２。 仅北宋开封即设“石炭场” ２０ 余个。
宋代巨量的能源经营性收入，以及能源赋税征收，共
同构成了宋代财政的重要来源。

余　 论

宋代能源商品体系的完备，全国性能源市场的

形成，深入街头巷尾繁荣发展的能源贸易，能源服务

业的出现及发展为表征的能源生产、销售、加工、服
务产业链的完备化，映印出宋代能源经济繁荣的基

本状况。 宋代能源经济的繁盛，如同“商品经济的

迅速发展，不仅远远超过了隋唐时代，而且是后继者

元代和明初也大为逊色” ［５３］ ，不仅促使大量农民向

城镇工商雇转化，也为宋代商品经济、科技、文化发

展至传统社会高峰提供了能源保障。

注释

①对于“采柴务”，《宋史·仁宗本纪》载为景祐二年“秋七月戊申，废
西京采柴务”（脱脱：《宋史》，中华书局 １９７７ 年版，第 ２００ 页）；《续资

治通鉴长编》记载，景祐二年“七月戊申，废京西采柴务” （李焘：《续
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７４８ 页）。 根据相关史料记

载，开封燃料供给地主要在西北地区，此应为“京西采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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