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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清时期国内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河南以其居中的位置，成为

大多数地区间商品流通的必经之地，四面八方的商人、商品涌向河南市场。在商

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河南自身的商品经济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本地大量的农

副、土特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再加上在此销售和转运的外地商品，为集镇(农村

集市与市镇)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同时河南还因其居中的位置在

省内外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以上是明清河南集镇得以繁盛的历史背景。

在此背景下，河南集镇数量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出现了大规模增长。虽然中

间经历明清之际的战乱天灾，集镇数量一度锐减，但是经过百余年的恢复，从清

乾隆年间开始，集镇数量同前代相比又出现了迅猛增长。集镇数量的阶段性变化

为我们刻画了明清河南集镇发展的大致历程。这个时期的集镇分布也很有特色。

总体上看，明清河南集镇呈典型的网络分布状态。网络密度受集镇数量变化的影

响，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同时又受到交通、地形等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均匀的特

点。

这个时期的集镇经济出现了较大发展。农村集市开市频率增长，清代时间

日集己在各地普遍存在。作为农村集市的特殊形式的庙会也目益增多，在商品种

类和档次上补充了一般农村集市的不足。市镇中涌现出一批中等市镇和大市镇，

这些市镇是河南与外地商品流通的重要节点。集镇的发展更好地满足了城乡居民

生产生活的需求，促进了种植业和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促使大市镇在外

观、人口、经济等许多方面出现了城市的特征，具备了城市的雏形。但是，由于

受到当时河南自身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河南集镇的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集中表现在：作为手工业品生产中心的市镇数量很少．而且大多数市镇的手工

业不发达；小市镇在河南市镇中居主导地位，造成河南农村市场层级不够鲜明。

这些局限性影响了集镇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关键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集镇



AbstraGt

During Ming and Oing period，domestic cemmodity economy made

greater progress than befete．Because of the center of its pusition，Henan

became the important area which the commodity Circulation between most

ateas past in our country，the traders and commoditieS from a11 directions

swarmed ieto the market of Henan．With the spring tide 0f commodity

economy，the commodity economy in Henan alSO made marked progress．A lot

Df viCinaI agriCUltural products，byproducts and the strange goods sn】d

or transported here established the enough material bases for beoming of

the country fairs and towns．At the same time，a network of communication

】ines，which extended in al l directi OIlS，came into being in Henan because

of the ceNter of the pusition。The above are the reasons why the country

fairs and towns in Henan flourished in Ming and Qing period．

Under the Cireumstances，the quantity of country fairs and towns

i n Henan began to increase greatlY after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A1though the quantity of country fairs and towns ever decreased rapidly

because of the war and the natural ealamity in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after the recovering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the quanti ty

of country fairs and towns increased more rapidly since Oianlong period

1 n Qing dynasty than in the Ming dynasty．We can see the general course

of the deve lopment of the country fairs and towns in Henan in Ming and

Oing period through the changes of the quantity in every stage．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ountry fairs and towns also had some features in Ming

and Oing period．In generalt the country fairs and towns diStributed 1ike

a net．Affected by the changes of the quantity of the country fairs and

towns，densi ty of the net changed i n every stages，More over，affected

by the coffmlunication，terrain etc．，density 0f the net was tlOt even．

The economy 0f the courttry fairs and towns developed greatlY in

the period．The frequency of opening the country fairs increased SO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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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s that opened every two days had existed widely in the Qing dynasty．

As a special pattern of the country fairs，the temple fairs，which

replenished more commodities and high—grade goods other country fairs did

not have，alSO were growing increasingly．Some medium—sized towns and

large towns，which were the important juncture in which the commodities

Circulated between Henan and other areas．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fairs and towns m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nting and handicraft industry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made the large

towns have the features Of Cities in appearance，population，economy etc．，

which showed the large towns appeared in an embryonic form．B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fairs and towns in Henan had many limitations．

The limitations mainly showed：There were only a few towns as the center

of produeing handicrafts，and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in most towns were

not flourishing：Smal 1 towns were the most in the towns of Henan，which

caused the leveiS of the country market in Henan were not diStinct．These

limitations hindered the country fairs and towns from playing more

important r01e．

Key words：the Ming and Qing period：commodity economy：country fairs and

towns



刚吾

长期以来，国内外的学者在研究明清时期的区域经济时，对于江南的市镇～

直给予足够的注意，己经有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对于同时期的河南集镇，却研究

的较少，尤其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试图通过对明清时期河南集镇的考察，

弥补一下这方面的不足。集镇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文希望通过探讨明清时期河南集镇的盛衰消长，回顾50G多年问

河南商品经济发展的历程，了解当时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从而对当前的经

济发展有所借鉴。

当前学术界对明清河南集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些成果，出现了一些专著或

论文．但是这些研究都局限于河南集镇的一部分或一个侧面，缺少对明清河南集

镇的全面、系统研究，而这正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论述的集镇包括农村集市与市镇。农村集市是指农村中定期进行商品交

换的场所。市镇的定义包括两个要素：一是交通发达，商业繁盛，人口相对集中：

二是有派驻市镇的机构和官员。两个条件齐备者属于大市镇，只有第一个条件者

属于中小市镇。‘本文主要从明清河南集镇发展的历史背景，集镇数量的阶段性

变化，集镇的分布，集镇经济等方面对明清河南集镇进行全面考察，分析其发展

的特点，同时对河南集镇发展的社会作用加以论述。

邓亦兵清代前朋的市镇【J1．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3)

4



论明清时期的河南集镇

一、明清河南集镇发展的背景

(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商品经济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

粮食作物不仅产量有所增长，而且品种明显增多。如浙江嘉兴府海盐、平湖

两县，过去亩产米多者两石，少者一石四五斗。至清代雍乾时期．～般亩产米可

达二石五斗，多者增加一倍。1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十分注意改良品种。仅吴江

一县稻的品种己达107种，其中粳有70种，糯有37种。2北方地区粮食的种类

也明显增多。在河南都陵县，粟“其色有青、白、红、黄，其名有六月先、七里

香、八百光、钱坝齿者，皆佳。他如鸡肠、兔蹄、龙爪、猴尾，随象立名，动以

百计焉。⋯同时，从国外引进的番薯、玉米等高产作物也在全国迅速普及推广。

粮食作物品种的增加，不仅改迸了我国原有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而且提高了粮

食作物的总产量。

棉花、烟草、桑树、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日益扩大。棉花在明代时

主要在江苏、河南、山东几个省区推广，到清乾隆时几乎遍布全国。江苏、浙江、

河南、河北、湖北、山东等省，因广泛种植且有大量棉花外输而成为著名的棉产

区。烟草在明中叶以后由美洲传入我国．最早在福建种植。入清以后，陕南汉中、

城固，山东兖州，湖南衡阳等地都有大面积的种植。

在经济作物种植扩大的地区，粮食作物种植的面积有着明显的减少，导致粮

食供应不足，加上工商业发展引起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以粮食为原料的加工业

的发展，这些因素促进了粮食的商品化。各地城乡市场上粮食贸易空前活跃。湖

广是盛产大米的地区，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雍正年间，广东、湖北、

江西、江浙、江南倘有荒欠，皆取资于湖南所贮的粮食。‘当时，汉口是长江中

’(道光)嘉兴府志·食货志·农桑[M]
7(嘉靖)吴江县志·物产[M]

’(嘉靖)鄢陵县志-田赋志-土产f触．
4陈宏谋．培元堂偶存稿：卷38[刚



下游的粮食集散地，“目消米谷不下数千”。1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密，也有力地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这不仅体

现在已有手工业的生产规模有了新的扩大，不断向新的地区扩展，还表现在手工

业生产中分工日益细密，新产品和新工艺不断出现。明代苏州和杭州是著名的缝

织业中心。到了清代，南京的丝织业发展迅速，有凌驾于苏杭之上的趋势。居民

“业此者不下数干家”，2全城有织机三万多张。其中缎机通常由132个部件组成，

所牵引的经线一般达九千根，有的竟多至一万七干根。同时缎的种类很多，有头

号、二号、三号之别。3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交换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明清时期的商

业，品种之多，规模之大，地域之广，资本之雄厚，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

比拟的。这一时期“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

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目夜商贩而北”。‘商品种类琳琅满目，数不

胜数。随着商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并且出现了许多商帮，

其中如徽商、晋商、闽商、粤商、江西商、陕西商等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商帮。他

们或广设店铺，或从事长途贩运，在各地从事购销活动，足迹所至，遍及农村、

城市，边疆和内地。

在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河南凭借其居中的地理位置，成为大多数地区间经

济交往的必经之地。全国各地的商品大量涌入河南，或者转运，或者销售，大大

丰富了河南城乡市场上的商品种类和数量。全国各地的商人也纷纷涌向河南。活

跃在城乡市场上。

(二)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

河南地处华北平原的南端，兼跨黄河中下游，气候适宜，自然资源丰富，是

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从夏代到北宋，许多王朝在此建都，河南的经济也长期

居于国内领先水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区的

开发，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与此同时，地处黄河流域的河南战争曰益频繁，

而且战争的规模日渐扩大，给河南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创伤，也加速了国内经济

重心的南移。到金王朝占据中原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完成经济重心南移的历

’皇朝经世文编：卷40[眦
2甘熙．白下锁言：卷8【M】
3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帕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P，415
4李长卿集·借箸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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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转变，河南经济的发展已经落在了江南等发达地区的后面。

明清时期，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河南的农工商业，也较金元时期有了

明显的进步和发展。河南是当时北方重要的粮食产区，由于商品粮需求量的增长，

大量粮食进入流通领域。温县“营商者多贩杂粮于大河东南，以资本地”。1山东

临清等城镇所需的麦、谷也是从河南贩运的。2经济作物棉花、烟草、蓝靛、果

蔬也都有了迅速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明代中后期河南种植棉花的有6I】多

个州县，清代增至90多个州县。明中后期河南种植的蓝靛和红花分别有30多个

州县、28州县。清代分别增至60多个州县、34州县。花生和烟草在清中叶引

进河南后，也逐渐加以推广。3大部分经济作物被农民作为商品出售，从中获利。

偃师县的大部分农民“种大蓝、红花其中以获利。⋯⋯南北山坡民则以种棉花为

急务，收花之利与五谷等，操奇赢者牵车牛售诸四方。”4大量的农产品投入市场，

不仅加强了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也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多的原料。在此基础上．

河南的手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明至清，棉纺织业不断得到普及。据

统计，到明代后期河南有54个州县兴起棉纺织业，占全省州县的68％。5并且出

现了一些知名产品，如正阳县陡沟细布，纱细布密，“行销山陕豫皖数省”。6清

代南阳的丝织业发展迅速，出现了三十一家著名的大丝绸庄，这些丝绸庄均掌握

有相当数量的织机(包机)，完全控制了南阳丝绸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产品

行销全国各地。河南自然资源丰富，尤其在山区有着相当丰富的物产。商品经济

的发展，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先前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山产、土特产的经济价

值，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吸引着当地人和外地商人去开发利用。嵩县西南山多松、

楸、术段桐，“俱有商客，编筏远贷，浮伊至洛、巩，浮汝至汝州，浮洧至南阳，

获厚利。栎、檑，今邑车轴多取给，贫民负贩觅利。”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土

特产品的开发，极大地丰富了流通领域的商品种类和数量。

由于当时中原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河南的手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

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与同～时期江南等发达地区存在着较大差距，其产品的

2(乾隆)温县志·地理志·风俗[叫
2方观承．方敏恪公奏议：卷2【M】．

’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杜，1998，P．32
4(乾隆)僵师县志·风土记[I,1]．

5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岫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P 32

6f民国)正阳县志·实业志[M]．
7(乾隆)嵩县志·食货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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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数量和质量，也不及于江南等发达地区。以丝织业为例，虽然南阳丝织业

发展较快，但其所产丝绸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及于江浙所产。陶瓷业亦然。这时

河南各地民窑数量虽然不少，但大多“技艺拙劣，成器粗糙”，1同江西景德镇瓷

器有较大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江南等发达地区所产的各种手工业品、日用品，

为河南城乡所急需，要长途贩运到河南各地。河南各地所产的粮食及其它农林牧

副产品。由于当地手工业及各种加工业还不发达，需要外销。这两种商品的流动

促使河南城乡市场目益活跃。

(三)河南水陆交通的发展

在全国商品的流通中，地处中原的河南既是多种原材料的产地，又是江南等

发达地区手工业品和日用品的销售市场和转运地。如此丰富的商品为明清时期河

南集镇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河南因其居中的位置，在省内

外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就全国范围而言，陆路东至山东、安徽、江苏，

西至山西、陕西、甘肃，南至湖广，北至京师；水路方面，境内的黄、淮两大水

系分别连接关中、齐鲁和苏皖地区，豫西南的唐、白二河汇注汉江，与湖-ILN连。

就省内范围而言，陆路以开封为中心，东连归德府，西接河南府和陕、郑二州，

南达汝宁、陈州二府和许、光二州，北通怀庆、卫辉、彰德三府，西南直抵汝

州和南阳府：水路方面卫河、贾鲁河等贯穿南北，与黄淮等水系相连，构成境内

水上交通网络。便利的永陆交通条件．为省内外农副、土特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

运输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优越的条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汇聚河南。正如

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所说：“京师以南，河南当天下之中，开封其都会也。

北下卫漳，达京圻，东沿汴洒，转汉江，车马之交达于四方，商贾乐聚。”2于是，

一批又一批的集镇在河南水陆交通沿线兴起，并逐渐发展成为城乡贸易的中心。

二、明清河南集镇的阶段性变化及分布特点

(一)集镇数量的阶段性变化

明朝建立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原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人口也有了大幅度

增长。明中叶以后，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中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

1{民国)许昌县志·工业·陶瓷m】
2张艄．松窗梦语：卷4【M]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集镇数量出现了大规模增氏。

如永城县：明嘉靖以前只有赞阳集、太丘集、胡家庄集、苗村桥。明嘉靖时

集镇增至42个。甫城乡有费桥集、白马桥集、薛疃桥集、柏山集、东十八里集

等16个。赞县乡有泥台店集、龙冈集、白庙集、赞县城集、王家集等14个。砀

山乡有山城集、潘陆道口集、胡父桥集、何家集4个。保安乡有火烧店集、薛家

湖集、保安集、买头集、太丘集等8个。5

郾城县：永乐时有三里桥、七里桥市、裴城店市、黄汉店市、辛店市、驼口

市、东、西姚河市8处。2至嘉靖年间集镇增至ll处：漯湾镇、高桥镇、归村镇、

郭家镇、尧河镇、刘家镇、新店镇、裴城镇、宋冈镇、乞勒桥镇、五沟镇。3

明清之际，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清军与农民起义军

之间的战争。河南地处中原的战略地位，使它成为这些战争的主战场。中原地区

经历了长达近二十余年的战争，再加上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遭到了严重破坏，使河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到处呈现出一片荒芜凄惨的景象。

许州：“崇祯十二年大蝗，秋禾尽伤；十三年大早、蝗，秋禾尽伤⋯⋯全家

饿死者十分之七。”4

郏县：“崇祯十年大水：十一年地震；十三年大旱，人相食；十五年土贼蜂

起，杀人如麻。”5

荥阳县：“崇祯十三年大荒，斗米干钱；十四年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日

路无人行。”6

温县：“岽祯十一、十二年蝗。十三年大旱，人相食。十四年大疫，尸横道

路。”7

济源县：“崇祯十一、十二年蝗。十三年旱、饥，斗粟二千钱，父子兄弟相

食。十四年春大疫。”8

舞阳县：“祟祯十三年大饥，人多饿死。”9

‘(嘉靖)永城县志·风土志·市集[M】
2(永乐)颍川志：卷12[砌．
3(嘉靖)郾城县志卷5[MJ

4(道光)许卅I志·祥异[M】

5(同治)郏县志·大事志·灾异[M]
6(乾隆)荥阳县志：卷2[M]

7(民国)温县志稿·杂志·祥异【M]
3(乾隆)济源县志：卷l(M]
9(遭光)舞阳县志：卷ll【岫．



禹州；“崇祯卜三年八月土寇起，人相食。十四年春大饥，夏大疫；十二月

李白成陷禹州。十六年十月，汝州土寇武刚掠禹州，人相食。⋯⋯旧志谓(禹)

州向称殷富，明季衰耗，遂成灌芜。”‘

汜水县：“顺治十六年际，流寇土贼交讧，蹂躏之余，户口凋瘵，未尽招徕；

田畴荒芜，未尽垦辟。”2

在这种情况下，河南各地的集镇数量不仅锐减，而且十分萧条。商城县顺治

年问“集市十不存一。”3顺治《虞城县志》中载市集23处，下注“今废者”即

达¨处之多。4新郑县的集镇，其时，“惟张殷、郭店、薛村、溟水有市。贸迁

如期者寥寥焉，余废。”原有镇店十四处，俱名存实无。5一直到康熙年间，河南

集镇衰敝的情况还未完全改观。康熙三十四年《汝宁府志》在记述本府各县(州)

集镇情况时说：“汝阳县，市十，今废五；新蔡县，市十，今废五：真阳县，市

十，今废八；光山县市十，今废二：息县，市十有五，令废四：商城县，市十有

二，今废六；罗山县，市有七，今废二。”淅川县“村落丘墟所存市于日中者，

仅一二焉。”6

从康熙中叶开始，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始逐渐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

商品经济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乾隆年间，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与之相适应，各地集镇数量出现显著增长。

如信阳州：乾隆《信阳州志》载集镇比康熙时新增28个。东路：钟LlJ店、

赤土店、龙井店、洋河店、梅黄店、龙来店，续增九家店、顾家店、永兴店、辛

家店、平河店、二十里河店、萧营店。南路：下梁店、鸡公店、八家畈、马家畈、

谭家店、山塘畈、冯家庄，续增王家岗、双河店、彭家湾、柳林店、李家寨、双

河口店、王家店。西路：洋山铺、游河店、平昌关、赵庄铺、新兴店、董家湾、

申阳台，续增和孝营、出山店、陈家店、尚家店、查山店、王家岗、长安店、吴

家店、骆驼店、杨家河店。北路：双井店、阜阳店、长台关、卢岗店、十字岗、

黄家寨、明港店，续增五纪屯、三官庙、新店、胡储店、胡辛店。7

‘(道光)禹州I志：卷2、卷9[M]．
2(民国)重修汜水县志·艺文志·县志旧序【M]．
3(顺治)商城县志·建置啡]

4刘永之、耿瑞玲．河南地方志提要．[劬．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P 12

5(顺治)新郑县志：卷一[M]

。(康熙)渐州县志·建置·乡村集镇[M】．
7(乾隆)信阳州志·建置志·集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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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清嘉庆《商城县志》载：“1日志(康熙《商城县志》)载集店共二十

有八，其存者仅苏仙市店、水东寨集、盛家店、余家集、和丰桥店、南司集、上

石桥店而已，余悉残余兵火。百余年间集店渐增，星罗棋布遍山谷焉。”其时“凡

集店七十有四，视前之存者增十之九”。1

汝州：清康熙年间有集镇20处，至乾隆时新增8处。2

唐县；据乾隆五十二年《唐县志》所述：旧志(康熙三十五年《唐县志》)

载集镇28处，即长秋店、郭家潭、郝家寨、青台店、桐寨铺、田九店、白秋店、

苍台店、龙潭店、湖阳店、左官屯、井楼店、大河屯、黄家店、张家店、杨家店、

朱家店、戴家店、李家店、水涟店、安家棚、马镇府、毕家店、祁文店、板仓店、

张博士店、土墙屯店、桐河店。至乾隆时除黄家店、张家店、杨家店、朱家店、

水涟店、板仓店6处已废外，又新增集镇17处：涧岭店、陈冈镇、少拜寺、双

河镇、王集、 家岗、黑龙镇、湖河镇、三皇镇、马家店、斌桥、源潭店、弋家

新集、苗店、兴龙镇、邓家埠、大酒家。3

密县：顺治时只有集镇3处：大隗镇集、牛儿店集、靳寨集(新设)。4康熙

三十四年，集镇有4处，增东店集。5乾隆时，该县有集镇15处，除上述5处外，

又有超化、张家集、王冈、曲梁、观音堂、洪山庙、岳村、白砦、平陌、牛家集、

米村、袁家集。6至嘉庆时，集镇数量又有增加，除原来的靳寨集、张家集和东

店集已废外，又新增lo处，即关口集、韦沟集、响潭河集、药王庙集、玉皇庙

集、五虎庙集、双楼集、樊寨集、刘寨集、月台集、萄家堂集。7

新郑县：顺治年问，“城以外，惟张殷、郭店、溟水有市，贸迁如期寥寥焉。

余废。”8康熙年间，有所恢复。“薛村店、张殷店、溟水集、郭店、龙王集，以

上五处，尚有茅屋数椽，如期贸易⋯⋯其外，间起小集，聚散无常。”9时至乾隆

年间，该县集镇增加到10处，除上述5处外，还有二郎庙、刘家店、梨园河、

‘r嘉庆)商城县志·建置志·集店[哪
2(道光)汝州志卷3【M]

3(乾隆)唐县志·地舆志·集镇【M]
≮顺治)密县志卷2【M】，
’(康熙)密县志卷2[MJ
6f乾隆)密县志卷2[M]

7f嘉庆)密县志：卷vIM]

8(顿治)新郏县志：卷l[砌
9(康熙)新郑县志：卷l【蚋



东阳店、水泉集。1

临颍县：顺治时有集镇17处。至乾隆年问，新增9处：柏冢、巨陵、社长、

斜店、三义、申安镇、朝阳观、阳坞庙、滕家寺。2

这个时期的集镇数量不仅较清前期有了显著增长，而且同明中后期相比，增

幅也很明显。内黄县明嘉靖时有集镇13个，至清乾隆初年增至17个。。夏邑县明

嘉靖时有集镇17处，4到清乾隆时增至34处。5长葛县明嘉靖时有集镇5处，6到

清道光时增至12处。7太康县明嘉靖时有集镇23处，8清道光年间增至53处。9淅

川县明嘉靖时仅有集镇3处，”清嘉庆年间增至16处。”商城县明嘉靖时有集镇

13处，“清嘉庆年间增至74处。”

集镇数量是集镇发展的重要标志。明代中后期和清代乾隆以降(乾隆一道光)

是河南集镇数量出现大幅度增长的时期，这两个时期也是河南集镇发展的高峰

期，并且后一时期比前一时期更为兴盛。明清之际，集镇数量锐减，集镇的发展

也跌入低谷。集镇数量的阶段性变化向我们展示了明清时期河南集镇发展的大致

历程，电表明了集镇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

性。

(～)河南集镇的分布特点

总的来看，明清时期河南集镇的分布受地理环境、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呈现

出以下特点：

沿交通路线分布。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相辅

相成的关系。交通要道上大量的过往商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食宿服务与交易场

所，为集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条件。“明清时期，河南各地的集

镇有许多是处在陆路交通要道上。新乡的临清镇“地为冲要，西通秦晋，东接齐

1(乾隆)新郑县志：卷4[M]

2(民国)临颍县志·建置志·市厘[M]
、内黄县地方志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内黄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P 67

4(嘉靖)夏邑县志：卷1[M】．
5(乾隆)归德府志：卷10[M]．

‘(嘉靖)许州志·地理·村镇[M】

1(道光)许州志·建置志·街坊镇集附[砌

8(嘉靖)太康县志：卷1[M】
9(道光)太康县志·疆域·集镇[M]，
w(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卷8[硼．
”(嘉庆)南阳府志·建置志·集镇[M]
”(嘉靖)商城县志·建置志·市集[M]．
”(嘉庆)商城县志·建置志·集店[M】．
”王瑞平、陈书明．略论明清时期河南集镇的分布及其作用【J]．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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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达荆楚，北抵燕赵，皇华络绎，行李往来亦复轮蹄如织。”1许昌县的泉店

镇位于许昌、禹州两地来往的通道上。光山店位于河南、安徽、湖北等省交界处

的交通要道上。清光绪年间祥符县的东南驿路经过境内的苏村、谷家庄、赤仓、

万隆岗和小高庙，2它们全部是农村集市。明清时期，～些位于驿路、铺路上的

驿站或递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也逐渐发展成集镇。叶县的保安驿，荥

阳的二十里铺和固始县的胡族铺即属于此类。明清时期，河南境内的卫河、贾鲁

河、唐白河和黄、淮等水路河流平稳，舟楫畅通，是连接省内外的重要通道。这

些河道两侧是当时集镇分布的又一集中区域。北部的卫河是明清时期河南与天津

往来的重要通道，沿岸较大的集镇有合河镇、道口镇、楚旺镇等。黄河是河南与

秦、晋二省往来的主要水路，两岸自然是集镇密布，仅在仪封境内就有秦家集、

茨蓬、黄陵岗三个集镇。3贾鲁河贯穿南北，沿岸有李方口、赵牛口、毕家口、

陆家桥、张单口、自家潭等集镇。淮河贯穿河南东南部，支流众多，沿岸著名集

镇有陡沟、涂家店、乌龙集、三河尖等。豫西南的唐白河汇注汉江，连接湖北，

分布在唐白河及其支流沿岸的集镇也为数不少，如石桥镇位于自河沿岸，北通南

召，南至襄樊，是宛北货物集散地。唐河、泌阳河交汇处的源潭镇“紧靠河道大

湾，深潭联串，船舶云集，最多可达2000余只，故商业颇为兴隆”。4此外，那

些比较繁华的市镇大多处于水陆交通的要冲，陆路交通和水路交通都很发达。汝

阳的杨阜镇“濒临滤水，上通黄河支流，下合江淮，注海商舻盐舶多汇于此，而

荆扬雍口诸州宾旅之所往来复骈，至辐辏轮蹄不绝，诚水陆之要冲而汝颍之咽喉

也”。5祥符县的朱仙镇，位于贾鲁河航运的终点，下达周家口，由淮河通安徽、

江苏、浙江，舟楫畅通。小舟更可上溯到京水镇，北与黄河联系。陆路则由驿道

南下经尉氏、许州以达武汉，北上经开封、卫辉、彰德以达北京。这个有利的交

通条件，决定了朱仙镇商业的繁荣，使它成为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水陆交通联运

码头，全国四大镇之一。

就地理环境而言，平原地区集镇数量较多，密度较大，山区则正好相反。涉

县和临漳县同是彰德府韵属县，涉县地处山区，“并山作邑”，临漳县地势平坦，

1(乾隆)新乡县志：卷9[m]．
2(光绪)祥符县志：卷5[M]．

3(乾隆)仅封县志·舆图志[M]．
4南阳地区志编委会编．南阳地区志[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P．143
5(嘉庆)汝宁府志·艺文·修杨阜治平桥记【M】．



“沃衍无岗阜”。1明嘉靖时临漳县有“柳园、张村、辛店、杜村、秤沟湾、白鹤、

大章、肃城寨、三宗庙”9个集镇。而涉县仅有“偏店”1个集镇。2表卜3是地

处平原的汝阳县和位于山区的内乡县的集镇分布情况。前者在康熙时有28个集

镇，而后者在同时期仅有两个集镇。嘉庆年间是河南集镇发展的兴盛时期，内乡

县集镇增至18个，同康熙时相比，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与康熙年间汝阳县集

镇数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从距县城的距离来看，汝阳县距城60里之内的集镇

有17个，约占总数的60％，且分布在四面八方(表1)。内乡县距城60里之内的

集镇有7个，仪占总数的38％，且只集中在南北两个方位(表3)。

就具体县(州)来看，集镇分布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从表4可以看出明

嘉靖时郾城县共有11个集镇，分布在县城的四面八方。其中，距城lo里以内的

有L个，10一40里的7个，40里外的3个。集镇间距多为15-20里。从表5可以

看出清道光时郾城县的集镇继续以县城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增至32个。其

中距城10里内的仍为1个：lo一40里的增至26个，仍占大多数；40里外的集镇

也有所增长，达到5个。集镇间距缩小，多在lo里之内。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

出：由明至清，随着集镇数量的增加，集镇间距缩小，密度增大。整个明清时期，

距城较近的地区集镇数量一直很少；离县城较远的地区集镇数量虽然也较少，但

处于持续增长之中；而离县城距离适中者，集镇分布一直比较集中。

一些比较发达的集镇多在距县城较远的地方，有的位于地区交界处。如西峡

口在内乡县北120里，赊旗店在南阳县东北90里，淅川县荆紫关位于鄂、豫、

陕三省交界处。固始县的三河尖，东与安徽省霍丘县以史河为界，北与安徽省阜

南县隔淮河相望。这表明集镇的分布归根结底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中心并

不完全一致。

从整体上看，明清河南集镇呈典型的网络分布状态。由明至清，随着集镇数量

的增加，集镇网络日趋密集。同时由于受经济、交通、地形等因素的影响，集镇

网络密度不均匀的特点较为突出。

三、 明清河南集镇经济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

‘(嘉靖)彰德府恚·地理志·第一[M】
2【嘉靖)彰德府志·建置志·第二【岫



表l清康熙汝宁府汝阳县集镇分布表

集镇名 八里店 桃源店金乡店 半坡店 头店 三桥店 阴店 北马乡店

方位 北 北 北 北 南 南 南 南

距城里数 8 18 30 35 20 30 90 60

南马乡店和孝店陶陂店 宋家店 生王店沙河口 黄冈镇雾城店

南 西南 西南 西南 东南 东南 东南 东南

62 90 45 70 30 30 40 80

杨庄集 张五店汝南阜 安东镇大杨树店万家店陶台店庙湾镇

东南 东南 东南 东 东 东 东 东

95 115 IOO 90 20 30 50 7{)

五座桥庙射桥集板桥店留盆店

东 东 东北 东北

90 50 18 30

资料来源：清康熙《汝阳县志》卷～《舆地志·镇店》

表2清康熙南阳府内乡县集镇分布表

集镇名 马山店 张家集(废) 西峡口 瓦屋店(废) 金家店(陷于丹江)

方位 东 南 北 北 西南

距城里数 50 40 120 150 Ioo

资料来源：康熙《内乡县志》卷二《建置·市集》

表3清嘉庆南阳府内乡县集镇分布表

集镇名 丹水店菊花店王家店马山店许家集张家集蒿溪集新桥集莲桥集

方位 北 东 东 南 南 南 南 南

距城里数 40 30 50 40 40 90 90 100

鲁家集堡南集 大窑店 东平头冈底 七峪店 黄市店 瓦屋店

南 南 西 西 北 北 北 北

120 120 50 80 20 70 130

桑平店

北

资料来源：嘉庆《南阳府志》卷二《建置-集镇》



表4明嘉靖郾城县集镇分布情况

集镇名 漯湾镇 高桥镇归村镇郭家镇 尧河镇 新店镇 裴城镇 刘家镇

方位 东 东 东 南 西 西 西 西南

距城里数 5 25 40 25 30 30 50 25

宋岗镇 弥勒桥镇五沟镇

西北 北 东南

45 25 50

资料来源：嘉靖《郾城县志》卷五《街坊乡村集镇附》

表5清道光郾城县集镇分布情况

集镇名 黄家集 青龙潭 归村 赤冢 河村 韩家店 兴隆店 十五里店

方位 东 东 东 东 东 东 西 西

距城里数 20 25 40 40 45 35 18 15

听店 裴城 宋岗 庄头 漯湾河 郭家店 高桥 孙家店

西 西 西 西 南 南 南 南

30 50 50 30 5 25 25 25

谢家老庄黄赵店刘家店杨家店陈家岗 义兴集 曹家店生宋家集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南

2() 50 25 20 lO 20 25 35

问十里店小商桥 李家集 渚阳湾大王村高李三庙 积凤集洪陈店

南 南 北 北 北 北 北 北

5() 35 30 35 30 15 35 40

资料来源：道光《许州志》卷二《建置志·街坊镇集附》

(一)河南集镇经济的发展

l、集市交易

明清时期河南农村集市的集期，或按旬排比，或按月排比，呈现出不同的

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

(1)逐日集，又称日日集，日常集、逐日市等。如清乾隆年间，中牟县乡

集中，每日集有李口镇集和韩庄集。1嘉庆年间，密县乡集中每日集有超化集、

(乾隆)中牟县志：卷2【M】



药王庙集、樊寨集。1乾隆时阳武县乡集中，每月三十市即每目集有黑洋山集。2

(2)间日集，又名隔日集，就是两天一市。其集期或单日即一、三、五、

七、九，或双日即二、四、六、八、十。

巩县：小里河，每月十五集。3

通许县：邸阁、炼城、李佐、小城、吴召、竖冈、王道人店、润店、朱砂

冈、祭子网，为市各奇偶日不等。4

新乡县：明正德时小冀社集、新店集、八柳渡、大家店都是每二日一集。5

阳武县：乾隆时每月十五市即间日集有：脾沙冈、延州集、齐亦集、谷伦

集、黑圪当集、合角集、太山集、德化集、闰家河集、黑石集、复兴集(大村集)、

路寨集、靛池葛集、包家厂集。5

温县：万历时有“古贤集，双日集。王洋店，双日集。招贤集，双日集。”7

武陟县：正德时有“虹桥集，在县西虹桥村，每月十五集。宋郭集，在垦

西北，每月十五集。圪当店集，在县东北，每月十五集。”8

辉县：嘉靖时，“赵固街集、褚丘街集、峪河集、吴村集、鲁宾庄集、沙

罡集、尚村街集、以上或双日、单日轮流。”9

太康县：道光时，乡集中的单日集有高家店集、高阳集、马厂集、马头集、

王隆集、洪山庙集、台老家集、五里口集、新安集、张家村集、平台岗集、马台

集、大路冈集、丁家集、长隆冈集等。乡集中的双日集有黄米口集、党村集、撞

庄村集、朱家口集、众城集、贯冈集、柳河集、李采集、柳树集、人和集、苗台

寺集、明光集、秋冈集、独塘集、清香集、桂冈集、三家集、逊母口集等。”

汲县：乾隆时，乡集中的单日集有柳毅屯、上乐村。乡集中的双日集有李

源屯、山彪村、小双。”

林县：乾隆时乡集中，单日集有东姚、任村、河顺集、丁冶。双日集有临

1(嘉庆)密县志·建置志·市集[叭
2(乾隆)阳武县志·舆地志下·市集[M]
’(嘉靖)巩县志：卷2(踟

4(嘉靖)通许县志：卷上[M]

5(正德)新乡县志：卷1[砌
。(乾隆)阳武县志·舆地志下·市集[M]
7(万历)温县志·建置志·市集[M]

8(正德)怀庆府志：卷3[M]．

9(嘉靖)辉县志：卷3[M]
”(道光)太康县志·疆域[M]．
“(乾隆)汲县志·舆地志下·市集【M]

17



淇、姚村、东冈、横水。1

(3)五日一集。集期或一六、二七、三八，或四九、五十。如弘治时僵师

县缑氏集，在县外缑氏保，每月六集。大口集，在缑氏保，每月六集。府店集，

在仙君保，每月六集。2嘉靖年问巩县青泥垛每月六集，鲁庄每月六集。3康熙时

内乡县堡南店、西峡口“每五日一集”。4

此外，还有十日四集，如明嘉靖时巩县芝田，每月十二集。5三日一集，即

十日三集，集期或一、四、七，或三、六、九。如嘉靖时均州的红畅、彰德集。

6七日一集，如嘉靖时内乡县半川店。7半月一集，即每月两集，如嘉靖时光山县

孙铁铺集、泊陂河集、白雀园集、杨旖桥店集，“每月凡二日会于此”。一月一集，

如光山县宋河店集、 罗官店集，“每月凡一日会于此”。8

以上几种集期类型在明清两代都一直存在。其中，五日一集的农村集市在

明代占大多数，间日集所占比重不大。清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州县乡

集中间日集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如阳武县在明万历年问有4个间日集，。到

清乾隆年间增至14个，是明万历时的3．5倍。清代乾隆以后，间日集在河南各

州县的农村集市中已经普遍存在。林县在乾隆年间共有9个乡集，问日集就占了

8个。”太康县道光年问共有乡集52个，全部是间日集。“由明至清，间日集数

量的大幅度增长表明了河南农村集市开市频率的增长，这反映了商民购销活动的

频繁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明清时期河南各州县的农村集市在集期安排上，还体现出均衡性的特点，

集市日期相互交错，连绵不断。也就是说，每县每日总会有一两个、三五个或者

更多的集市开市，并且相邻的若干集市开市日期往往相互错开，互不重迭。随着

清代问日集的日益普遍，这种现象在河南各州县中更加明显。嘉庆年间密县有乡

集23个，除了超化集和药王庙集是每日集外，其余全是间日集。其中双日集8

‘(乾隆)林县志·风土记[M】

2(弘治)偃师县志-卷I[伽．
’(嘉靖)巩县志’卷8[M]

4(康熙)内乡县志·建置志·市集[耐】．
’(嘉靖)巩县志：卷3[M]
。(嘉靖)均州志·舆地志·镇店[M]．
·(嘉靖)内乡县志·舆地志·镇店附集市[M]
9(嘉靖)光山县志·风土类·里店集附[M]
9(万历)阳武县志·建置志·市集【M】．
”(乾隆)林县志·风土t集场记[M]．
“(道光)太康县志·疆域·集镇[M]．



个，单曰集13个。这些间日集在集期的安排上全部是按照相邻集市集期错开的

原则进行的。如曲梁集是单日集，而和它相邻的观音堂则是双日集。1道光时太

康县的农村集市全部按单、双日轮流开市。其中在县城南30里的老冢集为单日

集，与它相邻的两个集市四柳树集与人和集都是双日集。2这种集期安排方式使

各州县的居民在一年中的几乎任何一天都可以在该县的范围内赴市贸易，商人也

可利用各集交错开市之便，穿梭往还于各集市之间。而开市频率的增氏又为买卖

双方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时空选择余地。

明清时期，河南农村集市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满足小农的生产和生活需求，

所以农村集市上的商品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满足小农衣食日用方面需要的生活

资料，包括食盐、粮食、棉布、蔬菜、瓜果等。康熙年间，新郑县农村集市有5

处，“如期贸易，亦惟农庄粟、麦、布缕、果、蔬而已。”3乾隆时嵩县“桥北，

县东十里，柴米小市。⋯⋯寺庄，伊河南十里，市易盐米。⋯⋯黄庄，临汝河，

县东四十里，吕屯诸村食盐之市。海角村，县东南六十里，市惟盐、米、蔬菜。⋯⋯

桥头，县西二十里，盐米小市。⋯⋯官庄，庙湾东十五里，白流沟居民油米小市。”

4宜阳县的集市除韩城、白杨、三乡、柳泉外，还有宋店、樊店、连店、凹里、

苏羊、穆册关等处，“各为农民粜籴所在，就近贸易，赖作经营。”5安阳县的观

台集、清流集、郭村集、大正集等集市上的商品主要是粮食；伦掌集、黎园集、

大官庄、红河屯等集市上的商品主要是粮食、棉花：马按涧、曲沟集的商品以粮

食、棉花和蔬菜为主：菜园集上的商品主要是粮食、花生、食盐：辛店集上的主

要商品则是粮食和棉席。6此外，牲畜、农具等是小农不可缺少的生产资料，在

农村集市的贸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河南各地的方志中此类记载也比比皆

是。如嵩县的“皋南，县东五十里，⋯⋯汝河上下溪数十里内民货盐、米、农器

者率担负柴炭入市交易。⋯⋯庙湾，和峪北三十里，溪岭错互，近始设集，市易

盐米农器，便山民焉。”7永宁县王范等集市上交易的主要货物有“牲畜、布帛、

菽粟织皮、漆蜡、药饵、农器。⋯清末安阳县的回隆集上交易的主要商品是粮食

1《嘉庆)密县志·建置志·集市【M]
1(道光)太康县志·疆域·集镇【M】
3(康熙)新郑县志：卷l[M]．

1(乾隆)嵩县志·市镇[M]．

5(光绪)宜阳县志·风俗志【M]．
6(民国)安阳县志：卷7【M]
7<乾隆)嵩县志：卷lO[M]，

9(民国)洛宁县志：卷2【M】



和牲畜。光州的“乡镇市集或以刚日或以柔曰皆各有定期，附近居民交易不过粮

食、布棉、牛驴、菜果之属。”1

在农村集市上参与交易的人员主要是附近的农民，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商贩

夹杂其中，他们或者收购本地农副产品，销往其他地方。或者把批发来的外地商

品在本地集市销售。乾隆十七年，河南巡抚尹会一曾说：“臣查河南素称产麦之

区，遂有山西大商大贾，挟其重资，乘麦收价贱之时，在于码头集镇广收麦石。”

!河南温县所产棉布，“每集蚩氓抱布而贸易者满市，远来客商，累千累百，指日

而足。”1嵩县的楼关“丰稔之岁，米粮滞积，贩运络绎。”田湖镇“县东三十里，

米粮杂聚，集温泉之黄庄、汪城，伊河东之花庙保民，集期担负入市者相望于道。

其商贾贸易．率责偿粟。用货则高其值，偿粟则廉其价，故商获厚利而民恒拮据。”

4由此，农村集市便有本地各类农副产品收购起点和外地商品销售终点的交易职

能。商贩们或设店经营，或奔走收购，经营范围主要限于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

是本地和外部商品流通的主导力量。通过商人们的购销活动将明清河南农村集市

与其上一级市场联系起来。

2、庙会市场

庙会，也称香火会，是农村集市的一种特殊形式。乾隆《汲县志》云：“至

常年香火会，以敬事神，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5道光《鄢陵县志》载：“香

火之会，敬事神明，有祈有报，且因阻立集场，通商贩。”6即庙会以祀神、祈福、

演剧而聚众，商人借机设市贸易。

明清时期是河南庙会的兴盛时期。乾隆年间新乡县一年之中举办庙会多达

43次。如正月十九日有小冀镇会。二月初二日粱任旺会，初十日临清店会，十

五日老君庵会，十六日大召营会、玉女观会，二十日杨村会。三月初一日北新屯

会，初三日南新屯会、顾固寨会、合河会，初五日三王庙会，初八日小冀镇会等

等。7明清河南庙会的繁盛可见一斑。

作为农村集市的一种形式，庙会主要是为广大农民服务的。明清时期河南

。(光绪)光州志：卷1[M】
。尹少宰奏议．卷5[M】
1(万历)温县志·建置志·市集【M]．
‘(乾隆)嵩县志：卷12[M]

5(乾隆)汲县志：卷3[M]
‘(道光)鄢陵县志·地理志·风俗[眦
1(乾隆)新乡县志：卷18[M]．



的庙会多在每年三、四月份举行。方城县，“维摩寺，单日集，四月八日有会。

二郎庙，单日集，四月～日有会。扳倒井，单日集，三月十五日有会。券桥寨，

单日集，正月十六日、三月十八日有会。拐河双日集，五月十五日、九月十五目

有会。博望，双日集，二月十九日有会。小史店，双日集，三月二十八日有会。

草店，双日集，四月五日有会。”1乾隆年间林县，“每年会场大约多在三、四月

间。三月内初二日起合涧会，三日。清明起，曲阳会，三日。清明后起，土寨会。

三日。十九日起，合涧会，三日。二十七日起，东姚会，三日。⋯⋯(四月)十

七日起临淇会，三日。十八日起姚村会，三日。”这种会期安排反映了庙会与农

业密不可分的关系，农历三四月份正值春夏之交，是农民春耕与准备夏收之季，

采买旺盛，因而庙会多安排在此时举行。

与其它类型的农村集市相比，庙会交易间隔时间长。但是庙会会期长，贸

易范围也大得多，大致可达方圆数百里，三五个县的范围；其商人来自各地，商

品品种、数量和交易量都远远超过其它类型的农村集市。明嘉靖年间，邓州“岁

时清明节山有里社之会。男女奔走，百里外百货毕集，贸易纷纭，竟日乃散，以

为常会。”3清代封邱留光镇十二月初十日的庙会上，“外商坐贾，百货云屯，贸

易数日。”4根据交易的商品情况，明清河南庙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t)以百货交易为主的庙会。明嘉靖年间，归德府(今商丘县)小坝观裔

堂有会，“市百货”。5清代康熙年间，登封县中岳庙会，据景日珍《嵩岳庙史·时

祭》记载： “每年二月朔日始，至十八日止。四方进香者络绎辐辏，商贾赀货

鳞集，贸迁有无。土著者因肆酒备、搭铺棚、博绳头，资助耕稼所不足，俗称庙

会。”该书卷一辑有《庙会图》一幅。上绘在中岳庙的东坊南广场有饭标、茶牌、

酒标、草幅标的摊点；在中天阁北部有农器行、耍货行；西部有铁货行、伞行、

针行：再往西神库四铁人之南有布标、帽行、粉行、绸行、广货行、扇行、洋货

行；再往西有京货行、药行、书行、葛夏布行、铜行、铜器行、布行、绸行、估

衣行；在天中阁南部有挂酒牌、肆标、缨行、昏马标的摊点。6

(2)以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交易为主的庙会。内乡县西庙岗黑虎爷庙会，

。王金祥编方城民俗志[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P 225 226

3(乾隆)林县志-风土·集场记(M]．
3(嘉靖)邓州志：卷I 2[M]

4(民国)封丘县志·地理志·风俗[M]
5(嘉靖)归德志：卷2(柳
5王兴亚明渭河南集市庙会会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P．149



牲畜交易可达于头，猪羊无数。灵宝县JJ J口乡陡口桥二月十五日庙会上，骡马交

易是一项重要活动。汲县的龙王庙会、东岳庙会、吕祖阁庙会、天仙庙会“皆鬻

农具。”1信阳县，每年四月初八日浴佛，“贤山向有会。香火极盛，小商贩麇集，

所有农具、家用物品，～切取给焉。”封丘县在浴佛节、小满节，“或在关厢，或

在乡镇，凑集权、帚、锄、镰等农具，开市之日，日农忙会”。3

(3)以文化用品交易为主的庙会。内乡县白衣娘娘庙会上，各路客商满载文

房四宝，纷至沓来，展销交易。会上较为有名的传统产品主要有项城县汝阳刘的

大小型楷书毛笔、一二三长锋行草笔、大小绘画笔。南阳赵其胜王开云的大小狼

毫笔以及松烟、香墨，各种规格的砚台和墨盒等。还有当地二郎平、小水、桑坪、

米坪的自棉纸，货物品种齐全，摊点多达二三西个。4唐县“四月六日，商贾辐

辏，百货毕聚，书籍、毛墨及农器尤多，名日神集。”5

由上可见明清时期河南庙会上的商品不仅品种多，数量大，而且除一般日

用百货外，还有京货、广货、丝绸、文化用品等较高档的商品。故庙会除提供一

般日用外，还能补充其它类型农村集市中商品种类和档次的不足，满足较高层次

的消费需求。

以上几种类型的庙会代表了明清时期河南庙会的主流，它们主要以服务本地

为宗旨，大宗商品的集散功能较弱。但是也有少数庙会的贸易以大宗商品的集散

为主。如辉县百泉庙会，始于唐高宗李治时，据《辉县志》记载，元末明初时这

里已形成以中药材交易为主的庙会。届时“四方贸易者皆到。”乾隆年闯，这里

“四月初八日祭卫源神庙，四方贸易者至，南北药材亦聚十余曰始散。”6内乡县

马山口镇每年正月十九日的火神庙会和五月的十三日的关帝庙会电是药材交易

的盛会。“会前若干天，西北的大黄等经西峡口，东北的参茸等经南阳，卢氏的

黄芪等经夏馆，四川I的麦冬等经房县，两广的木香等经两河口，开始涌汇马山口。

当时交通不便，川广客商，往往提前月余起程。上市药材以杜仲、辛夷、连翘、

山茱萸、桔梗、全虫等为大宗，仅杜仲每年上市近7万斤。”7

1(乾隆)汲县志卷6[M】

2(民国)重修信阳县志·礼俗·时尚节夸[M]．

3(民国)封丘县续志·地理志·风俗[删．

4王兴哑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IM]郑州：中州古藉出版社，1998，E1 52

’(光绪)唐县志·风俗志【M】．
6(光绪)辉县志：卷4(M]
1南阳地区商业志编委会编南阳地区商业志【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P．147



3、市镇经济

明清时期河南市镇经济的发展水平可谓参差不齐。根据市镇规模和职能的不

同，我们将其分为小市镇、中等市镇和大市镇。

(1)小市镇。这类市镇一般只有～条街或两条街。商城县的余集镇和裕州

(今方城)独树镇都属于这种类型。余集镇只有南北走向的一条街道，长六百余

米。1独树镇位于贾河匿岸，西门外称西小街，贾河东岸是东小街。市镇中商品

和行业有限。乾隆年问新安县共有五处小市镇，“镇小则物缺，物缺则行稀”，只

有“花、布、粮食、牲畜、田产诸行”。2新野新甸铺，镇内不足半平方公里，仅

有纯商业五户。手工业有打铁、木作、竹器、染坊、土纺、土织等，都是小手工

业作坊，兼带商业性经营。3独树镇的手工业仅有四处榨油、酿酒作坊，二处生

铁炉。4同农村集市相比，小市镇上商贩较多，也不乏外地商人。但“多肩荷车

独轮，无干金之贾”。5这些商人或为行商，或为坐贾，一方面从附近乡村农民手

中收购农副、土特产品，通过转运商销往他邑，同时又把从转运商那里批发来的

外地商品在市镇上零售。因此，这类市镇的主要职能便是作为附近乡村农副产品

收购起点和外地商品的销售终点，同时也满足了周围乡村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需

求。可见这类市镇在职能上同规模较大的农村集市有很多相似之处，还没有发展

成比农村集市高一级的市场。明清时期小市镇在河南各地普遍存在，在市镇数量

上也占大多数，说明了河南农村市场的层次不鲜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河南市

镇经济发展的局限性。

(2)中等市镇。这类市镇是大宗商品的集散或生产中心，同时电能满足农

户的特殊消费和再生产的需求。市镇上店铺作坊鳞次栉比，各地商入云集，且不

乏富商大贾。其市场圈包括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农村集市的范围，与外地市场联系

密切。

明清时期河南的大部分中等市镇是本地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

内乡的马山口位于南阳盆地西部边缘，素以药材土特产集散地而著称，明清

两代被称为“药乡”。这一带出产金钗、丹参、山茱萸、辛夷、杜仲、山楂、全

1倍阳地区商业志编委会编信阳地区商业志【M]．郑卅I：中州古籍出版社，L990，P 232

3(乾隆)新安县志：卷6[M】

’南阳地区商业志编委会编南阳地区商业志[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杜，1989，P，139
4方城县政1办文史委员会编．方城文史资抖第十四辑fz]．P lj8

’(光绪)新修南阳县志·建置志·集镇【螂．



虫、药骨等500余种药材，土特产品有蜂蜜、桶籽、槲皮、生漆、竹竿、柿饼、

扁担等300余种。一一些颇具规模的药材行店大都始于此期，明代有松茂店等3()

多家药行，“崇晟福”等30多家药店。清代又建“同盛堂”等50多家药彳亍店，

占整个交易行栈的70％以上。1

许州五女镇，在“道成之际，红绿之布，红花之庄，颇称一时集散中枢。⋯⋯

山陕之客，湖海之贾，络绎于途，接踵丽至。贩运车辆，轴辘辚轹楣弛逐，自朝

至于日中，昃以迄晚夕，终日为市，车马喧阒，人烟噌杂之呼声彻闻数里外。”石

固镇“鸯五女镇衰落后，懋迂服贾，均集中于该镇，许昌境内业糯者，肩挑襁负，

相望于道。该镇遂为布业一大集散场”。繁城镇“道咸之际，其地亦产红花，红

花庄市恒较五女镇为优。而带庄辫庄尤著。该镇附近方圆数十里，织辫、织带之

工作，专其业者无虑数十家，均以该镇为集散场。其零星收集、售者、收者、贩

运而捆载者，如梭如织。往来络绎不绝。其销路直达沿江、淮各省，附近县份可

知也。”2

正阳县陡沟镇也是一个棉布集散地。“商贾至者。每挟数干金。昧爽，则带-

上张灯设烛，骈扁累迹，负载而来，所谓布市也。东达颍毫，西达山陕，衣被颇

广焉。居人号日陡布。”3

安阳县水冶镇“为多数由货集散地”。每年秋冬以后，附近林县所产花椒、

桃、柿饼三物日夜不绝运往水冶。该镇“人文辐辏，生意繁多，巍然称巨镇焉”。

4南阳县的安皋镇是北通南召、南临镇平由口的竹木柴革集散迪。林县合涧镇“当

壶关之口，为县属杂粮所聚。”5渑池县的千秋镇是～个药材集散地，药店位居该

镇各行业之首。

此外，这些市镇中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但规模普遍较小，工艺较为落后，

产品主要供应本地市场，只有少数市镇的个别手工业部门较为先进。如正阳的铜

钟镇、寒冻店和汝赢阜均有多处铸铁的炉坊，“大宗冶炼，足敷本地使用，并分

销邻县”。6水冶镇之制绒帽、毛毡较为驰名。7清朝道成年间，五女镇上经营布业

‘南阳地区商业志编委会编甫阳地区商业志rMl北京：中国展望出舨社，1989，P147
2(民国)许昌县志-蕊业·市集咖】．
3(民国)正阳县志·杂缀·物产[M】．
‘(民国)安阳县志·变通志·陆路[M]
’{乾隆)林县志-风土·集场记[M1．
6(民国)正阳县志·实业志·工业【刚．

7(民国)安阳县志·实业志·工业cM】．



的周氏、郭氏与王氏各设“红绿布厂三、四处，每处均雇佣染工百余人。”’

除了以上作为农副产品集散地的中等市镇外。明清时期河南还有几个作为

手工业晶生产中心的中等市镇。

许州的尚家集，“以毡业著，凡所制造之红毡、白毡，久畅销于各地。而毡

帽之产出，尤为其它各地所不及。当其盛时，秋冬两季，羊毛之客，贩帽之夫，

辐辏于二道，络绎不绝。丽帽之行销，已达河南大半省，且南推及于湖广。”。

禹州神厘镇“街市周袤六七里，为禹西南巨镇，所做皆糊瓷。⋯⋯陶户数

百家。”3神厘镇出产的碗、缸为禹州出货之大宗。

除了本地产品在这里聚集，供应外地市场。外地的一些商品也通过商人转

运到这里，以满足本地居民中不同层次的需要。

许州五女镇市场上除了本地的棉布、红花外，还有京广杂货，列厘设市。

南阳县的瓦店镇位于白河沿岸，“自河水路北通南召，南达襄樊。伏牛山区的土

特产品多于此南运，湖广地区的杂货也常于此登陆北运，为宛北货物的集散地，

旧有‘银石桥’之称。”1

唐河县的源潭镇位于唐河、泌阳河交汇处，同治、光绪年闻，“鄂、川、陕

等地的工业品、日杂、土特产品争先恐后地进入源潭市场，而本地的粮食、香油、

酒类等农产品通过航运外出。常有上千只帆船来往停泊，镇上日有千余辆铁轮车

运输粮食、杂货。”5

商品交易的活跃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明清时期河南的中等市镇上普遍设

有钱庄、票号、当铺等金融机构。如铜钟镇“市面范围颇大，地当南北通衢。旧

有山西祁环生、贞元和等当商。”5五女镇“银钱庄号，列厘设市，均较城治之营

业为优。且当时邮政未立，汇兑维艰，该镇实力雄厚，恒与秦晋各地票号相往还，

汇兑可达十三省。”7同时，这些市镇上为商贾服务的旅店、酒肆、运输业等设施

也较为齐备。

(3)大市镇。在这类市镇中，转手贸易是居主导地位的交换形式。同时这类

‘(民国)许昌县志·商业·市集[蝴，
2(民国)许昌县志·商业·市集[M】．
3(民国)禹县志：卷3[M】．

4南阳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南阳县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P．11
’南阳地区商业志编委会南阳地区商业志．【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P．143
6(民国)正阳县志·实业志·商业踊]

7(民国、许昌县志·商业·市集[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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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也具有小市镇和中等市镇的功能。就是说，大市镇不仅作为本地商品的收购

起点和外地商品的销售终点，能满足农民一般购销要求；还能大规模的集散和转

运商品。这些大市镇中还设有巡检司、通判等机构管理市镇。荆紫关、北舞渡、

赊旗镇、周家口、清化镇、朱仙镇等部属于这类市镇。在明清时期河南的市镇中，

犬市镇为数很少，而且都是在清代兴起的。

作为大宗商品的转运中心，大市镇经营规模之大是中小市镇所无法比拟的。

如朱仙镇，地处华北平原与江南地区联系的重要水路贾鲁河旁，南船北马，在此

分道。清代前期，朱仙镇不仅是河南，而且也是华北最大的水陆交通联运码头。

贾鲁河贯穿镇中，把全镇分为东西二镇。镇内街道店铺林立，呈专业性聚集。东

镇的主要街道有：经营南北杂货的杂货街，经营爆竹作坊的炮房街，米麦商铺集

中的曲米街，油业行店集中的油篓街，普通商铺较多的仙人桥街。其中以杂货街

最为繁盛。西镇主要街道有：商铺相连的西大街和顺河街，经营京广苏杭时货的

京货街，经营估衣典当的估衣街，经营铜器作坊的铜货街，其中以西大街最为繁

盛。’镇内各地富商大贾云集。山西帮商人经营票号，独揽全镇金融权。陕H‘帮

商入多经营山货、皮毛．安徽帮多经营典当、茶叶，福建帮多经营米糖业，本省

商人则多经营酒馆、饭店及一般工商业。

南阳县的赊旗镇，位于汉水上游唐河沿线，原是一过路小店，清乾隆年间

发展成长。里、宽4里的繁华巨镇。至嘉庆、道光、成丰、同治年丽为鼎盛时期，

形成了“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2的豫西南巨镇。在赊旗镇商业的兴

盛时期，水陆车船商贾往来，码头热闹非凡。河道停船一次可达500余只，首尾

相接，北至方城，南至d上郭，桅杆林立，排列70余里。四方陆路．大车小车，

骡子骆驼，络绎不绝。镇内各业门类齐全，72道衡分行业相聚经营。街日山货

街、木场街、骡店街、铜器街、瓷器街、豆腐街等等，铺面相连，商号众多。当

地人称镇内有“大十行”、“小十行”之分。大十行包括棉业、粮监、油业、盐业、

药业、酒业、杂货业、京货业、木业和纸业；小十行包括银业、镉业、烟业、丝

绸业、鞋业、帽业等等。商品成交数额巨大。花布行50多家，每天成交棉花lO

万余斤，土布7000余匹。日成交木材干余立方米．竹竿五万余斤。’

1李长傅朱仙镇历史地理[J]．史学月刊．1962，02)
2{光绪)新掺南阳县志-建置志·集镇[uJ．
1南阳地区商业志编委会编．南阳地区商业志[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杜，1989。P．129



陈州府的周口(周家口)，镇内汇集了山西、陕西、安徽、江西、湖南、湖

北等地商人，商号众多。据估计，周口鼎盛时期全镇商人、商号数量可达

1500--2000家．嘉道年间周口全镇的商业规模估计为500万一600万两。1

这类市镇市场范围广阔，至少涵盖数县至十数县的范围，与外界联系广泛，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周家口“北通燕赵，南接楚越，西连秦晋，东达淮扬，豫省一大都会也”，

2是河南东部与江南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商业主要是河南东部与江南商货的转

运贸易。其输出商品以陈州、开封一带所产农副产品为主，包括粮食、酒曲等，

输入商品则以江南所产绸布、杂货为主。在商业的兴盛时期，尚口的市场范围涵

盖河南东部陈州府和开封府的大部分地区，汝宁府的北部，以及河南中部的部分

卅】县。3

朱仙镇是南北货物中转交流之处。山西、陕西的皮毛、木材、铁货、桐油

由此向南输出，从天津、北京输入的盐、杂货由此运销各地。江西、福建运入的

茶叶、瓷器、纸张从这销往各地，江南的绸缎、鞋帽、首饰、米、茶由此销往西

北。在省内，朱仙镇与通许、兰阳、尉氏、睢州、林县、安阳等地都有经济联系，

其经济辐射范围几乎为全省的一半。4作为天下四大镇之一，朱仙镇对河南与河

北、陕西、山西的经济贸易，对河南与江淮的经济贸易，以及西北与华北、东南

的经济交往，都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舞阳的北舞渡，位于沙河沿岸，交通运输便利，西通汝洛，东下江淮，北

达郑汴，南连湖宛．清代中期成为河南的重要商业城镇之一。腹地范围主要包括

舞阳全县，及其周围叶县、郾城、襄城、临颍、西平、遂平等县的部分集镇。附

近州县的粮食、麻油、菜油和煤等在北舞渡集中后，被转运至外地市场。江西、

福建、湖广等地的瓷器、纸、糖等货物在此中转吞吐。

淅川县的荆紫关，地处丹江上游，豫、鄂、陕三省交界，是东南与西北商

品流通的重要关口。附近内乡、渐川等地的桐油、生漆、木耳、黄花、桃仁、仓

术由此沿丹江外运。南方的棉布、铁货、纸张、瓷器、糖等商品由湖北运入后，

部分在本地销售，大部分又被转运至陕西等地。从陕西、山西等地运入的芋叶、

‘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T]中国史研究，2003，(1)
1(乾隆)商水县志：卷l【M]．

’许擅诸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J]，中国史研究．2003，fi)
4王瑞平、陈书明．明=i裔河南集镇的分布及其作用[J】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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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药等商品由此被运往湖北。1

商业贸易的兴盛也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同中小市镇相比，这些大市镇的

手工业作坊较多，有的规模较大，并出现了一些知名产品。如赊旗镇有九家染坊，

最大一家曰染青兰布300来匹。酒坊6家，其中的赊店酒行销冀、秦、晋、鄂、

湘、桂、粤等【O数个省。2赊旗线毯也较为有名，大宗制造，行销各地，颇获重

利。朱仙镇的西双泰所制竹竿青酒，色味俱佳，盛销于邻近各州县及安徽等地。

玉堂号所制的豆腐干为佐膳佳品，全镇年产三百余万块，多销于开封、郑州。全

镇有年画店约三百余家，年产年画三百余万张。行销于全国各省。还有榨油业，

全镇共有七十余家。3

由上可见，明清肘期的河南市镇中，涌现出了一批中等市镇和大市镇，它

们是河南与外地商品流通的重要节点。但是，这类市镇所占比重较小，而那些职

能同农村集市相似的小市镇在河南市镇中占较大比重，这反跌了河南农村市场层

级的不鲜明。同时，作为手工业品生产中心的市镇数量很少，而且大多数市镇的

手工业不发达，所以市镇上输出的商品多是农副土特产品，输入商品多是手工业

品。以上两点集中体现了明清河南市镇发展的局限性。

(二)河南集镇发展的社会作用

1、满足了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这是集镇贸易最基本的作用。正因如此，许多县志中谈到集市作用时常有“便

民⋯利民”之说。嘉靖《固始县志》：“日中为市，交易丽退，各得其所，差以

利民而通货也”。4《临颍县志》：“诸市货物攸萃，国用民生两所资者”。乾隆《孟

县志》：“自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车马辐

辏，诸业毕兴e故人家多丁者有微丁，而巷陌无丐者，盖商民两得其便。”5“市

远妨农”，是人们多年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嵩县的庙湾原不设集，

乾隆年问设立集市后。“市易盐米农器，便山民焉”。该县汝河镇去县百里，没有

集市。当地居民“盐、米、农器，易于县，往返三四日，妨农功。乾隆三十年秋，

始立为集，民便焉”t 6这些记述集中说明了集市开设与人民生产生活的关系。正

1(光绪)淅川直隶厅乡土志：卷8【M】
2南阳地区商业志编委会编南阳地区商业志[刚．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P．129
3李长傅朱仙镇历史地理[J]史学月刊，1962．(12)
4(嘉靖)固始县志·建置志·市集[M]．
5(乾隆)盂县志：卷4[砌，
5(乾隆)嵩县志：誓12[咖．



因为这样，民众对集市的创建者深表敬意。明永乐年间，陈留县令徐正“置集场

以通货，邑遂富庶，民咸怀之”。1汝州温泉镇距州城西四十里，旧有集市被废。

道光四年(1824)，“州守刘准复集，民皆称便，立感德碎”。2

同农村集市相比，市镇上的商品种类齐全，数量众多，更能及时补充城乡市

场商品供应的不足，因而此类作用更加明显。清道光年间，黄河决口，周围州县

民众纷纷涌入开封府城避难，“省城骤添灾民甚众。街市粮食不敷”，官员便派人

“赶赴附近的朱仙镇买运接济”。3康熙四十八年春，裕州(方城)大饥，“米价

腾贵，几无鬻者，赖有客州贩米至赊旗店，民乃全活”。4市镇有裨地方缓急的作

用在此表现的尤为突出。

2、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及手工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大量商人在集镇开店设摊经营，从事购销，他们带去了各地人们

需要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同时又将河南各地农民积手工业者生产的农副产品转销

到全国各地，打破了各地封闭的状态，使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获得生产供销信

息，因而也就促进了种植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河南盛产药材，怀庆府、南阳府都是著名的药材产地，因此药材成为河南集

镇市场上的重要商品。辉县百泉药材市场形成后，市场上的药材需求量扩大，进

一步促进了药材种植业的发展，以至于附近河内、温县的许多农民舍弃谷稼而专

植药草。武陟县相对较少，但也有十之--U_的农户专植药草。以至《武陟县志》

纂修者有“末产不禁”的溉叹。5手工业中以割瓷业和棉纺织业发展较快。禹州

神厦的瓷器生产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入清之后，这里瓷器制品向着大众化方向发

展，“为民生饮食日用所不离”，同时由于“其质料皆土产，其工匠旨家户，其学

之极易，其作之急速，其销路之普”，使得神厘一镇雄于全境，“其常供需数千人

之役，其成庄周围六七里之街”。6清代中期，河南出现了陡沟镇、五女镇等几个

作为棉布集散地的市镇，它们的出现刺激了周围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正阳县陡

沟镇清代时布业极盛，所产陡沟细布行销山、陕、豫、皖数省。不仅陡沟附近届

1(同治)开封府志：卷22【M】
2(道光)、承州全志·城池志·街道里集保甲桥梁附m】
3(道光)祥符县志·河渠上·河防[邮
4(乾隆)裕州志·地理志·洋异【邮．
’{道光)武陟县志·物产忘￡啦．
6王*亚．明清河南鸯市庙会会锖[矾]，郑州；中州古搪出版社，1998．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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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家尽设机，人精纺织”，1而且邻近的信阳县“每岁秋冬之际，里巷妇女相从

织绩，比户皆纺车、机杼声，人可目织成布一匹，至冬腊时市上臼布，颇成大庄，

北运陡沟，行销汝汴。2许昌的五女镇是棉布业的又一大市场，所产丈六布，又

称红绿布，“每匹一丈六尺，染以红绿杂色，行销秦、晋两省极多。前此五女镇

兴盛时，染工三、四百人，终岁操作供给秦、晋布客之所需要”。五女镇衰落后，

石固镇又继之兴起．只销二八布，“故---}k布几成石固镇专销之特产，其销额不

减当日五女镇之销丈六布。秦晋布商，终岁搬运，许昌东、北两区之织妇亦极终

岁勤动矣。”3需要指出的是，河南手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这使集镇发展对手工业

的推动作用受到很大限制，也影响了手工业更高程度的发展。

3、促进了集镇文化事业的发展。

集镇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人们的文化需求。明清时期河南的集镇不仅是周围

乡村的集贸中心，而且是附近乡村文化教育、宗教中心。明清时期河南大部分集

镇都建有社学、义学或学堂。这些学校有的是官府设立，有的是商人捐资修建。

固始县，在乌龙、临汝、任武及栏杆诸集，设学房数十问。“每延一师，以训其

子弟之贫而不能学者。”4淅川“西坪镇有公立初等小学堂一所，系乡绅王廷扬等

公立。”5清代禹州一共有义学14处，设在集镇上的就有lo处。6清康熙年间内黄

知县张为仁设立十处义学，全部位于内黄县的集镇上。7明嘉靖时许州共有集镇

13个，襄城有集镇7个，这些集镇各有一所社学。8同一般集镇相比，大市镇中

的学校更多。荆紫关“有初等小学堂一所，光绪二十九年个绅商公立，又初等小

学堂一所，系商民朱谦益捐立”。9周家口学校多达7所；乐善高等小学校，在周

口河北顺河街。致远高等小学校，在周口河南宁庄街。宁远高等小学校，在周口

河北小桥街。定远初级小学校，在周口河诬顺河街。惠远初级小学校。在周口河

东天坊街。祟正初级小学校，在周口河北文昌街。文会初级小学校．在周口河南

’(民国)重修正阳县志·安业志·工业[蝴．
2(民国)重修信阳县志·食货志三·物产[M】
3(民国)许昌县志·工业·棉纺珊]．

4(乾隆)商始县志卷7[M]
5(光绪)淅川直隶厅乡土志·地理·疆域【M]
6(道光)禹7-H志·学校志·义学【M】
’(民国)内黄县志·教育志，义学[M】
8(嘉靖)许州志·学校·社学【M]．
9《光绻啪rJlI直隶厅乡土志，地理·疆域m]．



东门内。1这些学校为集镇居民及附近乡村的民众学习文化知识提供了较为便利

的条件。

在各地集镇上，还相继修建了不少寺庙。如温县招贤镇有河渎庙、结义庙、

招庆寺、盘龙寺。平皋镇，有关帝庙、文王庙、大王庙、三官庙．，赵堡镇，有关

帝庙、玉皇庙、孙真人庙、元帝庙、永安寺、三清观。2信阳县五里店有关帝庙、

玉璺阁、祖师庙、三官庙、马王庙。阂家冈有关帝庙、大王庙。明港镇有东岳庙、

清源寺。三里店有大王庙，乾隆十九年盐商方秉干创立，殿庙、戏楼共二_卜-f司，

同治十三年盐商永顺恒重修。3朱仙镇全盛时有寺庙一百一十多处，最大的是关

帝庙和岳庙。其它有救苦庙、清真寺、郎神庙、土地庙、瘟神庙、三皇庙、吕祖

阁、财神殿等。这些寺庙的修建便于集镇及附近的农民到此从事宗教活动，以求

得精神上的安慰。如武陟县水寨镇的洞渊宫，供“一乡之人朔望祷祈，春秋祭祀”。

4盂县流河镇“之东北上有济渎庙焉⋯⋯神泉在左，庙貌森严。居民岁时致祀，

凡有不测之灾及旱干、水溢祷于祠下莫不响应”5一些活跃在市镇上的商人和手

工业者还在市镇上建造了会馆。作为举行聚会，处理商业经营事务的主要场所。

这些会馆还祭祀各自的保护神，实际上也是庙宇的～种。如南阳县石桥镇、桐柏

县平氏镇、邓州穰东镇、渑池县千秋镇、洛宁县长水镇和商丘县刘集口等市镇上

都有陕西、山西商人建造的山陕会馆，祭祀关公。周口有会馆十余座，地域性会

馆有：山西和陕西商人修建的山陕会馆，祭祀关公，又称关帝庙。安徽会馆，又

称江南会馆，祭祀关公，亦名草关帝庙。江西会馆又名万寿宫，江西商人所建。

湖广会馆，即禹王宫，祭祀禹王，湖广商人所建。覃怀会馆，怀庆商人所建，祭

祀岳飞、张显、汤怀、王贵，敌又名四圣会馆。5行业往会馆有：专营粮食业的

陆阵会馆，又名平王庙，祀唐将张巡、许远。油业会馆，又名大王庙，祀宋末忠

臣谢绪。毡坊业会馆，又名府君庙。木泥业会馆，又名鲁班庙。铜铁业会馆，又

名老君庙。酿酒业建的滔仙庙，以杜康为酒业祖师。机坊业营建的机神庙。印染

业营建缸神庙。纸作业建造的葛仙庙。丝业营业的嫘祖庙。皮革业、制鞋业营建

1(民国)重修淮阳县志·学校志·学校【M]
2(乾隆)怀庆府志·建置-祠庙[M]
’(民国)信阳县志·建设志·祠坛[M】．

4(道光)武陟县志：卷23【M】
’(乾隆)盂县志：卷9[MJ
6周口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周口市志【M]．郑州t中州古籀出版社，1994，P 599—600



的孙膑庙。1这些会馆大都规模宏大，壮丽可观。如光山县新集寨的湖北会馆，

为清代咸丰年间在此经营的湖北粮商集资建造，会馆院分三进，气势磅礴，广场可

以容纳上千人。。朱仙镇的关帝庙，清乾隆年间山西帮商人所建。有正殿、戏楼、

钟楼、鼓楼等建筑，规模宏丽。这些寺庙、会馆还定期举办庙会，是市镇文化娱

乐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荥阳须水镇每年正月七日乡民演戏、赛会以媚火神，

众以万数。3周口鲁班庙每年农历六月二十目有庙会，老君庙每年二月十五、十

月十五有庙会。4朱仙镇的寺庙每月五、九日有庙会，而以关帝庙和岳庙在端刚、

重九等节目的庙会最盛。

如此之多的教育、宗教场所和文化娱乐活动为集镇和附近乡村的居民学习知

识、交游、祭祀和娱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使其成为四周乡村的文化、宗教、

教育和娱乐中心。

4、促使大市镇出现城市的特征

城市是社会发展到～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现代汉语词典》将城市解释为“人

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古代，城市还有城墙、街道等外观方面的特征。下面

我们就用上述标准从外观、人口规模及构成、经济、文化特色等方面来考察一下

明清时期河南的大市镇。

从外观来看，这些市镇和城市一样有完整的城墙、城门，而且街道众多，

城的规模很大。朱仙镇的城墙作不规则的圆形，纵横各三里许，周长十里许，辟

有四门。这个范围比当时开封府内许多县城的范围要大，如陈留县城周长七里，

通许县城周长四里。而朱仙镇最兴盛时的范围北至离镇四里的小店王，南至八里

的腰铺，东至三里的宋寨，西至二里的豆腐店，面积约五十方里，比开封府城还

要大。市街主要在城内，四关也有市街。城内市街以贾鲁河分为东西二镇，分行

就市，同种行业集中在一条街道上。5赊旗镇也有城墙，周围长十八里，六个城

门。6镇内有七十二道街，分行业相聚经营。

从人口规模来看，这些市镇人口集中，数量不亚于一般的县城和府城。据许

l彭大海周口庙宇拾零【A】周口文史资料第五辑[Z]，P 96—107

2信阳地区商业志编委会编．信阳地区商业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P63l
3(民国)续荥阳县志-人物志·方技【M]

4彭大海．周口庙宇拾零[A】．周口文史资料第五辑【z】，P96—107

5李长博朱仙镇历史地理fJj史学月刊， 1962,(12)
5(光鳍)新恬南阳县志：卷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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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估计，周口在全盛时期，全镇人口可达四五万之多。1朱仙镇全盛时期，居民

有四万户，人口二十余万。：赊旗镇鼎盛时人口达十四万之多。从人口构成来看，

这类市镇中的居民已经是以非农业人口为主。如赊旗镇内“尤多秦晋盐茶大贾，

居民率游手足食”。3民国初年，赊旗镇的商业虽然远不如清代，但镇内人口仍旧

多数经商，务农者甚少。4朱仙镇居民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有以下几类：山西商人

多经营票号，陕甘商人多经营山货皮毛，安徽商人多经营典当茶业，福建商人多

经营米糖业，本省商人多经营酒馆饭店及一般工商业。穷苦百姓多从事搬运货物、

推车、挑担等工作。此外流民无产者(青红帮)也有相当的人数。5

大市镇的经济状况，我们在前文中已经作了详尽考察。这类市镇市场范围广

阔，连其所在的县城也被包括在内。工商业繁盛，与外界联系广泛，在当时的社

会经济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其经济地位都已经大大超过了管辖它们的县

城，称的上是周围地区的经济中心。如渐川县的荆紫关，“水陆管毂，商贾辐辏，

繁盛甲于全境”。6“淅lil全境商务以紫荆关为贸易总汇，城中次之”。7

大市镇中文化的发展，前文中也已进行了考察。随着经济的发展繁盛，这些

市镇中修建了为数不少的学校，建立了名目众多的会馆、寺庙，还经常举办庙会

等文化娱乐活动，已经成为四周乡村的文化教育、宗教和娱乐中心。

大市镇人口流动性大、构成复杂，市肆喧嚣尘上，是社会治安的薄弱环节。

所以地方官府在这些市镇中设置了行政机构，派驻文武官员进行管理。如朱仙镇

驻有巡检、千总，河内县(沁阳)清化镇驻有粮捕水利通判，周口也设“粮捕水

利通判于永宁集，镇抚市面”。8行政机构的派驻使这些大市镇具有了一部分政治

功能。但这些机构的管辖范围只限于其所在的市镇，并不包括市镇周围的乡村，

因此这类市镇还算不上周围地区的政治中心。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市镇经济的发展，明清河南的大市镇在

人口、外观、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城市的特征，并且具备了某些政治功

能。因此我们可以说明清河南的大市镇已经具有了城市的雏形。

1许檀．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一明清时期河南商业城镇的个案考察[J]中国史研究，2003，(1)
2李长傅朱仙镇历史地理Ⅲ．史学月刊， 1962，(12)

3(光绪)新修南阳县志·建置志·集镇[M]．
‘南阳地区商业志编委会编．南阳地区商业志[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P．129
5李长傅朱仙镇历史地理【J】史学月刊， 1962，(12)

’(光绪)渐川直隶厅乡土志·地理·疆域[M】．
7(光绪)渐川直隶厅乡土志·物产[扪
9(民国)商水县志·地理志【M]．



结语

明清时期是河南集镇发展的繁盛时期，就河南而论，这种发展是前所未有的。

集镇数量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随着集镇数量的增长，集镇密度也日益增大。农

村集市开市频率增长，清代时间日集已在各地普遍存在。作为农村集市的特殊形

式的庙会也日益增多，在商品种类和档次上补充了一般农村集市的不足。市镇中

涌现出了一批中等市镇和大市镇，这些市镇是河南与外地商品流通的重要节点。

集镇的发展更好的满足了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的需求，促进了种植业和手工业一定

程度的发展，同时促使这些大市镇在外观、人口、经济等方面出现了城市的特征，

具备了城市的雏形。

但就全国来看，河南集镇的发展却有很大的局限性，这集中表现在市镇的发

展水平上。作为手工业品生产中心的市镇数量很少，而且大多数市镇的手工业不

发达。而同时期的江南地区，不仅多手工业专、业市镇，而且商业型市镇中的手工

业也比较发达。‘所以，河南集镇上的本地商品主要是农副、土特产品，外地商

品则以江南等发达地区的手工业品、日用品为主。虽然出现了一批中等市镇和大

市镇，但小市镇仍居主导地位。这些小市镇除了商人较多、商品种类和数量比农

村集市较为丰富外，经济职能则与农村集市相差无几，大宗商品集散的功能比较

弱。这类市镇的大量存在，说明了明清时期河南农村市场层级的不鲜明。集镇的

繁荣程度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相一致的，明清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江

南等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这无疑限制了明清河南集镇的进一步发展，也

影响了其社会作用的迸一步发挥。

蒋正华略论明清河南集镇与江南市镇之异同【jl中州学刊，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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