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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视野下明清时期苏州丝绸的国际辐射圈

敬淼春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在当前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观背景下,关于明清时期苏州丝绸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与

历史意义.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与数据整合,以明清时期苏州丝绸的发展为视角,揭示苏州丝绸的发展与对外贸易

的盛况.研究表明,明清时期苏州丝绸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并在全球市场上衍生出一个商贸兼具文

化的辐射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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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明清时期苏州丝绸外贸问题的研究,不仅

是认识明清时期苏州丝绸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

认识中国对外贸易史的重要一环,更是认识历史时

期“海上丝绸之路”与当前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二者关系的重要一环,也有助于了解在中国对外

贸易中所传承的“多元共融”的文化内核精神.
苏州之地,“名标十望,地号六雄”,«隋书地理

志»称其曰:“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１]

明清以来更是凭借其“苏”字牌的传统工艺引领天下

潮流[２],“苏”牌工艺在北上进宫引领宫廷时尚的同

时[３],也因漂洋过海发展对外贸易享誉域外诸国.
在苏州传统工艺品中,吴地丝绸自古以来名扬海外,
至明清之时,更是发展鼎盛,以丝绸为主要媒介进行

的海外贸易,更是在全球范围内衍生出一个以苏州

产品为核心的辐射圈.本文所讨论之苏州丝绸,不
限于如今苏州行政区划内出产之丝绸,乃是基于从

大范围的吴文化视野,立足于李伯重先生所定义的

江南“八府一州”① 区域所作之考量.

一、明清苏州丝绸业发展的区位因素

明清之时,苏、杭、宁并列为我国丝绸三大出产

中心,苏州号称一日可出万锻绸,衣被天下,遍地皆

是蚕桑,满目布满锦绣,以至有“绣市”之称,明人张

翰在其«松窗梦语»中记载道:“余尝总览市利,大都

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绫,而三吴为最.”[４]７６据记

载,嘉靖年间,“绫锦纻丝,纱罗,绢,皆出郡城机房,
产兼两邑,而东城为盛,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吴
之大资也”.[５]

苏州丝绸享誉海内外,欲知明清时期苏州丝绸

业之发达,须深刻理解苏州产业基础之优势,如此方

知苏州丝绸之盛并非一枝独秀,实乃经济文化等多

元一体发展之结果.
(一)苏州丝绸业发展的产业区位

“苏”牌产品众多乃是苏州产业发展优势的表

现.苏州传统工艺以其独特之风格,可以冠之以

“苏”牌产品之名,“苏”牌之工艺以其种类之繁多、独
特之风格、精美之样式、鬼斧神工之技艺扬名天下,
在明代之时更是以吴中绝技蜚声全国,常常引领天

下之潮流,明人在札记中记道:“自昔吴俗习奢华,乐
奇异,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
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４]７０ 当

下,“苏”字打头的苏州工艺品牌,几近都是在明代形

成的[６].明清时期,苏州传统工艺发展之盛,明末宋

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



推苏郡.”[７]虽是人文荟萃之京师亦不可及,其传统

工艺颇得时人关注,对于苏州传统工艺之概述,方知

苏州产业之优势.
在传统中国社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难说分

离,不同的产业领域之间的联系可谓千丝万缕,苏州

传统工艺产业的发达,可以说明苏州地区已经具备、
拥有支撑产业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工人,向更加

广阔地方面探讨,可以说苏州地区已经具备了一定

的产业市场,在产业大发展的这样一个环境中,不同

的产业领域齐头并进,竞相发展.产业的发展是一

个联动的发展,是一个彼此影响的发展,在具备从事

产业人员、拥有娴熟产业技术、产业市场广阔的这样

一个良性发展的环境中,苏州丝绸业的发展可谓具

备了相当大的产业基础优势.
(二)苏州丝绸业发展的地缘区位

１．经济发达是基础

姑苏乃东南财富之地,江左人文之乡,可谓红尘

中一二等富贵之地,左思的 «吴都赋»形容为“富中

之叱,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货车巨万”[８].自古以来

苏州即是鱼米之乡,刘宋之时苏州“一郡之丰,可供

数郡之用”[９],隋唐之时,不仅供应京师关中,还可转

运东都洛阳.宋代之时,更有谚语“苏湖熟,天下足”
之称,明代之时,«明史»有云:“苏、松、常、镇、杭、嘉、
湖七 府,供 输 甲 天 下.”[１０]一 直 到 嘉 庆 二 十 五 年

(１８２０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的额征田赋,计地

丁银３１１５４７７．８２两,占全国地丁银３０２２８８９６两的

１０．３１％,米 麦 计 ３００２５８１．４９ 石,占 全 国 米 麦

８８２１１８２．８１石的３４．０４％.[１１]经济之繁华使已成为

中国丝绸业之都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的苏州,
在１６世纪后期人口增长迅速,总数超过了５０万,使
它成为世界最大、最富裕的城市之一.[１２]３８８

２．交通优势是保障

«史记  河 渠 书»载:“于 吴,则 通 渠 三 江 五

湖.”[１３]到了明代苏州已经依靠其便利的交通发展

成为一个商贸型大都市,对此,有诗云:“已出天地

外,狂澜尚尔高,蛮商识吴路,岁入几千艘.”到清初

时,苏州的地位则日益提升,时人以苏州为天下四聚

之一,称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

州、西则汉口”.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年)立的«陕
西会馆碑记»评价苏州优越的交通位置道:“苏州为

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连交

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

所用之货贝,四方往来千里之商贾,骈肩辐辏.”[１４]

二、苏州丝绸国际市场的形成与对外贸易

(一)苏州丝绸国际化市场的形成

１．东亚市场圈

明代时期东亚市场圈的形成与白银流通密切相

关.据记载:“从中国运出的主要是生丝和丝绸,当
时在澳门每担生丝售价约８０两白银,运至果阿则可

售至２００两,利润在一倍以上,万历八年至十八年,
葡商每年从中国运出生丝约３０００担,获利约３６万

两白银.”巨大的外贸利润必定推动商品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反过来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产生对

以白银为货币的极大需求,自新航路开辟之后,大量

白银流入中国.表１为明朝末期白银流入中国的统

计情况.
表１　明末流入中国白银统计 万两

年份 日本
马尼拉

(西班牙)
荷属东

印度
合计

１６３６ ２５２ ２００ ３８ ４９０
１６３７ ３３８ ３６２ １９ ７１９
１６３８ ３３２ １５９ ４６ ５３７
１６３９ ３５４ ２４３ ５３ ６５０
１６４０ ３４１ １０６ ７０ ５１７
１６４１ ３２０ ２８５ ５２ ６５７
１６４２ １２０ ２６６ ５１ ４３７
１６４３ １１３ １４３ ３４ ２９０
１６４４ １８４ ３８ ２１ ２４３

注:本表来源于文献:李隆生．明后期海外贸易的探讨[D]．上海:复

旦大学,２００４:１１６Ｇ１１７．

其中,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主要产银国,在此背

景下,两国的贸易变得很兴盛,中国主要输出生丝和

丝制品,日本输出白银,与日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
刺激了江南地区丝绸业的发展.“明清时期出口的

中国丝绸和丝织品,可以视为基本上就是江南所产,
至少在清中期以前,中国的丝绸出口实际上就是江

南的丝绸出口.”[１５]３１８“江南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因

此空 前 加 强,形 成 了 以 江 南 为 中 心 的 东 亚 市 场

圈.”[１６]在东亚市场圈中,苏州地区作为江南的核心

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苏州丝绸是江南丝绸这

一品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市场圈是苏州丝绸

全球市场的奠基板块与重要组成部分,苏州丝绸通

过在东亚海域的贸易往来逐步跨出近海走向大洋.

２．丝绸国际市场

东亚市场圈的形成为丝绸国际市场的形成奠定

了基础,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贸易格局的变化,苏州

丝绸国际化市场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已经渐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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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而且在１５１４年至１６６２年间,中国的人民和政

府都卷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发展的第一阶段之中,
并受其影响,这种卷入是通过将除了南极洲、澳洲之

外的所有大陆连接起来进行商品、谷类植物、疾病、
人员和思想交流的海上道路来实现的.”[１２]３０７国际

市场形成后,“单是明后期进出口贸易的总额平均每

年高达１６４７万两白银左右,每年的贸易赢利达９４２
两左右”[１７].可见国际化市场的形成对于出口贸易

的推动是巨大的.
(二)明清苏州丝绸外贸发展

１６世纪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称赞苏州的外

贸盛况曰:“它是这个地区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以它的繁华富饶,以它的人口众多和以使一个城

市变得壮丽所需的一切事物而闻名,经由澳门的

大量葡萄牙商品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都经过这个

河港,商人一年到头和国内其他贸易中心在这里

进行大量的贸易,结果是在这个市场上样样东西

都能买到.”[１８]

１．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

明代郑和下西洋,外国贡使更是络绎而来,海
外诸商贾仰慕苏州产品,一时之间苏州“帆摘林

立,九夷百番,进贡方物,道途相属,方舟大船,次
第来舶”.表２为１６１１－１６３７年中国船只赴日贸

易统计表.
表２　１６１１－１６３７年中国船只赴日贸易统计

年 船只数/艘 年 船只数/艘

１６１１ ７０ １６２５ ６０

１６１２ ３０ １６３１ ６０

１６１３ ２０ １６３２ ４

１６１４ ６０~７０ １６３４ ３６

１６２３ ３６ １６３５ ４０

１６２４ ３８ １６３７ ６４

注:本表来源于文献:刘序枫．明末清初的中日贸易与日本华侨社会

[J]．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２０００,１１(３)．

祟祯十七年(１６４４ 年),据载一民间商船载员

二百十二人,自苏州启航去日本经商,带去“纺丝、
绫丝、丝等价值万余两”的贸易品,苏州商人在日

本从事贸易活动长达八年之久.明朝中后期,中国

的丝绸产品通过闻名世界的菲律宾马尼拉大帆船中

转输往拉美各地,“１６０１年,在海上失事的商船圣托

马斯号,所载丝货价值竟超过法定限额２００万比

索”[１９]６７.在马尼拉贸易繁盛时期,每年开往菲律宾

的中国商船常在二十到六十艘之间.[１９]６４表３ 为墨

西哥抵达中国或菲律宾商船数.

表３　墨西哥抵达中国或菲律宾商船数 艘

年代 抵达中国 抵达菲律宾 年代 抵达中国 抵达菲律宾

１５７２ ３３ ５ １５７４ － ６
１５７５ － １２~１５ １５７６ － 趋于稳定

１５８０ － ４０~５０ １５８７ － ３０
注:本表来源于文献:范金民．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３４３．

２．苏州丝绸的转运外贸

由于明清时期中国的丝绸生产以江南为最,江
南绸缎誉满海内外,江南本地出口的绸缎系当地所

产自不待言,即使福建、广东等出口的丝绸也大多由

江南转运而至.[１５]３１８

乾隆年间,闽粤两省商人为了牟取转运出口的巨

额利润,每年都要来江南一带收购丝绸,而“苏杭二处

走广商人贩入广省,尚不知凡几”,“外洋各国夷船到

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卖湖丝并绸

缎等货自二十万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其货均系江

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２０]

表４为明朝中后期葡萄牙商人转运中国丝绸赴

日贸易表,表中所列数据可知澳门在中日丝绸贸易

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澳门不仅成为葡萄牙和中国

之间的贸易转运港口,但也是商业和葡萄牙、日本、
东南亚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枢纽”[２１]２３７,“它深刻改变

了中国整个对外贸易的格局,在此后相当长的一个

历史 时 期 内,澳 门 成 为 了 东 西 方 贸 易 的 商 业 中

心”[２１]２３７.１５９０年至１６１０年期间,澳门成为联系日

益发展的国际海上丝绸之路与明代后期中国过热的

社会经济的枢纽.[２２]

表４　明朝中后期葡萄牙商人转运中国丝绸

赴日贸易表

丝制品 数量/担 销售收入/两
白色生丝 ４００~５００ ８６２５０
特级生丝 ５００~６００ ７９７５０
普通生丝 ４００~５００ ８６２５０
丝织品 １７００~２０００ ５０８８

注:本表来源于文献:李隆生．明后期海外贸易的探讨[D]．上海:复

旦大学,２００４:６７．

三、苏州丝绸产品的国际辐射圈

苏州丝绸产品在国际上主要销往东亚、南洋、欧
美三个地区,根据苏州丝绸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地

区,可以将国际辐射圈分为东亚辐射圈、南洋辐射

圈、欧美辐射圈.
(一)东亚辐射圈

１．苏州丝绸在日本

(１)商贸上,明清之时,日本对于中国之产品的

依赖程度甚高,“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他如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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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瓷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

重”.故时人有言曰:“贩日之利,倍于吕宋”[２３],巨
额利润的驱使更是使得许多商人甘愿与之贸易,以
至于有“先朝禁通日本,然懂之利倍徙于西,海舶出

海时,先向西洋行,行既远,乃复折而入东海,嗜利走

死,习以为常,以是富甲天下”.
葡萄牙耶稣会会员罗德里格斯曾在日本传教,

在他的日记里描绘了苏州丝绸在日本市场的受欢迎

的情况:“在古代,甚至直到我们来到日本的时期,丝
绸的使用是罕见的,而且由于丝绸的匮乏,普遍人不

使用它,士绅也不穿,领主即使穿也不是经常的
但是自从丰臣秀吉时代以来,整个王国实现了全面

的和平,贸易得到如此的增长,以至于全国都穿上了

丝袍,甚至农民和他们的妻子都有丝肩带,他们中境

况较好者甚至有丝袍.”[１２]３８１

(２)文化上,苏州丝绸对日本的“衣”产生的影响

可以说延续至今,日本、朝鲜之衣物服饰制度皆取自

中华,日本学者在«纺织技术之历史»一书中说道:秦
时吴地有人东渡日本传授蚕织和服饰技术.苏州地

区所刺绣之服装更是为日本人所喜爱,尤其是中国

谓人之“和服”,日本人称之为“吴服”,实乃“和服”即
“吴服”的谐音,吴服者,吴地之服,东汉之末时传入

日本,日本人称这绢布为“吴机织”,到了隋唐,大量

的日本留学生以“遣隋使”、“遣唐使”的名义来长安,
将隋唐的正式官服移植回了日本,但江南吴地的服装

继续在日本民间发展成为其民族服装———“和服”,日
本江户时代的«装束要领抄»认为:“和服沿唐衣服而

其制大同小异益,本邦通中华也始于汉,盛于唐世时,
朝廷命贤臣因循于徃古之衣冠而折衷于汉唐之制,其
好者沿焉不好者草焉而为,本邦之文物千岁不易之定

式也”,直至明代日本人仍以中华服饰制度为标准进

行服饰改革,这一切都是自丝绸贸易而带来的.
同属东亚的日本是中国生丝和丝织品的主要海

外市场,明人徐光启曾经说道:“彼中百货,取资于

我,最多者无若丝.”[２４]９１“从１６世纪后期到１６３０年

代早期,日本人每年进口的生丝,其中大部分来自中

国,估计从６万公斤增至２８万公斤.”[１２]３８０－３８１“每百

斤值银五六百两,取去者其价十倍.”[２４]９１苏州民间

商贩经常不顾政府禁令,载纺丝、绫丝、丝等货物

前往日本与之贸易.日本人松浦章«中国商船的航

海日志»一书载:“日本嘉永五年正月初六,清咸丰二

年一月二十六日,由苏州起航的丰利号商船抵达日

本长崎港口,丰利号商船从苏州带去的主要货物有

大呢、羽毛、绸、绉、京布以及中药材.”[２５]发展到后

来,市场不断扩大,苏州商人则开展获利更为丰厚的

“资本输出”,例如清代咸丰年间,经营纱缎的苏州商

人,还到日本、朝鲜“自行设庄营业”,仅在日本每年

销售纱缎“有二万匹之多”,至清朝末年,因时局所

迫,难受日本加征关税之盘剥,设在日本的苏州商号

才不得不倒闭歇业回国.

２．苏州丝绸在朝鲜

(１)商贸上,从明清之际,苏州商人对外贸易的

市场主要是日本、朝鲜,而销售的产品也当以丝绸为

主,有记载道称朝鲜“对中国丝织品素表欢迎,其输

入品从前为苏州之宫纱、官纱、亮纱、纺绸、素罗、板
绫、库缎等,每年约需数万匹.”每年销往朝鲜的苏州

丝绸达万匹,可知苏州丝绸在朝鲜市场之广阔,“向
为中国大宗贸易,每岁产额几千万元,工商之赖以生

活者几千万人,其对外贸易较大者向有二种,一行销

高丽、安东等处者,名高丽纱缎,一行销南洋群岛各

处者,各曰阔货”[２６].对于结婚成家这种大事,更是

要使用中国之物方显隆重“至于婚可,非异土之物拟

不成礼”[２７]１２０.
(２)文化上,明清两代,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

与中国之贸易可谓十分密切.朝鲜贫瘠,与之相比,
中国则是物产丰富,对此,朝鲜使臣在«燕行录»中感

慨道:“邹平县虽是山东最为残破的一个县,而物品之

丰盛页远盛于朝鲜王京.”[２７]１２０朝鲜人对中国物品之

喜爱更是无以复加:“服饰竞用唐物,上下无别.”[２７]１２０

(二)南洋辐射圈

南洋之名,乃是明清时期中国对东南亚一带称

呼,本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而这个中心则

是通过商贸交往来形成的.“凡南北舟车,外洋商

贩,莫不毕集于此,南洋各国,皆好中国绫罗杂缯,服
之以为华好.”[２８]中国台湾学者全汉升认为明代中

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产品,以粮食、军需品和丝绸

产品三类为主.苏州丝绸在南洋地区的辐射影响体

现在苏州丝绸的出口量上,虽然对于苏州丝绸具体

的出口额我们难以得知,但可以根据中菲贸易中的

船只往来数与白银流通量窥探一二,表５为１５７０—

１６４９年抵达菲律宾的年均中国船数和流入中国的

白银数量.依据全汉升的观点,中国输往菲律宾的

货物中,绝大多数为丝绸,“在１５８８年和之前,中国

输入马尼拉的货物,以价值论,约有９成以上为丝

绸”.“１６０５年期间,中国商品平均每年输往菲律宾

的商品金额为１１５万两,丝货因之为１０３万两.”[２９]

苏州丝绸在菲律宾售价虽高,但也千金难求,“中国

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２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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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１５７０—１６４９年抵达菲律宾马尼拉的年均

中国船数和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

年份 船只数(年平均)/艘 流入中国的白银/万两

１５７０—１５７９ ７．５ ２８．５
１５８０—１５８９ ２３．４ ８８．９
１５９０—１５９９ １８．５ ７０．３
１６００—１６０９ ２７．４ １０４．１
１６１０—１６１９ ２７．３ １０３．７
１６２０—１６２９ ２３．７ ９０．１
１６３０—１６３９ ３６．８ １３９．８
１６４０—１６４９ １８．１ ６８．８

注:本表来源于文献:吴承明．市场、近现代化、经济史论[M]．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２７１－２７２．

表６为明代输入南洋诸国丝绸产品统计表,南
洋诸国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丝绸贸易.明

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以菲律宾马尼拉为中转地的中

国和拉美地区之间的丝绸贸易.明朝政府于隆庆元

年部分开放海禁,准许民众商人到东洋、西洋开展贸

易,东洋为吕宋、苏禄等国,西洋为交趾、占城、暹罗

等国.[１５]３３９从此起,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贸易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１５]３４０虽然菲律宾在这个贸易格

局中处于中转站地位,但是,大量丝绸也进入到了菲

律宾为中心的南洋地区.在丝绸贸易方面,尤其以

中国Ｇ菲律宾Ｇ拉美地区的“太平洋丝绸之路”引人瞩

目,苏州丝绸产品通过闻名世界的菲律宾马尼拉大

帆船中转输往拉美各地,输往拉美地区的丝绸产品

价值之高,“１６０１年,在海上失事的商船圣托马斯

号,所载丝货价值竟超过法定限额２００万比索”[３０].
中国丝绸产品输往拉美地区是通过菲律宾马尼拉中

转来实现的,在马尼拉贸易繁盛时期,每年开往菲律

宾的中国商船常在二十到六十艘之间.
表６　明代输入南洋诸国丝绸产品统计表

明代时期国名 今属国家 丝绸产品种类

占城 越南 绫丝、绫绢

真腊 柬埔寨 锦、缎、丝布

暹罗 泰国 色绢、色缎

交栏山 印度尼西亚 五色布绢

旧港 印度尼西亚 五色布绢、色缎

重迦罗 印度尼西亚 花绢

满剌加 马来西亚 色绢

麻逸冻 菲律宾 五色布绢

彭坑 马来西亚 色绢

阿鲁国 印度尼西亚 色缎、色绢

苏门答剌 印度尼西亚 色绢

花面国 印度尼西亚 缎、帛

注:本表来源于文献:朱鹏．试论明代前期中国与东南亚的丝绸贸易

[J]．怀化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２１(４):３２Ｇ３４．

(三)欧美辐射圈

丝绸辐射圈产生的主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商业和

文化两个方面,其辐射的模式常常是以商业为目的,
但是在商业贸易中,贸易国或地区的文化也被潜移

默化影响了.

１．对欧洲的影响

a)商贸上,在欧美辐射圈里受到冲击最大的当

属的西班牙,再给予其商业性沉重打击的同时,也为

其殖民统治的瓦解打下了经济基础.西班牙丝织品

本来在国际市场也占有一席之位,可是随着价廉物

美的中国丝织品的冲击,西班牙丝织品一时无人问

津,西班牙殖民政府一度颁行禁止其控制的地区与

中国进行丝绸贸易的政策,但是利益的刺激令其政

策如同虚设.后来为了平衡贸易,西班牙只能向中

国输出白银,据记载１５６５—１８２０年间,西班牙从墨

西哥攫取了大约白银四亿比索,通大部分通过马尼

拉输入了中国.但是这种平衡举措治标不治本,当
丝绸被输送到西班牙的殖民地拉美地区时,中国丝

绸凭借其价廉物美之优势,与西班牙丝绸展开丝绸

商业大战,最终以中国丝绸产品获胜,西班牙在拉美

的主导性产业———丝织业趋于瓦解,有学者认为这

场中国丝绸获胜的商业大战“加速了西班牙经济的

衰落,促进了拉美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为

１９世纪的拉美独立战争奠定了物质基础”[３１]１０５.

b)文化上,苏州丝绸对于欧洲地区的另一个巨

大辐射影响体现在对欧洲社会转型方面.１６世纪

欧洲发生了著名的“商业革命”和“价格革命”,就两

起革命而言,其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联系十分密

切,有学者认为两起革命发生的原因在于来自美洲

的大量金银涌入欧洲,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也

有学者认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引起的社会

结构变化,西欧由农本转向重商才是两起革命的真

正动因.[３２]笔者以为西欧商品经济在１６世纪的跨

越式发展,离不开新航路开辟后急速扩大的海外贸

易,而西、葡两国当时海外贸易的重点区域在以中国

为核心的东亚和新拓展的殖民地———拉美,而与这

些地区的贸易又以丝绸贸易为主.可以说１６世纪

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在丝绸为主的海外贸易中,商
品经济获得巨大发展,进而将社会经济变革蔓延到

西欧其它地区,两起革命由此产生,进而推动了欧洲

的社会和时代的转型变革.

２．对拉美的影响

在新航路开辟后,西、葡殖民势力染指拉美地

区,随着西、葡东进,逐渐渗透进东南亚地区,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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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据的菲律宾群岛成为东西方商业贸易的中转

站,将欧洲、美洲、亚洲通过商业贸易联结在一起,世
界市场的轮廓逐渐完善.随着商业贸易的往来,中
国的丝绸产品也不断运抵拉美地区,在国际贸易中

形成了著名的“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以至于当时

“沿南美洲海岸,无处不有中国丝织品的踪迹”[１９]６５,
可见中国丝绸在拉美占据了广大的市场.绚丽多彩

的中国丝绸更是被拉美人民称之为“春天”,可见人

们对其喜爱之情.

a)商贸上,丝绸对拉美地区的商业辐射影响也

十分深刻,中国丝绸的盛行刺激了拉美丝织工业的

发展.中国输送到拉美地区的丝绸产品,碍于空间

与时间的限制,并不能满足需求量极大的拉美市场,
在此情况下,拉美民族丝绸工业应运而生,他们通过

太平洋丝绸之路从中国购买大量生丝原料仿照中国

丝绸进行生产,以至于“当时墨西哥用中国生丝织成

的锦缎可与欧洲制作的任何产品媲美”[１９]７１.拉美

丝绸工业的大发展为拉美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基

础,最早从事丝绸工业的一批人也逐渐成为最早的

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群体,这为后来１９世纪的拉美

独立运动奠定了经济基础.

b)文化上,中国丝绸对于拉美地区的辐射影

响,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上,丝绸的输入极大地变革了

拉美人民的服饰文化,拉美地区由于开发较晚生产

力水平发展较低,又加之西葡殖民势力的残酷压榨

盘剥,许多拉美人民苦于无衣可穿,当价廉物美的中

国丝绸传入之后.有人称道:“不论男人和女人,都
穿得十分讲究,丝绸的衣料比呢料和布料用得更多,
甚至连下层居民也穿丝绸.”[３１]１０４

随着殖民侵略活动,西班牙、葡萄牙将天主教宗

教信仰也移植到了拉美地区,天主教势力至今在拉

美地区仍然很强,天主教作为基督教的一个保守流

派,其十分推崇与遵循宗教礼仪与祈祷习俗,其十分

注重教堂陈设与宗教威严,是故宗教教堂经常布置

得十分华丽,在布置教堂方面,物美价廉的中国丝绸

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当中国丝绸与宗教信仰相

结合,被置于与上帝共同受到敬仰的位置时,拉美人

民已经将中国丝绸视作神物,在拉美人民的心理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四、结　语

苏州丝绸以产品为载体通过海外贸易逐渐在全

球形成东亚、南洋、欧美三个辐射圈,通过辐射圈对

贸易国或地区产生了积极的或经济或文化方面的影

响,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社会时代的进

步与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来看,研究明清时期苏州

丝绸的海外贸易,从苏州一地之视角切入,在了解苏

州“海上丝绸之路”悠久历史的同时,更能挖掘出“海
上丝路”形成的共同价值基础,为“２１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建设创造出圆融、共赢、合作的机会和条件,
为中国当前进一步深化的经济建设与改革拓展全新

的空间,也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周边

环境.同时,中国的“丝绸之路”的愿景将有助于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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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RadiationCircleofSuzhouSilkDuringtheMingand
QingDynastiesfromMacroＧPerspective

JINGMiao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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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themacrobackgroundofbuildingsilkroadinthe２１stCentury,theresearchonthe
historyofSuzhousilkduringMingandQingdynastiesisofmoregreatpracticalandhistoricalsignificance．
Throughdocumentanalysismethodanddataintegration,thispaperrevealsthedevelopmentofSuzhousilk
andforeigntradefromthedevelopmentperspectiveofSuzhousilkduringMingandQingdynasties．The
researchshowsthatSuzhousilkoccupiedanimportantpositionduring MingandQingdynasties,anda
radiationcirclewithcommerceandculturehasderivedintheglobal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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