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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 的关、邋市 稠 关禁 制度

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国内民族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忤。 “
汉兴,开关梁,驰 山泽之

禁
″
'汉族与月边少数民族幼贸易往来 日暂频繁,至汉武帝即位后,更出现了空前活跃的盛

况。然而多年来论者对此似有所忽略,至今尚无专门均研究。笔者不揣谫陋,拟从古代关的

设置入手,考察一下汊代民族贸易昀主要形式——关市贸易和关禁制度,以 此向识者请教。

一、关的设置与关市的起源

早在西周初期,我国境内就已开始建关①。春秋、战国之时,关的设置增多,并有关令

尹一类官吏看守关门②。到了秦汉时期,有关关均记载更多。据马非百先生《秦集史》等书的

辑录,秦代关的设置遍及全国:如 “
桊地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临晋关,南有蛲关③、武

关④。
”

秦地东部还有龙门关、合河关⑤。西部有散关 ,北 郭有宵关⑥,西南有扦关⑦、江关

⑧、零关⑨'南有榆关⑩。京城有湖关巛史记·范睢列传》)。 岭南有横蒲关、阳山关、湟关谷关

CK【史记·南越夕i传 》以及氵匡口关 (氵匡蒲关 )和严关巛读史方舆纪要”。

西汉时期,关的设置大星增加。除原有秦关外'新置汉关丬L有五原 关、常 山关、居 庸

关。西北有阳关、玉门关。岭南有界关、合浦关、荔平关、离水关、谢沐关、雍鸡关、柱蒲

关、进桑关。内地和靠近内地有陆浑关、上党关、壶口关、石研关、夭井关、郧关 (《 汉书·

地理志>。 桊临晋关去蒲津止百里,汊武帝因之改为蒲津关巛嘉庆一统志》)。 崛谷关原在弘农

郡宝灵县南十里 (《读史方J⒋ !纟己要”。汉武帝元鼎三年。 “
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

”

CK【书汉·武帝纪》。应劭日: “
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

财给其用度。武帝亦好广阔'于是徙关新安,去 弘农三百里。
”

东汊灵常中平元年,为镇压黄巾起义,又新置和重建函谷、大谷、广城、伊阙、擐轳、

旋门、盂津、小孟津渚关巛厅汉书·皇甫宀亻扌》)。 潼关、白水二关,亦是东汉所建⊙。

所谓关,又称关口、关卡'就是置于边防地区或区域界上沟出入要塞。 《韩非子 ·外储

说左上 》说
“
乘白马过关

”,指的就是这种出入要塞。关有关门,关 门之上 建 褛,称 为 斗

楼'或关搂。 《后汊书·岑彭列抟》载:公孙述籽数万人乘枋箅下江关, “
横江水起浮桥、斗

楼,立孝赞柱绝水道。
”

斗楼, 《资治通鉴》祢为关搂。唐人司空曙 《关山月》诗中亦有
“
野

幕冷胡霜,关楼宿边客
”
之语。

关楼由关都尉带兵镇守。 《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关都尉,桊官。
”
汉承秦制,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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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置关都尉,或 由地方官代管。函谷关和武关,扼山东入京通道,意义非凡。常派重要官员

镇守。 《汉书·魏相传》载: “
霍光曰: ‘

函谷
’

京师之固,故 以丞相弟为关 都 尉。
”

《武:

帝纪 》太初四年
“
徙弘农都尉治武关。

”
东汉建武九年

“
省 (函谷 )关都 尉

”,至 十 九 年
“
复置函谷关都尉

”
CK【后汉书·光武帝纪>。灵帝新置八关

'“
并置关都尉

”
(《后汉书·皇甫嵩传沩。

有的关都尉十分凶狠。 《史记·酷吏列传》载: 彳
上 (汉武帝 )乃拜(宁 )成 为关都尉。岁佘,

关东吏隶郡国出入关者,号 曰
‘
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

’
。

”

看守关门的官吏称为关令尹'或称尹、司关、关吏、关人,负责
·
稽查行旅和来往商货。

这一制度由来已久,西用时有
“
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关门

”
CKK周礼·司徒 ·司关>。 《仪

礼·聘礼 》: “
及竟。张旃誓,乃竭关人。关人问从者几人,以介对。

”
《史记·老子列传 》

亦载有一个名叫喜的关令尹,看守函谷关 (一说散关 )。 秦汊承袭先秦旧制。武帝时地处京

师附近弘农郡的武关,就设有关吏、卒负责看守CKK汉 书·武帝纪”。函谷关亦设有关吏,检查

符传 CK【汉书·终军传》)。

关的设置,大致可分为两类。设在内地主要通道或区域界上的关,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

起义和谋反作乱者。贾谊说: “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 ,据险塞,修 甲兵而守之

”

【KK新书·过秦论》。侯应也说: 〃
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

”(《汉书 ·

匈奴传》 。东汊灵帝新置八关,是在张角起义, “
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
之时,目 的在于

“
修

理攻守,简练器械
”

CKK后汉书·皇甫嵩列传》 ,保卫东汉王朝于风雨飘摇之中。设在边防地区

或国境线上的关,则是为了防御外族入侵和稽查行旅。 《孟子⋯梁惠王下》朱熹集 注 谓
“
关

市之吏,察异服、异言之人
”

。 《国语·周语 》说: “
敌国宾至,关尹以告

”
。注: “

关尹 ,

司关 ,掌四方之宾客。
″

岭南诸关 ,是出于
“
秦始皇筑以限越

”
的目的(旬

、
西通志》卷二百三十 ),

即为了防范越人逾岭北击中原。 “
莴关襟带西凉,咽喉灵武,北面之险

”
巛平凉府志》,则具

有抵御匈奴等族南征的意义。

与关密切相连的关市,古人有两种不同均解释。由于先秦时期关与市皆征赋税,所 以当

时文献上所说的关市'均指关与市的合称 :

《荀子·富国篇》: “
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

”

《孟子·滕文公下》: “
去关市之征。

”
朱熹集注: “

关,谓道路之关。市,谓都 邑之

市。
”

《吕氏春秋·仲夏 》:“ 门闾无闭,关市不索。
”

高诱注 日: “
关,要 塞 也;市 ,入 聚

也。无索,不征税。
”

无疑,先豢文献上说沟关市,包括关卡与都邑中特定均商业区。
·
到了汊代,关市沟函义已发生了明显昀变化。 《史记·南越列传 》载: “

有司请禁 南越

关市铁器。
”

《汉书·匈奴传》说: “
然匈奴贪,尚乐关市。

” “
汊使四将军击胡关市下。

”

显然,这里所说的关市,是指设在边境关门之下的市集。由于两汊的关市是汉族与周边少数

民族交流物资的场所,所以又称
“
胡市

”
CKK后汉书·鲜卑列传》)、  “

合市
”

【K【 唇汉书·南匈奴列

传》或
“
交市

”【KK三国志·魏志·鲜卑传>。

作为汊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交流物资的场所,关市设在边境关门之下,周围有堑沟9四面

有门,是一种规定一定时间与地点的市集。在我国历史上,关市贸易最早始亍何时?《 周礼

·地官·司市 》说
“
大市 日昃 (侧 )而市,百族为主。

”
雨司关的职掌之一就是

“
司货贿之出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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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
”

巛月地·礼宫·司关》 。春秋之时齐、晋诸国征收关税已有记载

巛国语》卷六《齐语》、卷十《晋语》,《左传》文公十一年),当 时人亦常有反对征收关税的议论 【KK孟子
。膝文公下》、《荀子·富国》 。因而我们可以设想,华夏族 (汉族的前身 )与周边各 民族、部

落昀贸易往来,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自春秋甚至商周时期就已出现。但是历史文献上有

明确记载的关市贸易, 目前只能追溯到汉初。上引《史记·南越列传》说: “
高 后 时,有 司

请禁南越关市铁器。 (赵 )佗 曰: ‘
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昕馋巨,别异蛮夷,隔绝器

物,此必长沙王计也)” 高后
“
禁南越关市铁器

”,说明在此之前汉、越已经通关市。赵佗

赞扬
“
高帝立我,通使物

”
,指责吕后

“
别异蛮夷 ,隔绝器物

”,则表明两族交流
“
器物

”
,

互通关市当在汉高祖在位之时。此外,虽然 《汊书·娄敬传》载,汉高祖派娄敬往匈奴
“
结和

亲之约
”,没有提及

“
通关市

”,但 《匈奴传 》说
“
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 关 市,给 遣 匈

奴、遣公主如故约
”
。这就值得我们推敲:第一:在 “

和亲、通关市
”
、 “

遣公主
”

之前 ,

冠以
“
复与

”
两字,说明在景帝之前已开始

“
遣公主

”
、 “

通关市
”
。和亲之约开始于汉高

帝,通关市无疑亦应始于此时。第二,在 “
和亲、通关市

”
、 “

遣公主
”
之后又加上

“
如故

约
”
三字。这个

“
故约

”
显然是指汊高帝派娄敬往匈奴

“
约为兄弟

”
的故约;这又进一步反

证当时缔结
“
故约

”
的内容包括了

“
和亲、通关市

”
诸项内容。因此我们认为,汉族与周边

少数民族互通关市9在汊高祖在位之时已开始,这应是没有疑问的q

二、汉代关市的兴盛

两汉时期,关市贸易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在遍及周边各地区的关市

贸易中,西北独占鳌头,而 与匈奴的
“
通关市

”,不仅贸易额首屈一指,而且经数百年之久

而不衰。

匈奴是与汉朝比肩雨立均东方一大民族。世居大漠南北。 “
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

饶
”

,过着
“
逐水草迁徙,居无常处

”
的游牧生活,其经济远比

“
以农桑立国

”
的汉族:落后。

他们
“
好汊缯絮食物

”
、 “

贪汊重币
”,因 而

“
尚乐关市

”
。而关市贸易对汉朝来说,不仅

可以得到匈奴太量仂牲口、皮革、羊毛等
“
累金之物

”,且亦可以此作为羁縻匈奴之策'所
以也主张开放关市。

早在战国时期,匈奴与华夏族已有密切的联素②。汉初实行开放关梁的政策, “
更令宽

广
”, “

边塞开斥,与民无禁
”
。汉高帝九年 (公元前198年 )派娄敬往匈奴与冒顿单于

“
约

为昆弟
”,又开放关市,许匈奴人民贸易往来。从此开始了两族分疆自立、和睦共存的新时

期⑩。汉文帝十二年 (公元前168年 )下诏
“
除关无用传

”,撤消关卡检查,实行
“
通关梁、

不异远方
”

巛叉书·文帝纪》)的政策,鼓励各族人民自由通商。这不仅为匈奴牧民入塞贸易提

供有利条件9而且亦有利于汉族芮贾
“
周流天下

”,出 关经商。汊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

年 9, “
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

”
CKK汉书·匈奴传》。汉武帝即位后,进一步对匈奴实行 饣厚

遇关市,饶给之
”

的优惠政策。匈奴吏民
“
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与汉族 商、民进 行 交

易。 “
马邑之谋

”
发生后, “

匈奴攻当路塞,入盗汉边
”,双方交战多年,然匈奴

“
尚乐关

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
”,两族贸易往来依然如故。昭、宣以降,汉匈友好关

系日渐恢复。 “
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声,黎庶亡干戈之役

”
 (《汉书·匈



奴传》)。 在和平环境中,两族关市贸易获得了颀利的发展。匈奴的
“
骡驴吒驼,衔尾雨入,

蝉耵奚母原马,尽为我畜
”

巛盐铁丨仑·力耕》),而汉族昀丝绸、食物、车舆、衣服。亦源源不断流

入匈奴。

新莽时期,汊匈贸易曾一度中断。东汊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光武

帝建武二十八年 (公元s2年 ),北匈奴单于
“
数乞和亲,远驱牛马,与汉合市

”
`东汊政府

遂开关市。明帝永平六年 (公元G3年 ),北匈奴
“
欲合市

”,明帝
“
许之

”
。章 帝 元 和 元

年,北匈奴单于进一步请求
“
与吏人合市

”
。章帝

“
遣使迎呼慰纳之。

”
匈奴官员

“
驱牛马万

余头来与汉交
·
易。

”
东汉政府隆重加以接待 ,“诸王大人或前至 ,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

遇之
”

CKK后 汉书·南勾奴传》)上述情况表明,东汉时期汉匈关市不仅贸易额增太,一次交易多

达牛马万余头,而 卫̂匈奴单于亲自出面请求
“
合市

”,关市贸易遂从民办发展为官营。

自张骞通西域以后,西域东来幼
“
商胡贩客, 日款于塞下

”
巛后江1书 ·西域饽》),.汉 与西

域各族的关市贸易日渐兴盛。西汉昭帝时,御史大夫桑弘羊说: “
汝、汉之金9纤徵之贡,

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
”

巛盐铁沧·力耕》)。 这说明汉族与羌族昀贸易已受到 官方 的 注

目。武都地方,羌 氐杂居,是汉族与羌氐等少数民族进行茶叶交易门场所。荼叶 (《 尔雅 》

称为
“
邦费

”
)在 西汉时已被蜀人发现,王褒 《憧约》中有

“
武都买茶夕杨氏担荷

”
、 “

烹茶

尽具,已而盖藏
”

等记述,反映了蜀地出产的茶叶运至武都9卖纷西北少数民族沟盛况。东

汉初年,位于河西走廊坊姑臧,发展成为
“
与羌胡合市

”
的屮心夕而有

“
宫邑

”
之称。 《后

汉书·孑L奋 抟》载: “
窦融据河西之时, (孔 )奋守姑臧长。时天下扰乱'堆河西独安。而姑

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 日四合。
”
李贤注曰: “

古者为市一 日三合⋯¨今既人货殷繁,

故一日囚合也,” 直至曹魏初年,河 西的关市贸易仍很繁盛,且得到政府沩保护。 《三国志
·魏志·仓慈传》记述当时情况说:太和中,仓慈为敦煌太守, “

西域杂葫欲来贡献⋯⋯慈皆

劳之。欲诣洛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艾市'使吏民护送道

路,由是民夷翁然称其德惠。
”

自匈奴西遁后,乌桓、鲜卑与汊族沟关市贸易日趋频繁。早在西汉中块,武帝在幽州设

护乌桓校尉,管理乌桓。上谷至辽东, “
北邻乌桓

”,是与乌桓进行贸易打窗口巛以t平 任l览》

职官部引应劭《汉亡仪V。 王莠时罢乌桓校刷巛资治通鉴》汉武帝元狩四年胡注)。 东汉初年,乌桓大

人
“
率众向化

”
'归附于汉。建武二十五年9司徒掾班彪建议复置乌枉校尉,以

“
附集

”
胡

人。光武从之, “
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开 营府,并领鲜卑,赏辉质子 ,岁 时互市焉

”

巛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 “
岁时互市

”
, 《后汉书·百官志》注弓i应劭 《汉 官》作

“
岁 时

胡市
”,就是每年规定囝定汾时间,开放关市贸易。 《三国志·劣乜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

引《魏书》裘:乌桓
“
能怍白酒,两不知作脚粟米 9常仰中国。

”
顺帝阳嘉四年冬, “

乌枉寇

云中,遮截道上甫贾车牛千佘两 (辆 )” 巛后汉书·J1桓奸卑刀l泠》,可 见汉与乌桓盅易之盛。

献帝初平年间,刘度为瑚州牧,继续对乌桓开放上谷关市贸易9成绩显著。《后汉书·
,刂 虞列

传 》说: “(虞 )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莹,谷石三十。青徐

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
”

这说明了
“
上谷胡市之利

”
'使上 谷、渔 阳 二 郡

“
农

柱
”

发达,盐铁丰饶,乌桓人因之能够在这里聚落而居, “
民悦年登

”
'安居乐业。

东汉初年,鲜卑强盛,多次入寇汉边, “
杀略吏人,无有宁岁

”
。光武末年,鲜卑诸部

先后归附汉朝。安帝永初年间,鲜卑太人燕荔阳亲至洛阳朝贺。东 i叉 王朝赐鲜 卑 王 印 绶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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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止乌梃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鄞,各遣入贡

”

CK【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说后东汉与鲜卑沟关系时紧时松,但两放关市不绝。灵帝熹平 年

间蔡邕议曰: “
自匈奴遁后,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

关塞不严9禁 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痰,过于匈奴
”

巛后汉书·乌桓鲜卑列发》。

中平初应劭在驳议中亦云: “
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

惟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

威怀德⋯⋯。
”

应劭还说: “
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

陆掠残害。却居入,钞商旅,卩敢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

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巛后汉书·应劭列传” 。

上述蔡邕、应劭沟议论不元民族的偏见,但从中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到 :

第一,鲜卑是一个
“
犬羊为群

”,无 “
庐落之居

”
的游牧民族,缺乏铁器、缣帛等

“
中

国珍货
”,因之愿意与汉朝友好,互通关市,即所谓

“
唯至互市,乃来靡眼

”;或者以
“
取

缣帛,聚欲烧之
”

相威胁,强行
“
以物买铁

”
。

第二,出 于安全的考虑'东汊禁止铁器外销,但 “
关塞不严,禁网多漏

”,精金、 良铁

不断流入鲜卑。这说明两族关市贸易的发展,连东汉王朝昀禁令也阻挡不了。

由于鲜卑在关市贸易中获得了
“
精金良铁

”
诸种

“
珍宝

”,使之
“
兵利 马 疾,过 于 匈

奴
”,因雨刺激了鲜卑大人扩大关市贸易的欲望。建安十八年,鲜卑大入育延

“
将其部落马

千余骑
”

至冀州
“
求互市

”,西部都督从事梁习
“
许之,往与会空城中交市

”
巛三国志·魏志

·粱习传》注刂丨《魏略》)。 直至黄初三年 (公元222年)鲜卑大人柯比能还亲自率三千余骑,驱牛

马七万余口前来与汉人
“
交市

”
巛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

汉代对南方少数民族均关市贸易,以 西南夷族最为频繁。秦始皇统一中 国 后,派 常 殒
“
略通五尺道

”,打开了西南夷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①。从 此, “
栈 道 千 里,元 所 不 通

”

巛史记·货殖列饽》)。 汉初实行
“
关蜀故徼

”
⑧的政策。师古曰: “

西南之徼,犹北方塞也。
”

所渭
“
关蜀故徼

”,就是禁止夷汉吏民进出蜀地关塞,限制对西南夷的关 市 贸 易。但 是 ,

“
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茭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
巛汉书·西南夷传》)。 西南夷

买得蜀布、邛竹杖后,通过身毒商贾转卖到大夏等国CKK史记·
J人宛列传》)。 夜郎商贾则从蜀人

手中买得拘酱,然后沿洋柯江运到岭南的番禺出卖巛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大宛列传 》

载: 
“(昆 明 )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

、,名 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
”

《正义 》曰:

“
昆、滇等州皆滇国也。其西有滇越、越焦,则通于越,细分而有焦、滇等名也。

”
上述情

况表明,汉初蜀贾与西甫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不仅相当广泛`且其交易额亦颇可观,因而

发了大财。如蜀卓氏:i饺器
“
倾滇蜀之民,富致僮千人,田 池射猎之乐,拟 于

^、

君
” (《史记

·货殖列传》)。 武市沃而马耜如
“
略定西夷

”
后, “

除关边,关益斥
”

巛史记·司马衤Γ如歹刂传>。

关边既除,汉族人便可 ol公开、 自由地出关贸易,而不再是持货
“
窃出

”
了。这就进一步促

进了西南地区关市贸易均主展。

五岭之南是南越族居△出1地方c为 了开发蛉南,桊始主修筑了通向泠南的
“
新道

”
⑩。

汉高祖即位后, “
立 (赵 )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

”
。对南越的关市贸易大概

在此时开始氵刘邦死后,宀后实行
“
别异蛮夷,隔绝器物

”
的政策, “

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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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

巛史记∷南越列阼》)。 吕后
“
出令曰: ‘

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 ;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

牝。
’”

CK【汉书·南粤传》关市贸易受到极大的限制,引起南越的强烈不满。文帝即位后,恢

复了和睦政策,双方扩大了经济联系。武帝元鼎四年南越太后
“
即因使者上 书,请 比 内诸

侯,三岁一朝,除关边。于是天子许之
”

巛史记·南越列传》)。 所谓
“
除关边

”
, 《汉书 ·窦

婴传 》服虔注曰: “
除关禁也

”
。 《补注 》先谦曰: “

《官本》注文有
‘
《索隐 》谓除关门

之税
’

八宇,后人误加。
”

据此我们可知,汊武帝允许
“
除关边

”
`就是废除限制汉越贸易

往来的禁令。从此两族关市贸易获得了顺利的发展。中原地区的金铁田器、马牛 羊 以及 丝

绸、铜镜等不断运进岭南,岭南的土特产如盐、水果、:1k玑、犀角、象牙、玳瑁、翡翠等输

入内地。有个从山东迁到蜀郡临邛的贾人郑程, “
冶铸9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

”【K【 史记·

货殖列传》)。 索隐曰: “
魁结之人,上音椎髻,谓通贾南越也。

”
这是蜀商与南 越

“
通 贾

”

的证明。 《汉书 ·地理志》亦说: “
中国往 (岭南 )商贾者多取富

”,更说明了南越与内地

贸易的繁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

第一,关市贸易遍及周边各少数民族。

汉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是富于
“
耕稼之利

”
、 “

机杼之饶
”

的农业社会9而周边少数民

族大都处于游牧或渔猎经济阶段。汉族的丝绸、铁器是各少数民族垂涎的
“
珍品

”,而 “
蛮

貉之物
”

亦被汊族官民视为
“
饶国用

”
、 “

给民用
”

的
“
宝货

”
。因此,关市贸易就成为双

方
“
均有无、通万物

”
的共同要求。最早与汉朝臣民

“
通关市

”
的民族是匈奴和南越,而对

匈奴贸易最为重要。匈奴衰落后则以西域胡羌最引人注目。在关市贸易中9最初主要是各族

百姓之间的物资交流,汉武帝以后不仅政府插手关市贸易,而且由于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关
市贸易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不仅匈奴、南越继续与汉族通关市,而且东北的鲜卑、鸟桓,西

域的胡羌,西南的夷族p都先后架起了互通关市的桥梁,关市贸易不断扩太,遍布于周边各

族,成为我国境内兄弟民族经济联系的主要形式。

第二、关市贸易是在时断时续的民族冲突的环境中进行的。

尽管两汊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已经确立,但是汉族与周边各族之间并没有

长期维持和睦共存的局面。由于汉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剥削、压迫和i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族的

侵犯和掠夺,民族矛盾时或激化,以至发生武装冲突。这种时断时续的民族冲突,干扰和破

坏了关市贸易的顺利进行和正常发展。由于匈奴人的进犯和王莽的倒行逆施,汉匈贸易曾经

中断多年。 “
厨宾常杀汉使,孝元时绝之

”,直至他们
“
悔过

”
之后,双方才恢复

“
通货市

买
”

巛汉书·西J或 传>。  “
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多辆

”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沩
'

双方关市贸易因此而被废弃。汉羌贸易中断五,六十年,是由于东汉王朝对羌族发动大规模

战争所致。鲜卑大人的多次侵扰 ,“ 常为州郡所畏
”

,因而当他们
“
一旦

” “
求互市

”
之时,

汉族官员
“
恐为所掠

”,只好在一座
“
空城

”
中,与之

“
交市

” (《三囤志·魏志·梁习传》)。

显然,两汉四百年间汊族与周边各族的关市贸易'是在时断时续的民族冲突的复杂环境中进

行的,其发展之艰难与缓慢是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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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代的关禁制庋

由于关市贸易是在断断续续沟民族冲突中进行的,汉 与各族之间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和睦

局面,所 以汉王朝出于安全的考虑,先后制订和施行了一套严密的关禁制度,对关市贸易严

加管理和控制。

第-,凭 “
符传

”
出人关门。

据 《孟子·梁惠王下》的记载,早在
“
(周 )文王治歧

”
之时,交通要道的关口,就设有

“
察异服、异言之入

”
的

“
关市之官

”,过关者须经检查之后方许放行。战国时,齐、晋、

宋诸国亦置官关门,稽查行旅,讥察过关商贷 CK【 目浯》卷六《齐语》、卷十《舌语》;《左传》文公十一年)。

汉代承袭前代关禁钏度9不仅派官吏看守关门,而且规定出人关门的行人、商货须凭符传。

汉文帝施行
仃
通关梁,不异远方

”
巛史记 紊̈文本纪>的政策9十二年 (公元前168年 )三 月

“
除关无用传

”
,即 取消出入关门的凭证⊙。汉景帝四年 (公元前 153年 )春 , 

“
复置 诸 关

用传出入
”

巛汉书·只帝纪》)。 这说明施行
“
除关元用传

”
为时很短,只 有十五年之久。汉景

帝以后虽然有田虫分、谷永等人先后提出
“
开关梁

”
、 “

除关禁
”

的建议⑩,汉武帝曾允许南

越和西南夷
“
除关边

”
CKx/史 记·南越列∫年》、《西南夷夕哄 >,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m年)因

“
今

岁不登
”
,令 “

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元用传
”

“汉书·宣帝纪》。但是其他时问和地区仍

施行关禁制度。 《汉 书 ·终 军传 》载 :“ 军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 吏 予 军 孀。军问 :

‘
以此何为 ?’ 吏曰: 亻

为复传,还当以合符
’⋯⋯。。

”
张晏曰: 〃

编音须,符也,书 帛裂

丽分之,若券契矣。
”

始建国二年十工月令
“
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

舍,关津苛留?(《 汊书·王莽传》)。 师古曰: “
旧法,行者持符传,即不稽留。今更令持

布钱,与符相副,乃得过也。
”

始建国田年南阳人郭丹
“
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

” (《 后

汉书·郭丹列传》)。 显然,新朝对于出入关门的限串J,较之西汉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东汊时期仍严格施行关禁匍度。 《后汉书·申屠蟠列传》载: “
子居临殁,以身托蟠;蟠

乃躬推辇车,送丧归乡里。遇司隶从事于河筑之问,从事义之,为 封传护送,蟠不肯受,投
传于地雨去。

”
章帝时对关的管理更加完善,规定了关梁肩闭的圃定时闯⑩,直 至 三 国 时

期,关禁制度仍施行不变④。

如上所述,两汉四百年间,凭符传出入关门的制度施行不绝。所谓符传, 《汉书 ·文帝

纪 》注引张晏曰: “
传,信也,若今过所也。

”
如淳曰: “

两行书缯帛,分 持 其 一;出 入

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
”

李奇曰: “
传,桨也。

”
师古曰: “

古者或 用 棠,或 用 缯

帛。柴者 ,刻 木为合符也
”

。又 《后汉书·郭丹列传》李贤注曰: “
符即濡也

”
。由上所列,

可知符传是从先奈时期沿袭下来的ˉ种过关的凭证,或称为编,用缯帛制成,写 着 两 行 文

字,栽为两份,一 份留关门9一份交给过关商贾、行入。进出关门时,两份若相符合,方可

放行。还有一种过关的凭证,或称为
“
棠

”
,用木刻成,亦剖为二,两相符合者才准过关。

晋代崔豹 《古今注下》《闸答释义 》曰: “
凡传皆以木为之,长五寸,书符于上,又以一板

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 以为 f古 也。如今j之 过所也。
”

这里所谓
“
符

”
, 

“
以木为之

”
,

实为
“
棠

”
之误。对于入关后又要返回出关者,关吏检查后则把符传还给本人, 

“
后复出,

合之以为符估
” (《 汉卜 终军传》、《后汉i氵

·郭
'冂

·传》李贤注弓|《 前丨氵心义》。 )



没有符传出入关门者,称为
巧
阑
”

⑧,要受到一定的惩罚。 《汊书·王莽传》师 古 日:

“
旧法,行者持符传,即不稽留。

”
这说明不持符传者,要受稽留之罚。武帝元封四年,长

ila侯 杜恬, 
“
阑出函谷关,国除

” (《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文帝甚至下诏: “
匈奴无

入塞,汉无出塞'犯今法者杀之
” (《 汉书·匈奴传》)。 但是,关禁尽管严厉,由于关市贸

易的发展和政治斗争的频繁,各地吏民阑出关门者,仍层出不穷。巴蜀商贾 携 带 货 物
“
窃

出
”

关塞,卖给夷族和滇越居民 (《 汉书·西南夷传》、《史记·大宛列传》)。 武帝时,西北边

塞也常有
“
阑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

” (《 汉书·西域传》师古曰)。 内史 宁 成,犯 罪
“
解

脱
”

后, 
“
诈刻传出关归家

” (《 汉书·宁成传》)。 《后汊书·郭丹列传 》载:南阳 人 郭 丹
“
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

”
李贤注曰: “

买符,非真符也。
”

《东观记 》曰: “
丹从宛

人陈洮买入关符。
”

显然,郭丹入关用的是伪造的假符。

第二,违禁品不准出关。

在关市贸易中,汊族的铁兵器由于为周边各族所望尘莫及而受到他们特别的青睐。汉武

帝开 边 拓 地 所以能获得成功,原 因之一就在于具有精良的铁兵器。当时人陈汤语曰: “
夫

胡兵五而当汊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 弩不利。今闻颇得汊巧,然犹三而当一
” (《 汉 书

·陈汤传》)。 奉世亦说: “
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 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

犀利,可用四万人,∵月定以决
” (《 汉书·奉世传》)。 显然, “

兵刃朴钝,弓 弩不利
”

是
“
胡兵

”
弱于

“
汊军

”
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保持军事上的优势,防止周边各族由于得到铁

兵器而
“
兵利马疾

”,反过来攻击汊朝,因 而汉朝在关市贸易中,首先把铁兵器列为禁品,

叉因铁器可改铸兵器,所 以铁器亦不准外销。 《汊徘》规定: 
“
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

关
” (《 史记·汲郑列传》注应劭引律)。 吕后下令

“
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

” (《 汉书·南粤传 》)。

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众至长安归降, 
“
贾人与市者,坐 当死者五百余人。

″
这么多的贾

人之所以被处以极刑,其罪名就是
“
持兵器出关

”,触犯了刑律。这件事表明,汊朝不仅严

厉禁止铁兵器在关市上出售,而且
“
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

”
,与

“
阑出财物于关边

”
同样

问罪 (《 史记·汲郑列传》及注 )。 东汉时期, 
“
精兵良铁

”
,亦被列为

“
关塞禁网

”
之物,严

禁外销 (《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设于上谷宁城 (今河北万全 )的
“
胡市

”,是汉族与鲜卑

人交易的场所,鲜卑人
“
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

”
,常 常 发 生

“
反 叛

” (《
=工

书·应劭列

传》)。

弓弩和∴牲口,特别是马匹,也是不许出关的违禁品。 《汊书·景帝纪 》中元四年春 三 月
“
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

”
。服虔曰: “

绾,卫绀也。马十

岁,齿下平
”

。 《昭帝纪 》始元五年
“
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

”
。应劭 曰: “

武帝数伐

匈奴,再击大宛,马死略尽,乃令天下诸亭养母马,欲令其繁孳,又作马上弩机关,今悉罢

之。
”

孟康曰: “
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 不 禁 也。

”
师 古

曰: 
“
亭母马,应说是;马弩关,孟说是也。

”
据此我们可知,自 景帝至昭帝 '先后将十岁以

下齿未平的马、十石以上的弓弩,特别是母马,列为禁品, 
饣
皆不得出关

”
。吕后时,亦 曾

下令母马、母牛、母羊等
“
毋予蛮夷外粤

” (《 汉书·南粤传》)。

有意思的是,汊朝还把蚕种看作违禁品, 
“
秘而不赐

”,禁止出关。

到蚕种,向 汊朝求婚。王女把蚕种藏在帽子里,私带出境,于阗人从此学

(《 大店西域记》卷二十。参见方豪《中国交通史》第一册79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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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 :“ 孝景中二年,侯九坐买塞外物罪,国除。
”

侯九,即

宋子侯许瘛的嗣侯。他因
“
买塞外物

”
而获罪除国。这说明不仅违禁品不准出关,而且塞外

物品亦不许随意私买入塞; “
买塞外物

”
是一种犯法行为,要受到朝廷的处罚,就是官至封

侯,亦难以幸免。至于汉朝规定塞外何种物品禁止入口,因未明著于史籍,我们就无从稽考

了。不过,史载东汉时窦宪曾以钱八十万,托班超从西域市得杂厨十凡张,又令人载杂彩七

百匹、 白素三百匹, 以市 月氏 苏合香、 暑茁登毛(《 班固《致班超书》。所市诸物见《太平御览》卷

814、 816、 982,《 艺文类聚》卷85)。 这说明骡马弓乇驼
”

和
“
璧玉珊瑚

”
各项珍品允许进 口外

(《 盐铁论·力耕》),从外域购买毛革制品和香料之类入塞,也是不违法的。

第三,征收关税。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n0《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书中说: 
“
关税起源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

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65页 )。 中国古代的关税,就是 这 种

对
“
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

”
,即 商货进出关门时政府征收的过境税 (通过税 )。 古代关税的

征收,最早可追溯剁周代,当 时所谓
“
关市之赋

”
,就包括关税在内②。春秋各国征收关关

税似更普遍⑧。到了战国时期,关税 日渐苛重。 《荀子·富国篇上》说
“
今之世而不然 ,厚刀

布之敛,以夺之时,重 田野之税,以 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
”
《孟子·滕文公下》

载戴盈之语日: 
“
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

”
商鞅则主张

“
重 关 市 之税

”

(《 商君书·垦令篇》)。 云梦出土秦简中的 《关市律 》还规定不交关市税者
“
赀一甲

”
。《史

记·李牧列传》载,赵国在雁门关
“
置吏

”
,征收

“
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市卒费,日 击 数

牛,飨士
”

。这表明关市税不仅征收于内地区域界上的关徼,且亦征收于边区的关徼,而其

税额也是相当可观的。

西汉初年一反秦代
“
缮津关,据险塞

”
、 “

赋敛无度
”

的
“
急政

”
、 “

苛法
”
,实行启

开关梁、免征关税的惠商政策。 《史记·货殖列传 》说: 
“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 山 泽

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

《汉书·武帝纪 》载:太初四年 (公元前101年 ), “
冬,徙 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

以给关吏卒食。
”

这是汉代征收关税的开始。有的同志不同意汉代关税始征于太 初 四年 之

说,马大英著 《汉代财政史 》说
“
关税n1开征,有可能推前到汉景帝时

”
,而太 初 四 年 只

“
是恢复而不是创始

”
征收关税。也有人认为

“
关卡税的实行应在武帝之 前 便 有 了

”
。然

而,这种意见仍似有可商榷之处。

否认太初四年始征关税的同志所依据的是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记载的一件事 :“ 魏

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 设明堂,令列侯就

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
” 《索隐》案:除关, 

“
谓除关门之税

”
。此事发生在

武帝建元一年 (公元前l4o年 )。 这些同志认为,既然这一年
“
除关

”
,即

“
除关门之税

”
。

那么关税的征收一定是早已存在了。马大英同志甚至把
“
关税的开征

”
,“ 推前到景帝时

”
,

大概是因景帝四年奉
“
复置诸关用传出入

” (《 汉书·景帝纪》及注)的缘故吧。

然而这个结论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如果建元一年的所谓
“
除关

”
是

“
除关门之税

”
,那么文帝十二年三月

“
除关无

用传
” (《 汉书·文帝纪》)的 “

除关
”
,亦应是

“
除关门之税

”
。但是,景帝四年 春

“
复 置

诸关用传出入
”,应劭曰: 

“
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至此复用传

”
(《 汉书·景帝纪》及注 )。



就是说,景帝仅仅是
“
复用传

”
而已,并没有恢复征收关税。这样,辞元一 年

“
除关 门 之

税
”

就放了空炮。因为当时并元
“
关门之税

”
可以

“
除

”
。

第二,武帝元朔三年 (公元前126年 )对西南夷
“
除 关 边

” (《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元鼎四年 (公元前 113年 )又对南越
“
除关边

” (《 史记·南越列传》)。 如果
“
除 关 边

”
是

“
除关门之税

”
,而 自文帝

“
除关

”
之后,景帝只是

“
复用传出入

”
`关税一直没有勹汝复 ,

那么对西夷与南越的
“
除关边

”
,同 样是放了空炮,令人费解。

我以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对
“
除关

”
一语的解释上。就是说 《索隐》所谓除关即

“
除关门

之税
”

的说法有问题。

颜师古注 《汉书·卩蚧传 》
“(窦 丿婴、吩俱好儒术⋯⋯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

”

这段活时,引 录服虔曰:除关, 
“
除关禁也

”
。王先谦的 《补注》说得更明白: 

“
《官本》

注文有
‘
《索隐 》谓除关门之税

’
八字,后∷丿、误加。

”
显然,所谓 《索隐》之说不足信,雨

服虔所言甚是。按照服虔所言,上述问题就迎刃而解:太初四年以前,西汉王朝一直免征关

税,文帝十二年
“
除关元用传

”
,即

“
除关禁

”
,出 入关门不用凭讧。景帝四年

“
以七国新

反,各非常
”

而恢复符传制度 (《 汉书·只帝纪》注 )。 武帝即位不久,先后对西南夷和 南 越

解除关禁。到了太初四年,由 于多年对外用兵,兴师暴众, “
招四夷,天下 费 多,财 用 益

匮
” (《 史记·汲郑列传》),吏卒供给困难,才开始征收关税,“ 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

”
。

显然,武帝之前始征关税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建元一年丞相魏其侯窦婴、大尉武安侯田蚣仅仅是
“
欲⋯⋯除关

”
而已。王先 谦

《汉书补注 》曰: 
“
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景帝四年以七国新反,复置 诸 关,用 传 出

入,至是欲除之。
”

窦婴、田蚧还没有来得及将
“
除关

”
之

“
欲

”
付诸实现,建元二年就 因

“
赵绾请无奏东官,窦太后大怒

”
之故,而被牵连免了官, “

以侯居家
”

了 (《 史记◆魏其武

安侯列传》)。 所以,不论
“
除关

”一语作何种解释,这一年完全没有
“
除关门之税

”
是完全

可以肯定的;因之以此事为据而得出的
“
在此之前是征收关税

”
的这一结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自太初四年始征关税后,汉王朝一直沿袭不废,而且其税率越来越高。本来,春秋之时

关税只征百分之一,如 《管子·幼官篇 》所载: 
“
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

”

可是到了东汊末年,关赋之重竟达到令

^.难

以置信的地步。 《魏书 》载延康元年二 日庚戌令

曰: 
“
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苑之禁,轻关津

之税,皆复什一
” (《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 )。 三国初年令关税

“
皆复什一

”
,且美其名

曰: 
“
轻关津之税

”
,可见东汉末年关税之重已超过

“
什一

”,等于春秋关赋十倍以上!无
怪当时关市所在的地方官职'已成为发财致富的肥缺。 “

通货羌胡
”

的姑臧,孔奋为守令四

年, 
“
财物无所增

”
, F妻子菜茹

”,反而
“
为众人所笑

” (《 后汉书◆孔奋列传》)。

注释 :

①《逸月书·大聚》曰: “
关市平,浙 页归    ②《史记·老子列传》:老于西游

“
至关,关

之
”
, 《孟子·梁惠王下》载: “

昔者文王之治岐  令尹喜曰: ‘
子将隐矣,强为我若书

’
。
”

《国语

也,¨¨关市讥而不征。
”
朱熹集注: “

关,谓道  ·周语》注谓
“
关尹,冂关,掌四方之宾客。”

路之关。市,谓都邑之市。”
《用礼·天官·大宰》  《韩非子·外储说左》: 

“
乘白马过关。”

亦说: “
七曰关市之W。

”
碗: “

王筱四TT皆有关    ③《汉书·高帝纪》置先谦补注: 钌
蛲关即蓝

门,及王之市廛之处。
”              田关,在蓝田县东南九十里日

”

n
v



④《史记 o桊始皇本纪》集解: “
应劭曰:武

关,秦南关,通南阳
”
。

⑤ 《史记 ·苏秦传》: “
秦四塞之国,被山带

涠,东有关河,西有汉中。
”
正义: “

东有黄河 ,

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
”

⑥ 《太平寰宇记》g 商关,汉亦谓之彰关。
”

⑦ 《史记 ·楚世家》: “
肃工四年,蜀伐楚,

取兹方。于是楚为扦关以拒之。 “

⑧ 《后汉书 ·公孙述列 传》注: “
《华 阳 国

志》曰: ‘
巴楚相玫,故置江关

’
旧在赤甲城,后

移在江州南岸 ,对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人复县南。
”

⑨ 《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

⑩ 《史记 ·楚世家》:简王十一年, “
三晋伐

楚,败我大梁、揄关。楚厚赂秦,与之平。
”

④ 《三国志 ·魏志 ·武帝纪》:建安十九年九

月,曹操破马超于潼关。 《后汉书 ·李固列传》:

李固
“
出为广汉雒令,至白水关,解 印 绶,还 关

中。
”

《梁州记》曰: “
关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

关,昔李固解印绶处也。
”

②战国时匈奴卒骑
“
驱驰于楼烦 (今山西北部

一带 )之下
” (刘 向《说宛 》卷一 )。 《战国策 ·

燕策 》、 《史记 ·李牧列传》等亦载句奴与燕、赵

二国发生直接、问接的接触。

⑧参见彭年《从白登之围到 马 邑之谋》。载

《四川师大学报 》85年第3期、中国人大剪 报 公 司

《先秦秦汉史 》85年 11月 份、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

固民族史论文集 》。          ,
⑦ 《史记 ·西南夷列传》。据 《华阳国志 ·蜀

志》载,秦孝文工时,蜀郡守李冰已开始修筑从獒

道 (今四川宜宾 )通往滇东北的道路。其时
“
崖险

竣不可士,rX乃 积薪烧之,故其处有赤白六色。
冫

常知左jL昼 ~上继续修筑,才完成了这条从今四川

宜宾通到云声上:;∶ 的
“
五尺道

”
。

⑤ 《汉书·≡言「i饽 》。 《史记·西南夷列传》

作
“
开蜀故徼

″
。:《 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说武

帝派相如
“
略定西夷

”
后, “

汾关边'关益斥
”
。

这说阴武帝通西南夷后,才开放关市;因之在此之

前边塞是关闭的。另外, 《史记 ·西南夷列传》在

紧接
“
开蜀故徼

”
之后,又说

“
巴勾民或 窈 出 商

贾
”
。这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塞徼是开放的,巳蜀

居民何必
″
窃出

”
。因之《史记》所 说

“
巴蜀 故

{:t” 的
“
开

”
字,乃 “

关
”

字之误
'今

从 《汉书》。

⑩《南越笔记》卷二引《舆地志》载:秦始皇

三十四年访发治狱不直者修筑通岭南的
“
新道

”
。

《史记 ·南越列传》索隐亦谓:靳道 ,“秦所通越道。
”

⑦巛汉书 。文帝纪》。 《田吩传》师古注引服

虔曰:除关, “
除关禁也。

”

⑧ 《汉书 ·田虫;〉 传》: “(窦 )婴、吩俱好儒

术⋯⋯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 礼 为 服

÷b刂 。
”
服虔曰: “

除关禁也。
”

《补注》先谦曰:

〃
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景帝四年,以七国新

反,复置诸关用传出人,至是复欲除之。
”

《汉书
·谷永传》载谷永为北地太守,成卞使人

“
受永所

欲言
”
。永提出

“
开关梁

”
之议。

@《 后汉书 ·章帝纪》:元和二年
“
冬十一爿

壬辰' 日南至,初闭关梁。
”

《易》曰: “
先王以

至日闭关,商旅不行。
″

⑩ 《三国志 ·魏志 ·文帝纪》注引《魏书》载

庚戊令曰: “
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

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御之禁,轻关津之

税,皆复什一
”
。

④《史记 ·汲黯传》瓒曰: “
无符传出入为阑。

”

② 《周礼 ·天官 ·大宰》载周代有
“
九赋

”
,

其
“
七曰关市之赋

”
。疏: “

王畿四面皆有关门,

及王之市廛之处。
”
这里所谓

“
关市之赋

”,无疑

包括关税在内。叉 《周礼 ·司徒 ·司关 》说
“
司关

掌国货之节,以联关门
”,司货财之出入 而 征 其

税。 《逸周书 ·大聚》有
“
关市平,商贾归之

”
之

语,似指关市之赋公平而古。因之,古代关税最早

当始于月代。 《周礼》一书是西汉发现 的 记 载周

代官制的古文经。由于此书官制原本是春 秋 以 前

的,后人掺杂了一些战国的制度、职掌:而战国官制

有的亦未自春秋以前,所以本书所反映的时代比较

复杂'包括西周、苷秋、战口三个不同时代。因之,

研究西用的历史,仍应重视《月礼》中的有关材料。

⑧ 《左传》文公十一年
“(宋公 )以 门赏 而彡

班,故以班之姓名其门。
”
班受赏食班门之税,说

明宋国已征关税。 《国语》卷十《晋语》载晋文公

元年春实行
“
轻关

”
即轻收关税的政策,说明晋国

亦有关税之征。《管子·幼官爷上》说齐桓公
“
三会

诸侯,令¨¨关税百取一。
”

虽然税率不高,但仍

征关税则是可以肯定的。后来桓公
“
使关市几(讥 )

雨不征,氵1为谙侯刊
”

(《 国语》苍六 《齐语》)。

这叉反汪在此之前,齐回是征收关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