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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江南造船业的发展

张 剑 光
,

陈 巧 凤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

上海 Β ∀∃

摘 要 Χ 唐前期的江南以造战舰而 出名
,

这些战舰技术含量高
,

载重量大
,

而民间造船业也很活跃
。

中唐以后
,

江

南战事增多
,

更是促使 了战舰制造业的大发展
。

此外各州还建造 了不 少内河和沿海的运粮船
、

商业用船以及各种

小型的 日常生活用船
。

江南造船业的兴 旺发达
,

与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
、

特殊的政治军事环境和充足的木材供应

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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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外濒大海
,

内有江湖横亘其间
,

河流

港汉纵横交错
,

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
,

决定了江南

人民很早以前就重视造船
,

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大

量地使用船只
,

因此船只在江南民众的社会生活

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在唐五代南方经济崛起

的年代里
,

造船业的发展十分显眼
。

本文谈到的
“

江南
”

地域
,

使用的是唐中后期

的概念
,

一般指浙西
、

浙东
、

宣款三道
,

相当于今天

的浙江
、

上海和江苏
、

安徽长江以南部分
。

一
、

唐代以前江南造船业的初步发展

三国时期的东吴
,

专门设立典船都尉
,

分派到

造船场地监督工匠和罪犯造船
。

东吴亡国时
,

西晋

接受的吴国船只达五千余艘
。

至东晋
、

南朝
,

造船

业在此基础上又有较大发展
。

东晋孙恩起义
,

曾占

据了江南八郡
,

后于隆安三年#Β  ∃战败
,

带领部

众二十多万又退人海岛
。

隆安五年
,

北出海盐
,

攻

沪读
,

浮海北上
,

进人长江 口
,

溯江而上
,

直逼京

口
。

几十万大军
,

转战于江海
,

其战船数量可以想

见
,

这些战船的建造大多来自浙东沿海地区
。

萧梁

末年
,

侯景占据建康
,

曾制作快船
, “

两边悉八十

掉
,

掉手皆越人
,

去来趣袭
,

捷过风电
。 ” ‘!!翻

Χ

棚 可

知建康是当时的一个重要造船中心
,

技术上 比较

多地采用了越人的一套
。

隋朝
,

作为南方手工业的特色
,

造船业有了较

大的发展
。

平陈的第二年
,

陈朝旧地爆发了一场大

规模的反隋运动
,

会稽人高智慧是其中最有实力

的一员
。

他
“

据浙江东岸为营
,

周亘百余里
,

船舰被

江
” ,

组建的叛军以水军为主
,

拥有大量船只
。

苏州

人马上响应
, “

吴州同恶相济
,

舟舶亘水
,

族旗不

绝
。 ”

畴
” Χ
的 来护儿告诉杨素说

Χ “

吴人轻锐
,

利在

舟揖
,

必死之贼
,

难与争锋
。 ” ∗ΒΙ 卷!ΗΗ

Χ ϑϑ , ,
一语道出了

隋政府对江南人擅长造船的担心
。

鉴于此
,

开皇十

八年#ϑ Κ ∃隋文帝专门颁布诏令
Χ “

吴
、

越之人
,

往

承弊俗
,

所在之处
,

私造大船
,

因相聚结
,

致有侵

害
。

其江南诸州
,

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
,

悉括人

官
。 ” ∗’Ι 卷, Χ∀Β 毫无疑问

,

这条诏令对江南的民间造船

影响是很大的
,

大大地遏制了造船业向前迈进的

步伐
。

隋场帝时期
,

江南民间造船业虽然发展缓慢
,

但总体来说仍有一定规模
。

隋场帝曾命杨玄感督

运军粮
, “

玄感选运夫少壮者
,

得五千余人
,

丹阳
、

宣城篙梢三千余人
。 ” ΛΒ倦 ’ΚΧ 绷 隋末能够在二州找

到撑船者三千多人
,

说明二地水上交通运输业发

达
,

推测二地仍是能够制造大船的
。

江南官方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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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可能更高
。

大业元年#Γ ϑ∃ 三月
,

隋场帝遣黄

门侍郎王弘
、

上仪同砖士澄到江南伐木
,

造龙舟
、

凤服黄龙
、

赤舰
、

楼船等数万艘喘
, ΧΓΒ 。

杜宝《大业杂

记》载龙舟高 巧 米
,

阔 !Γ 米
,

长约 ΓΗ 米
。

船身分

为四层
,

上层有正殿
、

内殿和东西朝堂
,

中间二层

有 ! 个房间
, “

饰以丹粉
,

装以金碧珠翠
,

雕镂奇

丽
” 。

这些船是否全在江南建造
,

史书未曾明言
,

但

相信有较多的一部分建于江南
,

因为在江南伐木
,

很有可能不少船是在江南直接建造
。

二
、

唐前期江南造船业的兴盛

唐朝前期
,

江南地区的人们社会政治
、

经济活

动日益加强
,

活动区域不断扩大
,

对舟船的依赖性

十分强烈
,

需求量大增
,

从而有力促进了江南造船

业的发展
。

唐朝继承了隋朝造船业的技术水平
,

江南造

船业 日趋发展
。

武德七年
,

唐军平定江南
,

在攻克

丹阳一役中
,

江南辅公拓曾派其部将冯慧亮等率

舟师三万屯博望山抵抗唐军
。

以每艘战舰二百人

计
,

需战舰一百五十艘
。

唐太宗时
,

新罗和高丽不

和
, “

新罗数请援
,

乃下吴船四百棺输粮
” 。

贞观十

九年征伐高丽
,

唐太宗命张亮率
“

江
、

吴
、

京
、

洛募

兵凡四万
,

吴艘五百
,

泛海趋平壤
” 。

阎卷, ΧΓ∗ ‘云吴

船
、

吴艘
,

应是太湖流域的苏州等地制造的
。

假如

是一次性运兵过海
,

每船可运送八百人
。

《通鉴》卷

! Κ 记两年后的八月
,

唐太宗又救
“

宋州刺史王波

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
,

欲以征高

丽
。 ”

胡三省注中
,

将十二州一一列出
,

即宣
、

润
、

常
、

苏
、

湖
、

杭
、

越
、

台
、

婆
、

括
、

江
、

洪
。

除江
、

洪二个

传统造船州外
,

其他各州均在江南范围内
。

贞观二

十二年
,

唐太宗又
“

救越州都督府及婆
、

洪等州造

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 。 !Β卿‘诩

唐前期的江南以造战舰而出名
,

这些战舰技

术含量高
,

载重量大
,

多系官方组织工人建造
。

由

于唐朝前期特殊的政治
、

军事原因
,

建造海船赴高

丽作战及抢运军需物资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任

务
,

这使占据沿海地理优势的江南地区首当其冲
,

造船任务被轰轰烈烈地布置了下来
。

不难发现
,

随

着官府强迫江南地区制造战舰
,

江南造船业迅速

发展
,

在经济中也占据有重要地位
,

分布上主要集

中在长江
、

太湖
、

杭州湾钱塘江沿岸
。

其时民间造船业也很活跃
,

特殊的地理环境

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舟船
。

江南渔业生产比

较发达
,

渔业捕捞使用船只十分普遍
,

网
、

钓等主

要捕捞方法都要依靠船只才能进行
。

此外
,

货物运

输
、

人员交通也常常要借助船只
。
! Η 年在今上海

川杨河北蔡出土了一艘隋末唐初的古代木船
。

该

古船残体结构简单
,

系一条独木舟
,

两侧装有舷

板
。

舷板用铁钉钉接
,

在船底独木两侧有深 ϑ 厘

米的接口
,

接口处填有大量的油灰
。

ΜΓ∗该地唐代

属苏州
。

此外江南可能还建造了大量的租船及

各种上贡船只
。

租庸调制之下
,

各县要向州输纳

租赋
,

各州要将本州租赋输向两京及配所的仓

库
,

对江南地区来说
,

都要使用船只
。

如武则天

时
, “

即日江南
、

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到巩洛
,

计有百余万解
” 。 「Η倦“

开元时裴耀卿说
Χ “

江南租

船所在候水
,

始敢进发
,

吴人不便河潜
,

由是所

在停留
,

⋯⋯臣请予河口置一仓
,

纳江东租米
,

便令江南船回
。 ” ΝΚ倦跳

’ΒΒΒ 开元至天宝时期
,

每年

的嘈运量达二百多万石
,

必然是使用了大量的江

南船在运送租赋
。

此外各地的各种特殊上贡和进

献
,

都是征用地方上的船只
。

三
、

唐后期至五代江南造船业的繁荣

中唐以后
,

随着政治
、

军事
、

经济形势的变化
,

江南造船业出现了飞速发展的局面
,

尤其是到了

唐朝末期
,

吴越和吴
、

南唐争夺的白炽化
,

更刺激

了造船业的发展
。

中唐以后的江南以建造战舰最为出名
。

建中

年间
,

李希烈乱
,

节度使韩混
“

造楼船战舰三十

余艘
,

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
,

至 申浦而

返
” 。

∗Ι 卷既翻 他赶造出来的楼船主要是为了显示

水师实力
,

威慑李希烈
,

同时为唐朝皇帝南迁作准

备
,

因而所造的楼船比较庞大
。

按平均计
,

每舰载

士兵达 !Η 人
。

《通典》卷 ∗Γ## 水战具》载楼船是
“

船上建楼三重
,

列女墙战格
,

树蟠帜
,

开弩窗矛

穴
,

置抛车垒石铁汁
,

状如城垒
。

忽遇暴风
,

人力莫

能制
,

此也非便于事
,

然为水军不可不设
,

以成形

势
” 。

《通典》作于贞元年间
,

杜佑描述的楼船必定

是参照了同时期如韩混造的楼船
,

因此润州楼船

大体上就是这样威武
。

唐末五代
,

江南战乱不断
,

各方军阀的水师互

相攻击
,

促使了军舰制造业的大发展
。

昊越钱氏占

据杭州后
,

大力赶造战舰
。

据《吴越备史》卷 !《武肃

王上》载
,

光启三年六月
,

钱缪出兵讨伐润州
,

在阳

羡与润州军大战
,

吴越军获胜
, “

获船八百余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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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国春秋》卷 Η 《文穆王世家》载天福三年# Β Κ∃
,

钱元灌
“

大阅马步军泊艘瞻于碧波亭
” 。

碧波亭在

今杭州稽接骨桥
,

为吴越检阅水军之处
。

天福十二

年
、

广顺三年
,

钱氏在碧波亭一再检阅水军
,

想充

分显示其水军战斗力的强盛
。

与钱氏对立的吴和南唐倚靠长江
,

更是大力

制造军舰
。

开平三年#  ∃
,

徐温
“

以金陵形胜
,

战

舰所聚
,

乃自以淮南行军副使领异州刺史
,

留广

陵
,

以其假子元从指挥使知浩为异州防遏兼楼船

副使
,

往治之
” 。

徐知浩
“

治战舰于异
” ,

大力发展

造船业
,

而且还课农桑
,

将异州治理得
“

制度宏

丽
” 。

∗ΒΙ
枷

Χ

翩这一时期
,

吴国
、

南唐的水军十分强

盛
,

与吴越的狼山之战
,

吴国军舰质量远胜过吴

越
, “

危墙巨舰
,

势若云合
” , “

#军 ∃舰既高且巨
” ,

但

最后吴越却缴获战船四百余艘
。

!!!Ο 私
” ’ 
北宋攻克

南唐
,

仍有
“

舟师八千
,

计百艘
” 。

龙衰##江南野史》

卷 Β 则对南唐造船业有更直接的描写
Χ “

建康城外

沿江排大楼航
,

皆有将军之封
。

忽一艘且吼如人

声
,

闻于十数里
。 ”

南唐在金陵制造的战舰吨位特

别巨大
。

其他一些军阀也建造了许多军舰
。

《新唐书》

卷 ! 《张雄传》说张雄占据苏州时
, “

稍稍啸会
,

战

舰千余
” 。

《吴越备史》卷 ∗## 武肃王上》云嘻宗中和

二年#ΚΚ ∃浙东刘汉宏攻打杭州
, “

遣弟汉容与辛

约
,

巴立
、

李万敌等会温
、

处等州兵
,

泊白丁十万余

众
,

从萧山西陵大出战船
,

以谋宵济
” 。

汉宏战败
,

浙西兵缴获战舰五百余艘
。

该书卷 Β 又说到天枯

四年# Η ∃
,

处州刺史卢约弟卢估列巨舟四十艘于

清澳海门对付昊越部队
。

沿海军阀建造的不少军舰还是适应海战的大

型战船
。

中和四年
,

刘汉宏
“

密征水师于温州
,

刺史

朱褒出战船习于望海
” 。

《说郭》卷 ϑ 引僧赞宁《传

赞》说
Χ “

差温牧朱褒排海舰于储山海 口
。 ”

《新唐

书》卷 ! ## 刘汉宏传》云
Χ “

汉宏使褒治大舰习战
。 ”

可知朱褒温州水军装备的战船是能适应于海上作

战的巨型舰只
。

唐后期江南还制造了不少内河运粮船和商业

用船
,

从江南运送粮食和商品到北方
。

《唐语林》卷

Κ 云 Χ “

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
,

故天下货利
,

舟揖居

多
” , “

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
” 。

商业贩运大多是借

助船只而完成的
。

运送粮食更是倚靠船只了
。

《奉

天录》卷 载建中三年
,

韩混在浙江东西买粮 Γ

万石
,

组织了镇兵武装纲运
,

一时
“

江淮之间
,

楼船

万计
” ,

护送一百多艘米船冲破叛军阻隔
,

输粮关

中
。

兴元元年
,

他又
“

献罗四十担诣行在
” , “

又运米

百艘以晌李展
” ,

并派出了以配备强弩闻名的浙西

士兵武装押送
。

沿海各州制造了许多海运船
。

《太平寰宇记》

卷  Κ 云及明州贡中有
“

舶船
” ,

说明五代时明州的

船舶制造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

因为整个江南地

区贡船舶的仅明州一地
。

唐代曾在今舟山设立翁

山县
,

虽后来废除了
,

但从大陆到翁山的交通无疑

只有使用船才能解决
。

翁山县产盐
,

盐的运出也必

须靠船
。

唐后期明州海外贸易十分发达
,

海船的使

用十分普遍
,

这些商业用船肯定是在明州附近建

造的
。

咸通间
, “

南蛮攻安南府
,

连岁用兵
,

馈挽不

集
” ,

润州人陈播石上书
,

认为应改变从江西到湖

广的运粮路线
,

从海路运淮南
、

浙西米到安南比较

方便
。

他说
Χ “

臣弟听思曾任雷州刺史
,

家人随海船

到福建
,

往来大船一只
,

可致千石
。 ” Μ∗’倦Κ’ΗΧ 巧卯

这段话

透露出润州唐末期的技术可以制造海船
,

而且载

运量很大
。

江南造船业繁盛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日常生

活用船数量众多
。

大历十年七月
,

杭州大风
, “

海水

翻潮
,

溺州民五千家
,

船千艘
” 。 ! ! 卷 ,’Χ

期尽管被海水

掀翻的千余艘船不一定全是杭州制造的
,

但至少

说明了杭州商业运输的繁荣和用船
、

造船规模的

巨大
。

杭人习俗于端午节在西湖竞渡
,

大中间
, “

于

湖汾排列舟炯
,

结络彩槛
,

东西延裹
,

皆高数丈
,

为

湖亭之轩饰
” ,

但由于夜里起风
,

将竞渡船吹向了

对岸
。 !!聪“

Χ

!Ηϑ 白居易在苏州有《和梦得夏至忆苏

州呈卢宾客》诗云
Χ “

每家皆有酒
,

无处不过船
。 ”

《登间门闲望》云
Χ “

处处楼前飘管吹
,

家家门外泊

舟航
。 ”

间门内的皋桥
,

船只聚集
。

白氏还有《小舫》

诗
,

记述了自己的这艘小船建于苏州
Χ “

小舫一艘

新造了
,

轻装梁柱库安篷
。

深坊静岸游应遍
,

浅水

低桥去尽通
。 ”

! Γ 年考古工作者在温州市郊西

山猫儿山岭东北山脚发现了 ∀ 艘独木舟
,

根据出

土现场分析
,

实际应为两艘双体独木舟
。

这种独

木舟估计载重达三吨以上
,

其宽度比单体独木舟

增加近二倍
,

平稳性好
,

航行安全
,

必要时可拆成

单体
,

便于在狭窄河道或小溪上运行
。

专家认为

这种双体独木舟可能是当时附近窑场的水上运

载工具Μ, Β 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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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后
,

江南造船业主要分布在长江
、

太

湖
、

钱塘江及沿海地区
,

呈现出向沿海州和长江沿

岸州集中的趋势
,

其中润
、

杭
、

温
、

明和异等州是十

分重要的造船基地
。

除异州造船复兴于唐末五代

外
,

其他各州在唐后半期就发展较快
,

在交通运输

和通商贸易中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
。

可以这么说
,

无论是战舰
、

商船还是日常用船
,

江南造船能力和

造船技术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
,

成为东南地区的

造船中心
。

四
、

江南造船业发展的条件

江南造船业的兴旺发达
,

与以下几个条件相

关
。

#一 ∃优越的 自然地理位置

大凡有江河水运的州县
,

大都有造船工业
。

江

南主要造船州所处的地理位置
,

决定了它们在军

事上和交通运输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

异
、

润
、

苏
、

湖
、

杭
、

明
、

越
、

温等州均处于沿江
、

沿海和运河的

边上
,

交通运输既方便又发达
。

因而从唐代后期开

始
,

这些州商业 日益兴旺
,

运输繁忙
,

为造船业的

发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

江南地区的人民在日常

生活中十分依赖船只
,

如《嘉泰吴兴志》卷 !0## 事物

杂志》对湖州人的用船作过介绍
Χ “

郡为泽国
,

动须

舟揖之利
,

大者至数百千解
,

轻槛华丽
,

率用撑驾
,

小者仅进三五人
,

人用一揖
,

出没波涛
,

最为轻快
。

《旧编》云
Χ

安吉水多湍懒
,

舟皆剖木为之
,

有太古

制
。

长兴之舟皆短后
。

又有贩鲜鱼小舟
,

不及百解
,

用四五槽
。 ”

因此
,

生活上对船只的需要
,

加上客观

存在的自然地理条件
,

为造船的兴盛提供了强劲

的动力
。

#二∃特殊的军事坏境

唐代前期
,

由于发生了几次与高丽的战争
,

唐

政府强迫江南各州造船
,

并抢运物资
,

促使了江南

造船业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兴盛局面
。

而至唐末
,

江

南地区军阀混战
,

各方互相争夺地盘
,

江南河港交

错
,

强大的水军往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

所以

军阀都比较重视造船发展水军
,

在一些战略重要

地区造船业也就异乎寻常地发展起来
。

尤其是当

吴越与吴
、

南唐对峙局面出现
,

双方连年战争
,

促

使了军舰制造的数量激增
。

《景定建康志》卷 ! 记

载唐昭宗景福二年#Κ Β ∃
,

冯宏铎为异州刺史兼武

宁军节度使
, “

介居宣
、

扬之间
,

常不自安
,

然自恃

楼船之强
,

不事两道
” 。

《九国志》卷 说冯宏铎
“

聚

水军于金陵
,

楼船之盛
,

闻于天下
” 。

替他造船的工

人曾说
Χ “

冯公每一舟
,

必远求根楠
。

既成
,

数十岁

为用
。

余木性不禁水
,

非久必败
。 ”

冯宏铎被田额打

败后
,

李神福为异州刺史
,

天复三年# Β ∃
, “

率舟

师万人讨杜洪
” 。

!!嶙
’Χ∗ 说明异州的造船业并没有

因冯宏铎的离开而衰落
,

而是继续保持了发展的

势头
。

#三 ∃充足的木材供应

唐
、

五代人已经清楚地知道造船最好的材料

是楠木
、

樟木
、

杉木等
,

这类木材如果能够得到足

够的供应
,

造船也就具备了发展的条件
。

陆游《南

唐书》卷 ∗##烈祖本纪》谈到李憬为太子时
, “

欲得杉

木作板障
,

有司以闻
” ,

徐知浩说
Χ “

杉木固有之
,

但

欲作战舰
,

以竹作障可也
。 ”

说明时人都知道制约

造船业发展的最大因素是木材
。

《太平广记》卷 ∀Γ Η

云
Χ “

唐封令祯任常州刺史
,

于江南溯流将木至洛

造庙
。 ”

封氏约在开元初任职常州
,

则知开元时的

常州有多余木材可以输出
。

异
、

润两州造船所用的

木材当主要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
。

《景定建康志》

卷 ! 谈到
“

南唐保大中治宫室
,

取材于上江
,

成巨

筏
。 ”

建宫殿尚且如此
,

造船用材就更不用说了
。

##太平广记》卷 Βϑ∀
“

徐彦成
”

云
Χ “

军吏徐彦成恒业

市木
,

丁亥岁
,

往信州呐口场
,

无木可市
,

泊舟久

之
。

⋯⋯居一二日
,

果有材木大至
,

良而价廉
。

市易

既毕
,

往辞少年
。

少年复出大杉板四枚
,

曰 Χ ‘

向之

木
,

吾所卖
,

今以此赠君
,

至吴当获善价
。 ’

彦成回
,

始至秦淮
,

会吴师姐
,

纳杉板为棺
,

以为材之尤异

者
,

获钱数十万
。 ”

从信州出发
,

沿余水至彭氢湖
,

折人长江
,

就到异
、

润州了
,

虽说路途远了一点
,

但

由于能提供优质木材
,

卖得好价钱
,

商人们乐此不

疲
。

因此
,

从唐至五代江南造船业出现的这种繁

盛局面
,

与江南东靠大海
,

中有长江
、

钱塘江和江

南运河
、

太湖有关
,

与江南河道密布河港交叉相关

联
。

江南军事形势的发展
,

也是促成造船业兴旺的

一个重要原因
。

充足的木材供应
,

为造船业奠定了

物质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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