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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坊市制度与唐宋商品包装的发展

郑 超，黄妍妍

（湖南工业大学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坊市制度一方面符合“重农抑商”政策，方便统治阶级的管理；另一方面迎合了封建官僚体

制。然而，对于商品经济发展而言，它却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阻碍和束缚的作用。坊市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

的交易方式，使得商人漠视商品包装，因此商品包装相对滞后。然而，唐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

得坊市制度彻底崩溃，在自由市场经济繁荣昌盛，物质资料生产规模壮大的背景之下，商品种类众多，为

保护商品和方便商品运输而出现的包装增多。同时，人们对商品的外观要求以及与之匹配的包装装饰和保

护意识增强，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动的科技进步，对商品包装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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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of Square City System and Packaging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Zheng Chao，Huang Yanyan
（School of Packaging Design and Art，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Square City system was consistent with " encouraging agriculture supressing commerce " policy and
consolidated the ruling needs to facilitate the management of the ruling class while met the feudal bureaucratic system. But
it presented as obstacles and constraints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Square City, a fixed time
and fixed place of trading. Traders ignored the external packging of goods. Howev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mid-Tang dynasty brought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ystem. In a free and prosperous market economy with the
background of enriching production resources, the packaging for protection and transport increased together with catego-
ries of goods. people also began to demand outside packaging utility for decoration and protection.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pell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lso promoted the packaging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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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历代经济制度的发展和演变都对当时的商品贸

易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该影响不仅涉及交易的方

式和时间，而且直接涉及商品的形式。唐中叶以后，

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经济

制度——坊市制度彻底崩溃。于是，在自由市场经济

繁荣昌盛，物质生产规模壮大的背景之下，商品种

类越来越多，为保护商品和方便商品运输而出现的

包装也随之增多。因此，可以说坊市制度的产生、发

展和崩溃，与商品的形式，尤其是商品外包装设计

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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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坊市制度的起源及发展演变

 坊市制度是我国古代一种对城市生活进行组织
管理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坊市分区、定时启闭、市

场经营管理以及夜禁等内容。它是统治阶级试图从

时间和空间上严密控制城市社会生活的措施，是集

权统治在城市管理中的具体体现。

坊市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因为自商代

城中设市起，市即是城中较为固定的特殊区域。西周

时，坊市制度逐渐萌芽，当时，无所不包的“王制”

即有对城内建置的规划，“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

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1]。春秋战国时期，随着

城市的大量出现，坊市制度基本形成。当时城市的规

划管理情形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

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2]154。市

有 阛阓“ ”， 阛“ 者，市垣也；阓者，市门也”[3]。即

市以墙垣圈围，设门供人出入；市门由专人把守。“凡

市人，则胥执鞭度守门”，市的开合以市官办公处房

顶上的旗帜为令，即“上族于思次以令市”[2]166。入

市交易必由市门出入，故在商业经济一度活跃的战

国时代，有“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

朝者掉臂而不顾”[4]的情形。市内规划亦有记载：“凡

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

贿。”[2]174正肆、陈货是列肆销售货物，次、叙是市吏

办公的馆舍；当时管理市的官员有司市、胥吏、质人

等 30多人。可见，坊市制度在此时已基本具备了让
统治者从时间和空间上控制市内活动的功能。

秦汉时期，坊制有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城内的居

民区划被称作闾里，即“听闾里以版图”[2]177。汉代

的长安城就有“闾里一百六十”，且布局已比较规则

齐整，“室居栉比，门巷修直”[5]，“街衢相经，廛里

端直，甍宇齐平”[6]。郡县城市规模虽不及京城，但

形制相仿。下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坊市则更向规则

齐整发展。史载曹魏时期，已用东西大街将邺城分

成南北两部分，居民区集中位于城南，“其闾阎则长

寿、吉阳、永平、思忠”[7] ；北部则为宫殿官署区，全

城中轴分明，区划匀称，已初具棋盘式街道布局的

雏形。北魏洛阳的规划布局与曹魏邺城一脉相承，坊

制亦更加严密。其城内“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

百步为一里……合有二百二十里。”[8]265每里“方三百

步”，成正方形，可见其规划布局已更向棋盘式方正

格局发展了。另外，此时的坊里开始混称，《魏书》

记洛阳的居民区划即称“坊”[9]。而且坊里管理也有

了明确记载：“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

门士八人”，目的是“虽有暂劳，奸盗永止。”[8]255当

然，其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在于方便统治者控制和管

理坊内的居民。

唐代前期的坊市制度更加细致严密。一方面，坊

市布局更加齐整。如图 1所示[10]，唐代城市的居民区

组织称“坊”，市位于城坊中的固定地点。当时各城

的坊市数量不一，集中位于外郭城中，且布局更加

规则齐整。以都城为例，唐长安外郭城的邸第、寺

观、编户被南北向的 11条大街和东西向的 14条大街
纵横分隔为 110坊（包括两市，如图 1所示），从而
使外郭城布局匀称，整肃有致。另一方面，坊市管

理更加严格。其严格的法规和周全的措施足以体现

统治者严密控制、完全操纵城市社会生活的用意和

努力，反映了商品经济欠发达下“重农抑商”政策

占主导的社会现实。   

中唐以后，商品货币关系强烈地冲击着传统封

建政治经济体制。城市作为商业的主要盘踞地所受

的影响和冲击更大，突出地体现在传统坊市制度日

益不适应新的经济体制的要求，最终导致其崩溃而

退出历史舞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商

业的活跃使传统体制下单一的、固定的商业经营模

式被打破，交易活动不再只限于市内进行，在坊区

内出现了众多的商肆店铺。南北朝时兴起的草市更

是得到迅猛发展，出现了商机决定市场的格局[11]。其

次，夜市在魏晋以前被严禁，到唐代被弛废后渐趋

活跃，并成为主要的交换形式。史载扬州“夜市千

灯照碧云”（《全唐诗》卷 301，王建《夜看扬州》），
其夜生活的盛况更是“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

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

翠填咽，遮若仙境。”（《太平广记》（第二百七十三

卷））后继的宋王朝继承了这一发展趋势，并于太祖

年间宣布夜市合法，允许在街旁设店经商，坊市制

图 1 西京外廓城示意图

Fig. 1 The schemes of western capital outer profil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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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遂彻底崩溃。“太祖乾德三年四月三日，诏开封府，

令京城夜市自三鼓已来，不得禁止。”[ 1 2 ]

总之，经过 2 000多年演化发展而逐步严密细致
的坊市制度，随着唐后期商品货币关系的活跃发展

而逐渐疲软松弛下来，城市空前地活跃繁荣。这是

封建经济，尤其是其中的商品经济，在发展过程中

调适封建政治、经济体制矛盾的自为办法。

2 坊市制度下的经济体制特征及其

  

农业是奴隶制和封建经济体制的根本，但商业

又是社会经济得以维系和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统治

者一直在这二者之间进行调适，以符合奴隶制和封

建制统治的要求。事实证明，在社会发展处于一定

阶段时，坊市制度基本满足了这一要求。坊市制度

是与“重农抑商”的封建经济制度相匹配的，是保

证重农政策顺利实施与封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

件，同时又是“工商食官”制度的最佳体现。这是

坊市制度下的经济体制特征所决定的。

第一，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总量，即经济水平之

下，坊市制度既保证了自然经济下对商业的依赖性，

又满足了奴隶制和封建制对商业税收的需求。但到

唐代中叶，随着江南地区的全面开发，经济重心向

南迁移，唐王朝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

调整。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唐代是中国封建

社会内部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在经济发展和阶级

关系的变化等方面都有着很明显的表现，赋役制由

租庸调到两税法的转变是很重要的标志。”[ 1 3 ]这样，

两税法实施以前经济对市场税收的过分依赖和物流

与交换渠道的过于狭窄的矛盾不仅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解决，而且坊市崩溃后的多元市场更有利于增加

政府收入，同时刺激商品生产，满足包括统治阶段

在内的多个阶层民众的物质需求。

第二，坊市制度与奴隶制和早期封建手工业生

产经营方式一脉相通，形成了一个政府垄断控制生

产、经营和消费的有机链，符合“重农抑商”政策

和巩固统治的需求。但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催生出“两税法”以后，私营手工业长期被抑制的

格局无法维系，此时农民的剩余产品可以拿到市场

出卖，这种情形有利于整个封建经济的繁荣。正是

这种变化，使得唐中叶后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

如织锦坊、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

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著增加。而且有的

私营作坊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

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太平广记》引《朝野佥载》），

即是明显的例证。而坊市制度下，手工业由政府直

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主要生产武器等

军用品和供官府、贵族消费的生活用品。带来了生

产成本过高以及平民生产生活物资无法得到满足等

弊端。

第三，坊市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封建

官僚体制，也体现了商人官僚化和官僚商人化的特

征，但与中国古代加强中央集权、稳固统治的愿望

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早期表现并

不突出，因为市场与政治中心往往合二为一，或者

市场靠近政治中心，能满足早期官僚体制之下官僚

对俸禄以外的经济利益的追逐。但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坊市制度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满足官僚体制

下各级各类官僚，尤其是下层官僚的需要，而且底

层民众营生手段的单一性时刻动摇着封建统治的根

基。所以，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便允许所有官

吏在乡村及坊市开设邸店、经纪求利，一律按照百

姓例差科。这种变革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各级官吏的

愿望，同时也活跃了自然经济。

第四，从本质上说，坊市制度是商品经济欠发达

的表现，它虽然是自然经济的必要补充，但同时又

束缚了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坊市制度中对于市的

建置和各种管理制度，无一不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在

“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下束缚和阻碍商品经济发展

的方针。以唐代的坊市制度为例：首先，市有官设。

所有大小市场——不论是两京还是州府县治，市的

设立和废止，都是以朝廷的命令行之，即所有的市

都是官市，并都是由朝廷设官管理的。其次，市必

须设在城内的固定地点，成为城内的一个特殊区域。

在市的规划和格局上一直遵循着“前朝后市、左祖

右社”。这种安排从一开始就是遵循封建主义的哲学

和由此派生出来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为商业活

动制造障碍，以便能够遏制商业的发展。再次，限

制交易时间。尽管市内的肆铺邸店是常设的，但是

交易时间却仍保持日中为市的古制，并不是全日营

业。因市是城中坊制的一部分，坊皆有墙和门，市

亦不例外。除此之外，唐代官吏对于市内的商品物

价以及坊市中店铺的规模也有控制。官家对于市场

的严格管制以及对市场中工商业者交易行为的制约，

使得商品经济从时间和空间上都受到了束缚，因此，

商品经济自身难以发展。

3 坊市制度的崩溃及其与商品包装

  

唐代时期，尽管坊市中的商品是人们生活中的

变革的必然性

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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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品，但是与自由市场的商品销售相比还存在着

以下问题：一是坊市准入的门槛过高。设置准入门

槛的原因是统治者旨在保护封建官僚手工业和封建

专卖制度，民间和私营商业难以进入，从而使其缺

少竞争性。二是坊市制度下商品销售的竞争性受到

限制。由于缺乏增加商品附加值的意识，在坊市制

度下，商品从生产作坊到销售市场是不需要，或者

说基本上是不需要包装的，甚至有些商品直接在销

售地生产。

除此之外，坊市制度下残存的家庭手工业也无

需注重对产品进行包装，因为其所注重的是产品本

身的技术秘诀。《唐六典》中在对工商业定义时，特

别指出：“工商皆为家专其业以求科者。”技术的传

授与训练，是自古以来历久相沿的传统制度，并非

唐代独有，但到了唐代却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试

以一例为证：据白居易《白孔六贴（卷十四）》记载，

“宣州诸葛氏能作笔，柳公权求之，先与三管，语其

子曰：柳学士如能书，不尔退还，即以长笔与之。未

几，柳以不入用，别求笔，遂以常笔与之。先与者

三管，非右军不能诸葛笔也”。这个实例证明，产品

在市场上畅销凭借的是产品本身的名气和质量。家

传的技术秘诀使得产品的优质特点在市场上更具竞

争力，从而多产多销获得利润。所以，史载唐中叶

以前，家庭手工业产品只重其内而轻其外，不注重

商品的外包装，使得这个时期的包装销售功能没有

得到很好的发挥。

随着坊市制度在宋代的彻底崩溃，商品经济得

到了迅猛的发展。唐代的城市多趋于行政中心，而

宋代市镇则趋于工商业化；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

由官员严格控制，宋代则更加自由；唐代城市实行

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居住区

内禁止经商，而宋代逐渐打破了坊市格局，允许商

人经商，街道上随处可以开设店铺。随着商品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和坊市制度的突破，城市和集镇迅速

兴起。北宋都城汴梁商店、旅店、酒楼、货摊遍布

街道两旁；手工业作坊众多，涉及 160多种行业；有

6 000余大中型商家，8 000余小商小贩[14]。商品有来

自各地的水产、牛羊、果品、酒、茶、纸、书籍、瓷

器、药材、金银器、生产工具等，还有来自日本的

折扇，高丽的墨料和大食的香料，还有热闹的夜市

和早市。在城市周围和乡村的交通要道逐渐形成了

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市。北宋中期，“专为商旅之业者

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

迁往来，日取富足”[15]。这个时期官府对商业活动的

干涉和管制减少，自由市场迅速发展。一方面，市

场规模逐渐扩大，市场数量大量增加，进入市场流

通的商品数量不断增多，市场上的商品种类较之前

代更加丰富；另一方面，商品的储运要求增强，对

包装要求越来越高，这就促进了两宋商品包装在数

量、规模、形式、品种、设计风格上的多样发展。

坊市制度崩溃之后，手工业的迅猛发展为包装

技术和包装材质等方面提供了物质基础。宋代具有

代表性的手工业有 5 个类别：一是矿冶业。宋代对
金、银、铜、铁、锡的开采和冶炼规模都相当大，为

宋代金银器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原材料。从现存的两

宋包装中，我们还可见到不少做工精美的金器和银

器工艺包装。二是纺织业。北宋的纺织业以丝织业

最为发达，丝织品被运用于礼品的内包装；而当时

的棉布也较多地运用在民间的较简易的包装中，将

具有地方特色的花布图案将商品轻轻一裹，再用麻

线或棉线束紧，或制作简易的麻袋或布袋，成为了

民间较为多见的简易包装形式。三是制瓷业。宋代

瓷器的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宋代瓷窑遍布全

国且各具特点，精美的瓷器不仅被当作日常用具，而

且广泛用作包装容器。考古出土物表明，瓷器被用

于酒包装、文具包装、化妆品包装、茶包装、食品

包装等方面。四是造纸业和印刷业。随着印刷技术

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繁荣，宋代的纸包装运用相当

普遍且以图文并茂的印刷形式广泛地运用在商品包

装中。手工业中与包装有直接关系的是印刷、丝织、

陶瓷制品和其他各种材料所制作的装饰品，这些手

工业制作在宋代取得的巨大成就促进了包装技术的

革新。

4 结语

综上所述，古代包装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当时商品经济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坊市制度的发

展演变和其经济特征来看，坊市制度一方面是为了

迎合封建官僚体制，另一方面是为了方便统治阶级

的管理。然而对于商品经济发展而言，它很大程度

上起到了阻碍和束缚的作用。坊市制度规定在固定

时间交易，造成了包装与商品的非同步的发展；同

时，固定地点的交易方式，则使得商人忽视销售品

的外在包装。唐宋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冲破了坊市

制度的障碍，在自由市场经济繁荣昌盛，物质资料

生产规模壮大的背景之下，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众

多，为保护商品和方便商品运输而出现的包装增多

了。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商品的外

观以及与之匹配的包装装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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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保护的意识也逐渐增强，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

动的科技进步，对包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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