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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格局的演变
!

张
!

勇

摘
!

要!宋代江南东&西路地区的物资转输和行政区划相结合$形成宋代该地区的物资转

输地理%北宋时期$物资转输因运路或者配送地的不同$形成赣水大区和皖江大区二个物

资转输区域$二区域以真州为枢纽将物资送达京师%南宋时期$江南东&西路地区因运路

和配送地不同形成了荆湖大区&池州大区&建康大区和镇江大区四个物资转输区域$四区

域分送鄂州&池州&建康和镇江%四区域依靠共有区域相衔接%这种物资转输地理的变化

揭示了宋代物资转输体制的全面转变%

关键词!宋代)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运路)物资转输地理格局

宋代的物资转输$规模非常宏大$是财政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前人研究这一时期

物资转输的成果很多"

$尤以东南地区的研究较为丰富#

%

现在物资转输研究基本还是将物资转输视为具有线性特征的对象$集中从整体上来

探讨物资转输*主要是漕运+$当然还有针对物资转输管理的机构之研究$如发运司$

$以

及就具体区域来考察梳理其物资转输%若要将物资转输的研究推向深入$不另选角度则

难以达到这一目的%如果我们将物资转输和行政区划相结合$找出宋朝实施物资转输的

府&州&军的共性444即运路&运输功能或者配送地$之后因这些要素形成若干个物资转输

区域$接着考察物资转输区域之间的关系$则应另选角度对物资转输展开研究%显然$我

们是以府&州&州级军为基本行政单位来确定物资转输区域的%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各具特色$要探讨全国的物资转输$不从区域

史的视角出发则难以把握%因此$我们选择具有一定价值的区域来实施这一考察过程%

江南东&西路是宋代实施物资转输的地区之一$前人的研究中涉及该地区%的并不算少$

但细化研究的并不多%宋代这一地区大体包括今天安徽省之江南地区和江西省全部以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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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之南京市%北宋时期$江南东&西路物资基本转输京师%到了南宋$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江淮战区

和行在物资来源地之一%

这一地区境内和物资转输相关的主要有赣江以及大江$并且水运在这一地区的物资转输中占有较

为重要的位置$因此我们的研究选择以水运为主%粮食是这一地区最主要的物资产出$因此我们以粮食

的转输为主要描述对象%

一&北宋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

太祖夺取江山$为防止北宋成为五代之后又一个短命王朝$接受赵普建议!对于地方$需要'稍夺其

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

%太祖先剥夺领兵大将的权力$代以名望较轻的将领%接着汇天下之精兵于

京师$'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余$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民以制诸道$而无外乱,,(

#同时在地方军

中选择体壮艺精的士卒充入禁军%

京师集中了全国最精锐的部队$供养这样一支军队$需要地方提供相应的粮食&布帛以及制造武器

之原料等等%北宋消灭荆南&武平军政权$使吴越归地$统一南方$为漕运开通提供了政治条件%北宋政

府派人联接起南方到京师的运河$为南方的物资送京提供了运输便利%

接着我们来审视江南东&西路地区$这一地区五代以来一直在南唐统治之下$太祖灭南唐$这一地区

全部归宋$成为上供物资来源地%江南西路以赣水为主要水系$奠定其基本水运格局$除了赣水这个大

动脉之外$还有若干汇入赣水的小型水系%基本上各个州军都有一支或者两支%赣水发源于江南西路

和广南东路交界之南岭$南岭之北$置有南安军!

本朝淳化中$分二县以置南安军州城$梁徙于章&贡二水间%贡水在东$章水在西$夹城北

流一里许$合流为赣江%江中巨石森耸如笋$水湍激$历十八滩$凡三百里始入吉州万安县界为

安流%州之四傍皆连山$与庾岭&循&梅相接%

$

赣水向南$到达吉州$

吉州万安县至虔州$陆路二百六十里$由赣水经十八滩三百八十里$去虔州六十里始出赣

石惶恐滩$在县南五里%东坡贬岭南$有-初入赣.诗云!'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注云!'蜀道有错喜欢铺$入赣有大小惶恐滩$天设此对

也%(其-北归.云!'予发虔州$江水清涨丈余$赣石三百里无一见者%惶恐之南$次名漂城&延

津&大蓼&小蓼&武朔&昆仑&梁口&横石&清洲&铜盘&落濑&大湖&狗脚&小湖&纈机&天注&鳖口$凡

十八滩%自梁口滩属虔州界%又有锡州大小湖&李大王四洲$水涨或落皆可行$惟石投水不深

为可畏也%(

%

这条史料基本概括了两条支流注入赣江后的河道环境和沿途经过的险要河段%南雄州地处北江上

游$往南可直达广州$而北过梅关便是赣水流域$这里是广南外贸商品和贡品的必经之地'

%'大中祥符

初,,又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水运入京师%(

(虔州出产的物资当然也可顺江而

下%赣水一路向北$随着江面渐宽$水流亦缓$进入鄱阳湖$最终进入大江%洪&筠&袁&吉&虔等州和南

安&临江&南康三军都通过这一条水上大动脉运输物资至真州%如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醔奏!'转般之

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米$可籴于真)两浙有米$可籴于扬)宿&亳有麦$可籴于泗%(

)故而$这些州军

在物资转输上的共性凸显$因而可成为一个大区域$不如命名为赣水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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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北宋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

&&&&

年+

注!为简便起见$图中省略了鄱阳湖的绘制$下图同理%

江南东路除去通过赣水运输的州军$剩下的包括

今天皖南大部&苏南的一部分$还有江西省的一小部

分%这个区域内除大江外没有赣水大区内那样的主干

河流$境内地势自东南至西北呈下降趋势%东南为天

目山$中部为丘陵&西北为沿江平原%它的物资外运$

主要即依赖大江$物资上供方式具有一致性%大江是

这一地区转输物资的最佳选择$这样的共性导致其可

以划入一个大区域内$可名之皖江大区"

%为确保物

资及时足额上供京师$朝廷也曾开掘河道$强化开

掏#

%皖江大区包括池&太平&宣&江等州和兴国军&广

德军&江宁府等府军%其实兴国军&江州境内流过之大

江并不能视同今日之皖江$因研究需要$故而一并归入

皖江大区%当然$江南东&西路转输的物资并不是全部

供应京师$'江南东路九十九万一千一百石$七十四万

五千一百石赴阙$二十四万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

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一百万八千九百石赴阙$二十

万石赴南京%(

$歙州&饶州&信州虽然也实施物资转

输$但皆不经过赣水$故而我们暂不将其列入以上两个

大区域*见图
6

+%

二&南宋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

66!%

年$金军南下$北宋灭亡$高宗在风雨飘摇之中建立南宋%

66#!

年宋金和议$规定两国以淮水&

大散关&秦岭一线为界%宋金进入对峙阶段%这样$南宋从长江中游到长江下游$分别在江陵府&鄂州&

江州&池州&庐州&建康&镇江驻扎大军%在稳定了江南的统治后$南宋于绍兴三十年*

66:"

+规定了各州

军上供地点$其中江南东&西路地区上供情况如下!

池州大军岁用米十四万四千石$系于吉&信州&南安军科拨)建康府大军岁用米五十五万余

石$系于吉&抚&饶州&建昌军科拨)镇江府大军岁用米六十万石$系于洪&江&池&宣&太平州&临

江&兴国&南康&广德军科拨)行在合用米一百十二万石$就用两浙米外$系于建康府&太平&宣州

科拨)其宣州见屯殿前司牧马一岁约用米$并折纳马料共三万石$系于本州科拨)并令逐路转运

司收桩起发%时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不与焉%

%

*一+荆湖大区和镇江大区

-要录.卷一八四在记载江西各物资输出州军时$也有不少州军并未提及$比如赣州&袁州等%-许国

公奏议.记载了南宋江西州军各上供额度'

%其中赣州&瑞州*筠州+&袁州&抚州&吉州分别是
9

万&

7

万&

66

万&

6$

万&

!#

万石%这是南宋中后期的上供额度%某些州相比前期数量有不少下降%赣州&袁州仅

有上供物资具体数额$但是送至何处$这条史料没有说明%北宋时$这些未提及州军转输上供物资于何

处没有疑议$南宋时东南运路分散$该条史料中不提这些州军$我们不能直接知晓这些州军的具体配送

地%现存传世文献中有很多记载言江西输送荆湖$南宋前期*

66:"

+规定江南西路输送粮食于荆鄂
6:

万

/

$"6

/

"

#

$

%

'

本文的皖江大区之皖江就是以现在安徽省境内的长江河段来命名的$由于研究需要$文中所述的皖江大区显然还包括了淮南西路的

沿江段$其最西端和荆湖北路相接%

-宋史.卷九六-河渠六.$第
!$7"

页%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之二$第
88:!

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四$第
$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677!

年$第
:68

页%以下简称-要录.%

董槐!-许国公奏议.卷二-奏以造熟铁斛斗发下诸郡纳苗使用宽恤人户事.$商务印书馆
67$7

年丛书集成本$第
$6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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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言!

*嘉定+十五年*

6!!!

+三月二十五日$臣僚言!国以兵为威$以食为命$天下四总$无非钱谷

之所聚%而湖广总所$实饷京襄$万灶云屯$嗷嗷待哺%每岁改拨纲运$或襄阳$或郢州$或均

州$或光州四处以交卸$米多自湖南拨运$谷多自江西拨运$其水路之艰险$脚钱之不敷$以至纲

运之欠折$虽纲运官有顾籍者$亦有所不能免%盖边烽宁息之时$重兵屯於武昌$纲运改拨于京

襄者有限%若湖南&江西之纲$多是指鄂州交卸而已%比年残虏假息于汴$本朝宿兵于边$舳舻

蔽江$殆无虚日$势使然也%然而所给脚钱$比之平日$曾微加益%

#

可见$南宋一朝$江西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对荆湖转输物资$而且江西的纲运一般输纳于鄂州交卸%

从南宋的实际征收额来看$江南西路无疑是最多的$每年达到
7%

万石$

%吴曾-能改斋漫录.语!'惟本

朝东南岁漕米
:""

万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东南者为多%然以今日计$诸路共
:""

万石而江西居三之

一$则江西所出为尤多%(

%其中吉州的上供额最高'

%

再者$漕运和籴米的数量在南宋州军上供数额中所占比例非常大$不考虑各州军的和籴是不现实

的%如!

""近闻朝廷畿误以耕屯当和籴$既而命籴七十万石$臣不敢有违$幸因总所以置江西&湖

南北场分亟作收籴$及委漕宪相助$京湖产米有限$况值水伤$出少食多$宁免艰籴$本钱弗继

""

(

可见$江西的和籴米也多有以官舟的形式输送到湖广总领所或者指定配送地%斯波义信先生认为$

理宗朝京西&荆湖的戍兵补给几乎全靠江西&湖南的和籴)

%孝宗&宁宗二朝政府在江西和籴数字达到

6""

万石*

%南宋的和籴并非全部坐等商旅送来大军粮食存贮地收纳$而是很大一部分靠科配和籴额

度$规定每州每年必须和籴一定数额$这就和具体下达各州军上供任务无异$除了在和籴时可能会支给

一定数量的钱外$在运输上和一般赋税的输纳并无二致$因此也可视作本州的上供物资%这些和籴来的

粮食和上供一起承担南宋大军的供给%南宋江西具体某个州军对湖广的转输史料是较为分散的+

$并

且也并非所有的江西州军都负有转输荆湖的义务%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辨来获知上供荆湖的物资转

输区域的组成州军是哪些%

-要录.卷一八六记载!

*绍兴三十年+*

66:"

+户部言大军岁用马料$今江浙诸路和籴米多$乞令逐路转运司以上供

米增折马料$旧米一斛折纳料二斛$至是令两浙路增二十万斛$江东&西各增十六万斛$内平江&

镇江&建康府&鄂州各十万斛$荆南府六万$宣&池州各二万%从之%

,-.

斯波义信因此认为$江西在南宋时期输往鄂州和荆南府已常态化,-/

%这是南宋政权稳定后明确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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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录.卷一八三$第
$

册$第
87%

页%和北宋时期相比较而言$江西上供数额反倒有下降%

由-要录.卷一八四所载$北宋时期$江西上供米不到
6""

万石$北宋东南上供米
:""

万石$朝廷取于江西只有
6

9

:

弱$南宋时$六路

上供米
$$!

万石$江西出产上供米勉强可达到六路上供总额的
6

9

$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
67:"

年$

第
$7:

页%笔者认为$虽然史学讲究以史料为准$但是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史料书写之时$掺杂了较多的书写人情感$难

免夸大实际情形%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五所记乾道九年吉州一岁米
$%

万石%这和南宋中后期吉州
!#

万石的上供还是有不少差别的$可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吉州的负担越来越轻%

李曾伯!-可斋杂稿.卷十八-手奏回谢御扎戒谕荆阃事宜.第
66%7

册$四库全书本$第
$%%

页%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6

年$第
!%7

页%以下简称-江南.%显然这种和籴不是设场和籴$而是实

施和籴配给%前者带有不确定性$后者则是具有强制性$对大军粮食供应来说相对具有稳定性%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三六&三七$第
88!:

&

88!%

页%-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
67$%

年$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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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伯重先生-'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444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一文认为我们不可以'选精法(和'集

粹法(来进行经济史的研究$可能有学者认为$一条史料记载是输送荆湖的$就能证明整个南宋或者较长时间段内都是如此吗3

首先$江西输送荆湖是一个较长时间段内的事实$在这个基础上$就具体州军的变化来看$其一$一段时期内变化并不会太大$其

二$即便有变化$也不会影响整个大局%并且$我们只要能证明一个大区在南宋时期大多数时间存在上述固定的地理格局即可$

不能强求整个南宋
6""

余年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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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宋代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格局的演变

定江西对荆湖地区的供输责任%

图
$

!

南宋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

&$%J

年+ 图
2

!

南宋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

&&!%

年+

!!

南宋前期赵鼎记载!

臣勘会本司!先奉圣旨$令于仓部郎官孙逸所起上供米内支拨一万石$应副襄阳府郢镇抚

使李横$系孙逸分定于临江军&吉州桩拨$本司节次行下逐处$及发遣差来人船前去交装""

"

这条临江军拨付粮米支持荆湖的史料虽然是临时性措施$却可证明其转输荆湖是早有先例%黄?

的-勉斋集.中展现了南宋中后期的临江军某年拖欠湖广总领所物资的情形$并提到'本县全年财赋每岁

苗米额催管六万二千余石$每岁起解淮东&西总领所上供纲并湖广总领所马料亦管六万二千余石

,,(

#我们知道$黄?任职临江军大概是从
6!"9

年开始$也就是说$大概这个时期临江军是同时具有

转输淮东&淮西和荆湖义务的$从
66:"

年宋廷规定江西州军上供折变马料时起到
6$

世纪初这段时间$

临江军转输荆湖史料缺乏$所以其是否一直遵照法令执行$我们不得而知%南宋中前期彭龟年记!',,

每岁计三万四千八百余石$而闰月不预此数$以其所入较具所出$常欠米二万九千余石$而又本军*临江

军+每岁止供至镇江&建康&池州交卸所用水脚靡费等钱数浩瀚$镇江石至五百以上$建康四百以上$池州

三百以上,,(

$这条史料是南宋绍熙*

667"

&

6678

+年间之事$没有提及转输荆湖$虽然不提不表明不

转输$但是就事实来看$我们只可以说从
6$

世纪起$临江军应属于向荆湖供输物资的州级军%

-许国公奏议.有南安军属下之县上供湖广总领所的记载$其不但自身上供物资$还代发抚州乐安县

上供的事例!

本司今契勘得本军*南安军+南康县及抚州乐安县每岁合解本司代发湖广总领所米价钱八

千八百石$内南康县五千石$乐安县三千八百石""欲乞睿断行下$所属径自解总所$本司更不

拘催收籴代发%仍諸下湖广总领所照会$实为永远莫大之利$伏候敕旨%

%

南康县这时*董槐任职江西是
6!$#

年左右的事+每年都得发送物资于荆湖$这显然不是短期的行

为%可见$南安军在南宋中期开始也具有了转输荆湖之责%由于我们的研究是以州或者州级军作为基

本单位$因其管辖的一个县份转输荆湖$不管其他县份物资是否输送荆湖$可以认为南安军从南宋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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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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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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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董槐!-许国公奏议.卷二-奏以造熟铁斛斗发下诸郡纳苗使用宽恤人户事.$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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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是具有转输荆湖义务的%包伟民认为!'州军财政收入的主体$当然是本地区的赋税$除倚郭县外$

一般都由属县负责催科$入纳后上缴州军仓库%(

"

-庆元条法事类.也规定!作为州下一级行政单位的

县$必须将上供物资先输送于州军一级治所$由州军一级行政单位统一起发调配%

# 应该说这一法令明

确了南宋中后期的县上供物资时先转输州军治所这一规定%南康县为避开这一法令的限制$特上奏请

求直接输纳湖广总领所%

-要录.所记抚州是转输建康的%端平*

6!$#

&

6!$:

+年间$董槐所记南安军代发抚州乐安县上供说

明抚州当时也具有供输荆湖义务%-黄氏日钞.记载!',,他州尤可申拨上供$独抚州尽发荆湖军馕

,,(

$

-黄氏日钞.所记时间是
6$

世纪南宋中后期%黄震在这里说抚州尽发荆湖$显然和
66:"

年的定

制有所出入$黄震为抚州守已经是南宋末年之事*

6!%6

+$-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南宋
6!"6

年抚州还是转

输建康的%

$嘉定*

6!"9

&

6!!8

+年间$为转输抚州&建昌军粮食$黄?建议在隆兴府建设转般仓一所$汪

圣铎认为建设隆兴府转般仓的目的是为转输建康的军粮提供便利'

%可见$抚州一直转输建康没有变

化$到了
6!$#

年抚州出现了同时转输荆湖的义务%很可能抚州先是全部转输建康$南宋中期开始部分

转输荆湖$南宋末年军情紧急$抚州转输地点完全发生变化$全部转输荆湖%不过$这时距离南宋灭亡已

时日无多%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江西从南宋中期开始$常年承担上供荆湖任务的州军出现$这些州军为抚州&南

安军&临江军(

%江西其他州军也可能偶尔转输物资于荆湖$不过不可视为常例%笔者在研究江西对荆

湖的物资输送时采取的是在理念图上将已知输送荆湖的江西州军划入同一区域的办法$表示荆湖和江

西的这种联系$尽管和荆湖本身相比$江西转输鄂州&江陵的数量要小一些$不过其依旧是荆湖大军的重

要支持者%就单个大区来看$运输到江陵的粮食每年才
72:

万石$抚州&南安军&临江军三州军每年转输

荆湖就达到
6:

万石$如何能说江西这三州军不是荆湖大军物资的重要来源地3

需要说明的是$江西物资输出州军有一部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配送地$这是因为江西地区出产

丰富$是南宋最重要的稻米产区之一$淮东&淮西&湖广三大总领所都需要分配江西的粮食以赡军%故

而$江西地区就存在二到三个物资转输区域$区别这些区域的标准就是其物资配送地$物资配送地相同&

且运路相同的州军自然可以划入同一个物资转输区域%有的州军存在若干个配送地$故而$这些物资转

输区域之间也就存在重叠现象$重叠部分即具有二个或者二个以上物资配送地的州军%因其转输荆湖$

可以为之命名荆湖大区%荆湖大区的所有州军都进入大江$然后运抵荆湖$这也是其所有组成州军共性

之一%如前引史料记载$转输至荆湖的物资应该大多在鄂州下卸)

$到达鄂州后$大多数留在鄂州供给

鄂州大军使用$到了南宋中后期$再根据具体驻军情况实施改拨$送至襄阳$至均州或者光州%

这样$就荆湖大军来看$仅有荆湖南&北路本身的供输显然还是不够$荆湖大区就近为其提供支持也

是责无旁贷%故就本研究来看$荆湖大军其实是三大区支持下的产物*

%

江西州军在
68"

年的时间里$个别州军的转输地点会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多是由同时转输其他配送

地和荆湖$变为全部转输荆湖或者增加转输荆湖的物资数量$这就更增强了江西对荆湖的支持力度%荆

湖大区的粮食物资全部转输鄂州下卸$这个物资转输区域主要对应鄂州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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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转输荆湖从
66:"

年就常态化$只是缺乏相应史料$我们无法分离出
66:"

&

6!""

年江西转输荆湖的是哪些州军$我们仅可就

已有史料作出判断$但这并不影响南宋时期江西自始至终和荆湖的物资转输联系%不过这也由此导致江西境内的荆湖大区成型

时间较晚%和其他大区
66:"

年左右就基本形成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在构建理念图时就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四之二$第
8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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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宋代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格局的演变

*二+建康大区和池州大区

南宋初期$张俊驻扎于建康$他
9

万大军物资支出数额应该是非常之巨的%宋朝夺取各大帅兵权$

变家军为御前军$为确保建康大军的物资供应$由-要录.卷一八四可知转输建康总领所的江西州军有吉&

抚&饶州&建昌军等州军%那么除此之外$其它江南东&西路州军还有没有也转输建康府的呢3 史载!

*乾道七年+*

66%6

+十月七日$诏!江州旱伤$节次已降指挥$取拨本州常平&义仓米四万四

千余硕$及兑截上供米六千五百余硕$劝谕上户认籴米二万八千六百余硕$截留赣州米一万硕$

及支籴本钱四万余贯收籴米斛$并令漕臣取拨本路常平米一十万硕$吉&筠等州见起建康米八

万余硕$未起朝廷桩管米九万七千余硕""

"

由这条史料我们可以判定这个时期筠州的物资至少有一部分是输送至建康的$故而李心传没有提

到的筠州是转输建康的%

-救荒活民书.卷一也说!'乾道七年*

66%6

+,,又拨本路常平米十四万石$去筠等州见起赴建康$有

米八万余石$桩管米六万七千余石%(

#

因此可知$筠州在
66:"

年之后转输建康是没有疑问的%前述临江军也具有转输建康府的义务$故

这两州也可归入吉&抚&饶州&建昌军所在大区$因这些州军均转输建康府$并且都通过大江转输$不如名

之建康大区%这样$建康大区就包括了六个州军%临江军&抚州是建康大区和荆湖大区这两大物资转输

区域的共有部分%

建康总领所负责的南宋大军供应数量较多$除张俊的原有人马$淮西兵变后$王德的
9"""

人移驻

建康$又增加了建康军队的数量%建康兵消耗军粮数字当不在少数$并且作为最靠近行在的大军驻地之

一$确保行在之安全也是南宋政府所要考虑的议题之一%南宋前期$在收兵权行动后$张俊的行营中护

军成为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主要防御金军渡江%南宋后期$南宋防御国策发生变化$由防江向防淮转

变$由此$淮上南宋大军的驻防也发生相应的变化!淮上大多数州军都设置南宋守军$

%因此$江西四州

军形成的物资转输区域对应的是建康大军%

再由-要录.卷一八四可知转输池州的州军有吉&信州&南安军三州军%这三州军之外$除了临江军$

尚未发现其他州军转输池州%这四州也均通过大江转输池州$因此可归入一个大区内$可称之池州大

区%池州大区驻军并非只在池州$太平州也有南宋大军驻扎%宋朝在此驻扎大军数量并不算多$李显忠

屯驻于此$他辖下大军
627

万人$这支部队消耗军粮亦不算巨大$每年大概
6#2#

万石%池州最早应属于

刘光世的驻军地点$由于驻军数量不多$故而池州大区涵括州军数量较少$只包括吉州&信州&南安军&临

江军四州军$并且其中三州军还负责往其他配送地发送粮食$留给池州大区发送的粮食就更少%这四州

形成的物资转输区域对应池州大军%李显忠之后王进接任'池州&太平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

%

$这时

的池州大军正式成为一支屯驻大兵存在$后去除'太平州(字样$改称池州驻扎御前诸军'

%

南宋收兵权之后$宋廷对镇江的大军兵额大加裁撤$这支前韩家军剩下了
#2%

万余人(

$成为南宋

镇江府驻扎御前诸军%-要录.卷一八四最后提到配送地为镇江总领所的江南东&西路州军有洪&江&池&

宣&太平州&临江&兴国&南康&广德军等五州四军%这些州军的地域范围已经超出了江南西路$包括了很

大一部分的江南东路所属州军%其中沿江分布的江州&池州&太平州&兴国军直接通过大江转输$江南西

路洪州&南康军&临江军通过赣水和大江转输$江南东路内不沿大江分布的宣州&广德军则先通过小型河

流然后进入大江%这条史料基本涵括了转输淮东总领所的江南东&西路州军$不过还是需要补充未收入

州军%史载!

*乾道+九年*

66%$

+十一月一日$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刘蔰言!已降获旨*疑是已获降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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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司所陈$吉州造船场移隆兴府%臣缘前奏犹有未尽$不敢隐默%吉州一岁运米三十七万余

石$合用五百料船六百余艘$每岁吉州船场造岁额舟船$止应副吉州一郡犹或不足$又造船板木

专取之赣&袁州$逐州去吉州为近%今失之讲究迁移%比来岁自隆兴府溯流拨船至吉州$载上

供米$却自赣&袁州运米至隆兴府$道里回还$得不偿费$为计非便$难以久行$理合更较经久害

利$从长施行%

"

由于赣州&袁州等州军距离镇江较远$赣州和袁州的粮食输送至隆兴府$而隆兴府的粮食则直接输

送镇江%故而$我们也可以认为赣州&袁州等州军转输镇江府$只是这两州不是独自转输镇江$因此我们

在理念图上未标示之%和其它转输各个总领所的州军分布不同$转输镇江的州军基本呈东西横贯分布%

因这些州军转输镇江$转输运路离不开大江$故我们可以划出转输镇江的大区$因均转输镇江$可命之镇江

大区%江州也驻扎有南宋大军$不过其军队人数并不是很多$且其物资供应主要归属荆湖总领所管理%

和江西的其它几个物资转输区域相较$荆湖大区&池州大区&建康大区&镇江大区都是具有共有州军

的%这四大区的共有部分为临江军$就临江军的地理位置来看$其处于江南西路的中部$就交通来看$赣

水穿过境内$运输是比较便利的%其地势较为低平$水源较为充分$适合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由于产

量充足$还经常为他州代发上供物资#

$成为四大区共有州军的各方面条件都较为成熟%江西各州军在

上供物资上负担是不一样的$出产数量众多未必和上供数额成正比例%因此有宋人彭龟年-止堂集.论

及江西州军上供负担不同的记载$且有些州军差别还比较大$其中临江军负担较重$

%江南东&西路四

大区具体情形可参考图
!

&图
$

%*由于共有区域在江西境内重叠处很多$故分为两图绘制$以使读者能

够对江西的物资转输地理更易了解+%

南宋中后期时$就军事布局来看$荆湖大军北进到襄阳驻守$建康&镇江大军更多地进入淮上防卫%

因此$淮上诸州军大多有南宋驻军戍守%

$建康&镇江总领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发送淮上大军军粮物资%

如史载商总领到任$发送淮上大军物资数年之内增加将近十倍'

%

三&宋代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格局的变轨

北宋时代的江南东&西路虽然是朝廷重要物资来源地$但就运路来看$还基本能够保证按部就班$只

在个别情形下出现代发状况$但不管如何$总体上都是发往京师及其附近$所以这一时期就江南东&西路

来看$运路在物资转输地理上就特别突出$从赣水转输的州军基本都能划入赣水大区$剩下若干州军$如

抚州&建昌军从抚河转输$故这两州军不能划入赣水大区%但是江南东&西路也并非所有的州军皆可以

图
'

!

北宋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理念图

划归这两大区$如歙州&饶州&信州虽然也上供物资$

但却并不能划归这两大区%不过总体上来说$北宋

江南东&西路还是整齐划一$较为规整地执行上供职

责%由于淮南扬楚运河沿岸设有具有同样转般功能

的转般仓$故而楚&泗&真&扬四个州可因功能一致$

划为一区$可称之真泗运河区$因此有理念图*见图
#

+%

南宋时期的江南东&西路则与北宋时代完全不一样$三个总领所需要江西的粮食$而之所以会出现

各个物资转输区域交错的局面$乃是由于它们之间争夺的结果$'淮东之专人朝来$而淮西之专人夕至$

湖广之专人又已踵门矣$县庭之下$三总所之吏舍也(

(

%作为四个区域的共有州军$它们的产出未必在

江南东&西路中最多$但是交通最为便利倒是很有可能的%和北宋时代相比较$南宋时代的江南东&西路

其物资转输地理格局要复杂得多$到了南宋$我们说江南东&西路是王朝主要的物资来源地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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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

勇!宋代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格局的演变

图
#

!

南宋江南东&西路物资转输地理理念图

注!其中转输镇江府的粮食包括赣州和袁州出产的粮食$因赣州和袁州的粮食输纳于隆兴府$然后由隆兴府输送镇江府%故而$江

西七郡的输送包括了这两州的物资%

四&结
!

论

应该说$两宋江南东&西路地区的物资转输区域变动相当大$江河名称基本无变动$南宋的该地区物

资转输区域完全没有北宋时代的任何沿袭$物资转输区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北宋时期$该

地区的物资转输区域主要是和域外的地方发生联系$如真州$以至京师%两大区域之间联系不多%但到

了南宋$江南东&西路物资除了在区域内调拨使用$还送达镇江&鄂州&池州和行在%当然$由于运输路途

的趋短$再没有出现类似北宋那样的中转地$地理上也没有长期存在的枢纽地%

战争乃是本地区物资转输地理发生变动的原因之一%北宋时代$本地区处在负责为京师提供物资

这样的位置$区域内驻军数量不多$产出物资基本上供中央%到了南宋$陕西五路的丧失$本地区从大后

方的位置变成为淮南和荆湖物资提供地$间接的军事压力大增%南宋在湖广&淮西&淮东大量驻军$物资

也输送至三个总领所及其指定地点附近贮存%

物资转输体制的变更是物资转输地理转变的另一个原因%北宋时期$江南东&西路物资绝大部分送

抵京师$南宋时代$朝廷设置四大总领所$其中$湖广总领所专管两湖地区的物资转输事宜$淮西和淮东

总领所管理江淮地区的物资转输%'物资转输地理(这一概念揭示的是物资转输体制的全面转变%北宋

时期形成的发运司体制到南宋时演变为总领所体制%这样的体制同时也导致了物资转输运路的分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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