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朝建康的木材

何 德 章

能源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 ,也全面影响着古代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 。在中国六朝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作为矿产的煤还没有广泛利用 ,

木材便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资源 。迄今为止全面探讨六朝时代社会

生活与社会经济的论著 ,鲜见将木材纳人论述的视野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

的缺陷 。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系的赵冈先生 ,在其 《中国历史上的木材消耗 》一

文中 , ①利用一些典型史料及国内学者的个案研究 ,对中国历史上的木材消耗问

题作了鸟瞰似的论述 ,在该文中 ,他分析中国古代木材消耗的主要方面为薪炭 、

棺木 、建筑用材 、矿冶与煮盐以及其他 。在该文中 ,赵先生还据史实与研究论著

判断 ,仅薪材一项 ,古代普通民众年木材消耗量的低标准为 立方米 ,而森林的

木材蓄积量 ,根据林木的种类及林区分布的不同情形 ,在 一 立方米之间 。

按照这一判断 ,以低的森林木材蓄积量 ,古代社会一个五口之家一年仅薪材一

项 ,需要毁坏 一 亩森林 ,如果以高的蓄积量考虑 ,至少也烧掉一亩森林 。当

然 ,这种判断还只是一般的情形 ,就六朝时代来说 ,气候偏于寒冷 ,大多城市都

才开始兴建与发展 ,木材的消耗量当有所增加 ,所需林地也必然增加 。

且不说南方的情形 ,就六朝时期黄河流域的情形来说 ,尽管人地关系与汉

代繁荣时代相比趋于缓和 ,但木材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当时社会生活的面

貌 。后赵石勒欲大规模兴建邺城 ,适逢 “时大雨霖 ,中山西北暴水 ,流漂巨木百

余万根 ,集于堂阳 ”。石勒大喜 ,以为天助 。②北魏后期都城洛阳 ,材木 “尽出西

河 ” ,至使当地地方长官因应对洛中 “朝贵 ”索取而不胜其烦 。③北魏后期 ,华州治

所从原来的李润堡迁至汉代冯诩古城 ,主要原因是为了便于 “樵牧 ”亦即木材采

集之便 。④

城市建设离不开木材 ,而百姓 日常生活的薪材则是社会生活展开不可缺少

的内容 。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说 ,柴火亦是民生的重大问题 。贾思舞在 《齐民

要术 》中 ,叙述林木种植营利的情形 ,对薪材一项的经济利益便加以谆谆告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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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述种榆之利说 “其岁岁料简剥治之功 ,指柴雇人 ,十束雇一人 ,无业之人 ,争

来就作 。卖材之利 ,己自无货 。”他自注说 “ 一顷 岁出万束 ,一束三文 ,则三十

贯 。”在述种柳之利时说 “ 三十亩中 百树得柴一载 ,合柴六百四十八载 。载直

钱一百文 ,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 。”与乡村散居的农户相比 ,薪材对于人口

集中居住的城市来说 ,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所以 《齐民要术 》言种树卖柴之利 ,特

别指出应 “地须近市 ”。

六朝的建康城是不断发展起来的城市 ,在梁朝盛时已然成为约有 万人

口的大城市 。此前的汉代以及此后的隋代 ,江南木柴都是黄河流域的重要供应

地 ,建康城的发展时期 ,开发较晚的南方山地自然森林比北方丰富 ,江南总体上

木材还不是一个问题 。但宫庭贵族所需大材 ,多集中于长江中上游各支流山地

及闽浙山区 ,砍伐与运输不易 。汉代北方对 “江南糯梓豫章 ”需求量很大 ,时人

就曾指出 “夫糯梓豫章 ,所出殊远 ,又乃生于深山穷谷 ,经历山岭 ,立千步之高 ,

百丈之溪 ,倾倚险阻 ,崎岖不便 。求之连日 ,然后见之 ,伐研数月然后迄 。',⑤长江

中下游地区 “边海带湖 ” ,为东晋南朝经济发达之地 ,城市经济日益繁荣 , 自然森

林却不多 。⑥建康地当古丹阳湖区 ,东南为太湖流域 ,附近不可能有成片自然森

林 ,大宗木材须由长江从上游采伐运至 ,整个六朝时期均无多大改变 。建康城

在六朝时期几次建设 , ⑦都面临木材紧张的问题 。孙权先都武昌 ,后迁都建业 ,

赤乌十年下诏说 “建业宫乃联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 ,材柱率细 ,皆以腐朽 ,常

恐损坏 。今未复西 ,可徙武昌宫材瓦 ,更缮治之 。”有关机构奏称 “武昌宫已二

十八岁 ,恐不堪用 ,宜下所在通更伐致 。”孙权表示 “大禹以卑宫为美 ,今军事未

已 ,所在多赋 ,若更通伐 ,妨损农桑 。徙武昌材瓦 , 自可用也 。”⑧孙亮时 ,欲广宫

室 , “诏州郡伐宫材 ” 吴末 ,孙皓 , “更营新宫 ,制度宏广 ” , “盛夏兴功 ,农守并

废 ”。华核上书谏阻 ,其中说 “上方诸郡 ,身涉山林 ,尽力伐材 ,废农弃务 ,士民

妻擎赢小 ,垦殖又薄 ,若有水旱则永无所获 。州郡见米 ,当待有事 ,冗食之众 ,仰

官供济 。若上下空乏 ,运潜不供 ,而北敌犯疆 ,使周 、召更生 ,良 、平复出 ,不能为

陛下计明矣 。”⑨足见当时建康木材由建康 “上方诸郡 ” ,即长江中游地区供给 ,且

采伐不易 。东晋末 ,卢循等欲从广州起兵北上夺取政权 , “密欲装舟舰 ,乃使人

伐船材于南康山 ,伪云将下都货之 ”。。南康山地当今赣南山区 。梁朝时 ,梁武帝

欲为其父造寺以祈福 , “命有司求良材 ,曲阿弘氏自湘州买巨材东下 ” 。这些有

关六朝建康木材来源的史实 ,大体表明建康宫庭富室所须大材产地逐步由赣江

流域向湘江流域扩展 、以及建康木材依托商人采办的情形 。

建康木材来源不易 ,因而价格居高不下 。东晋初元帝因宠子琅邪王司马焕

幼年而死 , “悼念无已 ” , “加以成人之礼 ,诏立凶门柏历 ,备吉凶仪服 ,营起陵园 ,

功役甚众 ”。孙霄上疏谏称 “凶门柏历 ,礼典所无 ,天晴可不用 ,遇雨则无益 ,此



至宜节省者也 。若琅邪一国一时所用 ,不为大费 ,臣在机近 ,义所不言 。今天台

所居 ,王公百僚聚在都辈 ,凡有丧事 ,皆当供给材木百数 、竹薄千计 ,凶门两表 ,

衣以细竹及材 ,价直既贵 ,又非表凶哀之宜 ,如此过饰 ,宜从粗简 。',。正因木材难

得 ,因而 “价直既贵 ”。东晋时 ,建康官府所须木材曾令以杂税的形式向各地调

发 ,刘宋初 ,开始采用购买的方式采办 。。但官府所需木材紧张的情况并无多大

改变 ,刘宋中期 , “都水材官朽散 ,十不两存 ” “备豫都库 ,材竹俱尽 ”。。这当然首

先反映了当时国家财政紧张 ,同时也说明木材价格甚高 ,不能大规模的贮备 。

建康官府所须木材采办不易 ,居住此地的官僚贵族亦颇受其苦 。宋文帝

时 ,吏部尚书庚炳之 “内外归附 ,势倾朝野 ” , “市令盛馥进数百口材助营宅 ,恐人

知 ,作虚买券 ” , 。后竟成为其罪状之一 。南齐时 ,豫章王萧疑 “收合得小杂材 ” ,

加上朝廷 “赐故板 ” ,欲于宅中 “造一小眠斋 ” , “始欲成就 ,皆补接为办 ,无乖格

制 ,要是怪柏之华 ,一时新净 ”。只因太子东宫 “无此斋 ” ,遂上书朝廷说 “臣乃

欲坏取以奉太子 ,非但失之于前 ,且补接既多 ,不可见移 ,亦恐外物或为异论 ,不

审可有垂许送东府斋否 。 ……所启蒙允 ,臣便当敢成第屋 ,安之不疑 陛下若不

照体臣心 ,便当永废除不休 。”。梁武帝宠臣何敬容 “舍宅东为伽蓝 ,趋势者因助

材造构 ,敬容并不拒 ,故此寺堂宇校饰 ,颇为宏丽 ,时轻薄者因呼为 众̀造寺 '

焉 ”。。小小一 “眠斋 ” ,竟有可能引发政治上的危机 ,朝中显贵造寺 ,须待趋炎附

势者 “助材 ”方 “颇为宏丽 ” ,均因建材难得 。所以当贺深上书指责梁武帝债佛造

寺时 ,梁武帝声称 “凡所营造 ,不关材官 ,及以国匠 ,皆资雇借 ,以成其事 ” , 。表示

自己信佛为私人行为 ,没有占国家便宜 。

木材价高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六朝建康城市的面貌 。孙权徙武昌材瓦改

造建康宫城 ,以 “卑宫 ”为美 ,后虽经孙亮 、孙皓时扩建 ,但在西晋末石冰之乱中

“焚烧荡尽 ”。。东晋初多次兴建宫室 ,但形制 “俭陋 ”、“俭狭 ”。。至孝武帝太元初

谢安当政时 ,因 “宫室朽坏 ”加以改筑 ,才颇具规模 。孙权于秦淮河上建朱雀桥 ,

东晋初王敦攻建康时 ,温娇将其烧毁作为防御手段 , “是后权以舶航为浮桥 ” ,成

帝时 , “侍中王坦之议复税桥行者 ,收直以具其材 ,但苑宫初理不暇 ,遂浮航相

仍 ”。。宫殿建筑自然与当时政府财力有关 , 。但木材价高难求应无疑加重了财政

的负担 。东晋至宋 、齐 ,新任官僚受命后二十 日内须交二千 “修城钱 ” ,至南齐时

宫城才有较完善的城墙 ,同样亦由于木材价高 ,烧砖不易 。

国家建筑如此 ,一般民居自然以简陋为主 。六朝盛时 ,建康城中虽不乏豪

宅 ,但为数不少的官员因不事贪污便妻子露立 ,亦有任官地方大肆贪污 , 目的就

是回京建一套与身份相当的住宅 。清廉的官员一宅难求 ,表明建康城中大多数

民居简陋不堪 。竹茅之舍应是民居的主要形态 ,因而六朝时期建康城中屡发大

火 , 。甚至引起民众的心理恐慌 。。隋灭陈之前 ,高颖建言 “又江南土薄 ,舍多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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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 ,所有储积 ,皆非地窖 。密遣行人 ,因风纵火 ,待彼修立 ,复更烧之 。不出数

年 ,自可财力俱尽 。”虽是针对 “江南 ”而言 ,亦反映出建康城 “舍多竹茅 ” ,易发大

火的事实 。南朝时 ,建康城中住宅交易频繁 , 。宅价居高不下 , 与木材来源不易

亦当很有关系 。

考古史料表明 ,汉代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北方一样 ,墓葬中棺木与墓室均广

泛使用巨大的木材 ,而六朝时绝大多数为砖室墓 。烧砖当然也需要木柴 ,但与

建造木室的木材相比 ,细小材柱乃至竹茅 ,均可为用 ,相对木撑墓室来说 ,对木

材的质地与大小要求不高 。因此 ,用砖撑代替木撑 ,固然与 “金石不朽 ”的时代

观念有关系 ,木材的贫乏也应是重要的促成因素 。就棺来说 ,无棺而葬在东晋

南朝是政府禁止的行为 ,但民众却因无力备办棺材 ,停尸积年而不葬 , “麟然路

隅 ,往往而有 ”。。史料表明南朝时建康城中棺价有五百钱 、一千钱 、三千钱之差

异 ,贫穷的官员只能以小棺为葬 ,赐贫者以棺器成为朝廷 、官员的善举 ,想尽办

法为亲人及乡邻备办棺木 ,亦得列于正史 《孝义传 》,史料涉及的地域 ,建康及太

湖流域 、宁绍平原占绝大多数 。这与北魏后期洛阳城中制棺者以桑木为之 ,都

同样表明木材贫乏已是一个社会问题 。

当建康城日益扩大后 ,樵薪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影响民众生活的问题 。六

朝特别是南朝时 ,贫穷者以樵采为生的史实不少 ,不仅为了 “自资 ” ,贩卖以求得

其他生活资源 ,应属常态 。江淹少时 “孤贫 “ ,即 “常采薪以养母 ”。东晋南朝屡

次下令禁止私占山林 ,主要原因便是贫者樵采无所 。南朝时 ,政府针对建康城

的娠恤 ,往往赐以 “柴米 ”、“樵米 ”、“薪粟 ”、“樵粮 ”。。南齐末 ,萧衍进围建康 ,名

士阮孝绪 “家贫无以囊 ,憧妾窃邻人樵以继火 ,孝绪知之 ,乃不食 ,更令撤屋而

炊 ” 。梁宗王萧伟 , “每祁寒积雪 ,则遣人载樵米 ,随乏绝者即赋给之 ”。。梁末侯

景围台城 , “宫门之闭 ,公卿以食为念 ,男女贵贱并出负米 ,得四十万解 ,收诸府

藏钱帛五十亿万 ,并聚德阳堂 ,鱼盐樵采所取盖寡 。至是乃坏尚书省为薪 。',。或

许 “公卿 ”大都没有经历过柴火的困境 ,才有此尴尬 。

可以说正因为自然森林分布地区与经济发展的区域不一致 ,木材特别是上

等木材的跨地区贩运 ,成为六朝商业的一大类型 ,随着六朝时代浙东山地的开

发 ,用材林的营造也亦开始 。谢灵运在其 《山居赋 》中 ,描写其始宁别墅中的林

木说 “其木则松柏檀栋 ,口口桐榆 。集拓毅栋 ,揪梓怪椿 ,刚柔性异 ,贞脆质殊 。

卑高沃靖 ,各随所如 。干合抱以隐岑 ,秒千初而排虚 。凌冈上而乔辣 ,荫涧下而

扶疏 。”刘宋时 ,羊希请定占山法令说 “凡是山泽 ,先常嫩熄种养竹木杂果为林

花 ,及破湖江海鱼梁鳅衡场 ,常加功修作者 ,听不追夺 。”知占山而 “种养竹木杂

果为林花 ”者确有其人 ,谢氏《山居赋 》中罗列的各材用林木 ,很有可能为人工种

植 。至于东晋南朝士大夫心向玄学 ,崇尚自然 ,所居必择幽隐 ,种树植竹 ,史实



甚多 ,不烦征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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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书 》卷 《何敬容传 》。

《梁书 》卷 贺深传 》。

《建康实录 》卷 。

《晋书 》卷 《王宾传王彪之附传 》。

《建康实录 》卷

见前引刘淑芬文 。

《晋书 》卷 五行志中 》所记建康城非战火引起的重大火灾 吴主孙亮建衡二年三月 , “大火 ,烧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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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书》卷 五行志 》 “ 永元 二年冬 ,京师民间相惊云 ,当行火灾 ,南岸人家往往于篱间得布

火缠者 ,云公家以此镶之 。”

《南史 》卷 《皮果之传 》 果之南齐武帝时 “尝兼主客郎对魏使 ,使问果之曰 百̀姓那得家家题门

帖卖宅 '答日 朝̀廷既欲扫荡京洛 ,克复神州 ,所以家家卖宅耳 。” ,

就现有的史料看 ,六朝建康房屋交易价格在四五十万钱到一百五十万钱之间 ,如换算成可比较的

布帛 ,较之汉代北方房屋价格要高 ,考虑到六朝布帛生产技术的提高与产量的增加 ,则显得更贵 。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建康屋宅的昂贵。不过 ,史料涉及的屋宅交易主要是社会上层 ,就屋宅面积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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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南方似乎较北方要大 ,因为这是一个难于确证的问题

《梁书 ·武帝纪中》天监十二年二月诏 这是东晋南朝普追存在的情形 《宋书》卷 《何承天传 》

记 ,刘宋时 ,丹阳民丁况等三家 “久丧不葬 ”, “数十年中 ,葬辄无棺徐 ”。据何承天所说 , “在东诸

处 ,比例既多 ,江西淮北尤为不少”。 “在东 ”指三吴地区。

《宋书 》卷 《文帝纪 》 元嘉二十一年六月 , “连雨水 丁亥 ,诏日 霖̀雨弥日 ,水涂为患 ,百姓积俭 ,

易致乏厄 二县官长及营署部司 ,各随统检实 ,给其柴米 ,必使周悉。' ” 二十五年正月诏称 “比

者冰雪经旬 ,薪粒贵踊 ,贫弊之室 ,多有窘罄 可检行京邑二县及营署 ,踢以柴米 ”同书卷 “ 孝武

帝纪 》大明元年正月 , “京邑雨水 ,辛未 ,遣使检行 ,踢以樵米 ” 五年七月诏称 ”雨水狠降 ,街衡泛

滋。可遗使巡行 。穷弊之家 ,踢以薪粟。”《南齐书 》卷 《武帝纪 》 永明十年十一月诏 “顷者霖

雨 ,樵粮稍贵 ,京邑居民 ,多离其弊 。遣中书舍人 、二县官长服踢 ”

《梁书》卷 《阮孝绪传》。

《梁书》卷 《萧伟传》。

《南史 》卷 。《侯景传 》。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