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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坊市制度的发展变化

盛会莲
(西北师范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

甘肃 兰州 73 00 70 )

【摘 要 1 坊 市制度是封建社会城市管理的基本制度
。

有唐一代
,

坊市制度的发展变化表现为前期制

度上的严密化
、

细致化和后期实践中的滞后性和被冲击
。

这一发展趋势体现 了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经

济现实之间的相对游离
、

失衡状态
,

上层建筑的 变化总是落后 于经济基础 的发展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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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市制度是中古社会对城市生活进行组织管理

的一种基本制度
,

主要包括坊市分区
、

定时启闭坊

市门以及夜禁等内容
。

它是统治阶级试图从时间上

和空间上严密控制城市社会生活的措置
,

是集权统

治在城市管理中的具体体现

坊市制度起源颇早
,

从周代产生后
,

历代承传

不衰
,

并在具体制度上逐渐严密
。

在封建社会灿盛

时期的唐代
,

坊市制度在前期随着集权统治的强化

而进一步严密细致 ; 但到唐后期
,

随着人身依附关

系减轻 前提 下商 品货 币关 系 的活跃 和 繁荣 〔 ’ 〕

( l趁50)
,

城市中的商业经济突出发展
,

坊市制度遂

显落后
,

死板的坊市束缚频遭冲击
,

渐难维持
。

坊

市制度被冲击的遭际是唐代经济史上的醒 目之点
,

尤其是坊市分区的无法执行和夜市的出现
,

每每成

为史家论述唐代商业繁荣的力证
,

为不少史论所涉

及
。

但把这一经济
、

社会管理制度在有唐一代的发

展及遭际作为主题加以研究
,

进而揭示封建社会政

治经济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
,

这方面的研

究尚显不足
。

本人不揣浅陋
,

想就此作些努力
,

不

妥处切希方家教正
。

坊市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得很远
,

从商代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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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卷 9)

, “

量

地以制邑
,

度地以居民
” 。 〔 ’ l (卷 12) 春秋战国 时

代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城市的第一个大的发展期
,

坊

市制度也在此段历史中基本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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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卷 1 1
,

4P 7 1 ) 具体市制更详
,

市有
“

闻周
” , “

闻

者
,

市垣也 ; 阁者
,

市门也
。
,,[ ’ 〕 (都 邑第二 ) 即

市以墙垣圈围
,

设门供人出人 ; 市门由专人把守
,

“

凡市人
,

则青执鞭度守门
” 〔` 〕 (卷 4 ;) 市之开合

以市官办公处房顶上的旗帜为令
,

即
“

上族于思次
以令市

’ ,

〔4 〕 (卷 4) ; 人市交易必由市门出人
,

所以

在商业经济一度活跃的战国时代
,

有
“

明旦
,

侧肩

争门而人
,

日暮之后
,

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
’ , 〔 6 〕

(卷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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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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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青吏
、

质人等 so 多人〔 4 ) (卷 4)
。

可见
,

市制在此

时已基本具备了统治者从时间和空间上控制市内活

动的精义
。

秦汉时期
,

坊制有了突出发展
,

当时城

内的居民区划被称作阎里
,

即
“

听间里 以版图
’ , 〔 ` 〕

(卷 l)
。

汉代 的长安城就有
“

阁里一百六十 ,,[ ’ 〕

(卷 1 )
,

且布局已 比较规则齐整
, “

室居栉比
,

门
巷修直 ,,t ’ 〕 (卷 l)

, “

街街相经
,

崖里端直
,

亮宇

齐平
。 ” 〔 ` 〕其他郡县城市规模有差

,

但形制相仿
。

魏晋南北朝时的城坊益向规则齐整发展
。

曹魏邺城
已由东西大街分成南北两部分

,

居民区集中位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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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 “

其间阎则长寿
、

吉阳
、

永平
、

思忠
” 。 〔 9 〕北部

则为宫殿官署区
,

全城中轴分明
,

区划匀称
,

已形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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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0] (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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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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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 〕 (卷 5)

当然
,

最根本的目的恐怕还在于方便统治者控制和

管理坊内的居民
。

从以上论述看
,

春秋战国以降
,

坊市管理已初

具规模
,

尤其是市制已极具精义
,

市民的交易及日

常活动被限于固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

这显然是

中国封建社会
“

官本位
”

体制下行政权力支配一切

的社会现实
,

更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条件下
,

政

府抑商得力
、

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反映
。

唐代前期沿袭了前代的种种管理经验并有所发

展
,

从而使此时的坊市制度更加细致严密
,

达到了

中古社会城市管理的顶峰
。

从现有资料看
,

唐代的

坊市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
,

主要表现在
:

第一
,

坊市布局更加齐整
。

唐代城市的居民区

组织称
“

坊
” ,

即
“

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
,

郊
外为村

”
泊〕 (卷 3)

, “

在邑居者为坊
,

在田野者为

村
” 。 〔l3j (卷 48 ) 市位于城坊中的固定地点

。

当时

各城的坊市数不一
,

但都集中位于外郭城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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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or 坊 ( 包括两市 )
,

从而使

外郭城布局匀称
,

整肃有致
。

白居易形容这种布局

是
“

百千家似围棋局
,

十二街如种菜畦
。 ” 〔’司 (卷

科8
,

白居易 ((登观音台望城》 ) 其他城市的坊市情

况是
:

成都有金马坊
、

书台坊
、

锦浦坊
、

花林坊

等
,

苏州有团 坊 (但坊名 不见详解 ) ; 常熟
“

凡十

二坊 ,,[ ” 〕 (卷 l) ; 即就是边远地区的沙州城也有永

宁坊 ( 5
.

3877 )
、

修文坊 ( 5
.

1285 )
、

政教坊 ( 5
.

3837 V )
、

怀安坊 ( P
.

248 2 ) 等
。

第二
,

坊市管理更加严格
。

宋人朱熹记唐之坊

市管理 曰
: “

唐制… … 最有条理
,

城 中有几坊
,

每

坊各有墙围如子城
,

然一坊共一门
,

出人六街
,

凡

城门街角有武侯铺
、

卫士分守
,

日暮门闭
。

五更二

点
,

鼓 自内发
,

诸街鼓 城振
,

坊市门皆启
。 ” 〔le]

(卷如 ) 唐律引 《宫卫令》 曰 : “

五更三筹
,

顺天

门击鼓
,

听人行
。

昼漏尽
,

顺天门击鼓四百褪讫
,

闭门
。

后更击六百褪
,

坊门皆闭
,

禁人行
”
l[, 〕

(卷

26 )
,

不得非时启闭坊市门 ; 坊市门关闭后禁人出

人
,

称为夜禁
,

违反者称犯夜
, “

闭门鼓后
,

开门

鼓前行者
,

皆为犯夜
” 〔” 〕 (卷 26 )

,

犯夜者要处 以

严刑 ; 交易必须在市内进行
,

且聚散以时
, “

凡市
,

以 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
,

日人前七刻
,

击征三

百声而众以散
” 〔” 〕

(卷 20)
,

罢市以后至开市以前

不得有任何交易活动
。

这种严格的坊市管理
,

把居

民的活动限制在日间
,

从而形成唐前期
“

六街鼓绝

行人歇
,

九衙茫茫空有月
”

的情形
。

第三
,

有关法规更加完善
。

首先
,

对坊市垣篱

严格维护
。

《唐律疏议》 有
“

越… …坊市垣篱者
,

杖七十
,

侵坏者亦如之
。

从沟读内出人者
,

与越罪

同
。

越而未过减一等
’
,lt , 〕 (卷 8) 的规定

,

此条不

仅保证了坊市墙垣不受侵坏
,

而且还使居民出入必

由坊市门 ; 其次
,

对坊市门定时启闭的贯彻执行
。

有
“

其坊正
、

市令非时开闭坊市门者
,

亦同城主之
法 (即徒一年 )

”
阳 l (卷 8) 的规定

。

特殊情况需开

门者另有专文
: “

若公使贵文碟者
,

听
。

其有婚嫁
,

亦听
。

注云
: `

须得县牌
。

丧
、

病须相告赴
,

求访

医药
,

贵本坊文碟者
,

亦听
’ 。

其应听行者
,

并得

为开坊市门
。 ” 〔川 (卷 8) 再次

,

对夜禁的维护
。

唐

律对犯夜者定有严刑
, “

诸犯夜者
,

答二十 ; 有故

者
,

不坐
。 ’ ,( ’ 7〕 (卷 26 ) 可见

,

配合坊市制度的实

施
,

相关法规已很完善
。

第四
,

配套措施更加齐全
。

坊市门必须定时启

闭
,

启闭信号最初是令旗
,

后来是各街的晨暮传呼

之人
,

到唐太宗时
,

在马周的建议下改用鼓
,

号
“

咚咚鼓
” 〔” 〕 (卷 74 )

,

更加方便有效 ; 配合市内交

易的定时聚散
,

据前引史料
,

唐代的市聚以击鼓
,

散以击证
。

夜禁的维持措施亦很周全
,

《唐律疏议》

卷八引 《监门式》 曰 : “

京城每夕分街立铺
,

持更

行夜
。 ”

其他措施不更一一列举
。

总之
,

唐前期的坊市制度较之前代
,

严密化细

致化非常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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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映了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行政意旨占

主导的社会现实
。

此时的坊市管理情形是
: “

中使

郭里吴酒醉犯夜
,

杖杀之
” 〔” ) (卷 1 5 )

, “

〔郑子〕
既行

,

及里门
,

门肩未发… … 坐 以候鼓
。 ’ ,〔’引唐人

诗作中更常见不少人清明节野游兴致很高
,

却很担

心晚归夜犯严城鼓而惶惶不安的描述
。

随着统一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魏晋以降

渐趋活跃的商品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
。

中唐以后
,

甚至出现
“

如见钱流地上
” 〔l9j (卷 149 ) 的现象

,

足见商品货币关系的活跃程度
。

商品货币关系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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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猛的力量冲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

城市作为商业

的主要盘踞地
,

所受的影响和冲击更大
,

表现在管

理这个侧面上
,

便是坊市制度的频遭冲击
。

早在唐

中宗时
,

两京诸市已往往在正铺外更造偏铺以扩大

营业面积
,

景龙元年十一月放
: “

两京诸市行
,

自

有正铺者
,

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
。 ” 〔加〕

(卷 86) 武

周时
,

李娇表文已承认
: “

坊为要 冲
,

地当贵里
,

亩赁二三十贯… …夺其近市之门间
,

生其破家之怨

仇
。 ’ ,

勿 〕 (卷 57 8) 玄宗有诏称
,

京钱昭应县市内有
“

广造店铺
,

出赁与人
” 〔川 (卷 159) 的现象

,

可见

商贸的兴旺和坊市制度的渐难维持
。

中唐以后
,

突破坊市制的现象不断出现
,

集中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首先
,

坊市各有分区的局面

被打破
,

交易活动不再只限于市内进行
,

而在坊区

内出现了众多的商肆店铺
。

有关两京坊内的商肆店

铺记载最多
,

长安城内延寿坊有造玉器和出售金银

珠宝的 (23 〕 (卷下 )
,

颁政坊有馄饨曲
,

长兴坊有烨

锣店山〕 (续集
·

卷 l)
,

宣阳坊有踩撷铺〔25] ( 《王

团儿》 )
,

永昌坊有茶肆叫 (卷 l印 )
,

靖恭坊有造

毡的毡曲
,

且大多数坊内有客舍〔川
,

道政坊和常

乐坊有酿酒店〔“ 〕
(前集

·

卷 15)
。

洛阳的修善坊多

酒肆
、

车坊阁 (卷 1 )
,

清化坊与殖业坊有沽酒

店圈 (卷 1 )
。

德宗时的宫市
,

即置于
“

两市及要

闹坊曲
” 〔29 3 (卷 235 )

,

更点明唐中叶以后坊曲内有

商贸活动的事实
。

国命所出的京城
,

坊内设店肆
、

商业活动出市人坊的盛况尚且如此
,

其他城市坊中

设店的情形便可想而知了
。

另一种出市人坊的商业

经营方式是车担叫卖
。

邹骆驼是唐代有名的豪富巨

贾
, “

先贫
,

尝以小车推蒸饼卖之
” 。 〔川 (卷 5) 《续

玄怪录》 载长安里门侧有卖蒸糕的
, “

宣平坊有官

人夜归
,

有卖油者张帽驮桶
,

不避道
。 ” 〔川 (前集

·

卷 15) 《玉泉子 》 记洛阳街坊中有贩卖枯鱼的

… …坊市制受冲击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
。

其次
,

坊市围墙的严格性也频遭冲击
。

代宗时

即有
“

诸坊市街曲
,

有侵街打墙
、

接檐造舍等
,

先
处分一切不许

,

并令毁拆
” 〔加〕 (卷 86) 的诏令

,

证

明当时侵街打墙的现象已不少见
。

此后
,

唐政府又

曾多次颁令严禁任何人破坏坊墙
,

还一度下令修补

被破坏的坊墙
, “

贞元四年二月救
,

京城内庄宅使

界诸街坊墙
,

有破坏
,

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 修

筑
。 ” “

太和五年七月
,

右巡使奏… … 如非三绝者
,

请勒坊 内开门
,

向街门户悉令闭塞
” 〔川 (卷 86)

,

但收效甚微
。

至于侵街设店的现象更盛
, “

伏见诸

街铺
,

近 日多被 … … 起造舍 屋
,

侵占禁 街
。 ” 〔洲

(卷 86) 可见
,

在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下
,

唐政府

已成了典型 的唠叨而没有威信的婆婆
。

再次
,

夜禁也逐渐弛废
。

如果说唐代的夜禁情

形一度是郑子坐 以候鼓
,

郭里吴酒醉犯夜被杖杀的

话
,

到后期
,

其情形已是京城宣平坊官人夜归遇卖

下亩者
, “

长安坊 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
,

迟明未
已

” 〔划 (卷 1 )
,

可见人们对夜禁制度已渐趋不遵
。

到文宗时
,

京城坊门更出现
“

或鼓未动即先开
,

或

夜已深犹未闭
” 〔幼 (卷 86 ) 的情形

。

至于城内夜

市
,

就更热闹了
,

扬州
“

夜市千灯照碧云
” 〔“ 〕

(卷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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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t , 〕
(卷 27 3) 沛州 的状况是

“

水门向晚茶商

闹
,

桥市通宵酒客行
” t闭 (卷 300 )

,

苏州
“

夜市卖

菱藕
’

咖 〕
(卷 69 1

,

杜 荀鹤 《送人 游 吴 》 )
,

广州
“

蛮声喧夜市
” ,

唐末长安的崇仁坊
“

一街辐揍
,

遂

倾两市
,

尽夜喧呼
,

灯火不绝
。 ’ ,

医〕 (卷 8) 这一切

与唐初
“

鼓声绝后
,

禁断行人
”

的情形相 比
,

何异

霄壤 !

总之
,

经过两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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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

在中国

城市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它标志着我国

的封建城市在结构和面貌上已出现了向近代型城市

迈进的征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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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坊市制度遂彻底崩溃
。

四

综合上述
,

坊市制度在有唐一代的发展表现为

前期制度上的细致化
、

严密化和后期实践中的滞后

性和被突破
,

这种发展轨迹浓缩了唐代封建社会经

济政治发展的矛盾
。

坊市制度的被冲击是中国封建

社会在中唐以后开始出现局部变革的绝好反映
,

这

种变革先从经济领域开始
,

当时封建经济繁荣
,

尤

其是其内部的商品经济活跃发展
,

这虽尚不足以削

弱封建经济的优势地位
,

但其繁盛足以对旧有经济

及社会管理制度产生强烈冲击
,

坊市制度即其一
。

总之
,

唐后期
,

经济领域内的商品经济显著发

展
,

并开始要求王朝统治者之政策能顺应经济生活

的发展变化
,

但唐朝统治者对当时的经济现实缺乏

灵敏的体认和反映
,

所以从施政方面只能看到他们

对变化了的形势的优虑及排斥心理
,

故此一再地重

申和严厉旧制
,

表现出对旧制的过分迷恋
,

这是政

治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相对游离
、

失衡状

态的反映
,

上层建筑的变化总是落后于经济基础的

变化
。

坊市制度在唐末虽频遭冲击
,

但新的
、

顺应

当时城市生活的管理体制终未形成
,

其最终取消还

有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统治者对经济现实的顺

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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