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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且振華

一、 ~IJ 且

歷史學若能不斷地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不僅能擴大史學的視野，對歷史問題的

解決也有極大的助益( 1) 。施堅雅是一個人類學家，他對中國市鎮的研究，被認為具

有突破性的發現( 2) ，且刺激學者對這個課題的研究(a) 。探討傳統中國經濟與社會

，他的市鎮研究，似乎成為必讀的論文。

欲期對施堅雅的研究有深一層的認識，穹典的中國研究歷程作個簡單的介紹，或

許有其助益。綜括施氏研究課題可歸為兩大範圈，一為泰國華人社會，一為中國市鎮

。

其關於泰國華人社會的論著，有下列二書:

(1)有關史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口]參閱[If'社會科學與歷史學』討論會J '思與言，第二卷第

四期， ~1-18; 何炳樣的黃土與中國農業起源一書，是科際整合下的一本名著，惟有透

過科際的整合，學術的成就才能往前邁進。

(2)此為倫敦大學Audery Donnithorne對G. W. Skinner 的贊語，見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No.25 , p. 318 , "Communication".

(3 )從Skinner 的市鎮理論，來研究市鎮或就這個課題擇討中國問題的論文，茲將所知驢列於

下:

許悼雲， [漢代的市場化農業經濟J '恩典言，第十二各第四期，頁20 - 23 ;謝丈遜，

"Peaseant Insurrection and ~包rketing Hierarchy" , in Mark Elvin & G. W. Skinner

eds. ,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vo World , pp. 119-141; Knapp , R. G. , "Mar-

keting and Social Pattern 祖國lral Taiwan", 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Vo1. 43 , pp. 226 -49 , 1971,; Crissman, L. W. , "Mar

keting on the Changhua Plain, Taiwan", in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ed川、 by W. E. Willmott, S但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andford , Cal卜

forn妞， 1972; 李國祁師: [溫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J '教學與研究第一期，耳 138 - 140

; [清代金華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J '師大歷史學報，第七期，頁 113 - 188 ; [十六世紀後

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山東萊州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J '師大歷史學報，第八期，頁 113 -

16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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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泰國的華人社會(Chinese Society in 四ailand) ，一九五七年出版;(6 〉

2 泰國華人社區的領柚與權力(Leadership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官lailand) '一九五八年出版。(5 )

他研究泰國華人社會的動機，乃基於華人在東南亞國家的重要地位，尤其一九四九年

後，中共對該區政治影響力的加大，以及欲從泰國的民族同化 (ethnic intergration)

運動，來暸解華人社區領袖的角色，在研究文法上，他著重在分析而不在敘述，尤其

強調統計方法的重要，以期建立一套假設刊〉。在「泰國華人社區的領柚與權力J 一

書中，特別附上一篇討論該書方法學的應用(7 )。

在介紹施民中國市鎮研究論著前，首先要暸解他對中國市鎮的分類，他根據一八

九三年的資料，把市鎮分成下面八大類( 6) •

等 級 種 類 數 目

標準集鎮 (Stan也rd 抽rket Town) 27, 712

2 中介集鎮(Intermediate Market Town) 8, 011

3 中央集鎮 (Central Market Town) 2, 319

4 地方城市 (Local Cities) 669

5 大域市 (Greater Cities) 200

6 區域城市(Regional Cities) 63

7 區域都會(Regional Metropolis) 20

8 中央都會 (Central Metropolis) 6

資料來源: "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 , in

百l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340 ， τ'able 20.

(4) Skinner, G. W. ,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Conell University Press , Ithaca ,

N. Y. , 1957.

(5 )副主inner， G. W. ,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of Thailand,

Cornell Univ. , Press , Ithaca , N. Y. , 1958.

(6) 見註( 4) 與註( 5) 序言。

(7)註 (5 )書. pp. 331-346 , Appendix B: Methodological Notes.

(8) 有關市鎮的分級. Gibert Rozman 的分法為七級，茲列於下以供審考:(1)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enter, (2) capital of a divided or a decentralized dyansty or a

regional center in a united country, (3) Elevated administrative center, (4)

second lowest administrative center, (5) Lowest administrative center, (6) In-
termediate marketing settlement, (7) Standard marketing settleme前，見Rozman，

Gibe肘， 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 Princeton Unvi.

Press , Princeton, New Jersey, 1973 ,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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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民早期的市鎮研究著重在一、二、三級的集鎮，主要的論著如下:

1 中國鄉村市集與社會結構，第一部份，第二部份，第三部份{抽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 Part I, Part II, Part III ，文中簡稱抽血eting 丈) ,

一九六四年( 8 )。

2. 中國農民與閉鎖的社區:一個開放與閉鎖的個案研究 (Chinese P個S個nt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 An 句en and Shut Case) ，一九七一年( 1 0 )。

一九七0年代，他研究的重點，在四級以上的城市、都會，探討其都市化，及其與地

方體系的階層關係，主要的論文如下:

1 十九世紀中國區域都市化(Reginal Ur恤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2. 城市與地方體系的階層關係(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al System).

以上兩文，皆收於他所編的「帝國晚期的中國城市J (The City ip. Late Imperial China ,

丈中簡稱 City書) ，一九七七年出版(11) ，其中他的論述近乎三分之一(12) 。

施氏的集鎮研究，是從市集的發展與空間結構，建立集鎮發展的模式;城市、都

會的研究，是以地丈(physiography) 把中國分成八大自然地理區，探討區域間都市化

，以及區域內城市與地方體系的階層關係。

本文乃就中國鄉村市集與社會結構的第一、第二部份，中國農民與胡鎖的社區，

以及十九世紀中國區域的都市化等三大單元加以介紹。鄉村市集與社會結構之第三部

份，主要討論中共人民公社與傳統標準集鎮體系的關係(13) ，因此，不擬介紹。

( 9) Skinner, G. W. , "Marketing and 品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 Part I,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24 , No.1 , pp.3 -43. , Part II ,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鈍， No.2 , pp. 195-228. , Part III,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24, No.3 , pp. 363-399.

0.0) Skinher , G. W. , "ChInese P閣sant and the close community: An open and Short

Case in Compar~tiveStudies in Soc iety and History, Vol.13 , No.2 , pp. 270-281 ,

1971.
UD Skinner, G. W. , ed. , The City is Late Imperial Chi閣， S包nford University Pres ,

S包ndford， California, 1977.
Ut) Skinner 論述占該書總頁數的百分之二九﹒八七o

U3參考註 (9) Part III 主要論點為中共一九五八年實行人民公社，使原來的集鎮區改觀，人民公

社之範圍比標準市集區大，無法扮演中介角色，供需失調，傳統的集鎮體系再度發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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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鎮發展理論

←)市集結構空間模式的建立(14)

施堅雅的集鎮理論，可以說是把經濟地理學家Chris組ller ， Losch 等人所發展出

來的中地理論 (central place theory) ，配合中國鄉村市集體系，融會成的一套新理論

。

他認為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可從鄉村市集發展來探討。而要觀察鄉村市集的發展

，只有先建立一個可供分析的市集結構的空間模式，然後再探討此模式的變遲。為建

立此市集分析模式，他先就集鎮與中心地(central place) 的關係，及集日心eriodicity)

與集期 (market schedules) 先作一分析。由於施氏的資料文獻，主要是以一九四九至

五0年在四川調查得來，因此文中的許多的討論都以該地為主。

在探討市集與中心地的關係之前，他先說明中心地的定義。所謂中心地，即一般

通稱的市、鎮、以及其他具有中央服務功能的核心聚落。他利用Chris祖11 與 Losch

兩人對中心地的分類法加以推衍，認為中國在帝國晚期時，聚落的經濟功能，與市集

組織的階層結構是一致的。中國鄉村的中心地階序，分為標單集鎮(s祖ndard market

伽吋 、中介集鎮 (intermediatemarket 切wn) 、與中央集鎮 (central market town) 等

三類。在標單集鎮下，有小市集，或可視為初期的標準集鑽。在小市集，或可說是「

綠色蔬菜市集J (green vege組bIe market) 0 主要從事農犀品的水平交易，許今必需品

無法在此購得。標單集鎮，分佈遍及中國鄉村，它是市集體系中，農產品與手工藝品

輸往較高級集鎮的起點(農家生產而無法消費的，通常在這襄販賣)，同時也是外地

集鎮輸入貨品的終點(農家所需要而不生產的在此購買)。中央集鎮，具有重要的批

發功能，一方面把輸入的貨品分配到其腹地去，另方面也是腹地貨品的集散地，把貨

品輸往其他的中央集鎮。或更高級的城市。就此觀點而言，中介集鎮乃因其介於貨品

與服務垂直交流的中間地位。

至於集日與集期，對於市集空間結構而言，至為重要。若不明瞭集期的一些簡單

ω取自註 (9) Part I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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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成原則，則無法探討市集結構。鄉村市集之呈週期性而非連續性，乃與商販的移

動性、消費者本身的需要，以及運輸因素有關。商販之所以要移動巡祖各地，主要是

因為一個標準集鎮區的需求總量，無法使他們獲得的利潤足以維生，因此必須巡姐參

加幾個市集。而相關的市集群，若能在時間上取得協調，他們便能在固定的週期內巡

姐幾個固定的市集一週。就消費者的需求而言，農民並不富有，並且在強調儉的美德、

下，所購買的僅是日常必需品，不需要每日仰賴市集，若要維持每日市集，農戶數目

必然龐大，這也顯示市集區的範圍之大，如此會造成邊遠地區的人，無法在一日往返

，因此如果市集是固定間隔數日而非每日，而集鎮里散狀分佈而非集中，即使最不便

的鄉民，也可在一日之內往返。

集期的設定有的以太陽運行的週期，有以月亮運行的週期。有的與天體運行無關

而是人為的週期為準。輿太陽有關的是「兩星期」一個節氣的週期;與月亮運行有關

的有十天一旬和「兩星期」一單元的週期;與天體運行無關的獨立的人為週期，有十

天一旬與十二天的週期。在中國最常見的是獨立的十二天循環的週期與陰曆十天一旬

的週期。前者有三種規則的循環體系，即十二日集(隔十二日一次市集)、六日集、

三日集。十二日集以地支為名，六日集以兩個地支為名，三日集以四個地支為名。六

日集有六種不同的週期:

@子一午( 1 '""-' 7 )

@丑一末( 2 '""-' 8 )

@寅一申( 3 '""-' 9 )

@卯一回 (4'""-'10)

@辰一戌( 5 '""-' 11 )

@巳一亥( 6 '""-' 12 )

三日集是兩個六日集的合併，其三種週期的情形如下:

@子一午( 1 '""-' 7 )與卯一團 (4'""-'10)

@丑一末( 2 '""-' 8 )與辰一戌 (5'""-'11)

@寅一申( 3 '""-' 9 )與巳一亥( 6 '""-' 12 )

以十二天為基礎的三種集期，在中國南方成帶狀分佈，十二日集可能僅限於雲南，六



160 教學與研究第三期

日集以雲南與貴州居多，三日集愈往東邊地區分佈愈普遍。至於以陰曆旬日為基礎的

集期，有一次集、二次集、三次集與四次集。每旬一次集的地方很少，大部份局限在

山谷間或類似山東半島尖端的邊園地帶。每旬三次集，以中國北方最為普遍。每旬三

次集的集期有下列諸種情形:

1-4-7

2-5-8

3-6-9

4 -7 -10

1-5-8

2-6-9

3 -7 -10

1-4-8

2 -5-9

3 -6 - 10

以上前三種集期，加上 1-4-7 或 3-6- 10 ，在集日的空間分佈提供了最大的

規則性，並且也是集期的最有教分配。四川盆地、東南平原盆地、中部大部份都市的

郊區，與某些孤立地區，普遍有每旬三次集分佈。每旬四次集，其集期有下列幾種:

1-3-6-8

2-4-7-9

3 -5 -8 -10

1 -4-6-9

2 - 5 -7 -10

每旬四次集多在中介集鎮或中央集鎮。此外，尚提及的有間日集，每日集與每二日集

。間日集，以陰曆的奇數日或偶數日為市集日，小月二十九日時，則奇數日的市集比

偶數日多一次。人口調密而高都市化的地區，間日集甚為普遍。每日集與每二日集，

主要局限於中央市集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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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集結構的發展過程中，集日的次數顯然是由少而多，增加的過程是有一定的

規則，為了不破壞舊有的週期，最有效的的法，就是在舊週期上添加一倍的集日。根

攘這個原則，可說明西南地區為什麼沒有十二日三次集的原因。茲列表如下，俾便說

明:

每十二天集日次數 假定的集日 集日的週期

12 日

2 1-7 6 日

3 1-5-9 4 日

4 1-4-7-10 3 日

從表中觀察，當十二日二次集要再增加集日時，若增加一次(@O原來的半倍) ，則必

破壞原來的市集週期，若增加一倍兩次時，則在原有的週期增添兩個新集日，對薔週

期沒影響。十二日三次集根據集日增加一倍的原則而無法發展，那麼每旬三次集非常

普遍的情形，文要如何解釋?茲表列如下，俾便說明:

每旬市集日數 假定的集日 集日的週期

10 日

2 1-6 5 日

3 1-4-7 3 日

4 1-3-6-8 2 或 3 日不定

從表上觀察，每旬四次集其週期二日至三日不等，不像十二日四次集那樣規則，全為

三日。每旬四次集多在具有中介市集功能的標準市集，雖然每旬四次集，事實上它只

提供兩個每旬二次集，一個屬標準市集，男一屬中介市集。由於兩種市集功能的分殊

化，每旬四次集的不規則性乃不致產生問題。要在原有的每旬二次集中增加市集日數

，會造成集日間隔上的不規則﹒因此極為困難。而每旬三次集能配合集日間隔的規則

性，在這方面乃比每旬四次集明顯地具優勢地位。每旬二次集轉變為三次集所帶來的

集日更動的不便，也攪得無關緊要。

以上是施民對集日與集期所作的分析，接著他建立市集結構的空間與經濟體系。

他以空間體系來分析市集結構說明市集在經濟學與社會學上的一些假設，並且便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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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變化，因為只有在相關的資料呈現空間的規則時，變化才能完全顯現出來。

空間體系的建立有賴於簡單的模式。基本上，假定集鎮位在資源平均分f布的平原

上，每個集鎮的服務區域里正六角形。各級集鎮區的模式，於后一一探討。

每個標準集鎮區是獨立不相統屬的，並且與相鄰集鎮區旱規則等矩分佈。一標準

集鎮所服務的鄉村，根據觀察約為十八個，130屬標準集鎮的兩環模式(一環為六個，

另一環為十二個) ，茲以簡圖表示如下:

市集之日，鄉村中每戶人家幾乎都有人到集鑽購物，集續通常只有一條街道，巡迴的

商販占多數，也有少數固定的商店(如具有社交功能的茶室、酒肆，賣油燈燃料的油

行，以及香燭行等等)。標準市集不僅交換農民的生產品與必需品，同時也提供鄉民

服務(如家畜的閹割、牙齒的修補、算命、理髮、娛樂、金錢除貸等等1 。在非市集

日，常常還要處理集日所招來的服務，因此，不論集日或非市集日，都在強化整個標

準市集體系。

就空間與經濟方面而言，標準市集體系只是另一較大結構下的附屬體系。通常一

標準市集屬於兩個或三個較高級的市集。只有當標準市集位在地形上的死角時，才屬

一個較高級市集(如位在河谷頂端的標準市集，只有一個在河流下游的一個中介集鎮

)。至於一標準市集有二個或三個較高級的中介市集，則端視中介市集之模式而定。

中介市集的模式有A 與B 兩種(見圖)。



'f:'~a.m~l.!I'f:~‘1lol"8d‘革~UIW)J.I剛:盟主任性主要

。目還

暐且去盼明:wm瞞著II(回團軍報‘當型」手中間阻擊當型豪華立即一‘止~、劉明V芋單單

•

•

f:91

•

'1a.I咱l.!I‘61'd'Ilol'"8d‘豆豆~Ullel有.IlJMT:普車卡車主要

VlapoW-D£I瞥Z

S:lapow-D£I音響"I:恤捏

•e•

.。

時-lfrl.€姐灣血閣中旬(J<3UU!有S"M."9)貓頭研

•

.



164 教學與研究第三期

在模式B 的情況下，一個標準市集有三個中介市集，亦可從下圖四川盆地平原區的市

集顯現出來。

KEY: -一--......"' ...祖國祖祖-.岫.... 0--"'" 也1llCET1OW岫

----山間，開圓圓且有國間瞞自岫 ..Ct .M'OHIO-t.ri£L CIM'I'Aι恥恥

資料來諒: Marketing文. Part I, p. 鉤. Figure 3.3.

中介市集體系最顯著的特色，在集日時間的安排。其安排的原則有二:一儘量避

免與鄰近市集日相悶，以使農民幾乎每天有開放的市集，且可滅少鄰近市集彼此之競

爭，二則避免一標準市集與其所屬的較高級市集集日的衝突，鄰近的標準市集集日則

不必理會，即一標準市集成立時，其集日的選擇是以滅少與鄰近中介市集的時間衝突

為準，而不和鄰近的標準市集相關。

中介市集集日的安排，顯然並不是為了農民的便利，因為農民只是偶爾到中介市

集去購買一些標準市集不易購得的貨品。前往中介市集的，以地方的鄉紳階級為主，

他們較富有，較有閒暇，可購得高級的貨品與服務。如果中介市集方便地方鄉紳，對

中介市集體系內的遊動商服亦甚重要，因為他們的家大都在中介集鎮上，他們需定期

回到那襄處理買進的貨品，或和家人短聚。因此，中介市集體系內的集日與巡姐商販

的利益是相配合，從下圖例子中可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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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 lA昕's CI B1aNDUtD MAl間ET1>睡-岫 。.-....也llll£T可開岫

--- - UWlTlOl"IfT'ER揖.......岫棺繭心· -.e 岫個﹒值'IlL Cltr.'R亂 'LAcr.

說明:紅園集鑽為例中的ill.{姐商飯流動的集鎮。

資料來源: Marketing文， Part I, P﹒鉤， Figure 3.3.

在以 Chung-bo Chen 為中心的中介市場體系內，商販的巡旭日程是:每旬初一在中介

集鎮 Cheng-bo ch妞，初二在 H咽.ng-lung Che嗯 ，初三在血血-yang-ChIan霞，初四

再回到中介集鎮，初五在Liu-li Chla時，初六在 Kao-tien-t間 ，初七再回到中介集

鎮，初八到尬。-shih-Chli帥，初九到 Hsin-tien-個u ，初十叉回到中介集鎮作一天

休息，接若再重頭循環。

至於中央市集體系的模式，最接近中國實際情形的有四種，兩個與模式A( 即 AA

、 AB) 的中介市集體系有闕，兩個與模式B 有關。模式圖如下:

資料來源: Marketing文， Part I, p.29,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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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祖商販可以模式 AB 與每旬三次集的時間表(見下圍)來說明。沿著三角形路線，

每隔一集日，即回到中央集鎮，費四旬(三十九天至四十天)的時間，可以全部巡租

一週。

3~·9_ "~7-IO _ 2-S-8.0.
2-5-8 a-5 -9

....7·峙。 o 0 。卜4-7

-H苟 且1-5-8
。-。

學.~.8 1-4-7 3..6 -9

H句。 2-~ a!i-~ 0 4-7-1。

H-~. ~!?3 •~.~ -2-5-8

資料來源: Marketing文， Part I , p﹒鉤， Figure 4.

一般言，流動商販在中介市集的角色比較高級的中央市集體系內更為重要，巡祖商販

與固定商店的比率，由標準集鎮往上，隨著集鎮的等級而逐漸滅少。

整個優雜的市集體系網，從商品的向下流動與貨物的向上流動來觀察，或能有一

較清晰的暸解。商晶的向下流動，從中央集鎮談起。來自外國或外地的商品，一部份

由中央集鎮本身銷售，一部份批售至中央市集體系內的中介市集與標準市集的巡祖商

販，男一部份由六中介集鎮的固定商店分配。而中介集鎮取得商品後，亦同樣的分配

，一部份由中介市鎮本身分配，一部份由巡迴中介市集體系內的標準集鎮的巡姐商販

分配，男一部份由六標準集鎮的商店分配。一般鄉村的消費品，由整個市集體系向下

流動到每一市集;而地方士紳的消費品向下流動不會超越中介市集以下;若手工藝品

以及官吏的消費品，通常不會超出中央集鎮之外。至於貨物的向上流動，自農民在標

準市集販賣其產品開始。農民把產品，或賣給本地消費者，或賣給標準集鎮的商人異于

藏或加工，或直接賣給來自較高級集鎮的商人。中介市集的買者，地方本身或中央集

鎮皆有。如此貨物由低階層的集鎮，逐漸往高階層集鎮流動。

市集結構不僅和第耐經濟活動關係密切，同時也與社會活動密切聯結，具有整合

社會的重大功能。傳統中國社會結構，若重在村莊，事實上鄉民的生活圈並非在村莊

，而在標準集鎮區 (Stan曲rd Market Community) 。因此標準集鎮區可視為一文化類型

的單位一一間人類學家Redfield所謂的[小傳統J 文化。

一個標準集鎮區，約有五十平方公里，七千人。從村到集鎮約四、五公里，集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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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集鎮的距離小於八公里。在標準集鎮區內，農民彼此大都認識:茶館成為社交中心

，個人許多社會知識得自該處;個人所需的服務項目，來自區內;婚姻對象在區內選

擇;宗族地域化，會破壞原有的宗族組織，各以自己所屬的標準集鎮區為中心成立一

宗族組織，有力的房派掌握區中之大權;廟會迎神繞境的範圍為集鎮區;區內有相適

的度量衡標準:區中的宗教傳說信仰一致;集鎮區有自己的方言。標準集鎮區保有自

己的文化特質，歷經長久時間，則成為一種「小傳統」的文化。

(司市集結構的傳統變遷(15)

施堅雅建立了市集結構的空間模式後，進一步要從模式來分析變遷的法則。而變

遷因時代環境不一，乃分傳統的變遷與現代的變遷。

為明瞭起見，乃以圖示說明: I 0 ., /.

資料來源: Marketing文， Part II，頁 197， Figure 5.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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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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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式最初期，鄉村旱散狀分怖，一個標準市集的影響範圍有限，且呈圓形，俏

J ,. 0 ., •
未有重疊的情形。 I. I·. • I • 01

資料來源: Marketing 文， Part II，頁 197， Figure 5.2.

(}5)取自註 (9) Part II 丈， pp. 19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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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地，新的村莊建立，從標準集鎮向外散開的六條道路擴展至第二環村莊，集鑽區

鎮區擴大，而且六角形。一個標準集鎮區，有十八個村莊。

新的村落叉不斷的建立，新成立的村落的位置，隨著模式A與 B ﹒而有不同的建

立原則。

模式A

•
•

:-62: “
....""-"........A---...\

九一‘)、‘、

模式 B

資料來諒: Marketi時文~ Part II，頁 1肘， Figure 5.3.

模式A ，新的村落建在原來的村落與市鎮的交通道上;模式B ，新的村落則建在

與兩個薔村落及市鎮等距的位置上。一般言，影響村落形成的要素，在於運費與農業

生產間的相五關係。模式A ，常發生於山區，村落一般都較小，村落與市鎮間，或村

落與村落間，距離都較遠。由於不利的運輸與農產條件，新的市鎮衛星村落，在原來

的村落成長之前已經形成，原來的村落與市鎮連結的道路上，可以建立一新村落，減

少山區帶來的交通不便。模式B ，常發生在平原地區，最初村落與市鑽間，或村落彼

此間，距離較近，並且市鎮的新衛星村落形成前，原來的村落，因有利的連輪與農犀

條件，已成長擴大。因此，新的村落必位在兩原來村落與市鎮間的等距位置。

當聚落繼續建立時，模式的變化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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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B

• • 0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 Marketi曙文， Part n，頁 198， Figure 5.4.

在模式A ，村落在原有的道路上繼續成立，而市鎮間的道路也建立起來，但沒有多少

村落位在道路上。而模式B ，新村落繼續在建立不久的三村落，成等距的建立，並且

位在新建的道路，這條道路最後發展成為市鎮間的道路。在此階段中，兩模式的市鎮

，有兩環完全的村落很近地圍繞著。

當聚落在進一步發展時，新的模式變化如下圖:

模式A

-.-0 •• •• • •• ••
•

•
•

•• •• • •• •
• 0 .• •• • •• ••

•

模式B

• • n • • •
干，• • • •

• • •
• •

•

•
•

資料來源: Marketing 文， Part n，頁的0 ， Figure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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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集鎮產生，服務原來的標準集鎮區邊緣的鄉村。模式A中，新的小集鎮位在原來

兩集鎮間的交通道的中間位置。最主要的原因，乃位在這個位置，小集鎮可以發展成

一個擁有十八個村莊的標準集鎮區，而不滅少原來的標準集鎮區服務的村莊。模式B

，新的小集鎮建在原來的集鎮區的頂角，而與原來的三個標準集鎮等距的位置上。其

原因，乃在這個位置始能發展成一個擁有十八個村莊的標準集鎮。若位在兩市鎮間的

道路上或附近地區，要發展成一標準集鎮，顯然要滅少了原來集鎮所服務的村莊。在

此階段中，兩模式的小集鎮發展成標準集鎮，而原來的標準集鎮對新標準集鎮有新的

服務功能，逐漸成中介集鎮，最後呈現如下圓的均衡的情形。

模式A中，一個標準集鎮依賴兩個中介集鎮:模式B 則有三個。模式A中，一個

中介集鎮區，包含四個標準集鎮區;模式B 則有三個。模式A中，一個中介集鎮區包

含七十二個村莊;模式B 則只有五十四個。模式A ，一個中介集鎮區的面積平均為兩

百三十五平方公旦;模式B 為一百零五平方公旦。就人口言，模式B 比模式A多。就

交通方面言，因山區的關係，模式A的道路網較簡單，連結兩中介市鎮的道路，經過

一標準集鎮，並且聯絡較高級的集鎮;模式B ，則有兩組聯絡較高級集鎮的道路。

以上是市集結構空間模式變遷的過程。暫不論模式A與 B 間的差異，而以文字簡

單敘述模式之變化:

初村莊與集鑽的此率很低，逐漸地村莊增加到一集鎮有十八個，叉繼續增加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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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至三十個，叉多到三十至三十六個，此時小市集產生，而一個標準集鎮區甚至在

模式A情況仍可加到四十至五十多個。當新的標準集鎮建立，村莊與集鑽的比率下降

。在新的集鎮未完全發展成時，村莊與集鎮的比率在十八以下，然後逐漸增加至成一

個均衡的模式。茲將上面的敘述圖表如下，俾能一目了然:

演變階段|莊 鎮比率

卜___1______~ 些些空空一一
2

18

24
3 I l

30

30

36
(小市集產生)

4 I 40

50

←-------+一__L~堅堅堅豆豆豆墮盟，)一

新集鎮產生

5 I 莊鎮比率小於 18

......----一﹒↓一一一一一一-
6 I 18

資料來源:根據Ma rketing 文Part II，頁 206.

為了印證這個假說，施民利用一八九 0年代廣東幾個區域的資料來驗證，下表是其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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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

一一一一一一一 -7

n'

資料來源: Marketi時文Part TI ，頁 207資料與頁208 , Figure 6 合組成。

上表中廣東九大區域，根讓人口密度與莊鎮比率，其發展可分為五組，海南區與北客

家區屬未發展區，莊鎮比率僅13.6 -- 14.9 ;東北客家區、邊西區、西北區等有進一

步發展，莊鎮比率約為十八;中央西南區與中央東區文進一層發展，莊鎮比率約為二

十三:潮州區高達三十一;中央地區可能因新集鎮的增加，比率降為十七點九。廣東

的資料，可說明集鎮模式變化的原則。



施堅雅 (G.W.Skinner )的中國市鎮研究介紹 173

\(司市集結構的現代變遷(1 6 )

二十世紀初期，傳統集鎮逐漸轉變為現代的商業中心。其轉變與下列諸現象有關

: (斗貿易額的增加，仁)集期的增加， (-=-)固定商店比流動商版增加的快， (1叫經濟專業化

也程度加強及範圍加大。其中(寸項最為重要，可帶來的、(-=-)、個)項的改變。現代的變

噩如同傳統的變遲，貿易額的增加，東自付參加交易的戶數的增加， (二}每戶交易額的

替加。在傳統變遷中，叫項研占的地位較重要，在現代變運中，仁)項的地位較重要。

直此，集鎮傳統的成長，主要是靠戶數的增加，而集鎮的現代化，一方面在擴大服務

範圈，一方面每戶的自足性大大滅少。

現代化的過程中，交通因素對域鎮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力。早期現代交通引進

，僅限於主要的都市中心。因此都會與城市交通(鐵路)未發達以前，由於受到高運

費的限制，城市的產品運送都會困難，都會進口的機器亦難運達城市，因此對農業經

濟影響不大。只有在都會與域市的現代交通建立以後，農業才能商品化。接蒼，域市

的貿易圈內引進改善的機器化的交通，便捷的交通，從城市星幅射狀分怖，由城市一

直延展到其貿易圈內的中央集鎮與中介集鎮。而位在擴市附近的標準集鎮，也會有現

代道路。城市貿易圈內的農業，開始因現代交通而不斷的商業化，不過此時中介市集

體系所受的影響尚小。只有到中央集鎮與其依賴的中介集鎮間的道路改善，商業化的

影響才大。而在此階段中，蛾市附近的標準集鎮逐漸消失。市集的活動，在現代化的

過程中，逐漸由標準集鎮移到較高級的中介集鎮。其原因乃農戶需要進口貨增加，而

中介集鎮有現代交通與抖地聯結，貨品種類加多，價錢也較前低，再加上交通的改善

，由鄉村往中介集鎮極為便利。當較高級的集鎮轉化為現代的貿易市鎮時，人們對市

集的需求滅低，集日滅少，最後停止。

簡而言之，'當一地區的市集結構完全現代化時，其理想的型態是所有的標準集鎮

完全消失，而較高級的集鎮轉變為現代貿易中心。在現代貿易體系中，基本的經濟單

位以由傳統中介集鎮區為基礎發展成的現代貿易區為主﹒不同於傳統時代，以標準集

鎮區為主。以標準集鎮區為一文化單位的時代，也隨著現代變運而終止。農民的社會

活動範圈，擴大至一個較大的現代貿易區。他們最初僅認識鎮上的人，接著貿易區內的

的取自註 (9) 卸的 E 文， pp. 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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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也逐漸認識，鄉民的婚姻圈也隨著擴大。很矛盾的是，鄉民的社會活動範圍擴大

，但社會社區(social community)由標準集鎮區，縮小為村(village) ，強調村的利益大

於村際間的合作。

三、標準集鎮區與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7)

施堅雅把標準集鎮區作為中國鄉民社會的構成單位，在這個區內，經濟上，市集

區本身具有自主性;在政治上，屬於非正式的行政管理，是地方政治活動的範圍;在

社會上，婚姻對象的選擇，親族群體的組織，自願團體的組織，主雇的關係，寺廟信

仰圈等，皆以集鑽區為範圍。標準集鎮區透過市集的活動，造成鄉間女化的同質性，

同時因地方市集與其他標準集鎮區交換的機會滅少，因此造成標準集鎮區文化上的孤

立與差異。每一個標準集鎮區有其本身的文化特質，人類學家Redfield稱為「小傳統

J (little tradition) 。

中國鄉村是屬於兩種社區(community) 的成員，一個是自己的社區，另一個是他

們鄉村所屬的標準集鎮區。在地方市集中，擔任政治領袖的是士紳，他們與較高級的

政治階層有接觸。工人、商人及專職的經濟活動專業人員，他們供給市集日所需的貨

品與服務。僧侶在士紳管理的寺廟中，主持農民宗教活動。

施民從這鄉民社區的開放與關閉的循環中，來解釋中國社會女化的發展。茲將循

環的歷程，依序介紹:

初期，堪稱休養生息時期。前朝的力量被征服，盜匪底定，社會回復和平安定。

接蒼，由於秩序的恢復，而進入男一階段，經濟活動漸活躍，生產恢復，稅收制度改

善，道路、水利的興修亦漸增多。到朝代盛期，社會有高度的流動系統，即在較高級

中心地有較多的就業機會。商人，因為鄉村人口增加，產生新多新集市，大的集鎮逐

漸產生職業分化，產品專業化的現象。士人，由於公正的科舉制度，使標準集鎮區中

，非正式的權力結構納入帝國的膚僚體系內，並間接控制了野心份子。但是，這種社

會流動體系，並沒有破壞地方體系，商人因擔加較高級的市集，促進彼此文化的交流

;士人從較高級的中心地，嘴入抖地的文化，使鄉民能認識不間的習俗、價值的觀念

q甘取自註包0)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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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標準集鎮區，在此時期呈現最開放的狀態。當王朝襄微時，由於政治機會、

經濟機會的減少，地方性的不安逐漸產生，地方社區開始逐漸關閉，首先是規範性的

閉鎖 (normative closure) ，接若是經濟的閉鎖 (economic closure) ，最後是強制性的

閉鎖 (coercive closure) 。規範性的閉鎖，強調的是地方的次文化(subculture) ，抵

抗外來的文化。在王朝衰微時，任官的途徑滅少，與外地文化交流減少，也因而對外

來文化懷疑，文化的寬容性減少。同時王朝衰微時，經濟亦呈蕭條景象。一般人購買

力滅弱，商人在較高級市集的機會滅少，最後僅限於標準集鎮區的販賈。到王朝的秩

序被破壞時，乃右強制性的關閉社區，鄉民彼此守望相助，以免於被掠奪，並加強對

地方社區的控制，組織民團防衛隘口，驅逐外地人，以滅輕負擔，渡過難關。等到新

王朝建立後，秩序恢復，經濟復興，官僚體系建立，以公正科舉制度選任官吏，商業

發達，地方上強制性的閉鎖亦開放，接著經濟上、規範上亦一一開放。如此，標準集

鎮區開放與關閉，週而復始的循環。

這是施民對中國鄉民社會發展，提出的一套開放與關閉的循環史觀。

四、區域都市化的研究(1的

施堅雅對中國都市化的研究，乃基於地丈現象(physiographic) 的觀念。他認為根

據地丈現象，中國可分為八大區域一即長江下游區、嶺南地區、東南沿海區、西北地

區、長江中游地區、北部地區、長江上游地區、雲貴地區(見下圖)。

這八大區域彼此孤立:每個區域各右都市體系;每區域內右核心區與邊圍區，核心區

的資源集中，投資多，可耕地多，交通便利，而邊園區則相反;區域中心都市間來往

頻繁，在右了這樣的觀念後，為探討區域間的差異，他根據人口密度、區域內分工的

情形與專業發展、技術水平、區域的商業程度、區外的貿易程度等五個變數來探討，

除人口密度右較正確的統計資料可資應用外，其他諸變數都給權數。把所右的權數加

起來，乘以0.248 ，得一定的指數，然後再比較都市人口的比率，以窺區域間之差異

。茲將施氏對一八四三年區域都市化差異研究附於下，以褲進一步暸解:

U~ 取自Skinner， G. W,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帥"， in The

f了 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pp. 21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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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North-
Weightings for Lower east west Middle North Upper Yun-
determinants Yangtze Lingnan Coast China Yangtze China Yangtze Kwei

Population 7.0 1. 5 2.6 0.8 2.5 3.3 2.5 0.5
density

Division of 3.5 5.0 4.0 2.0 2.5 1. 5 3.0 2.5
labor

Application of 6.0 5.0 3.5 3.0 3.0 2.5 2.5 1. 5
technology

IntI河里regional 6.0 4.5 5.0 3.0 2.5 2.5 2.5 1. 0
com虹lercial-

ization

Extraregional 8.0 8.0 6.0 5.0 5.5 4.0 3.5 1. 5
tI海de

Adminis甘ative 1.8 4.3 3.0 5.0 2.6 3.1 2.4 9.0
component

sum of six 32.3 28.3 24.1 18.8 18.6 16.9 16.4 16.0
weightings

Index (sum x 8.0 7.0 6.0 4.7 4.6 4.2 4.1 4.0
.248)

Urbanization 7.9 7.0 5.9 4.9 4.6 4.2 4.2 4.1
rates for
1843 (%)

說明: 1843(%)為該年之按市人口/該區總人口
資料來觀: City 書，頁 235 ， Tab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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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他的研究結果，長江下游、嶺南、東南沿海等三區都市比較高，西北、長江

中游、北部等三地區為其次，長江上游與雲貴兩區較低。

此外，他利用各區域內都市體系的等級一大小關係(Rank-size Relation) 以觀察區

域的都市化。這是社會學家觀察城市大小的分佈而得出來的一個規律，即一個區域內

的城市依等級排列，第二大城市的人口幾乎為最大城市人口的二分之一，第三大城市

為第一大域市的三分之一，以下類推。如果把城市群的人口依城市等級點在雙對數圖

表上，其分佈成一個近四十五度角之分怖，自口斜率等於一。施民將八大地區的等級一

大小關係，作成以下諸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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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City 書，頁 238 , Figur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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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City 書，頁 239 ， Figure 1.

雲貴地區成平頭的現象，顯示該地都市極不整合。此外，東南沿海、長江下游、

長江中游三區，呈層次現象，其中有一、二個最大的坡市形成頂層，這顯示該地有強

度的都市化。而嶺南、北部、長江下游、西北四區中，嶺南成陡坡，北部成緩坡，表

示北部的商業化的擴展不如嶺南。西北部緩坡叉成層次現象，顯示其都市整合不

如嶺南、北部，以及長江下游。

施民也以整個中國為範圍，探討等級一大小關係的分佈'茲將其研究所得的圖表

附于后:

從表中觀察，可看出北平、蘇州、|、廣州、武漢諸域市，於十九世紀時，扮演著超

區域的功能，但沒有顯示整合中國都市體系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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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City 書，頁 248 ，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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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堅雅的市集結構空間模式，最主要是根據四川盆地的調查資料與文獻資料，而

架構成的理論模式。然後，再利用這個模式預測傳統與現代的變遲。一個理論模式建

立以後，必須經得起驗證，才能應用得廣，若經不起驗證，則必須重新修正。

施堅雅在市集結構傳統變連模式中，利用廣東九個地區的人口密度與莊鎮比率來

驗證其模式之可信。但是以李國祁師在金華府八縣的資料來驗證，則不符合其變遷模

式。茲將兩組資料同列於後，以贊比較:

同樣用兩個變數來驗證一理論，一符合，一不符，這說明理論本身有修正的必要。市

集結構變運的模式，似乎應探討更多的變數，諸如集期多寡、村落型態或散村或集村

等均應考!盡重新探討。

對研究歷史的人而言，施堅雅從標單集鎮區的開放與關閉來解釋小傳統文化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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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華府八縣

地 區 人口密度(人口/方公里) 莊鎮比率

浦 江 79 11.50

武 義 100 7.33

蘭 棄自 123 12.69

金 華 153 19.00

支K 康 156 9.20

湯 溪 182 42.80

東 陽 192 16.58

義 烏 221 15.67

資料來源:李國祁'f清代金華府的市鎮結構及其演變J' 師大歷史

學報，第七期，頁178 。

廣東九區

地 區 人口密度(人/方公里〉 莊鎮比率

海南區 63 13.6

北部客家區 64 14.9

東北客家區 90 19.0

邊西區 116 17.5

西北區 123 19.1

中央西區 187 23.1

中央東區 213 23.4

潮州區 261 31.2

中央區 356 17.9

資料來源: Skinner, Marketing 文， part II，頁 207.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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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具有深刻的敢示性。然而，影響文化特質的因素未必這麼單純，中國社會的宗族

組織似乎不容忽視。雖然，他指出宗族地域化後，宗族組織以標準集鎮區為構成單位

，但缺乏有力的資料印證。

施堅雅研究中國的市鎮，由低層次而高層次，因此，乃有一九七0年代對區域都

市化的研究。其以地文把中國分成八大區來觀察都市化，一般言，比用省區來觀察更

合理。研究中國都市化者，可依據這個觀點來詳細探討比較各區域的都市化情形。

綜觀施堅雅的研究方法，可取法者甚多。他長於以有限的資料說明重要的現象，

如根據集鎮的平均面積、人口的密度，以及集鎮數等三個關係，比較三個地區的都市

化大小。為說明起見，將資料列於後:

山東( 107 縣)

Population Density

No. of sq. krn. 120- 160- 190-1 210- 230- 250- 300-
per rural market 119 159 189 209 229 249 299 Total

20-39

~
1 1 2 3 9 7 23

40-59 1 3 2 2 5 5 18

60-79 1 3 3 4 8 2 22

, 80-119 2 3 1 4 2 2 3 3 14(20)

120用 5 2 4 2 2 2 6 1 15(24)

Total 7 6 8 13 11 11 22 14 92
(13) (31) (18) (107)

Average area per 158 104 93 81 63 47 46 39
market excluding
15 deviant cases

Average area per 173 140 110
market , 15
deviant cases
only

資料來源:Sk inne:<: , Marketing 文， Part II，頁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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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部長江流域區

lAve. area of
township in
sq. km.

Population Density

40- 80- 120- 170- 220- 280- 360- 460- 560-
-39 79 119 169 219 279 359 459 559 Total

10-19
20-29
30-39
40 -49
50-69
70-89
90-139

140-199
200-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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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Skinner , "Marketing and S∞ ial structure in Pural China" Part II, p.223.

四川盆地非長江流域區

lAve. area of
township in

sq. km.

Population Density

40- 80- 120- 170- 220- 280- 360- 460- 560-
-39 79 119 169 219 279 359 459 559 Total

10-19
20 目29

30-39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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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位inner ， "Marketing and S∞ 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I,
p.224.

施堅雅將三地區的人口密度、市鎮數、市鎮面積等三項關係整理成三表，山東地區表

之右下方有十五個市鎮，而四川盆地雨區則無，因此根據統計學相關原理紗orrelation)

，他指出山東的都市化大於四川盆地兩區。當然都市化之程度是否三要素即可顯示如

且不論，但他對資料作了最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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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氏利用市集組織建立經濟體系與社會體系的空間模式，並以標準集鎮區來說明

鄉民社會的小傳統。但是，台灣自明末情初漢人大力開墾'建立漢人社會以來，只右

少數幾個街市有小規模的市集(9) ，大部份的地區均無市集制度存在。顯然施氏的市

集結構模式，不適合用來說明台灣的市鎮發展。

(19)根據清代台灣各府縣的方志，僅有光緒二十年完成的鳳山縣采訪冊，記載該縣、大林浦市五日一

市以及仁武莊市、角宿市、按盟的中市、半島竹市、五甲尾市等五市逢節為市，見盧德嘉，鳳山

縣揖訪冊 .y部規制，街市條，頁一七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