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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為中外關係史。

摘   要 楊斌教授於2021年出版的中文版《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一
書，以原產於馬爾代夫群島的海貝為研究對象，重點解析了“海貝”及
其衍生的“貝幣”如何實現全球範圍的流通。作者以切實豐富的文獻為
基礎，以高遠、深刻的問題意識為導向，視野廣闊，為讀者奉獻了一部
精彩紛呈的關於海貝的全球史著述。

關鍵詞 海貝；貝幣；馬爾代夫；全球史

楊斌教授在〈致謝〉中稱：“如果從 2000 年
夏 開 始 了 解 雲 南 的 海 貝 算 起，本 書 歷 經 十 八
春。” 1《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一
書正是作者多年來不斷關注“海貝”和“貝幣”
等 研 究 對 象 的 總 結，從 成 文 來 看，其 立 意 之 深
遠，視角之廣闊，資料之豐富，實不枉然。

從 中 外 學 界 的 過 往 研 究 來 看，自 二 十 世 紀
初，陸 續 有 學 者 對 散 落 於 世 界 各 地 的 貝 殼、海
貝 及 其 用 途 予 以 關 注。約 翰・維 爾 福 萊 德・傑
克 森（John Wi l fr id Jackson） 在 1917 年
出 版 的《貝 殼 作 為 早 期 文 化 遷 徙 的 證 據》一
書 中 主 要 探 討 了 貝 殼、海 貝 在 全 球 流 通 過 程
中 承 載 的 文 化 意 義，這 些 海 貝 的 特 殊 用 途 與
當 地 某 些 習 俗 發 生 聯 繫，從 而 顯 示 出 海 貝 在 文
化 遷 移 中 的 作 用。2 安 特 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 1934 年出版的《黃土地的孩
子⸺史前中國研究》一書中運用大量的考古實
物 資 料，主 要 探 討 了 包 括 使 用 貝 殼 意 象、裝 飾
在內，並以仰紹文化為代表的史前中國文明。3

稍 後 至 二 十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國 外 海 貝 研 究 便
以 伯 希 和（Arthur Christopher Moule）為
代 表。藉 着 精 通 多 種 語 言 的 優 勢，伯 希 和 利 用
各 種 語 言 的 原 始 文 獻，結 合 當 時 能 夠 用 上 的 考

古 資 料，集 中 分 析 和 介 紹 了 當 時 已 知 的 海 貝 的
名 稱、來 源、使 用 範 圍、兌 換 率 等 內 容，但 沒
有提到非洲的海貝使用狀況。4 二十世紀八十年
代，簡・哈 根 多 恩（Jan Hogendorn）和 馬
里 恩・詹 森（Marion Johnson）探 究 了 貝 幣
在 非 洲 歷 史 上 的 奴 隸 貿 易 和 棕 櫚 油 貿 易 中 的 使
用情況。5 對於中國境內海貝流動的研究而言，
與 南 亞、東 南 亞 有 特 殊 關 係 的 雲 南 成 為 重 要 的
關 注 對 象，如 楊 壽 川 編 著 的《貝 幣 研 究》收 錄
了 12 篇論文，分別從雲南使用貝幣的起始和廢
止、雲 南 貝 幣 的 來 源 和 流 通、以 石 寨 山 和 李 家
山 古 墓 為 代 表 的 貝 幣 實 物 分 析、雲 南 長 期 使 用
貝 幣 的 歷 史、文 化 原 因 等 多 種 角 度，對 歷 史 時
期雲南地區的海貝與貝幣的流動予以綜觀。6 此
外，還 有 周 智 生 對 古 代 滇 印 之 間 貝 幣 流 通 的 討
論。7 近人如錢江教授則從馬爾代夫群島的海貝
貿 易 入 手，探 討 印 度 洋 範 圍 內 以 馬 爾 代 夫 群 島
的 海 貝 貿 易 為 中 心，通 過 海 路 向 亞 非 歐 大 陸 輻
射的路徑與意義。8

通 過 梳 理 以 往 研 究 成 果，不 難 發 現 以“海
貝”為 題 且 真 正 以 全 球 史 視 野 觀 察 並 探 討 其 全
球 化 過 程 的 著 述 並 不 多 見。毫 不 誇 張 地 說，目
前 為 止 只 有 本 書 達 到 了 立 足 全 球、溝 通 中 外 地
觀 察 散 落 於 世 界 各 地 的“海 貝”與“貝 幣”問
題 的 程 度。從 這 個 角 度 上 說，此 書 無 疑 可 以 作
為“海貝”全球化研究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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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書 計 42.2 萬 字，凡 十 章。作 者 在 第 一
章〈全 球 現 象，地 方 特 色〉中，提 出 本 書 旨 在
“撰 寫 貝 幣 的 全 球 史”，其 結 構 設 想 是 一 方 面
按 照 地 區 展 開，另 一 方 面 大 致 根 據 貝 幣 演 化 的
時 間 向 前 推 進。對 此，書 中 沿 用 了 如 印 度、中
國、東 南 亞、歐 洲、太 平 洋 諸 島、東 方、西 方
等 地 區 性 空 間 概 念，並 挑 戰 形 成 這 些 地 理 空 間
概念的界限和邏輯。

第 二 章〈源 自 馬 爾 代 夫：採 集 和 出 口〉為
全 書 設 定 了 主 題 背 景，此 章 回 顧 了 馬 爾 代 夫 自
起 源 至 十 七 世 紀 的 歷 史，強 調 了 馬 爾 代 夫 作 為
東 西 方 海 上 交 通 和 貿 易 要 道 的 地 理 位 置。本 章
還 介 紹 了 馬 爾 代 夫 的 特 產，突 出 其 作 為 海 貝 首
要產地和供應地的特點。

第 三 章〈自 印 度 始〉關 注 的 是 海 貝 最 早 被
用 作 貨 幣 的 地 區⸺印 度。在 短 暫 回 顧 海 貝 在
印 度 社 會 的 文 化 和 宗 教 功 能 之 後，講 述 了 海 貝
被 本 地 貿 易 以 及 跨 地 區 貿 易 用 作 貨 幣 的 過 程，
然 後 考 察 了 貝 幣 是 如 何 從 孟 加 拉 地 區 傳 到 阿 薩
姆 和 印 度 北 部 地 區，藉 此 討 論 不 同 時 期 貝 幣 在
印 度 紛 繁 複 雜 的 貨 幣 體 系 中 承 擔 的 角 色 和 作
用。作者亦在本章末尾勾勒了英屬殖民地時期，
貝 幣 被 殖 民 政 府 承 認、使 用 以 及 最 終 被 代 替、
廢棄的過程。

第 四 章〈東 南 亞：亞 洲 內 部 的 互 動〉將 目
光 轉 移 到 了 東 南 亞。其 中，作 者 藉 助 泰 國、中
國 和 歐 洲 文 獻 來 追 溯 貝 幣 在 東 南 亞 的 傳 播 和 演
化，進 而 表 明 貝 幣 在 這 一 地 區 的 使 用 情 況，不
僅 彰 顯 了 印 度 的 影 響，而 且 其 作 為 跳 板 把 這 一
貨 幣 習 俗 從 東 南 亞 帶 到 了 中 國 與 東 南 亞 的 交 界
處⸺中國雲南地區。

第 五 章〈雲 南：印 度 洋 的 痕 跡〉考 察 了 近
代之前貝幣在雲南的崛起與沒落。從地理上看，
雲 南 地 區 位 於 東 南 亞 與 中 國 的 交 界 處，因 此 作
者 認 為 雲 南 無 論 從 族 群 上 看，還 是 從 經 濟 和 文
化 上 看，都 有 着 非 常 濃 厚 的 東 南 亞 色 彩，甚 至

也 受 到 了 印 度 的 影 響。九 世 紀 以 後 在 雲 南 流 通
了 七 八 百 年 的 貝 幣，就 是 一 例。本 章 回 顧 了 古
滇 國 使 用 的 海 貝，討 論 了 其 來 源 和 性 質，並 着
重 分 析 了 從 南 詔 後 期 開 始 在 全 球 和 地 方 這 兩 股
力 量 的 作 用 下，貝 幣 在 雲 南 地 區 繁 榮、延 續、
衰落直至消逝的過程。

第 六 章〈並 非 貨 幣：先 秦 中 國 的 海 貝〉根
據 考 古 材 料 和 文 獻 中 關 於 海 貝 的 記 載，詳 細 討
論 了 先 秦 時 期 中 國 的 海 貝，首 先 駁 斥 了 南 海 是
先 秦 海 貝 來 源 的 既 有 觀 點，指 出 海 貝 在 先 秦 時
期 是 財 富、權 力 和 社 會 地 位 的 象 徵，藉 此 可 理
解 中 華 文 明 形 成 和 歐 亞 大 陸 交 流 的 微 妙 作 用，
並 深 入 討 論 了 商 周 時 期 的 海 貝 為 甚 麼 不 是 貨
幣，以 及 海 貝 為 甚 麼 沒 有 變 成 中 國 最 早 的 貨 幣
等問題。同時，作者也提出仿製海貝的“銅貝”
（如 楚 國 的 蟻 鼻 錢），不 僅 成 為 中 國 最 早 的 貨
幣（金 屬 鑄 幣）之 一，亦 是 海 貝 留 給 中 國 的 豐
富有趣的文化遺產。

第 七 章〈西 非：連 接 舊 大 陸 和 新 大 陸〉將
視 線 從 印 度 洋 以 東 轉 到 了 海 貝 世 界 的 西 部⸺
非 洲。作 者 認 為 最 遲 在 十 四 世 紀，西 非 已 經 採
用 海 貝 作 為 貨 幣。從 十 六 世 紀 到 十 九 世 紀 末，
歐 洲 商 船 將 不 計 其 數 的 海 貝 從 印 度 洋 經 歐 洲 運
到西非。歐洲商人在西非先是用海貝交換黑奴，
然 後 將 黑 奴 運 到 新 大 陸，再 用 海 貝 交 換 西 非 的
棕 櫚 油，然 後 將 之 運 到 歐 洲，滿 足 工 業 革 命 的
需要。然後作者進一步說明這個印度（亞洲）―
歐 洲―非 洲―新 大 陸 的 網 絡 對 於 歐 洲 接 觸 並 深
入 亞 洲 和 非 洲 社 會 發 揮 着 關 鍵 的 作 用。同 時，
這 個 跨 區 域 的 網 絡 也 塑 造 和 加 強 了 美 洲 的 殖 民
制 度。作 者 指 出，海 貝 不 僅 幫 助 了 歐 洲 殖 民 者
滲 透 進 非 洲 社 會 並 從 中 榨 取 資 源，而 且 也 參 與
了 構 建 達 荷 美 王 國 這 樣 依 賴 奴 隸 貿 易 的 畸 形 王
國。最 終，先 是 來 自 於 印 度 洋，之 後 產 於 東 非
沿 岸 的 大 量 海 貝 抵 達 西 非，海 貝 傾 銷 導 致 了 貝
幣 的 貶 值 和 崩 潰，貝 幣 制 度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隨
之消亡。

第 八 章〈太 平 洋 諸 島 和 北 美：孟 加 拉 體 系
之 外〉通 過 介 紹 太 平 洋 島 嶼 和 北 美 使 用 海 貝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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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 殼 作 為 貨 幣 的 一 些 案 例，進 而 說 明 這 些 土 著
社 會 使 用 的 海 貝 並 不 來 自 馬 爾 代 夫，他 們 對 貝
幣 的 使 用 與 以 孟 加 拉 為 基 礎 的 貝 幣 制 度 無 關。
作 者 在 本 章 採 用 比 較 的 方 法 來 研 究 和 理 解 貝 幣
的歷史、貨幣的起源以及貨幣與權力的關係。

第 九 章〈不 僅 僅 是 錢〉探 討 了 海 貝 在 不 同
社 會 中 的 非 貨 幣 功 能，以 及 海 貝 與 貝 幣 留 下 的
記 憶 和 遺 產。本 章 先 是 概 述 了 海 貝 在 亞 非 歐 大
陸 上 的 各 種 功 能，隨 後 着 重 回 顧 了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西 方 學 者 對 於 非 西 方 社 會 中 的 海 貝 的 解 讀，
最 後 作 者 認 為 至 二 十 世 紀 中 葉，海 貝 貿 易 雖 然
一 去 不 返，貝 幣 也 已 然 消 失，但 他 們 在 非 洲 社
會 和 非 裔 族 群 中 留 下 了 很 深 的 文 化 和 宗 教 痕
跡，而這些痕跡也成為了一種新傳統。

第 十 章〈貝 幣 世 界〉統 攬 全 書，分 別 從 地
方 性、區 域 性 和 全 球 性 這 三 個 層 面 以 及 經 濟 史
的 角 度，對 海 貝 貿 易 和 貝 幣 進 行 反 思。作 者 在
本 章 中 重 申 貝 幣 是 第 一 種 全 球 性 貨 幣，從 跨 邊
界 的 角 度 探 討 了 海 貝 貿 易 和 貝 幣 對 全 球 史 的 意
義，並 藉 此 對 全 球 史 中 的 一 些 熱 門 問 題 和 範 式
如“西 方 的 崛 起”“亞 洲 互 動”“世 界 體 系 理
論”，以 及 佐 米 亞（Zomia）等 概 念 提 出 了 自
己的看法。其後，作者總結了貝幣的盛衰起落，
提 出 以“貝 幣 世 界”這 一 概 念 來 概 括 這 個 跨 地
區、文 化 和 社 會 的 經 濟 空 間。最 後，作 者 進 一
步 提 出 貝 幣 世 界 或 許 可 以 成 為 全 球 史 的 一 個 新
範式，但仍需要時間的檢驗。

二

通覽全書後，不難發現本書有以下特點。

一 是 立 意 深 遠，視 野 廣 闊。本 書 的 出 發
點 是 寫 就 關 於“海 貝”和“貝 幣”的 全 球 史，
其 中 不 僅 有“海 貝”和“貝 幣”流 通 的 客 觀 論
述，還 有 作 者 關 於 全 球 史、區 域 史 等 史 學 理 論
層面的思考。比如作者在開篇第一章就提到“海
貝”遍 佈 亞 歐 非 大 陸，研 究 對 象 分 佈 的 廣 泛 則
要 求 作 者 需 要 用 全 球 視 野 觀 察 具 體 區 域 的 物 品
流 動。在 理 論 探 討 層 面，作 者 用 一 節 的 篇 幅 專

門 就 全 球 史 與 區 域 史 的 關 係 予 以 討 論，他 認 為
從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以 來，全 球 史 觀 念 便 逐 漸 為
學 界 所 接 受，實 際 上 與 跨 地 區、跨 國、跨 文 化
以 及 其 他 類 似 的 概 念 是 同 義 的。一 方 面，“全
球”一 詞 似 乎 只 是 強 調 全 球 化，具 體 表 現 就 是
討 論、觀 察 某 個 事 物 向 全 球 擴 展 或 被 捲 入 全 球
化 的 過 程。但 其 實 不 然，全 球 史 和 全 球 視 野
（global）的 倡 議 者 強 調 的 是 地 方 性 和 全 球 性
在 參 與 和 塑 造 全 球 化 的 力 量、因 素、過 程 和 結
果 時 具 有 同 樣 重 要 的 作 用，以 避 免 對 全 球 化 的
片 面 理 解。同 時，作 者 還 引 用 了 安 東 尼·瑞 德
（Anthony Reid）、維克多・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等人關於全球化的觀點，試圖從
東 南 亞 的 歷 史 發 展 中 找 到 全 球 化 與 地 方 化 互 動
的 證 據。此 外，就 討 論 的 地 域 而 言，作 者 也 真
正達到了全球史的討論範疇。

作 者 視 野 之 廣 闊 還 體 現 在 陸 海 兼 顧，古 今
兼 有，這 點 非 常 可 貴。比 如 在 時 間 的 縱 向 維 度
上，自 先 秦 武 商 至 二 十 世 紀，作 者 都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把 握；而 在 空 間 的 橫 向 維 度 上，其 述 及 的
海 貝 產 地 主 要 在 馬 爾 代 夫，之 後 是 東 非 沿 岸，
其 流 通 地 域 更 涉 及 印 度、中 國 雲 南、東 南 亞、
西 非 等 諸 多 地 域。正 如 作 者 所 言：“貝 幣 的 出
現既是一種全球化現象，又充滿地方特色。”9

此 外，所 謂 通 道 不 僅 在 海 洋 上 流 動，也 有 陸 路
運 輸，比 如 作 者 就 提 到 從 暹 羅 到 雲 南 的 通 道，
他 在 此 處 引 用 馬 歡、黃 省 曾 關 於 兩 地 間 通 路 的
描 述，可 以 明 顯 看 到 這 條 通 道 是 東 南 亞 海 貝 輸
送至雲南的重要管道。

二 是 資 料 種 類 多 樣，數 量 豐 富。作 者 一 開
始 就 對 如 何 選 擇、閱 讀、引 用 一 手 和 二 手 資 料
有自己的識見，他認為：

人們常常詬病世界史大量依靠二手文

獻，本書也不免如此。不過，如果我們歷

史學家自己都不能信任自己的同行，那

麼，所謂學者之間的對話還有甚麼意義

呢？其實世界史學者所做的不僅僅是吞

噬二手文獻（包括地區史學者的研究），

世界史學者還要對印度、東南亞、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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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所積累的豐富

多彩的關於海貝的原始材料和學術研究

成果，進行勤奮閱讀、全面理解，同時加

以批判性反思，這樣才能表現出對相關材

料、學者和學術的尊重與肯定。10

在 資 料 來 源 方 面，本 書 除 了 採 用 傳 統 的 漢
文 文 獻 外，還 有 阿 拉 伯、印 度、歐 洲 地 區 的 各
種 史 料，其 中 尤 以 遊 記 記 載 這 類 為 重，比 如 作
者 常 常 用 到 的《中 國 印 度 見 聞 錄》《道 里 邦 國
志》《伊 本·白 圖 泰 遊 記》《巴 爾 博 薩 遊 記》
《皮拉德遊記》，等等。另外還有法典類文獻，
如 從 梵 文 翻 譯 成 波 斯 文 的《簡 圖 法 典》、泰 國
的《孟 萊 王 法 典》等，引 用 這 些 法 律 文 獻 是 因
為 當 地 一 些 違 法 之 事，多 以 相 較 於 金、銀 而 言
面值較小的海貝作為罰款，由此可以觀察海貝、
貝幣在當地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同 時，作 者 也 特 別 注 意 運 用 考 古 資 料，
如 利 用 泰 國 碑 銘 觀 察 貝 幣 在 泰 國 的 使 用 歷 程，
以 及 考 察 先 秦 時 期 甲 骨 文 和 青 銅 彝 器 上 的 銘 文
（即 金 文），“生 動 地 揭 示 了 在 中 華 文 明 形 成
初 期，這 種 海 洋 動 物 在 政 治 上、經 濟 上 和 宗 教
文化上的重要意義”。11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在
很 早 之 前 便 顯 露 頭 角 的 海 貝 文 化 即 使 在 世 界 範
圍 內，也 是 十 分 珍 貴 和 突 出 的。關 於 商 王 武 丁
（約 公 元 前 十 二 世 紀 初）之 妻 婦 好 墓 出 土 的 大
量 海 貝 的 來 源、用 途 等 問 題，作 者 也 在 總 結 其
他 學 者 的 基 礎 上 給 出 了 自 己 的 解 釋，即 這 些 海
貝 絕 非 如 傳 統 觀 點 所 言 是 由 南 海 而 來，而 是 源
於 印 度 洋（主 要 是 馬 爾 代 夫），經 草 原 之 路 或
其 他 道 路 抵 達 中 國。書 中 豐 富 多 源 的 資 料 無 疑
為 主 題 的 論 述 提 供 了 有 力 支 撐，其 最 大 的 意 義
便在於互相比勘，從而更接近歷史事實。

三是語言輕快簡練，內容編排富有層次感。
比 如 作 者 對 馬 爾 代 夫 國 王 如 何 選 擇 海 貝 貿 易 的
合作夥伴是這樣描述的：

很顯然，馬爾代夫蘇丹喜歡沿襲傳

統，和孟加拉、坎貝以及錫蘭的老夥伴們

一起繼續壟斷海貝貿易，歐洲人如果直接

到馬爾代夫來購買海貝，恐怕不利於蘇丹

的權力和權利，因此，蘇丹的擔心不是毫

無依據。12

關 於 馬 爾 代 夫 王 室 壟 斷 群 島 海 貝 貿 易 的 問 題，
錢江教授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

歷史上，馬爾代夫群島的統治者（包

括古代的女王以及中世紀的蘇丹酋長）

對當地的海貝收購及出口貿易擁有絕對

的壟斷權。這一由當地土著王室壟斷貿

易的傳統延續了至少一千多年，大約從

九世紀中葉阿拉伯商人蘇萊曼記載當地

海貝貿易之濫觴，一直延續至十九世紀

末期。13

還 有 作 者 在 每 章 之 前 都 附 有 饒 有 趣 味 的 引 語，
比 如 第 三 章〈自 印 度 始〉便 有 一 句 孟 加 拉 地 區
的俗語⸺“放下海貝，帶走你想要的”，14 生
動 簡 明 地 顯 示 出 海 貝 在 孟 加 拉 的 內 外 貿 易 中 擔
負 着 極 為 重 要 的 一 般 等 價 物 功 能。另 外，作 者
在 具 體 寫 作 中 會 出 現 一 些 看 似 與 小 標 題 沒 有 直
接 關 聯 的 材 料 和 敘 述，但 細 究 後 會 發 現 其 實 與
章 節 主 題 相 呼 應，體 現 出 從 表 面 的 不 相 關 到 章
節邏輯上的連貫。如作者在討論全球史觀念時，
提到食物在全球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以茶、
可 樂、麥 當 勞 等 為 例，對 食 物 在 全 球 化 中 的 代
表 地 位 進 行 闡 述，從 而 引 出 海 貝 這 一 商 品 在 闡
釋全球史中的獨特視角。

四 是 問 題 意 識 強 烈。作 者 在 本 書 中 將 已 解
決 的 和 未 解 決 的 問 題 都 擺 到 明 面 上 來，將 自 己
的 所 思 所 想 向 讀 者 坦 示。比 如，作 者 在 第 二 章
中 談 到 從 馬 爾 代 夫 到 孟 加 拉 的 船 隻 的 壓 艙 物 從
之 前 的 沙 石 變 成 了 海 貝，認 為“海 貝 佔 據 了 商
船 必 然 要 留 給 壓 艙 物 的 空 間，從 而 騰 出 了 作 為
商 品 的 海 貝 本 來 需 要 佔 據 的 貨 艙 空 間”， 15 然
後 在 這 一 基 礎 上 提 出 如 何 在 海 洋 貿 易 經 濟 學 層
面 上 闡 釋 這 種 現 象 之 問，但 似 乎 還 未 有 較 為 滿
意 的 答 案，期 待 讀 者 能 給 予 解 答。再 如，本 書
雖 是 關 於“海 貝 與 貝 幣 如 何 全 球 化”的 討 論，
但 明 顯 可 以 看 出 作 者 也 兼 及 討 論 了 許 多 其 他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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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包 括 運 送 海 貝 的 船 隻 形 制，當 中 有 許 多 阿
拉 伯 船 隻，這 些 船 不 用 鐵 釘 連 接，而 是 用 椰 索
縫 合。他 也 在 另 外 一 篇 文 章 中 提 到“阿 拉 伯 船
隻 建 造 的 特 點，即 用 椰 索 捆 綁 船 板，船 體 不 用
鐵 釘 和 油 灰”，並 再 作 補 充 論 述。 16 這 種 廣 視
角、多 要 素 的 觀 察 無 疑 對 聯 結 各 種 現 象 的 能 力
提出挑戰，但同時也容易迸發出問題的參差。

三

以 某 種 商 品 為 中 心 進 而 書 寫 其 全 球 傳 播 的
歷 史 已 然 是 一 種 成 功 的 範 式，從 早 期 的 白 銀，
到之後的咖啡、茶葉、棉花等，17 再到楊斌教授
這 部 以 海 貝 流 通 為 中 心 的 全 球 史 著 述。這 些 優
秀成果無疑為我們觀察歷史提供了全面、聯繫、

發 展 的 視 角，此 點 毋 庸 置 疑。從 個 人 有 限 的 觀
察 出 發，私 以 為 此 書 尚 可 在 以 下 兩 方 面 進 行 完
善。

一 是 著 者 可 有 針 對 性 地 添 加 一 些 關 於 商 旅
群 體 的 活 動 信 息，比 如 適 當 探 討 有 哪 些 從 事 海
貝 貿 易 的 商 旅 群 體？穆 斯 林 商 人、猶 太 商 人、
亞 美 尼 亞 商 人、歐 洲 殖 民 者 甚 至 華 商 等 商 群 在
其 中 的 具 體 表 現、作 用 如 何？其 目 的 就 是 要 在
討 論 中“既 見 物 又 見 人”，否 則 忽 略 商 人 這 一
主導要素的話，則會有礙貿易鏈條的完整表述。
因 為 在 筆 者 看 來，商 品 不 像 流 水 一 樣 可 以 自 行
流 動，貿 易 成 行 的 背 後 一 定 是 以“人”，特 別
是 商 人 為 主 導。海 上 商 業 貿 易 的 成 功 固 然 需 要
諸如運輸工具、季風、商品等各種要素的配合，

圖 1.　1976 年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海貝，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圖片來源：Gary Todd, Public Domain via Flickr <flic.kr/p/
fYDn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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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這 些 客 觀 要 素 也 絕 不 能 離 開 商 人 主 觀 趨 利 的
推 動。另 外 在 具 體 操 作 層 面 上，雖 然 商 旅 群 體
難 有 明 確 的 姓 名、籍 貫 等 信 息 記 載，但 並 非 完
全 不 能 描 述，作 者 或 可 嘗 試 進 行 群 體 性、規 模
化 的 審 視。比 如 錢 江 教 授 在 論 述 以 馬 爾 代 夫 群
島為中心的海貝貿易時，除了描述海貝的種類、
捕 撈 方 法 以 及 市 場 指 向、流 通 區 域 外，同 時 也
注意到負責買賣、運輸海貝的印度商賈等群體，
雖 然 篇 幅 相 對 較 短，但 也 表 明 了 人―物 間 的 主
次 地 位 和 關 聯 態 勢，從 而 使 得 海 貝 貿 易 中 有 了
“人味”。

二 是 有 書 中 的 一 些 細 節 可 能 需 要 修 正。如
作者在第五章〈雲南：印度洋的痕跡〉中的〈江
南 來 的 海 貝〉一 節，集 中 討 論 了 琉 球 在 中 國、
琉 球、東 南 亞 之 間 的 貿 易 中 購 買、使 用 海 貝 的
問 題，這 一 點 的 確 令 人 耳 目 一 新，因 為 過 往 有
關 琉 球 對 外 貿 易 的 研 究 多 集 中 於 中 琉、日 琉 之
間，對其與東南亞關係的討論鮮有深入。然而，
作 者 提 到 琉 球 向 中 國 朝 貢 的 馬“可 能 從 朝 鮮、
日 本 或 者 安 南 而 來”， 18 似 與 明 清 時 期 中 國 冊
封 使 眼 中 的 關 於 琉 球 自 然 環 境、社 會 狀 況 等 方
面的記載有所衝突。例如，明代陳侃稱琉球“無
熊、羆、豺、狼、虎、豹等猛獸，是以多野馬、
牛、豕。價 廉 甚，每 一 值 銀 二、三 錢 而 已；牲
雖賤，人有終歲不獲食者，貧約故也”；19 蕭崇
業的記載與陳侃類似，稱“野鮮熊、羆、豺、虎、
狼、豹猛獸，而獨出鹿；且富馬、牛、羊、豕、
雞，形 多 瘦 削，其 價 極 廉”；20 夏 子 陽 的 觀 察
大 體 相 同，稱 琉 球 國“野 鮮 惟 鹿，其 餘 則 馬、
牛、羊、豕、雞，族 類 多 而 價 亦 廉 甚，但 食 之
有腥”。21 三位明代中國冊封使的記載表明這一
時期的琉球本島確有野馬存在，並且價格低廉，
這 或 可 證 明 琉 球 的 馬 匹 數 量 不 在 少 數。同 時，
該地既然有大量野馬，那應該也有馴化的家馬，
不 過 琉 球 向 中 國 進 貢 的 馬 究 竟 是 野 馬 還 是 家 馬
就不得而知了。

另 外，作 者 認 為“硫 黃 等 物 大 致 得 於 東 南
亞”，22 其 實 不 然，硫 黃 實 為 琉 球 本 地 所 產。
如宣德二年（1427 年）琉球國王遣使乘坐“勝”
字 號 海 船 前 往 暹 羅 購 買 蘇 木、胡 椒 等 物，攜 帶

的禮品中就有大量硫黃。完整諮文如下：

琉球中山王為琉球進貢事，為照本

國稀少貢物，今遣正使實達魯等坐駕勝

字型大小海船一隻，裝載瓷器等物前到

貴國出產地面，收買胡椒、蘇木等貨回

國。應用除外專備禮物詣前奉獻，少伸

遠意仍希海納，煩念四海一家從容貿易，

早為發趕趁風迅回國便益，令將禮物開

坐於後須至咨者，今開奉獻禮物開坐於

後：

織金段五匹　素段二十匹

硫黃三千斤今報二千五百斤

腰刀五柄　折紙扇三十把

大青盤二十個　小青盤四百個

小青碗二千個

右咨　暹羅國

宣德二年九月十七日 23

還 有《星 槎 勝 覽》中 的“琉 球 國”條，載
此處“地產沙金、硫黃、黃蠟。貨用珍珠、瑪瑙、
磁 碗 之 屬”。24 由 此 可 見，硫 黃 並 非 是 琉 球 從
東 南 亞 獲 得，而 是 當 地 出 產 之 物，有 時 也 作 為
禮品與東南亞國家換取蘇木、胡椒等香料。

概之，《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
是 一 部 真 正 關 於“海 貝”的 全 球 史 著 作，是 一
本 打 通 中 國 史 和 世 界 史 的 優 秀 學 術 著 作，值 得
細 細 品 讀。從 個 人 觀 點 來 看，就“海 貝”及 其
衍 生 的“貝 幣”在 全 球 流 通 的 史 學 研 究 而 言，
短期內應該難有超越其著述的成果。

附：本 文 為 國 家 重 大 基 金 項 目“‘海 上 絲 綢 之

路’古代中東商旅研究”子項目“明朝回回商旅與貢

賜貿易”（項目批號：16ZDA118）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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