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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叶至��世纪初
，
约当都铎王朝统治时期 �����一�����

，
英国处在资本主义生

产发展的初期阶段
，
工场手工业和租地农场制产业

，
它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是以贸易的扩张

为前提
。
在这个时期里

，
尤其是 自��世纪中叶以后

，
英国的商业和海上势力的拓展是迅速而

无敌的
，
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

在这过程中
，
商人的势力也随之发展

壮大起来
。
恩格斯指出

�

在��世纪
，
市民已 “ 成为体现着进一步发展生产

、

贸易
、

教育
、

社

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阶级
， ” 对社会来说

，
他们 “ 已经比封建贵族更为必要 了

。 ” ① 这里所

指的市民其主体是商人
。
都铎时代的英国商人确实已成为一个相当活跃而又重要 的 社 会 力

量
，
他们借助于手中的商业资本

，

加快了英国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步伐
。

随着资

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
英国商人的阶级属性也开始发生变化

。
因此弄清都铎时代商人的情况

，

评价它的作用
，
成 了研究这个时期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

。
而伦敦商业的发展

、

商人财富

的积累和权力的增长具有典型性
，
对它作深入探讨

，
有助于 了解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英国商

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
。

�一�

��世纪的伦敦是全英国首屈一指的商业重镇
，
其商业的发展居全国首位

。
����年 人 口

�����， ����年�����
， ����年������， ����年达������人

。 ② ��世纪前期伦敦人 口 已 五 倍

于第二大城市诺里季
。
伦敦地理位置优越

，
有较好的交通运输条件

，
它是全国陆 路 交 通 的

中心
， ����年已有九条道路从全国各地通往伦敦

，
到����年又增加了八条

。 ③ 伦敦沿泰晤士

河可 以深入到英国南部腹地
，
沿海岸又可以航行到东部和南部各港 口

，
伦敦还隔着狭窄的英

吉利海峡与当时欧洲的商业中心安特卫普遥遥相望
，
极有利于发展同西欧大陆的贸易

。
这种

地理条件的优越性
，
只是在��

、

��世纪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新航路的开辟
、

美 洲 的

“ 发现 ” 才逐渐显露出来
。
����年英国出口贸易量的一半集中在这里

，
��世纪中叶甚至一度

超过了��肠
，
��世纪后期伦敦仍然占有全国进出口贸易量的���至���

。 ④ 因此伦敦在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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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收入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
在����年关税税率提高以后

，
作用更加突出

， ����一 ���。

年财政年度
，
全国关税收入共�����镑

，
其中�����镑来自伦敦 �占��肠 �

，
当第 二 年 总 收

入下降到�����镑时
，
伦敦提供 了�����镑

，
超过了�邝

。

再从缴纳议会通过的补 助 金 情 况

看
，
伦敦所负担的数量也名列前矛

。
补助金是按工资与地租收入和动产征收的一 种 赋 税

，

����一����年期间
，
伦敦所承担的部份接近诺里季的十倍

。
����年通过的一笔补助金

，
根据

估算
，
伦敦城需要缴纳�����镑

，
而诺里季是���镑

，
仅是伦敦的����

，
伦敦承担的部 份 四

倍于其他城市的总和
。
伦敦占有全国世俗财富的�

�

�肠
。 ⑤ 伦敦不仅是全国的商业中心

、

最大

的出口港
，
而且也是政治之都

、

王室行政机构
、

司法机构和议会活动的所在地
。
这一切说明

了��世纪的伦敦 己成为全国商业
、

财富
、

权力最集中的大都会
。
正是商业上的优势才使伦敦

在英国所有城镇中获得了无可争议的至上权
，
商业在伦敦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

��世纪伦敦商业的繁荣主要仰赖呢绒贸易
，
尤其是呢绒出口贸易

。
呢绒产品是英国��世

纪甚至��世纪最重要的出口商品
，
正规的呢绒出口贸易是都铎时代伦敦商业资本积累和商人

财富最稳定可靠的来源
。
伦敦是英国呢绒的主要出口港

，
下列数据反映了��世纪前期呢绒出

口贸易越来越向伦敦集中和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
� ����一����年期间

，
全国平均 每 年 出 口

�����匹
，
经伦敦运出的为�����匹

，
其他港 口����。匹 ， ����一 ����年期间 的 数 字 分 别 为

������匹
、
�����匹和�����匹

，
����一����年期间为������匹

、
������匹和�����匹

。
����一

����和 ����一����年期间
，
经伦敦出口的传统呢绒 �绒面呢和克瑟密呢 �平均每年仍还保持

������匹和������匹的水平
。 ⑥ 伦敦的出口呢绒��世纪前期主要在安特卫普集散， ��世纪中

叶以后市场扩大
，
贸易的地区分布越来越广

，
呢绒直接向许多地区与国家运销

。
大都由政府

特许成立的组织经营
，

其中最重要的是冒险商人开拓公司������
，

其次是 东 地 公 司 ������

和利凡特公司 ������
，
此外

，
俄罗斯公司 ������

、

柏柏尔公司 ������
、

威 尼 斯 公 司

������和东印度公司 ������也有少量呢绒出口
。
上述贸易公司的主要成员是伦敦商人

。

伦敦商人在公司的组建上起了重要作用
。
在伦敦商人队伍中核心部份是��个商人同业公会的

会员
，
同业公会是��世纪以后在行会内部分化和行会合并的基础上产生的

，
是一种工商混合

企业
，
后来有的同业公会完全脱离了工业生产

，
成为纯粹商业性的组织

，
其中居领导地位的

��个
，
按命名的先后它们是丝绸

、

杂货
、

布匹
、

鱼业
、
金饰

、
毛皮

、

成衣
、

服饰用品
、

盐
、

铸铁
、

酒和呢绒等商人同业公会
。
这��个同业公会受最富有的大批发商把持

，
这一小撮商人

在经济上控制着伦敦城的其他行会和同业公会
，
在政治上则处于统治地位

，
构成了一个商人

寡头集团
。
��世纪英国重要的海外贸易公司就是由商人寡头组织起来的

，
参加贸易公司的多

半是��个同业公会的商人
。

每个公司尽管在各个不同时期贸易的兴衰情况不同
，
经营的规模

也有变化
，
但总的说是赚钱的

。
下面就几个比较重要的公司呢绒贸易的大致发展规模

、

投资

额和盈利情况加以说明
。

��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呢绒市场是尼德兰和德国
， ����年冒险商人开拓公司取得了向这两

个地区和国家出��呢绒的垄断权
。

公司成员中约有�，�’ 是伦敦商人 ，
其中主要是丝绸商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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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同业公会会员
。
就在����这一年

，
公司运入安特卫普的白呢共八万匹

，
价值��万镑

，
染色

的绒面呢
、

克瑟密呢和其他粗呢共四万匹
，
价值��万镑

，
羊毛和皮毛的价值约��万镑

，
共计

�������镑
，
毛利������镑

，
利润率达��呱

。 ⑦ 最大宗的进口商品是精美的布匹
、

法国莱茵酒
、

丝织品
、
胡椒

、
生姜

、
糖和茜草染料等

。
有证据表明

，
公司贸易发展迅速

，
商人的财富成倍

增长
，
影响也不断扩大

。

波罗的海区在呢绒出口中地位仅次于尼德兰和德国
，
贸易由东地公司经营

。
东地公司在

��世纪末人数由��人发展到���人
，
其中竟有���人是��个同业公会的商人

，
占��肠

。 ⑧ 自公

司成立之后
，
向这个地区出口的呢绒数量迅速增加

。
英国主要用呢绒换取这个地区生产的谷

物
、

木材
、
亚麻和帆布等物

。
从����年到��世纪二十年代

，
贸易一直保持出超

，
英国商人经

营所得
，
利润率估计在��肠左右

。 ⑧

东地中海区的市场在英国呢绒输出的数量上占第三位
，
贸易掌握在利凡特公 司 商 人 手

里
。
这个公司也是由伦敦大批发商建立起来的

，
公司受他们操纵

。
贸易公司每年运入君士坦

丁堡
、
叙利亚

、

埃及和开俄斯岛的呢绒价值约��万镑
。
从各港口运回生丝

、
药材

、

香料
、
蓝

靛和无核葡萄干等物品
。
仅无核葡萄干一项

，
在��年代里

，
每年进 口����吨 ，

为公司创造了

�����镑的利润
。 ⑩ 当代的英国学者威兼

·

坎登 �����一�����证实
，
利凡特贸易从一开 始 就

十分赚钱
，
利润率达���肠

。 � 一位威尼斯共和国驻土耳其的代理商在
卜

����年报告他们的政

府
，
说驻土耳其英商所积蓄的财富多达��万至��万克朗

，
相当于��。 。�至������镑矛

。
� 这

个数字显然有所夸大
，
不过说明英商可能确实获利不少

，
所以在外商眼里他们是巨富

。

对俄国的中亚的贸易受俄罗斯公司垄断
。
俄罗斯公司刚成立时

，
在特许证书 上 列 名 的

���个股东中
，
伦敦商人占���左右

。 ⑧ 由于俄国人对英国呢绒的需要有限
，
这里作为呢绒市

场是无足轻重的
，
每年至多运入����匹

。
但是

，
在俄国的出口商品中

，
蜡和绳索是英国政府

大量需要的两种物资
。
公司从成立到����年

，
由于垄断了俄国蜡之向英国和西欧 大 陆 的 输

入
，
业且把大部分绳索的输入掌握在手

，
估计股东分得红利��肠一��呱

。 ⑧ ��至��年代是��

世纪英国对俄贸易最兴旺发达的一个时期
， ����年从俄国进货实际价值达�����镑

。 ⑥ 根 据

资料记载
，
英俄贸易存在逆差

，
由政府用黄金弥补

，
但对公司商人来说

，
做本国政府同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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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转手买卖
，
始终有利可图

。

此外
，
在 ����一����年期间

，
俄罗斯公司又曾开展对波斯

的贸易
，
输出呢绒

，
贩运香料和药材到欧洲

，
使股东获利���肠

。 ⑥

都铎王朝统治末期
，
英国人又拓展 了亚洲市场

，
发展 了对印度和南洋等地的贸易

，
由东

印度公司操纵
。
公司商人向印度愉出呢绒

、

铁
、

铅
、

锡等物
，
将印度香料

、

棉花
、

棉 布
、

生

丝
、
蓝靛

、

硝石运回英国
。

但是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业不以推销呢绒和交换一般产品为主要 目

的
，
而是大量购买和猎取香料

、

奢侈品
。
第一次出 航 集 资 �����镑

，
共 得 胡 椒 �������

镑
，
运到欧洲和近东高价出售

，
获得惊人的利润

。
第二次出航集资�万镑

，
利润率近���肠

。

第三次出航集资�����镑
，
利润率达���肠

。
� 东印度公司刚成立时

，
也是以伦敦 商 人 为 主

体
，
它的主要成员同时是利凡特公司的骨干

。
公司成立以后

，
在英国的贸易扩张和商人财富

的积累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世纪期间英国正规的对外贸易和海上掠夺密不可分
，
海上掠夺活动带有更 大 的 胃 险

性
，
但是它一旦成功

，
会使投资者一夜间成为暴发户

，
所以它在一定时期里也是伦敦商人致

富的一个重要途径
。

英国人主要劫夺的是西班牙得自美洲殖民地的财富
，
分享其殖民掠夺的

成果
。
海掠活动一种是专业性的

，
用合股的方式筹集费用

，
活动终 了

，
按投资额 瓜 分 掠 夺

物
。
除贵族以外

，
商人也是重要的投资者

。
海掠活动最经常和最大量的一种方式是在贸易航

行中伺机掠夺
，
采取这种方式的大都是伦敦商人

，
其中商人寡头 占支配地位

。
一般说他们的

活动规模不大
，
但是不用专门筹集出航的资本

，
因此将掠夺所得积累起来也很可观

。

要对��世纪后期伦敦商人海上掠夺所得作出全面和精确的估计是困难的
，
不过通过局部

资料也可以窥见一斑
。
����一����年期间

，
有记录的海掠活动共���次

，
知道其中���次猎获

物的 价 值 为 ������镑
，
伦 敦 城 有 ��次

，
其 中 ��次 所 得

，
价 值 �����镑

。
����年

一 年共 �� 次
，
其 中 ��次猎 获 物的价值�����镑

，
伦敦城��次中的��次所 得

，
价 值 �����

镑
。 ⑩

�二�

都铎王朝时期伦敦商人财富的积累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
一个是财富以异常迅猛的速度增

加� 另一个是货币所占的份额越来越突出
。

从��世纪中叶到��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里
，
伦敦商

人财产的占有前后变化很大
，
首先对��世纪的情况作一简要的剖析

， 以便通过对 比说明��世

纪期间他们财富增加的幅度
。

研究伦敦商人财产状况的资料主要有商人的遗嘱
、
财产清册

、

征收议会补助金的登录册

等等
，
从中反映出商人的财产大致可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类

。
前者包括货币

、

库存商品
、
船

⑩ 斯科特
� 《 ���。 年以前英格兰

、

苏格兰
、

爱尔兰合股公司的组建和财务 》 ，

第��页
�

。 加德纳
� 《 东 印度公 司发展史 》 ��������

，

��� �� �� ����� ��� ����
，
� ������� �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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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

金银餐具和饰物
、

家具什物� 后者主要是房屋和地产
。

首先看看动产的占有情况
�
根据

对����一����年期间���个伦敦商人财产的抽样调查
，
可知动产在���镑以下的有���人

，
占

��肠 �其中不到���镑的有��人 �
， ���镑到����镑的有��人

，
占��肠

， ����镑以上 的 有 ��

人
，
占��肠

。
又据���。一����年期间��个杂货商的遗嘱记载

，
动产在���镑以下的有��人

，

占��肠 �其中不到���镑的有��人 �
， ���镑到����镑的有��人

，
占��肠

， ����镑 以上的有��

人
，
占��肠

。 ⑩ 杂货商的富裕程度仅次于丝绸商而居第二位
，
因此����镑以上的人数比例较

高
。
尽管如此

，
动产不足���镑的

，
其比例数字虽然比整体商人的低

，
但是世超过了 半数

，

其中���镑以下的均占���
。
至于商人的投资情况

， ��世纪后期多数伦敦商人的经营资本在��

至���镑之间
。
当时要想参加一个较大的同业公会

，
独立开业

，
至少要有��至��镑

。
以杂货

商为例
， ����年规定的最初资本是��镑

，
丝绸商����年定为���镑

。

现代经济史学者瑟 拉 普

由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

��世纪
，
就全体伦敦商人而言

，
死时动产在���镑左右的就 算 中

等富裕水平
。 ⑩

再看看不动产—地产的占有情况
�
地产是这时伦敦商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整个

中世纪期间
，
英国商人用商业和信贷收益购置地产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
认为这最可靠

，
又

可 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
��世纪伦敦商人到底拥有多少地产� ����年的一项法令规定

，
凡

是在伦敦城内或其他各地拥有土地
，
地租年收入在�镑以上的伦敦市民

，
有义务交纳 议会补

助金
。

根据这一年议会补助金登录册记载
， ���个市民中

，
有���个是商人

，
其中有��人地租

的年收入为�至��镑
， �一人收入��至��镑

， ��人收入��至��镑
， ��人收入��至���镑

，
有�人

收入在���镑以上
。
按当时市价

，
地租是地产价格的�肠左右

。 ⑧ 凡是经营比较有成就 ，
又想

在社会上出人头地
，
甚至最后挤进贵族行列的那些大商人

，
其地产 占全部财富的���至���

，

有的甚至在���以上
。
例如博林

·

杰弗里爵士
，
他死于����年

，
在肯特

、

苏塞克斯
、

诺福克

三郡和伦敦均留下了地产
，
地租的年收入为���镑

，
说明投入买地的资金超过 �。 。 �镑

。
�但

是地租年收入���镑以上的
，
仅占���人中的�

�

�肠
，
而人数一半以上 ���

�

�帕 �年收 入 在��

镑以下
，
即所拥有的地产价值在���镑至���镑之间

。

到了��世纪
，
尤其是这个世纪中叶以后

，
伦敦商人财富猛增

。
��至��年代期间

，
伦敦商

人死时留下的动产在����镑以上的不乏其人
。

例如拥有����镑以上的商人有�
·

邦德
、

�
·

彻斯特
、
�

·

奎尔斯和�
·

杰克曼
， ����多镑的有�

·

巴斯克菲尔德
， ����多 镑 的 有 �

·

沃思和�
·

伯内尔
， ����多镑的有�

·

伊沙姆和�
·

邦德
，
而�

·

甘米奇则拥有 ���。 多 镑 等

等
。 � 现代学者乔丹根据资料推算出

，
伊利莎白时代 �����一�����伦敦商人动产的平均数

为���。镑 ， ⑧ 这和前述的��世纪中等富裕程度的商人动产数字相比
，
增加 了��多 倍

，
这是

瑟拉普
� 《 中世纪伦敦的商人阶级 》 ��

�

�
�

������
，
��� � ������� ����� ��� ����� ��������

密执安大学 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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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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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巨大的飞跃
。
这里有��世纪价格革命

、

物价飞涨的影响
，

但是伦敦商人 以货币为主要内容

的动产的增加
，

大大超过 了物价上涨的幅度
，
而且这种动产的占有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
现代

学者朗对��世纪末��年伦敦具有参议员身份的���个商人的财产状况做了调查
，
从中得知

，

动产在�����镑 以下的只有
，

�人
，
�����至�����镑的有��人

， �����镑 以上的有��人
，

在 这 ��

人当中
，
有

、

�人为�����镑
， �人为 ������镑

， �人为������镑
，
还 有 �人 甚 至 多 达 ������

镑
。 ⑥

在不动产方面
，
就房产而言

，
��世纪的伦敦富商至少拥有一间座落在市区的庄园式的住

宅
，
伦敦城里许多宽敞宏大的屋宇都为��个商人同业公会的上层成员所拥有

，
他们将这些大

厦出租给市民居住
。

最富裕的商人还在郊区另有占地�至��亩的乡村别墅
。
至于地产

，
大多

数伦敦商人购置了乡村地产
，
他们当中有的人还和

�

�一世纪一样
，
购买土地是为利用土地征

收传统的封建地租
，
或者是做土地的投机买卖

，
或者是以上地作为贷款的抵押

。

最值得注意

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商人购买土地后
，
按新方式经营

，
出卖农畜产品

，
把土地作为谋取资本主

义利润的手段
。
此外

，
将土地的占有作为政治上进身之阶

，
在商人中也很普遍

。
按照中世纪

英国的传统
，
凡地产年收入在��镑以上的地主

，
都可接受骑士的称号

。
����年国王又允许纹

章院为那些地产年收入达到��镑
，
或者拥有动产���镑

，
而且在社会上又是有声誉的人

，
配

带标志绅士身份的盾形纹章
。 ⑥ 这样

，
有许多商人便兼有贵族身份

，
被人认作贵族了

。
解散

修道院
，
没收教产

，
拍卖教产

，
为商人向土地投资提供 了更多的机会

。
因此

，
有的伦敦商人

拥有的地产相当庞大
，
例如�

·
比彻的地产遍及伦敦和九个郡

，
地租年收入���镑

。 ⑧ � ·

伊

沙姆的地产价值约����镑
，
年收入�的镑

。 ⑩ 但这仅是突出的例子
。
专门研究俄罗斯公 司 早

期历史的学者�
·

威兰
，
对��世纪期间公司商人的情况做了一个大致的分析

，
认为不少人的

财富主要是动产
，
不动产只构成其中不大的一部份

。
因为当时社会生活 日益商品化

，
有的伦

敦商人宁愿购置城市产业
，
投资于城市各工商行业

，
而不愿在乡间购买土地

，
因此不买或者

少买土地
。 ⑧ 俄罗斯公司商人的情况有一定代表性

，
直到��世纪初基本保持这种情况

。

朗对

上述���个伦敦大商人中的��人做了详细调查
，
得知他们共有庄园���个

，
平均每人占有 �

�

�

个
。
地产最多的要算�

·

斯潘塞
，
有��个 �他的动产价值达�。 。���镑 �

，
而其中人 数 约 ���

���人 �完全没有农村地产
夕
约������人 �地产不多

，
只有一个庄园

。 ⑩ 尽管如此
，
就 整

体而言
，
或多或少拥有地产的伦敦商人仍然不在少数

，
地产的占有还是普遍的

，
所以不可忽

视
。
将地产的价值估算在内

，
伦敦商人的财富是相当可观的

。

⑥ 朗
� 《 詹姆士一世时代伦敦商人 的社会出身和抱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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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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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作家托马斯
·

威尔逊 �约����一�����在他所著的 《 ����年的英格兰国家 》 一书中

作了一个估计
� “ 当时伦敦有的商人财富多达������镑

，
那 些 不 足 �����镑 的 就 不 能 算

富
。 ” 他在同一书中又指出

，
显贵土地的年收入为����镑

，
骑士为��。 。至���。 镑 ，

绪 绅 为

���至����镑
。 ⑧ 现代学者吉莱斯皮经调查和分析

，
得出了一个指数

，
即����年英国土 地 的

价格相当于��年的租金
。 ⑧如果按这个标准折算

，
则威尔逊所提供的数字虽然可能稍稍偏高

一点
，
但从中可 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

� ��世纪初
，
伦敦商人的富裕程度与习惯 称 为 乡 绅

的骑士和绪绅不相上下
，
其中少数最富裕的商人

，
甚至可以同显贵媲美

，
他们腰缠万贯

，
成

了社会上人人称羡的人物
。

�三�

生活在伊利莎白时代的威廉
·

哈里生在他的著作 《 英格兰概况 》 ������一文中
，
主要

根据出身和社会地位
，
将当时英国的居民划分为四个社会集团

，
实际依次为四个等级

，
即贵

族
、

商人和市民
、

富裕的自耕农
、

手艺人和劳动者
。 ⑧ 这虽然不是严格的

、

科学 的 阶 级 划

分
，
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情况

。
就第二个集团中有一定代表性的伦敦商 人 来说

，

他们的经济收入确实是仅次于贵族而位列第二
。
而经济地位的转化必然会引起社会地位的改

变
。
伦敦商人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
要求政治权力

，
目的在于 以其手中的权力维护既得

的利益
，
保障财产的占有

，
业且寻求新的发展

。
而政治权利和义务是由财产状况决定的

，
那

些纳 了应纳之税的人可以在选区投票
，
当积累了更多财富时

，
便有可能参予商量城市事务

，

如果富裕到足以用各种形式支持政府的财政开支
，
那么他还会得到较高的职位

。
由财产状况

决定政治权利和义务的传统习惯
，
后来设有遇到任何阻力便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

。

早在��
、

��世纪
，
当伦敦商人还属于中世纪市民等级的时候

，
便逐渐活跃在舞台上

。
作

为纳税的第三等级
，
他们有权利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英国议会

，
代表伦敦城在议 会 行 使 权

力
。
当时被选出的伦敦代表不是市参议员

、

首席法官就是市政议会的商人议员
。

有 的伦 敦

商人在王室关税机构和铸币厂任职
，
或者是充当政府的度量衡检验官

，
有的担任王家高级律

师
，
或者是参加国家有关商业的外交谈判 �通常每次至少有一两个伦敦商人 �

，
有的甚至被

邀参加国王召集的讨论商业和财政问题的特别会议
，
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

到了��世

纪
，
伦敦商人政治势力的增长最明显的表现是完全控制了伦敦城

，
把持了城市政权

。

伦 敦 城

的权力机构由市长
、

市行政司法长官
、

参议院和市政议会组成
，
均从富裕市民中选举产生

，
它们

的职责是保护城市的经济权益
。

伦敦市长的权力越来越大
，
与国家最高层官吏地位相当

。

市长

每年选举一次
，
任期一年

，
伊利莎白时代的��届市长全部是��个商人同业公会或贸易公司的头

斯通
� 《 ����一����年英国社会的变化和革命 《 ��

�

���� �
，
������������ ��� ��� ������� �� �������

����一�����
，

伦敦����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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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人物
。 ⑧参议院是由��个选区各选一名参议员组成

，
位置同样被��个同业公会和贸易公司

的成员所垄断
，
它的任务是辅助市长执行英国政府的法令

，
维护城市的特权

，
作 出 行 政 决

策
。

参议员和市长一同坐在议会桌旁处理城市的种种间题
，
包括坐在审判席上听取市民的诉

讼
，
也行使行政司法长官的职权

。
参议院通过它的活动中心—基尔特大厅操纵城市的各种

机构
。

伦敦城设有拘留所
，
位在普特里

、

伍德街和索思沃克
，
专门拘禁负债不还的人

，
另外

在纽盖和勒德盖还有两个监狱
，
都归参议院管辖

。
��世纪参议员的任期为��年

， ��世纪变为

终身职
，
市长由他们当中选举产生

。
参议院实际上是一个商人寡头政治集团

，
伦敦城的权力

主要掌握在他们手里
。
至于市政议会

，
它的最重要的作用是讨论有关维持和扩大城市特权的

问题
，
规模在�� 。人左右，

大部份是��个商人同业公会会员
，
成员年年有变动

，
目的在 使 所

有同业公会的商人都有参加的机会
。
��世纪中叶的����年

，
���个议员中有���个商人

，
其中

大公司商人���个
，
小公司商人��个

。
����年的���人中

，
相应的数字是���

、
���和��

。 ⑧ ��

世 纪变化不大
，
体现了商人参政有一定广泛性

。

伦敦商人寡头集团和都铎王室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
伦敦是全国的政治重心

，
经济上是最

富庶 的城市
，
由商人寡头实行城市自治

，
伦敦有一种独立精神

，
警惕地捍卫自身的权益

。
它

所拥有的一支比较庞大的
、

训练有素的民兵队伍
，
只要国王需要就可 以迅速地召集起来

。
都

铎 诸王依靠商人寡头集团维持伦敦城的法律和秩序
，
贯彻王室和英国议会的统治意图

。
伦敦

城不仅承担了大部份关税和议会补助金
，
而且当国王财政拮据时

，
还能从伦敦商人那里取得

贷款
。

仅在����一����年期间
，
玛利 �����一�����和伊利莎白两位女王向伦敦商人借款超

过��万镑
。
可 以肯定

，
都铎王室对伦敦城的依赖超过了后者对它的依赖

。
凡是能够保持国内

稳定
，

并且取得一定成就的国王
，
他 �她 �的统治秘诀之一就是同伦敦商人建立友好和合作关

系
。

而伦敦商人对王室的支持
，
主要换取的是种种贸易特许权

。
��个商人同业公会早就得到

了国王的特许证书
，
对所经营的某一种或数种商品在城市有产销的垄断特权， 同业公会对重

要的商品和羊毛
、
呢绒等的出口

，
也享有一定的特惠

。
伦敦商人建立的对外贸易股 份公司和

规约公司
，
又获得了贸易地区的独占

。
这种政府合法许可的贸易垄断和独占

，
在 ��世 纪 伦

敦商人财富的迅速积累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有种种事实表明

，
而且还在继续发生作用

。

�四�

都铎时代英国社会发生激烈变革
，
封建经济解体

，
资本主义萌芽

，
阶级结构 也 在 起 变

化
，
从中世纪的市民等级中发展出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

拥有相当数量财富的伦敦商人
，

尤其是其中的大批发商
、

贸易公司的大股东
，
无疑是这些新兴资产阶级分子的重 要 组 成 部

份
。

对商人来说
，
他财产的主要部份总是要作为货币而存在的

，
他的货币也总是要在流通中作

为资本而发生作用
。

在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
商人资本是近代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之一

，

而且是最基本的一种表现形式
。
这时的伦敦商人不仅 己开始为资本主义工农业生产的流通服

务
，
而且 以其所积蓄的资本部份投入其他领域

，
有的伦敦商人身兼工场主

、

农牧场主和信贷

⑨ 帕利泽
� 《 伊利莎 白时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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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瑟拉普
� 《 中世纪伦敦的商人阶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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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
。
商业资本投入工农业部门

，
促进 了农业和已有工业的发展

，
新的工业企业的产生

，
以

及资本主义因索的增长
。
进入��世纪以后

，
商业资本的一个最重要的投向是海外贸易和殖民

扩张
，
这些活动广泛采用合股的方式进行

。 ����一����年期间
，
由王室特许成立的合股公司

和组织有��多个
，
投资入股的人数空前踊跃

，
达到����人

，
商人有����个

，
占��帕

。

其中��

个新公司和组织共投资�������镑
，
商 人 投 入 �������镑 �乡绅和其他 人 等 投 入 ������

镑 �
， ⑧ 原有公司在这个时期的投资还没有计算在内

。
这些从事殖民扩张和商业冒险的新组

织也多数由伦敦发起
，
东印度

、

咪吉尼亚
、

爱尔兰
、
百慕大

、
几内亚和非洲公司

，
其官定头

衔大都冠以 “ 伦敦商人 ” 的字样
，
其他的公司如西班牙

、

纽芬兰公司等
，
在其特许证书上标

明了总部设在伦敦
，
自然也是在伦敦补充其成员

，
发展其势力

。
在殖民扩张方面

，
严 格 地

说
，
英国人的殖民正服活动是从��世纪才开始的

， ����年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的殖民

地—咪吉尼亚
，
继而 占领百慕大

、

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
。

咪吉尼亚从����年开 始 输 出烟

草
，
由于当地生产的迅速发展

，
到��年代

，
烟草的售价从每磅几先令下降到儿便士

。
马萨诸

塞则向欧洲输出毛皮和棉花
。

在加勒比海地区
，
英国人的势力是通过海盗和走私 活 动 渗 入

的
。
����

、
����年在占领 了基兹和巴巴多斯之后

，
英国人又在背风群岛殖民

。
这个时期英国

人通过贸易公司开展的同美洲殖民地
、

东印度
、

欧洲和近东地区的贸 易 获 得 新 的 发 展
。

����一���。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额增长��倍
。 ⑧ 这就使商人进一步发财

，
国家致富

。
经济史家

达文南特提供了有关这个时期国家财富增长的数据
� ����年全国财富为����万镑

， ����年为

��。 。万镑
，
到����年又翻了一翻

，
为����万镑

。 。 这些数据虽然只是一个大致的估算 ，
不过

说明了国家财富迅速增长的趋势
，
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份来自殖民掠夺和贸易扩张

，
这是毫

无疑间的
。
由此可见

，
伦敦商人在英国的海外扩张

、

殖民帝国的开创和资本的原始积蓄方面

起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

尽管有的西方学者不承认都铎时代英国有一个不同于封建贵族的 “ 中等阶级 ” 出现
，
认

为 “ 中等阶级
” 的出现是一个

“
神话

” ，
纯属 “ 虚构

” ， ⑧ 其实通过都铎时代伦敦商人财富

的积累
、

权力的增长和他们在经济发展
、

殖民扩张中所起的作用
，
可以从一个方面清楚地看

到
，
英国资产阶级正在形成

，
这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
尽管构成资产阶级的商人和手工工场

主人数尚少
，
社会地位也比较低

，
一

但财富却更为集中
，
他们和逐渐资产阶级化的 新 贵 族 一

起
，
构成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
正在创造条件推翻封建贵族的统治

。

〔本 文作者陈曦文 ， ����年生
，
首都师范大学历 史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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