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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１１—１３世纪西欧城市的兴起在西欧经济发展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伴随着西欧社会人口的

增加，城市兴起并得到发展，不仅表现为城市规模的扩大，还体现在城市经济的繁荣。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其中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居民生活需求高涨、农业生产中技术的改进、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突破

和货物运输技术的革新共同构成了西欧１１—１３世纪城市兴起的基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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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１３世纪 西 欧 城 市 的 兴 起 和 演 进 在 西 欧

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就其原因而言，多年来不

少学者 都 研 究 过 这 一 问 题，其 中 比 利 时 学 者 亨

利·皮朗的观点最具影响力，他认为１１世纪以来

的西欧城 市 兴 起 缘 于 地 区 间 商 业 联 系 的 建 立 和

长距离贸易的开展［１］５０－６７。苏联学者波梁斯基研

究的结论 是 货 币 地 租 的 盛 行 所 导 致 的 交 换 经 济

诱发了城 市 的 兴 起［２］。美 国 学 者 刘 易 斯·芒 福

德则持相反的论点，认为１１世纪贸易的兴起是由

城市 的 发 展 所 引 起［３］。英 国 学 者 赫 德 戈 特

（Ｈｏｄｇｅｔｔ）认为自罗马以来西欧商业贸易从未中

断，城市发展一直在持续，但是在１１世纪后西欧

城市有明显的发展［４］３６－５８。国内学者在部分地接

受皮朗观点外，还认为生产的发展促进了１１—１３
世纪西 欧 城 市 的 兴 起［５］。刘 景 华 则 认 为 生 产 无

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工商业的发展与交换经济

的兴起是中世纪西欧城市产生的原因［６］。
中世纪城 市 的 兴 起 和 演 进 是 在 特 定 的 社 会

经济环境中孕育实现的，从人口变化和技术变革

的新视 角 探 析 西 欧 城 市 的 发 展，不 仅 能 够 解 释

１１—１３世纪西欧城市发展的具体原因，也能够增

强对中世纪西欧经济史的理解。

一

１１—１３世纪城 市 的 兴 起 主 要 体 现 在 城 市 人

口和城市数 量 的 增 多、城 市 空 间 规 模 的 扩 展、城

市功能的转变和城市经济的繁荣等方面。
西欧的中世纪学者按人口数量的不同，把西

欧中世纪城市 大 致 分 为 两 类：将 不 足１　０００人 的

聚集地称为城镇（ｔｏｗｎ），超过５　０００人口的被视

为城市（ｕｒｂａｎ）［７］５０。城 市 的 形 成 与 演 进 不 仅 依

赖于城市居民的生产活动，还取决于城市里人口

的众寡。城市人口增加的基本途径是城市人口的

自然增长和城市外部人口的流入，而这两者都要受

到社会总人口变化的制约。１１—１３世纪是整个西

欧社会人口稳定的增长期。奇波拉估算了西欧主

要地区的人口数量（如表１所示）。据罗伯特·福

西耶计算，整个西欧社会人口在１０５０—１２００年，由

４　０００—５　５００万上升为６　０００—６　５００万［８］１３。综合

以上数据，１１—１３世纪西欧人口处于快速增长状

态，西欧社会总人口将近翻了２—３倍。
西欧社会总人口的增加，推动了各城市人口

的持续增加，明显地表现为１１—１３世纪西欧出现

了几个 大 城 市，如 科 尔 多 瓦、巴 黎 等。热 那 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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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从１．５万增加到１０万人；威尼斯从４．５万上

升为１１万 人；米 兰 从３万 人 增 至１０万 人［９］。

１１００年伦敦人口是２万，１３００年为６万［１０］１９５－１９６。
当然，在 这 一 阶 段，绝 大 多 数 的 城 市 是 人 口 为

１—５万人的中等规模城市，如法兰西的里昂和城

郊共有人口４万人，图卢兹有３．５万人，图尔有３
万人。奥 尔 良 斯、斯 特 拉 斯 堡 各 为２．５万 人，亚

眠、波多尔、里 尔、杜 尔 奈（Ｔｏｕｒｎａｉ）、梅 斯 各 有２
万人。马赛、阿尔勒，阿拉斯、阿维尼翁、博韦、伯

恩茅 斯、第 戎、杜 艾、里 昂 及 兰 斯 各 有 人 口１—２
万［１１］１７８－１７９。英国温切斯特、约克、坎特伯雷 都 有

过万人口，诺维奇１０００年 至 少 有５　０００人，１０６６
年人口 就 超 过 了１万，１４世 纪 初 达 到２．５万 多

人［１２］２２，２７４。英格兰、德意志的小 城 镇 星 罗 棋 布 地

遍布于人口相对较少的地区。城市人口的增加，
必然会导致 城 市 化 率 的 提 高。１０８６年 英 格 兰 城

市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１０％，１３００ 年 为 １５—

２０％［１０］７４１。１３世 纪 的 西 欧 城 市 化 率 为１０％，而

尼德兰、意大利北部地区高达３０％［７］５１。
表１　１１—１３世纪西欧的人口数据 ［１３］３ 万人

年份 英格兰 法兰西 德意志 意大利

１０００年 ２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１３００年 ５００　 １　５００　 １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随着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西欧各地区城市不

断向外拓殖 空 间。科 隆 城 墙 圈 围 的 面 积 在１１０６
年由之前的１２２公顷扩大为２２３公顷，１１８０年为

４０３公顷。５—１２世 纪 末 博 洛 尼 亚 的 围 墙 经 过４
次扩建后为１００公顷。皮萨在１１６２年由原先的

３０公顷扩 大 到１１４公 顷，热 那 亚１１５０—１２００年

由２２公顷 变 为５２公 顷。从９—１３世 纪 伦 敦 由

１３４公顷扩大为２５９公顷。１０—１２世纪杜埃由６
公顷扩增为４８公顷。９世纪的布鲁日为２公顷，

１０世 纪 为５公 顷，到１１２７年 扩 大 到７６公 顷。

１２０８年巴黎市的面积为２７３公顷［８］５１－５２。然而西

欧社会总人口增加后，城市中人口的集中和城市

空间规模的扩大并没对新城市的产生形成障碍。

１１—１３世纪 西 欧 各 地 区 出 现 了 许 多 新 的 城 市。
这些新生的城市中，有不少是现代西方城市的原

型。１０８６年英格兰有城市特点的地方有１１１处，
到了１３００年有５００个地方被认作城市。其中１１
世纪只有４个 城 市 人 口 不 少 于５　０００，１３世 纪 变

为２０个；有５０个 城 市 人 口 在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之

间［１２］２７４－２７５。欧洲 大 陆 城 市 数 量 的 增 速 更 为 显

著。１０－１４世 纪 的 法 兰 西 在 教 堂 和 坚 固 城 墙 庇

护下兴起了４２０个城市。德意志新生了２　５００—

３　０００个城镇，其中在１０５０年新生了２００个城市，
之后的５０年里又新增了２倍多［１４］。重要的新生

城市有１１２０年 的 弗 莱 堡、１１００年 的 布 伦 瑞 克 及

１１５８年的吕贝克及其他的汉萨加盟城市。１２世

纪尼德兰地区新城有伊普雷和布拉班特，阿姆斯

特丹在１２７５年开始出现［１５］。
西欧城市的发展还表现在７世纪以来发挥行

政管理和宗教功能的城镇开始复兴，并逐步转变

为工商业中心，城市经济走向繁荣。由于手工业

者、商贩、朝 圣 者 和 农 民 向 主 教 辖 区 中 的 城 市 汇

聚，使教区“从 间 断 性 的 热 闹 变 成 了 经 常 性 的 热

闹”［１］２８。不同的职业群体在城堡外围聚集后，逐

渐衍 生 出 了 供 他 们 定 居 和 产 品 交 换 的 地 方。

１１—１３世纪西欧多数主教辖区、王室和贵族的所

在地、军 事 城 堡 过 渡 成 为 以 固 定 的 商 品 交 易 场

所———市场和集 市 为 核 心 的 城 市。此 时 市 集 数

量开始激增，并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如科隆、布鲁

日、圣 丹 尼 斯、波 尔 多、波 斯 顿 等 市 集，开 展 着 多

样而又频繁的交易活动。市集按影响范围、渗透

力的不同，可 分 为 地 方 的、地 区 的 和 国 际 的 三 个

层次。在服务于英格兰北部的波斯顿市集上，杜

尔姆修道院的修士出售粮食后，买进呢绒、亚麻、
桌布、皮革制品、香料、刀具和蜂蜡。有些市集不

单服务于当 地 的 商 人 和 手 工 业 者。１２世 纪 香 槟

集市变成 了 欧 洲 的 商 业 中 心。在 香 槟 集 市 上 意

大利人卖出香料、染料，运回弗兰德尔的呢绒，德

意志人出售 毛 皮，西 班 牙 人 经 营 的 货 物 是 皮 革，
英格兰人带来的是羊毛。市集的涌现、商业的兴

起，促使１１—１３世纪西欧城市经济走向了繁荣。

１１５０年弗 兰 德 尔 成 了 一 个 密 集 化 的 手 工 业 区。
布拉班特、伊 普 雷、布 鲁 日 和 根 特 等 城 市 中 生 产

的大量织物 被 输 往 多 个 市 场，如 圣·奥 莫 尔、杜

埃、里尔、卡布里亚、瓦朗谢纳、伊普雷、根特及附

近的卢汶、休伊（Ｈｕｙ）及马斯特里赫特［８］４９。处于

南北欧之间货物流通必经之路的德意志城市，具

有便利的河流运输，吸引着不同地区的商人。１２
世纪科隆市立足于工商业，几乎垄断了莱茵河谷

地区的商贸，科隆商人成了弗兰德尔与德意志中

部地区 的 首 要 中 间 商。在 南 努（Ｎａｎｕｒ）、迪 南

（Ｄｉｎａｎｔ）、列日等地区的铁制品贸易中，科隆商人

占有最大 的 份 额。法 兰 克 福 的 商 人 销 售 的 货 物

有本地、弗兰 德 尔 及 英 格 兰 的 呢 绒，纽 伦 堡 的 武

器，吕贝克和 斯 堪 的 纳 维 亚 的 鲱 鱼，布 雷 劳 斯 的

染料，意大利的玻璃和丝织品，阿尔萨斯的酒，匈

牙利的马，斯 拉 夫 地 区 的 皮 毛［４］７２－８４。１１世 纪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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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的科 尔 多 瓦 作 为 西 欧 最 大 的 城 市 是 优 质 皮

革制品的生 产 地，并 向 外 出 口 珠 宝、雕 刻 精 美 的

象牙、大理石、玻璃、水晶和餐具［４］１２３－１２５。工商业

者的汇 集，商 品 交 易 的 兴 盛，使 城 市 变 得 更 加

富裕。

二

１１—１３世纪西 欧 城 市 的 发 展 规 模 上 达 到 了

空前的状况，城 市 兴 起 的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须 放

在广阔的 经 济 和 社 会 背 景 下 考 察。城 市 兴 起 关

键性动力来自人口增长基础之上的生产进步，生

产进步突 出 地 体 现 在 农 业 和 手 工 业 领 域 新 技 术

的广泛使用，两者共同奠定了城市发展的物质基

础。而水路和陆路运输中发生的技术变革，使得

运输更为便 捷、更 为 安 全，并 且 促 成 了 联 系 西 欧

各地区以城市为核心的商业贸易网的形成，推动

城市的扩张和繁荣。
（一）人口 增 长 和 需 求 膨 胀 焕 发 了 城 市 的

活力

城市中人口数量的增加，导致对谷物和日用

品需求日 益 膨 胀。１１—１３世 纪 西 欧 城 市 居 民 的

基本生活 资 料 须 从 城 市 周 边 的 乡 村 或 距 离 较 远

的地区输入。１３世纪晚期伦敦大概有６万居民，
他们生活中每年所用的燃料多达１４．１万吨，燃料

以木材为主，还有泥炭、木炭和经海路运来的煤；
每年所食用 谷 物 为１７．５万 夸 特［１０］１１７，伦 敦 市 民

需要的谷物、葡萄酒和燃料由周围的郡及加斯科

尼、瑞典 等 多 个 地 区 提 供。此 外，城 市 中 粮 食 供

不应求的局面也反映了１３世纪西欧城市谷物需

求的增长。１２世 纪 巴 塞 罗 那 的 城 市 人 口 增 速 迅

猛，城内的谷 物 无 法 满 足 市 民 需 求，不 得 不 从 西

西里进口谷物。由于进口谷物的价格过高，引发

了市民暴动。此类的情况还发生在１２５５年的巴

尔马，１２５６年 的 博 洛 尼 亚，１２５８年 的 米 兰，１２６２
年的锡耶纳，１２６６年的佛罗伦萨［１１］１７６。城市粮食

需求的扩大导致１１—１３世纪谷物和农副产品价

格的普遍 上 涨。农 产 品 价 格 上 升 不 仅 可 以 激 发

农民生产和家禽养殖的积极性，更会吸引领主和

农民将剩 余 的 谷 物 运 到 城 市 出 售。当 然 农 民 也

会从城市中购买他所需要而又不能生产的物品，
如农具、马车配件、家用器皿。

城市居民不仅仅是纯粹的消费者，他们通过

生产出足够多的手工业产品或提供各种服务，购

得平时生活所需，从而促进了工商业的活力。１２
世纪起西 欧 城 市 中 的 生 产 和 服 务 都 是 以 行 会 的

形式组织 和 开 展。城 市 中 手 艺 人 或 提 供 服 务 的

人只有加入不同的行会，才能从事特定产品的生

产或提供 服 务。由 此 从 行 会 的 类 别 可 窥 市 民 从

事的职业。佛罗伦萨有７种大行会：公证人、进口

布匹商、兑 换 商、呢 绒 业 行 会、医 生 和 药 剂 师、丝

商、皮货商行会；还有１６个小行会：屠夫、鞋匠、铁
匠、皮革 匠、石 匠、葡 萄 酒 商、烤 面 包 匠、油 脂 商、
屠夫、麻 布 商、锁 匠、武 器 匠、马 具 匠、马 鞍 匠、木

匠和旅馆 主 人 行 会［１６］４４０。１２８８年 的 米 兰 每 万 名

市民中 就 有 公 证 员２５０人，律 师２０人，医 生５
人［１３］５４。城市中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勃兴带动了

相关的服务业发展，市民经济交往中的利益纠纷

需要公证员、律 师 参 与 调 解，集 市 交 易 或 远 途 贸

易中的货 币 兑 换 及 结 算 需 要 兑 换 商 或 银 行 家 的

服务。市民 社 会 生 活 中 需 求 的 多 样 性 决 定 了 城

市居民职业的多元化结构。
（二）农业 生 产 的 进 步 是 城 市 长 足 发 展 的

前提

面对城市居民对谷物的需求不断扩大，提高

农业生 产 水 平 对 城 市 发 展 具 有 决 定 性 的 意 义。

１１—１３世纪西欧 大 量 食 物 的 获 得 是 通 过 扩 大 种

植面积、农作物种类的多样化和农业生产领域中

的技术改良完成的。
在中世纪农业生产不发达的情况下，耕地面

积的扩大不仅可以增加谷物产量，还可以用于其

他农作物 的 种 植。１１—１３世 纪 的 西 欧 各 地 区 开

垦了大量的 荒 地、林 地、低 洼 地 和 沼 泽 地①，同 时

利用先进水利灌溉技术扩增了耕地面积。教士、
修士、领主和 农 民 开 垦 了 更 多 的 荒 地 之 后，开 始

栽培新 作 物，如 稻 米、甘 蔗、棉 花、枣 子、潘 红 花、
生姜、没药树、桑树、杨梅、柠檬、木瓜、无花果、石

榴、菠菜、芦笋、荞麦和芝 麻［１７］３８０－３８２。除 此 之 外，

１１—１３世纪出现 了 一 些 用 于 城 市 手 工 业 纺 织 植

物，如 大 麻、亚 麻，还 有 用 于 呢 绒 染 色 的 植 物，如

意大利北部、低 地 国 家、德 意 志 和 法 兰 西 南 部 与

北部种植了靛青、茜草和番红花。
农业生产 领 域 中 生 产 技 术 的 进 步 包 括 农 耕

方式的改进、新农具的使用和农耕牵引力的优化

三个方面。１２、１３世纪农田的耕作方式由两圃制

·７３１·

① 垦荒运动是中世纪盛期的西欧社会普遍存在的。它对乡村社会及农民身份的变化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最

为直接、明显。在垦荒运动之后，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尼德兰、英格兰和德意志多增了一倍以上的土地。



转变为三圃轮作制，休耕地减少，燕麦、豆科类农

作物的种 植 面 积 增 多。而 领 主 和 农 民 家 畜 养 殖

的扩大，导致农牧混合经济出现。同时农民合理

的施肥，如在条田上播撒草木灰、石灰、泥沙和人

畜排泄物 等 田 间 管 理 措 施 促 进 了 土 壤 的 更 新 和

作物的改良，进而为农作物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

境。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１１—１３世纪农业

耕作中使 用 的 农 具 有 了 新 的 变 化。铁 锹 和 长 把

大镰刀变 得 比 罗 马 时 代 的 更 加 坚 硬。农 具 耐 用

性的增强，可以适用于高强度的农业生产。１１世

纪传到西欧的重犁，被改良成了更能节省农业种

植工序的带 轮 铁 铧 犁，并 在 犁 上 安 置 了 把 手，这

样可以控制不对称的铧，使犁壁始终向一个方向

倾斜，犁过之 后 形 成 犁 沟，这 有 利 于 灌 溉 和 农 作

物播种。１３世纪法国北部出现了三角形的耙，在

耕作过程中使用更易于操作，三角耙不至于使播

撒的谷物 裸 露 在 地 表。农 业 生 产 工 具 的 改 进 便

利了农民 的 田 间 劳 作。不 过 再 优 良 的 犁 或 耙 也

需要由畜力来拉动，选择何种牲畜作为农耕的牵

引力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１２世纪农业 耕 种 牵 引 力 发 生 了 结 构 性 的 变

化。农耕 动 力 牛 逐 渐 被 马 替 代。农 民 犁 地 和 耙

地过程中开始更多地使用马。在耕作效率上，用

马犁地或 耙 地 只 花 牛 所 用 时 间 的 一 半［１８］。马 与

牛的生命周 期 相 比，马 的 生 命 周 期 较 长 于 牛（见

表２）。从总体经济效益分析，在农耕过程中农民

使用马所来的受益要远远大于牛。

表２　英格兰１３世纪庄园领地上马

与牛的平均生命周期［１９］ 年

庄园名称 马 牛 庄园名称 马 牛

Ｃｒａｗｌｅｙ　 ６．４　 ４．７ Ｋｎｉｇｈｔｓｂｒｉｄｇｅ　 ５．０　 ５．１

Ｆｏｒｎｃｅｔｔ　 ５．６　 ４．７ Ｂｉｒｄｂｒｏｏｋ　 ５．７　 ５．３

Ｂｏｕｒｔｏｎ　 ７．１　 ５．８ Ｗｅｓｔｅｒｈａｍ　 ４．１　 ３．８

　　另一方 面，从 耕 马 与 耕 牛 的 市 场 价 格 相 比，
除了少数年间马的价格略高外，其余时间都是牛

的价格高于 马 的 价 格（见 表３）。较 长 的 生 命 周

期、较高的耕 作 效 率、较 低 的 市 场 价 格 共 同 推 动

了马的广泛 使 用。１２世 纪 末 马 在 农 业 中 的 使 用

率由 末 日 审 判 书 记 载 的５—１０％上 升 至１０—

１５％，在东盎格利亚高 达３０％以 上［２０］。另 外，城

市人口的增多，需求的高涨使养牛目的发生了转

变。１３世纪牛 的 养 殖 转 向 市 场 化、商 品 化，农 民

养牛主要是 为 了 向 城 市 提 供 牛 奶、奶 酪、牛 肉 和

皮革。

表３　英格兰１１６０—１２９０年耕牛与耕马的市场价格［２１］

先令／头或匹

年 耕牛 耕马 年 耕牛 耕马

１１６０—１１７０　３．０４　 ３．３０　１２３０—１２４０　８．８４　 ９．７５

１１８０—１１９０　４．００　 ３．２８　１２５０—１２６０　８．９７　 ８．５９

１２００—１２１０　６．６３　 ５．３１　１２７０—１２８０　１２．５３　 １１．９１

　　西欧农 业 生 产 经 过 多 层 面、多 途 径 的 变 革，
使得西欧 的 农 业 经 济 逐 渐 脱 离 了 查 理 曼 时 代 以

来广种薄收 的 生 产 局 面，农 业 生 产 率 得 以 提 高。
根据Ｓ．Ｖ．巴斯的估算，１２００—１２４９年间英格兰

小麦收成和种子之比为２．９∶１；１２５０—１２９９年间

为４．２∶１［１３］７８。乔 治·杜 比 通 过 对 法 兰 西 和 尼

德兰地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９世纪的产出率

为２∶１，１２世纪上升为６∶１［２２］。德意志地区的

谷物产量提高了３倍［２３］。１１—１３世纪 西 欧 各 地

区谷物产出的增幅至少在３—４倍之间。农业生

产率的提高，改变了农民的经济状况。根据侯建

新的研究，普通农户每年大约可生产１００多蒲式

耳或２吨以上谷物［２４］。１３世纪晚期英格兰一户

５口之家每年食用的谷物为６夸特５蒲式耳，另

外需要３夸 特 大 麦 用 于 制 作 麦 芽 酒［２５］。农 户 谷

物的消费总 量 约 为２９６公 斤，结 余 量 约 为１　７０４
公斤。这些 粮 食 农 民 除 了 留 足 来 年 播 种 的 种 子

和田租 外，绝 大 部 分 流 向 市 场、输 往 城 市。庄 园

领主成了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在１２０８—１２０９年温

切斯特庄园领 主 将４　０００夸 特 谷 物 在 市 场 出 售，
温切斯特主教卖出了２６匹马、１４６头公牛、１　２７７
只羊及羊 羔、７０只 山 羊 和１１８只 鸡，１２１０—１２１１
年领主再次销售谷物６　９００夸特［１２］１４０－１４１。

农业产量的增加，农作物的多样化和农牧混

合经济结构的形成，不仅提高了领主和农民的生

活消费能力，并且缓解了城市中谷物供给与需求

之间的失衡，改 善 了 市 民 的 日 常 饮 食 结 构，还 为

１１—１３世纪城市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料。
（三）手工业生产中的技术革新解决了城市

居民日益扩大的日常所需

城市中人口的增加，致使市民对粮食的需求

不断扩大。农 业 产 量 的 提 高 可 以 为 城 市 提 供 相

对充足的谷物，但是从谷物到可食的面包必须要

经过谷物研磨环节。１１世纪之后，由于水磨的引

水方式发生了改进，即用蓄水池和水渠引水冲击

水车卧式 水 轮 转 动。西 欧 城 市 中 水 力 磨 坊 和 风

力磨坊开始取代罗马以来的石臼、牲畜拉磨和手

推磨。１０８６年 英 格 兰 能 使 用 的 磨 坊 超 过５６００
座，到 了１３００年 英 格 兰 水 磨 和 风 磨 的 数 量 约 为

·８３１·



１—１．２万座，数量的倍增反映了磨坊使用的普遍

化。１３００年英格兰仅有２０％的谷物继续依 赖 手

推磨和马拉磨碾磨，而水磨和风磨则完成８０％的

谷物研磨［２６］。风车是十字军参加者带到西欧的，
但它的结 构 造 型 不 同 于 东 方。西 欧 的 塔 状 风 车

相近于水车，由 水 平 轴 带 动，此 轴 由 一 组 竖 帆 推

动。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风车一般具有８—１２
张帆，而在１２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和北海、波罗

的海仅有４张帆［２７］。省时、省力是水磨和风磨快

速推广的首要原因。在１３世纪晚期水磨或风磨

一天的碾磨量从１．３３—１３夸特，一个磨坊平均每

天的合理碾磨量为４—６夸特。如果按５夸特计

算，１个 磨 坊 每 天（８小 时）大 致 可 以 碾 磨 小 麦

１　０８８．６４公斤，大麦９０７．２公斤［２８］７。根据福西耶

对普罗旺斯挖掘出的直径为１３厘米的石臼磨面

效率的估算，１４世纪一个妇女用石臼一天只能碾

磨２０公斤的麦子［２９］１７６。与水磨或风磨的最低研

磨量相比，石臼的效率不足磨坊的１／４５。
在封建社会中不论城市还是乡村，铁制品是

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必需品。城市里各类磨

坊所要的铁 制 设 备，家 用 铁 器 皿 的 使 用，屋 舍 建

造与维修需要铁具，骑士装备和马具的制作需要

铁，马车和船 只 建 造 更 需 要 大 量 的 铁 钉，这 就 导

致社会对 铁 的 需 求 量 不 断 扩 大。在 社 会 需 求 的

驱使 下，１１—１３世 纪 铁 制 品 的 生 产 有 了 新 的 进

展。水动力 被 创 造 性 地 应 用 到 了 机 械 化 的 冶 铁

生产中，开 始 用 水 力 驱 动 锻 铁 的 锤 子 和 压 模 机。
自然通风 或 风 箱 带 动 的 竖 炉 演 变 为 水 力 鼓 风 机

送风的锻炉，１０２８年德意志南部施密特米伦出现

了用水轮带动锻炉的铁锤与风箱，１３世纪人们再

冶铁过程中加入碳，生产出了满意的铸铁。新动

力、新设备和 新 技 术 的 应 用，提 高 了 铁 制 品 的 质

量与产量。

１１—１３世纪之 间 西 欧 各 地 区 的 呢 绒 业 相 当

盛行，尤其在弗兰德尔、意大利、西班牙和英格兰

等地的城市。城市间手工匠的流动，生产经验的

相互借鉴，使呢绒生产的产业链多处发生技术和

工艺的革新，拔 取 羊 毛 转 变 为 运 用 剪 羊 毛 技 术，
剪下来的羊毛不必过多的挑选，直接可以洗涤脱

脂；１２世纪９０年代脚踏纵线织布机出现，几个工

人同 时 工 作，可 以 织 出 每 条 宽５米、长２０米 的

布［３０］。织布方法也有了改进，织工利用一个梭子

将一根羊毛细纱垂直地穿过拉紧后的经线，这根

线先从一根经线下面通过，然后再从一根经线上

面通过，依次反复，这样可以增强呢绒的耐磨性；

西欧水 力 驱 动 机 械 设 备———漂 洗 机 普 及 最 为 迅

速，应用 最 为 广 泛。漂 洗 机 出 现 以 前，漂 洗 匠 只

能多人用双脚踩踏浸泡在水槽中的呢布，漂洗成

为呢绒生产工序中最费力、耗时的一个环节。１１
世纪垂直 捣 机 器 的 出 现 彻 底 改 变 了 此 现 象。垂

直捣机器 有 水 车 轴 心 上 的 凹 轮 带 动 运 转。使 用

漂洗机不仅解放人力，还实现了漂洗环节的机械

化；染料和染色技术的进步对于呢绒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１１—１３世纪英格兰因没有种植染料，便

将大量羊 毛 出 口 到 弗 兰 德 尔 的 城 市 和 意 大 利 城

市染色。弗兰德尔种植有染蓝色的菘蓝，染红色

的茜草，染 黄 色 的 维 尔 特（ｗｅｌｔ）染 料 植 物［３１］，还

拥有领先于西欧其他城市的染色技术，这里生产

的呢绒精致、柔 软 和 色 泽 鲜 艳，不 仅 满 足 了 当 地

市民的需求，还远销外地。
城市作为各类产品的生产地、集散地与消费

地，只有将充 足 的 手 工 业 产 品 流 向 市 场，才 能 维

持城市中的市场活力，并能与其他地区保持商业

交换，最 终 使 城 市 经 济 欣 欣 向 荣。谷 物 加 工、冶

铁和呢绒生 产 部 分 环 节 的 机 械 化、自 动 化，不 仅

提高了手工 生 产 的 效 率，还 降 低 了 生 产 成 本，并

能诱发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
（四）运输领域技术变革便捷了城市的商业

交往

经济发展 过 程 中 由 于 各 城 市 间 存 在 发 展 程

度和经济结 构 的 差 异，加 之 市 民 需 求 日 益 扩 大，
这就 迫 使 各 地 区 间 进 行 资 源 和 产 品 的 交 换。

１２—１３世 纪 布 里 斯 托 尔 出 口 的 物 品 有 皮 革、羊

毛、谷物，主要的进口物葡萄酒每年输入量多达２
万吨。从格 洛 塞 斯 特 郡 流 入 布 里 斯 托 尔 城 市 的

货物有 铅、奶 酪、羊 皮、其 他 动 物 的 皮 革、灌 木、
羊、猪、淡水鱼、牛、马、盐、鲜肉、熏肉、亚麻布、帆

布、丝织 物、石 灰、蜂 蜜、明 矾、黄 铜、粗 酒 石、绿

铜、葱、蒜、木板、火柴、泥炭、煤、铁钉、马铁鞋、锭

子、锡、亚麻、植物油［３２］。城市间的货物运输需要

用不同 的 运 输 工 具，并 且 还 要 尽 量 确 保 运 输 安

全。１１—１３世纪西欧不论是陆路运输，还是水上

运输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运输技术的变革

和新运输工具的出现便捷了城市的货物运输。
陆路运 输 在 运 量 和 运 速 实 现 了 双 重 突 破。

在１１世纪中叶发明了一种新的套车技术，套车一

般是架在牲 畜 的 双 肩 和 前 胸 上，而 不 是 脖 子 上，
这样牲畜 呼 吸 变 得 更 加 舒 畅。在 使 用 主 车 轴 之

后，并排拉车 的 牲 畜 改 为 了 列 队，增 加 了 牲 口 拉

车的力量。对四轮车也做了改进，将牲口置于平

·９３１·



衡杆之间，即置于能使牵马皮带保持平行的木杆

之间。后来，由于这种牵引装置不便于操纵牲畜

转向，又增加了一个前驱动装置。新技术的应用

既加大了货物的运输量，还增加了运输途中的安

全性，马车运载量超过之前的４—５倍［１７］９００。４匹

马就能拉５吨货物，每小时跑４公里，比６头牛拉

同样的东西快２倍［２９］７９－８０。挽具和马车的改进及

燕麦的种 植 促 使 马 拉 货 车 越 来 越 频 繁 地 出 现 于

城乡之间。１２—１３世 纪 英 格 兰 庄 园 中 马 车 越 来

越被频繁地使用，而牛拉货车逐渐式微。据兰顿

的研究，１１５１—１２００年 马 的 使 用 频 率 为２４．１％，
牛的使用频率为８２．８％；１２０１—１２５０年两者分别

为７３．２％、２０．９％；１２５１—１３００ 年 两 者 各 为

８７．２％、２０．９％［３３］。马拉货车在运速和运量方面

的优越性，同 样 吸 引 着 城 市 商 人，商 人 组 成 的 商

队用马车将一批批的货物运进或运出城市，马车

就成了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货

物流通的重要载体。
中世纪西欧水上运输比陆路运输更为普遍，

一方面，陆路 运 输 不 但 费 用 昂 贵，并 且 在 运 途 中

容易被抢劫；另 一 方 面，１１—１３世 纪 西 欧 的 大 城

市几乎都处于河岸或濒临海口，海上运输关系着

城市的发 展 命 运。布 罗 代 尔 说：“城 市 的 存 在 都

有赖于对地域的控制；而对地域的控制全靠纵横

交错的道路”［３４］。

１１—１３世纪西 欧 人 学 习 和 利 用 了 维 京 人 和

阿拉伯人造船和航海技术后，海上运输技术发生

了新的变革。首先在航海技术方面，１２世纪传入

欧洲的指南 针，在１３世 纪 地 中 海 的 船 上 已 有 安

装。指南针 的 使 用 改 变 了 以 前 夜 观 星 辰 或 利 用

风向确定航向的航行办法，船员也不再利用地中

海地区的 地 文 来 判 断 自 己 所 处 的 位 置。商 船 远

距离的大 海 航 行 得 益 于 指 南 针 对 航 向 的 准 确 指

示，即使在黑 夜 阴 天 的 条 件 下，商 船 也 能 顺 利 地

远洋航行。其次在造船技术方面，１２世纪中期热

那亚的船有２层甲板，１３世纪后期出现了３层甲

板，船只推进的方法采用了帆桨并用。威尼斯人

利用了阿 拉 伯 船 上 装 有 三 角 帆 的 技 术。三 角 帆

可以转动，横 倾 斜 角 可 以 改 变，随 时 调 整 帆 面 适

应风向，也避免了垂直立桅的可折性［３５］３５４。为了

避免在转向的时候发生翻船，新造的船逐渐使龙

骨吃水不断 加 深。１３世 纪 船 的 方 向 舵 从 侧 面 被

移到了后面，这 样 船 舵 就 不 易 在 风 浪 中 被 击 断。
最后，在１２５０年 造 出 了 一 种 新 的 考 克 船 （ｃｏｇ），
该船拥有更大的载货量和更强的稳定性，载重可

达２００—３００吨［３５］４１２。在１０６６年 诺 曼 征 服 英 格

兰时，所用的船仅能载３０吨［１６］４４０。可见１３世纪

西欧船的载量比１１世纪增加了１０倍。

１１—１３世纪间水上运输领域取得显著突破，
水路运输安全性的增强和装载量的提高，推动了

西欧各地 区 城 市 间 贸 易 交 往 的 快 速 发 展。航 海

技术的革新，延 伸 了 之 前 的 商 路、贸 易 范 围 在 空

间上得以拓 展，最 终 产 生 了 以 意 大 利、弗 兰 德 尔

和加 泰 罗 尼 亚 为 轴 心 的 重 商 主 义 商 业 贸 易 体

系［３６］。处于这个 商 业 网 上 的 西 欧 城 市 利 用 航 海

新技术在地 中 海、大 西 洋、北 海 和 波 罗 的 海 范 围

内进行贸易，不 断 地 将 大 量 的 不 同 的 商 品、原 料

运输至各城市，焕发了西欧城市的生机。随着更

广范围内货物的流通和市场的繁荣，西欧城市获

得了大发展。

［参 考 文 献］

［１］［比］亨 利·皮 朗．中 世 纪 的 城 市［Ｍ］．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１１．
［２］［前苏联］波梁 斯 基．外 国 经 济 史（封 建 主 义 时 代）［Ｍ］．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８：３０８．
［３］［美］刘易 斯·芒 福 德．城 市 发 展 史———起 源、演 进 和 前

景［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７３－２７４．
［４］Ｈｏｄｇｅｔｔ，Ｇ．Ａ．Ｊ．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７２．

［５］马克垚．西欧封建社会形态研究［Ｍ］．北 京：中 国 大 百 科

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９１．

［６］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Ｍ］．长沙：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９：１６．

［７］Ａｂｕｌａｆｉａ．Ｄ．ｅｄ．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Ｖｏｌ．５，ｃ．１１９８－ｃ．１３０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９９．

［８］Ｌｕｓｃｏｍｂｅ，Ｄ．ｅｄ．，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Ｖｏｌ．４，ｃ．１０２４－ｃ．１１９８，Ｐａｒｔ　１．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６．
［９］俞金尧，等．世 界 历 史（城 市 发 展 和 经 济 变 革）：第７册

［Ｍ］．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４１－４２．
［１０］Ｐａｌｌｉｓｅｒ，Ｄ．Ｍ．ｅｄ．，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ｒｂ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６００—１５４０［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０．
［１１］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Ｄ．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ｉｔｙ：Ｆｒｏｍ

Ｌａ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Ｍ］．

Ｌｏｎｇｍａｎ，１９９７．

［１２］Ｍｉｌｌ，Ｅ　ａｎｄ　Ｈａｔｃｈｅｒ，Ｊ．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Ｔｏｗ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Ｃｒａｆｔｓ　１０８６—１３８４［Ｍ］．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Ｌｏｎｇｍａｎ，１９９５．
［１３］Ｃｉｐｏｌｌａ，Ｃａｒｌｏ　Ｍ．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０００—１７００［Ｍ］．

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９９４．

［１４］［德］汉斯—维 尔 纳·格 茨．欧 洲 中 世 纪 生 活［Ｍ］．北

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４１．

·０４１·



［１５］［英］Ｍ．Ｍ．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中世纪的经济组

织和经济政策）：第３卷［Ｍ］．北 京：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２：１２．
［１６］［美］Ｗ．Ｇ．汤普森．中 世 纪 经 济 社 会 史：下 册［Ｍ］．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１７］［英］Ｍ．Ｍ．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中世纪的农业生

活）：第１卷［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８］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Ｂｒｕｃｅ　Ｍ．Ｓ．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８，３６（１）：９４．
［１９］Ｌａｎｇｄｏｎ，Ｊ．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Ｈｏｒｓｅ　ａｎｄ　Ｏｘｅｎ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２，３０（１）：３６．
［２０］Ｌａｎｇｄｏｎ，Ｊ．Ｈｏｒｓｅ，Ｏｘｅｎ，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ｒａｕｇｈｔ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１０６６　ｔｏ１５００［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６：２６－３３．
［２１］Ｈａｌｌａｍ，Ｈ．Ｅ．ｅｄ．，Ｔｈｅ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ｌｅｓ，Ｖｏｌ．２，１０４２—１３５０［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１９８８：７４８．
［２２］［法］乔治·杜比．法国史上册［Ｍ］．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

２０１０：３５４．
［２３］Ｐｉｔｚ，Ｅｒｎｓｔ．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

ｉｍ　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Ｍ］．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Ｓｔｅｉｎｅｒ，１９７９：９３．
［２４］侯建新．英格兰工业革 命 前 的 人 均 产 值 与 消 费［Ａ］．侯

建新．经 济———社 会 史 评 论［Ｃ］．北 京：三 联 书 店，２０１２
（６）：９５．

［２５］Ｄｙｅｒ，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ｃ．１２００—１５００［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９：１１４．

［２６］Ｌａｎｇｄｏｎ，Ｊ．Ｍｉｌｌ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１３００—１５４０
［Ｍ］．Ｏｘｆｏｒｄ，２００４：１９－２５．

［２７］［荷］Ｒ．Ｊ．弗伯斯，Ｅ．Ｊ．狄 克 斯 特 霍 伊 斯．科 学 技 术

史［Ｍ］．北京：求实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０３．
［２８］Ｇｉｍｐｅｌ，Ｊ．Ｔｈ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６：７．
［２９］［法］Ｒ．福西耶．中世纪劳动史［Ｍ］．上海：上 海 人 民 出

版社，２００２．
［３０］Ａｒｂｌａｓｔｅｒ，Ｐ．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ｗ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Ｍ］．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６：８２．
［３１］Ｈｉｌｔｏｎ，Ｒ． Ｈ．Ａ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Ｍｉｄｌａｎｄ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８：５９．
［３２］Ｌａｎｇｄｏｎ，Ｊ．Ｈｏｒｓｅ　ｈａｕｌｉｎｇ：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ｗｅｌｆｔｈ－ａｎｄ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ｉｎ：Ａｓｔｏｎ，Ｔ．Ｈ．ｅｄ．，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ｎｇｌａｎｄ［Ｃ］．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８７：

１９４－１９６．
［３３］［法］费尔南·布 罗 代 尔．地 中 海 与 菲 利 普 二 世 时 代 的

地中海世界：上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５２．
［３４］刘景华，张功耀．欧洲文艺复兴史：科学 技 术 卷［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４５７．
［３５］Ｇａｉｍｓｔｅｒ，Ｄ．Ａ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ａｎｓｅａｔｉｃ　Ｕｒｂ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ｔｉｃ　ｃ．１２００—１６００
［Ｊ］．Ｗｏｒｌ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３）．

［３６］李新宽．重商主义概念辨析［Ｊ］．东北师大 学 报：哲 学 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４）：１３７－１４１．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１ｔｈ—１３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Ｉ　Ｘｉｎ－ｋｕａｎ，ＪＩＡ　Ｙｏｎｇ－ｙｏ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２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１ｔｈ—１３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ｉｔｉｅｓ．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ｃｉ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ｖ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ｔ　ｗ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ｂｙ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ｌｉｖ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ｒａｆ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１ｔｈ—１３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ｉｔ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责任编辑：王亚范］

·１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