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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西域人自海陆两道来泉州经商、任职、游历和传教者“数以万计”，其中许多人由此航道进而来到
杭州。如作为官商的沙不丁曾长期于泉州、上海负责海外贸易，后晋升为江浙行省左丞、平章政事，
进居杭州。至元二十五年（1288），忽必烈曾“从行泉府司沙不丁、乌马儿请，置镇抚司、海船千户
所、市舶提举司”泉府司是蒙古贵族为西域商人提供海外贸易资本，共同分享经营利润的专设机构。
其西域官商不仅品秩较高，而且有权代替朝廷颁谕诸番商，并拥有自己的海船与水军。
元政府高度重视西域商人在海外贸易中的作用，当时朝廷遣往海外的商船基本由江浙行省的回回人操
纵。据《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载：“大德六年（1302）命江浙平章阿里专领财赋。”14世纪初，
元廷即以西域人麦术丁等率商队前往东非索马里购买狮、豹等名贵动物。而元朝文书中常提及的驶往
“回回田地里”的商舶，即多由江浙行省所属各市舶口岸发出。元人汪大渊云：“皇元混一声教，无
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
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
沙不丁等回回人人居杭州，不仅将个人属下商业贸易带入杭州，而且也吸引了许多回回商人由海上贸
易转入国内自江南至京都的水运工作。此外，西域人合只铁即刺、马合马丹的等均为当时居泉州的巨
商大贾。《元史》载，至大元年（1308），“太尉脱脱奏：‘泉州大商合只铁即刺进异木沉檀可构宫
室者”’。于是，朝廷敕江浙行省经驿道运往京都。同年，“泉州大商马合马丹的进珍异及宝带、西
域马”。由于马合马丹的进献有功，加之其个人拥有舟舶，时任江浙行省左丞的沙不丁遂“言其弟合
八失及马合马丹的、澉浦杨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府官，各以己力输运
官粮，万户、千户并如军官例承袭，宽恤漕户，增给顾直，庶有成效”。尚书省闻报，乃“请以马合
谋但的为遥授右丞、海外诸番宣慰使、都元帅、领海道运粮都漕运万户府事，设千户所十，每所设达
鲁花赤一、千户三、副千户二、百户四”。朝廷随之下诏认可。由此看来，作为居杭州的江浙省臣，
沙不丁是当时拥有较大权利和雄厚经济势力的回回商人。这些回回商人主要经营商品有珠宝、香料、
药物等，故这时杭州珠宝传统行业有了大的发展，杭州回回集居区甚至有了“珠宝巷”的街名，市集
中也出现了“卖药市”。
杭州作为中国东南沿海著名的商港，一直是元代政府着力经营的商业都市。元初政府于此设置市舶司
，欲以拓展当地海外贸易规模，发挥其“旁连诸番，椎结卉裳”的传统关系，海外贸易一度繁荣。然
而因钱塘江潮高浪急，不适宜海船进出、停泊，遂也无法发展为海外贸易的良港。但“元代的杭州，
城市经济特别繁荣，是舶货的重要转运集散地和销售中心”。据元朝典籍载：“船贩客人从便请文遣
买到已抽经税货物于杭州等处货卖，即于商税务内投税，赁所文遣数目，依例收税。验至元二十九年
杭州市舶司实抽办货物价钱，于杭州商税务课额上依数添，加作额恢办。⋯⋯杭州市舶司并入杭州税
务里。”看来，元时杭州虽不适合做大型市舶港口，但元朝却通过外海内河航道，使之成为泉州、庆
元等地海外舶货的集散地，而舶货税收也成为杭州重要的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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