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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第一个“县”在哪里
“县”制是秦统一中国后推行于

全国的，而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县”
名，却产生于古山西的晋国。

县， 在未作地方行政单位之前，
与“悬”为同一个字，即悬挂、联系的
意思。 西周时期，周王的食邑叫王畿
或国畿，畿内的土地与周王紧紧联系
在一起。《说文》“县”字解，曰：“天
子畿内， 县也。 ” 周王的畿内称为
“县”，这确是“县”作为行政区域名
称，在产生、发展变化中鲜为人知的

趣闻。
“县”的地方建制广泛使用，并

且推广到春秋列国，是从山西的晋国
开始的。 据《左传》载，公元前 544
年，即晋平公十四年，平公母亲悼夫
人在一个叫杞城的地方请人吃饭，遇
到一个来自绛的老人。悼夫人见其年
迈，问贵庚。 老人答曰：“不知纪年，
只知经历 445个甲子矣！ ”此老翁高
寿几何？ 当时在场者谁也算不出来，
悼夫人派人求教于晋国一位很有名

气叫师旷的乐师。 师旷答曰：“73岁
矣。 ”又求教于一位叫文伯的人，答
曰：“26600矣！”这当然成神话了。从
此，对年过古稀、长寿高龄者，常用
“绛老”褒之。

3年后的公元前 541年， 晋平公
认为“绛”这个地方出长寿老人，于
是便用周天子畿内的名称 “县”称
之，取名“绛县”。这是晋国设置的第
一个“县”。山西绛县，应该是古代中
国的第一个 “县”，也是“天下第
一县”。

（刘绍义）

除了向中国倾销鸦片———

我国的地震活动主要分布在五
个地区的 23条地震带上。 这五个地
区是：
（1）青藏高原地震区，包括青藏

高原南部、中部、北部和帕米尔 -西
昆仑等地区；本地震区是地震活动最
强烈、大地震频繁发生的区域。 据统
计，本地震区我国境内共发生过 8级
以上地震 9次、7.0级 ~7.9级地震 78
次，居五大地震区之首。
（2）天山、阿尔泰地震区，该地

震区位于天山南北，向西延至哈萨克
斯坦和吉尔吉斯坦的天山地区，东部
包括阿尔泰山脉一带，向东延入蒙古
国。天山地震区和阿尔泰地震区内记
录到 8.0 级 ~8.5 级地震 7 次、7.0 级
~7.9 级地震 16 次、6.0 级 ~6.9 级地
震 102次。 本地震区分为南天山、中
天山、北天山以及阿尔泰山等四个地
震带。
（3）华北地震区，包括华北地台

和朝鲜半岛。华北地震区历史记载悠
久， 自公元十一世纪以来共记录到
8.0 级 ~8.5 级地震 5 次、7.0 级 ~7.9
级地震 20次、6.0级 ~6.9级地震 111
次。这里的地震强度高但频度相对较
低，强震在这个地震区主要集中分布
在五个地震带，自东向西为长江下游
-黄海地震带、郯庐地震带、河北平
原地震带、汾渭地震带、河套银川地
震带。
（4）华南地震区，主要分布在东

南沿海和台湾海峡内。 全区记载到
7.0 级 ~7.5 级地震 5 次、6.0 级 ~6.9
级地震 28次。 本区又可划分为长江
中游地震带和东南沿海地震带。
（5）台湾地震区，在该地震区共

记录到 8级地震 2次、7.0级 ~7.9级

地震 38 次、6.0 级 ~6.9 级地震 261
次。这些地震绝大多数分布在台湾东
部地震带，少数分布在台湾西部地震
带。

济南市地处华北断块东部，鲁西
隆起与华北沉陷的转换带上，西有聊
考断裂带，东有郯庐大断裂，辖区内
有千佛山断裂等十几条断裂在市区
或附近通过，存在发生中强地震的地
质构造背景。历史上曾发生 3次 5级
以上地震，分别为 1347年 4月 11日
长清附近 5.0级地震；1622年 4月 17
日长清一带 5.5级地震；1835年 6月
6日平阴 5.0级地震。

扫描“济南市地震局信息服
务平台”二维码，可进入“济南市
地震数字科普馆”， 同时了解更
多防震减灾科普知识。

! 防震减灾科普系列 59

我国地震是如何分布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全称不列颠东
印度公司，它还有一个别称是“可敬
的东印度公司”（Thee Honourablee
Easte Indiae Company），不过，这家公
司自创建以来做的那些事儿，似乎没
那么可敬。

对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读者来说，
提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我们会想到鸦
片贸易， 进而会想到耻辱的鸦片战
争。 而实际上，鸦片贸易不过是东印
度公司的业务之一，除此之外，这家
公司还有哪些业务呢？

东印度贸易
从 16世纪中后期开始， 英国急

于走上海外贸易之路。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曾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也有
从事海外贸易的自由，在大海和天空
面前，世界上的众生是平等的。 ”和
她有一样诉求的，是都铎王朝的王公
贵族们， 他们积极支持建立特许公
司、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东印度公司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其目的就
是与印度、南洋和中国建立直接的贸
易关系。

1600年 12月 31日，伊丽莎白授
予东印度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
印度贸易的特权，这标志着英国东印
度公司正式成立。

整个 17世纪，东印度贸易是英国
东印度公司的主要商业活动。 这里有
必要提醒一下， 东印度公司不止英国
有，实际上，其他欧洲国家也组建过专
门从事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 分别
是荷兰、法国、丹麦、奥地利、西班牙、
瑞典等。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当时
世界上实力最雄厚的贸易公司。 荷兰
东印度公司牢牢掌控着东亚、南亚、东
南亚等地的贸易市场。相比而言，英国
东印度公司规模小，船只数量少，双方
实力对比悬殊。为了与荷兰抗衡，英国
从香料贸易入手发起挑战。

在英国尚无实力与强大的荷兰
展开直接竞争时，他们选择暂时与荷
兰合作，共同对抗葡萄牙势力，以求
在香料贸易方面分得一杯羹。当在香
料市场逐渐站稳脚跟后，英国东印度
公司开始调整贸易思路，将主要进口
商品由香料逐渐转向印度的印花棉
布。 17世纪下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
的印花棉布贸易迅速扩展，荷兰仗着
资本雄厚， 开始在亚洲压制英国商
人，很快引起英国的不满。

1651年开始，英国国会通过《航
海条例》，英荷两国的贸易竞争终于
发展成武装冲突。 经过三次英荷战
争，荷兰败北，英国最终取代荷兰成
为新的海上霸主。

从此， 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逐步
独霸印度，染指中国，其主业则立足于
南亚次大陆，通过税收获取主要利润。

17世纪 80年代， 英国东印度公
司很快就建立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
量。 当时的莫卧儿帝国，始终没能认
识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对他们
意味着什么，反而在出于各种各样的

眼前考虑后（如获得财政和商业利
益和军事援助等），为其提供了各种
方便。 17-18世纪，莫卧儿帝国相继
赋予了东印度公司自由贸易、随意设
置永久性商埠、在商埠内驻军、修筑
炮台的权利，后来，这些权利的范围
甚至衍生到了内河航行权。东印度公
司甚至掌握了最富裕的孟加拉地区
的财政管理权，这等于直接拿到了印
度的国库钥匙。

1670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以法
律的形式授予东印度公司行政权、铸
币权、军事权和外交权。 从此，这个拥
有军队和属民的股份公司， 实质上拥
有了一个“国家”的特性，是地地道道
的殖民地政府， 成为印度的实际主宰
者， 直到 1858年被解除行政权力为
止，它还获得了协助统治和军事职能。

如果说将铁，铜，锡，麻黄，粮食，
木材运出印度，和向印度输入丝，布，
工业品，糖，盐等还属于贸易范畴内的
殖民活动，那么抢劫国库这种事，实在
是上不得台面。 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就这么干了， 不仅抢劫孟加拉国库，
1799年，在攻陷迈索尔首府时，又抢
劫了价值 1500万英镑的王室珍宝。

除了肆无忌惮地蚕食印度，英国
东印度公司还有一些其他的外贸业
务，如瓷器、茶叶等。 后来，他们发现
跟中国的瓷器、 茶叶贸易总是吃亏，
便开始强迫孟加拉农民种植鸦片，再
走私运到中国销售，从中牟取暴利。

瓷器贸易
17世纪的中国，正值明清交际。

万历三十八年（1610 年 7月），荷兰
东印度公司商船到达广州，购回瓷器
约 9227件，从此，中国与荷兰东印度
公司的贸易一发不可收。 直到 1657
年郑成功禁止船只去中国台湾与荷
兰人交易为止，一共有 300万件以上
的中国瓷器运往荷兰。数字还只是根
据装船单、发货单得出的，实际数字
想必更多。 除了运往荷兰销售的瓷
器，还有大约 500万件中国瓷器被销
至安南、暹罗、缅甸、锡兰、印度、波斯
和阿拉伯、日本等地。与此同时，英国
东印度公司在 17、18 世纪间运到英
国的中国瓷器，也达 300万件。

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瓷器
贸易主要集中在清朝。 清朝康熙年
间，中国瓷器外销一度中断。1715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早获得在广州开
设贸易机构的权力。 1729年，中国外
销瓷出口开始按订单加工出口。到了
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英国伦敦
专门为私人定制特殊纹样的瓷器商
人已经约有 52人。

正因为中国瓷器通过东印度公
司源源不断的销往欧洲， 使得 18世
纪初的欧洲一度刮起了中国风，一间
摆放中国花瓶及漆屏， 壁挂青花磁
盘， 墙贴花鸟图案壁纸的中式房间，
是法国上流社会的时尚标志，清代宫
廷的生活场景包括亭台楼阁被狂热
地模仿重现。

法国的皇家制瓷中心“赛芙
儿”，运用中国的绘画技巧描绘植物
图腾。 此外贵族也会向中国订制瓷
器，将家族徽章绘在瓷器上，流行了
一阵子的“族徽瓷”(Fitzhugh)。

18世纪中叶， 英国占有了在欧
洲经营中国瓷器的首要地位。 1755
年，英国在宁波开辟了贸易港，进一
步掌握了中国瓷器的贸易大权。 到
1790年，驶入广州的商船为 56艘，英
国就占了 46艘。根据清代海关资料，
1816年，广州和英国的出口贸易额为
9768961银元。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瓷器源源不
断地输出， 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
国成为最大的白银吸收国。当时英国
政府要求东印度公司在其全部出口
总值中至少要包含 1/10的英国出口
产品， 但英国商品在中国很难有市
场。英国东印度公司悄悄把目光转向
了毒品，开始向中国销售鸦片。

鸦片战争后，中国制瓷手工业日
趋衰落。而 19世纪上半叶，日本外销
瓷器的市场发展以来，同时德国和荷
兰等欧洲国家开始掌握中国的瓷器
生产技术。 如此一来，中国瓷器外销
渐渐走向枯竭。

茶叶贸易
茶叶贸易也是东印度公司的业

务之一，在一定程度，茶叶贸易的发
展也促进过瓷器贸易的发展。

从 18世纪后期开始， 茶叶已经
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世
界上茶叶只有唯一一个来源，就是中
国。茶叶几乎成了当时东印度公司唯
一的进口商品。1830年到 1837年，英
国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达 3000/
万磅以上。

英国原本设想的用羊毛织物的
销售来换取购买茶叶的款项，东印度
公司甚至幻想，“一旦英国的‘手纺
织物’打进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英
国就找到了实现繁荣的秘诀。 ”

然而，18 世纪的中国经济高度
自给自足，英国的毛织品始终在中国
找不到广阔市场。 100多年后，主持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
其《中国见闻录》中，还是这么写的：
“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
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

棉、丝和皮毛。 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
一文钱的东西。 ”

当然， 唯一例外的就是白银，欧
洲国家只能用白银来购买茶叶。但与
瓷器贸易一样，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
白银短缺的情况，甚至 1805年，公司
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还是倾销
鸦片。鸦片贸易的税收占当时大英帝
国税收的 15%至 20%。

通过鸦片，究竟有多少白银流
出中国，各方面的统计不一致，新近
研究表明，1807-1829年间， 中国约
有 4000余万银元被英国人运出广州
口岸，而 1829-1839 年间，中国的白
银净流出量约为 6500万银元。

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所抱怨
的：“鸦片贸易不但使英国人有足够
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
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 ”

破产和转型
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直接

控制全印度的巨大商贸权力，英国政
府开始产生不安，向公司提出了种种
干预， 并逐步把公司对印度的财政、
军政和政治控制权收回到政府手中。

1813年，东印度公司失去了在印
度的贸易垄断权，尽管公司的船还在
进行海上贸易， 但利润已经大为减
少。

同年，英国政府又取消了东印度
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公司对华
贸易特权被取消后，来广州十三行贸
易的英国商人，从原来统一由东印度
公司组织而变为散商，英国政府特派
官员与中国政府交涉商务事宜，使原
来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涉转变成政
府间的交涉，由此埋下了中英两国冲
突的种子。 种种权力被取消后，东印
度公司开始走向破产。

1857年到 1858年， 印度发生反
英民族起义，这次起义终结了英国通
过东印度公司管理印度的体制。 1858
年，东印度公司从英国官方的文件中
永远消失，英国政府从此直接统治印
度直至 1947年。

东印度公司死了，但是它对印度
的行政管理成为英国公务员制度的
原型。19世纪 6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
司把在印度的所有财产都交付英国
政府，公司仅帮助政府从事茶叶贸易
（尤其是与圣赫勒拿岛）。《东印度
公司股息救赎法案》 生效后公司于
1874年 1月 1日解散。

东印度公司为英国聚敛足够的
财富后，终被一脚踢开。

（据《国家人文历史》）

东印度公司还有什么业务？

东印度公司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