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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局面，日
本中央和地方的多数统
治者先是无动于衷，继而
束手无策。米泽藩（现山
形县米泽市）和白河藩
（今福岛县白河市）是少
数受灾程度较低的地区，
当地统治者坚持俭省和
劝农政策，以确保藩府财
政稳定，从而更好地应对
自然灾害，救荒及时有
效。这两个地方的例子
让人们意识到之前重商
政策的弊端。

大饥荒后期，遍布日
本的饥民开始打砸米店、
捣毁商铺，以这样的方式
抗议居高不下的米价和消
极的救济政策，江户等大
都市的治安状况急剧恶
化。后来白河藩统治者松
平定信被提拔为负责全国
政务的重要官员，展开积
极救荒政策，平抑米价、救
济并劝返流民、推动生产
恢复。救荒政策的转变，
加上粮食生产得到有效恢
复，到 1788 年年底，天明
大饥荒得到初步缓解，基
本告一段落。

天明大饥荒的惨痛
教训影响了日本之后的
治理政策。松平定信一
改此前的重商政策，重农
抑商、厉行节俭、体恤百
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
会紧张形势，却也让商品
经济和市民工商业遭受
重创，为之后的改革失败
和经济停滞埋下祸根。

据《环球时报》

在当今消费市场，“快时尚”占据着相当程度的份额，
其商品以款式多、出新速度快、价格平易近人等特点深受
消费者喜爱，不少“快时尚”品牌为人们耳熟能详。“快时
尚”的概念并非近几年才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
在英国初现雏形。曾有时尚类媒体报道称：“一战不仅重
塑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时尚领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黎的“高端定制”主导着欧洲的
时尚界。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当时女性服饰的主要特点就
是“华丽且拘谨”。随着战争爆发，不少男性应征入伍、背
井离乡，多国劳动力出现不足的情况，女性开始承担原先
男性干的力气活，跑运输、进工厂。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先
的女装就显得有些笨重，及地长裙不仅限制行动，还容易
给工厂造成安全隐患，很快失去市场，取代它们的是类似
衬衫裙的轻便女装。这类衣物所用的棉、麻织物不仅造价
低廉，还好穿耐用，容易打理。

英国广播公司《历史杂志》称，“快时尚”的概念在20世
纪90年代为人们普遍所知，但它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萌
芽于英国。一战过后，世界多国都发展起纺织业，作为纺
织品“出口大户”的英国迅速失去国际市场，该国产品被迫

“出口转内销”，业内试图打开国内市场以回笼资金。然
而，英国国内市场规模有限，商家若想赚钱，就得让顾客买
得更多、回购更频繁，服装产品也得不断推陈出新。

有媒体称，早年间，虽然“时尚”与“服装”之间存在着
某种天然的联系，但前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接地气”
的。为了赚普通人的钱，构建以更多普通消费者为导向的
新型经济模式，商家需让时尚“向下兼容”，通过一系列的
宣传为潜在消费群体“种草”，激发人们的购买欲。

英国于1916年就发行了《时尚》杂志，一战过后，该国
市面上涌现出大量与之类似的女性杂志，几乎覆盖到了社
会每一个阶层。这类杂志购买价格低廉，在公共图书馆也
可以随意浏览。因此读者总能了解到最新潮的穿搭，以及
当下实用的着装建议——不仅要穿得好看，还得买得实
惠。

快速发展的电影行业则为英国商家提供了另一种“带
货”途径。当时，电影票几乎人人都买得起，影片中的美好
生活方式对观众形成视觉冲击，片中角色往往衣着光鲜，
这在无形中也引导着人们的服装消费。在资本与文娱行
业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女性的消费观到了20世纪20年代、
30年代发生极大变化，从先前偏重质量转变为更多关注样
式。这也倒逼生产商紧随时尚潮流，当时有业内人士这样

“抱怨”：“只要款式过时一点，人们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无论衣服的质量有多好。”

服装行业的经营模式也经历着一场巨变。一战爆发
前，大多数女性要么自己缝衣，要么带着布料到裁缝店缝
制。20世纪20年代，这种“量体裁衣”的模式逐渐衰落，成
衣店数量与日俱增，成规模的生产也降低了制造成本，英
国一些知名服装销售品牌——玛莎百货、英国家庭商店等
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壮大的。之后出现的
连锁经营模式进一步压缩成本，也让服装产品的迭代速度
再上一个台阶。英国广播公司《历史杂志》解释道，销售商
在这种模式下能够绕过产品的批发环节，直接与厂家打交
道，大幅缩短产品从出厂到上架的周期，让时尚新品流通
变得更为迅捷。

英国消费者无疑成为“快时尚”的早期受益者——享
受“物美价廉”的行业红利。有媒体举例称，玛莎百货从
1926年才开始卖服装，1930年1年就卖出100万件价格不
超过5先令的连衣裙。与此同时，女性杂志持续发力，潜移
默化塑造人们的消费观，比如“同样的衣服不能让人看到
两次”“不同场合需要有不同的配装”……英国女性的衣柜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充盈起来。 据《环球时报》

天灾人祸酿成悲剧 政策调整留下隐忧

200多年前，“天明大饥荒”引日本反思
一战后，电影和媒体

催生催生““快时尚快时尚””

1939年，英国伯明翰一家百货公司的柜姐正在工作。

人们在画中描绘人们在画中描绘1818世纪日本浅间火山喷发的场景世纪日本浅间火山喷发的场景。。

当时，不少需要照顾的老人
和儿童被至亲抛弃，大量身体
孱弱的饥民客死他乡。各地没
有及时处理的死者遗体堆积起
来，又引发瘟疫……多重打击
下，流民境况惨不忍睹，有的受
灾严重的地区人口甚至减少近
一半。

导致如此严重饥荒的只有
自然灾害吗？有学者认为，这也
是日本当地水稻生产系统脆弱、
施政方针偏差的结果。江户时
代，日本农田开垦规模不断扩
大，水稻等粮食的产量增长，但
是相对落后的水利设施和种植
技术为增长设定了上限，粮食无
法满足持续增长的人口的需
要。再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生
产系统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在江
户时代，日本多次爆发饥荒，人

口锐减。
在天明大饥荒中，除了自然

灾害和客观局限，失误的应对策
略也让局势恶化。天明年间掌
权者的施政策略“重商”——重
视商业贸易、认可垄断性行业组
织、鼓励消费，以及对水稻以外
的经济作物种植大开绿灯。这
样的政策推动了商品经济发展，
但过度消费和主粮种植的减少，
为当时经济基础薄弱、财政严重
依赖农业生产的日本带来极大
风险。

各地藩府将管辖土地内收
获的大米转运至大都市售卖，以
换取货币和商品，导致大量储备
粮消耗、藩府财政紧张，也动摇
了 米 价—— 天 明 年 间 一 度 飙
升。储备粮不足，商人拒绝开仓
放粮，救济不力。

近日，大米短缺成为日媒热议问题，不少地区大米限购，有的日本民众已经开
始用面条代替大米当主食，一些媒体甚至在报道时用上了“米荒”一词。

粮食问题在日本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自古以来，该国就自然灾害频发，饥
荒反复出现，即便在相对和平稳定的江户时代，日本也爆发了4次大规模饥荒，每次
都有大量民众死亡，社会发展受到阻碍。尤其是在1782年至1788年间发生的“天
明大饥荒”，这场持续了几年的灾难据称夺去了约90万人的生命。

1782年，日本东北地区极端
严寒导致粮食歉收，大量百姓因
缺乏救济，冻饿至死。民众的死
亡并未引起江户幕府以及大多
数地方统治者的重视，他们以
为，来年粮食丰收后一切就会恢
复如常。然而，情况的发展很快
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1783年，先是北部地区的岩
木火山喷发，随后位于江户（现
东京）西北方的浅间火山喷发，
落石和熔岩阻塞河道，引发洪
水，大量火山灰遮蔽阳光、覆盖
耕地，接踵而至的还有连续暴
雨。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地区的

粮食危机非但没有缓解，还因稻
米绝收范围扩大进一步恶化。
此后农作物连年歉收，事态每况
愈下，持续的饥荒造成劳动力流
失、生产资料匮乏，继续加剧粮
食危机。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
民众陷入生活困境，一幕幕悲剧
上演。

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弘前藩
（现青森县弘前市）每天都有人
流亡到其他地区乞讨。但周边
已无粮可吃，就连山中的野菜、
野猪，作为重要生产工具的牛、
马和狗也都被吃掉了。甚至饥
不择食的人开始以人肉果腹。

开启重农抑商政策牛、马、狗都被吃掉

重商政策消耗备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