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没有奶茶和咖啡，中世的日本也已经出现了人气饮品。 

那是一种用药草等含有益于身体成分的植物（比如陈皮）制作而成的煎茶。 

 

　　　　　　　  

 

此时，名为“一剂一钱”的茶馆从叫卖煎茶演变而来，通常在寺庙的门前经营。 

由于“一剂一钱”要用火煎茶而被寺庙严加看管，在茶馆写给寺庙的承诺书中特

别注明“不能因为茶馆的事情而给寺庙造成不便”。 

 

千叶大学短期留学生　李慕涵（北京印刷学院）           

 

 

 

日本中世的平民经济 
 

 

 

 

 

 

 

 

 

 

 

 

 

 

 

 

 

 

 

中世纪日本的经济开始向货币经济迁移，普通人（特别是

商人）的社会力量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正在逐渐加强。 

 

 

 

 

 

划红线的部分内

容很有趣！ 看看

原稿旁边的说明

文哟！

看这里!



 

 

 

 

 

 

 

 

 

 

 

在中世纪的京都，小镇成为了最常见的社会单位。 

随着经济发展，金融机构“土仓”，即地方性小银行也应运而生。 “土仓”得名

于在仓库外面用土砌墙以防火，人们会将自己的贵重物品寄存保管在“土仓”。由

于大部分的“土仓”也兼做酒铺的生意，因此通常被称为“土仓·酒庄”。 

 

 

 

12世纪后半叶中国货币在日本正式流通。

当时 1枚铜钱具有 1钱价值，97枚铜钱

串在一起可以做 100钱通用，称为“百文”。 

将 10个百文，也就是 970枚铜钱串起可

以作为“一贯”通用。 

 

 

在中世纪的日本，虽然京都等大城市有商店经营，但流动商贩仍是主流。商贩聚集

之处逐渐发展成区域的常规市场，很多商贩在此叫卖草鞋，壶，布，鱼，米等。 

 

 

 

 

 

“连雀商人”背着一种叫做“千駄柜”的大型木制容器，

里面装满了生活用品或者小零食，步行在各地贩卖。 

为了让步行更轻松，他们一般会穿着绑腿。 

 

 

 

 

商业在中世纪时代变得流行，不论男性或者女性都可以

参与其中。 制作产品并将其销售到市场的女性形象活跃

在这一时期，在绘画或文献中都有记载。

红圈里的铜钱对于我们

中国人来说也许有些陌

生。它是什么钱呢？

仔细观察，这

个人在做什

么？

试试在展品中寻找它们！

展品旁边的触摸屏上

有各种各样的信息！

试着用用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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