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乐府射乌辞》中有这样一句话，“陛下寿万

年，臣为两千石”。其中“两千石”是我国古代官

阶名称。秦汉至魏晋南朝时期，官阶等级多采用“秩

石制”，如“四百石”“二千石”“万石”等，并以

“石”前数字大者为尊。由此我们不难想到，这似乎

是借度量衡单位来指代官阶。从度量衡的角度说，

“石”在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单位。《汉书·律历志

（上）》载，“三十斤重一钧，四钧重一石”，其中

“石”显而易见表示重量，是重量单位。《南史·谢

灵运》曰，“天下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

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其中的“石”又表

示容量，指的是容量单位。为此，本文简要介绍度

量衡领域的“石”。

一、“石”是重量单位和名称

“石”作为重量单位，出现的很早。《夏书·五

子之歌》中有“关石和钧，王府则有”的记载，其中

“钧”和“石”都是“权之名[3]”。《礼记·月令》

记载了度量衡器具实施检定的情形，其中有“钧衡

石……正钧石”的说法，“石”也乃“权之名”。

可见，周以前“石”即是重量单位。关于“石”的

量值，《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三十日为一月，

故三十斤为一钧；四时而为一岁，故四钧为一石”，

即1 石=4 钧=120 斤。“石”是《汉书·律历志》中

所言的“五权”之一，并同样规定一石等于四钧，

等于一百二十斤，其载，“权者，铢、两、斤、钧、

石也……石者，大也，权之大者也。始于铢，两于

两，明于斤，均于钧，终于石，物终石大也。四

钧为石者，四时之象也。重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

也”。直到清末“新政”期间，1908 年，清政府农

工商部和度支部会奏拟订的《度量权衡画[ 划][4] 一制

度总表》中规定的重量单位以“斤”为最大，“石”

才不再作为法定的重量单位使用，此所谓“斤以上不

名[5]”。

1915 年，民国北京政府颁布的《权度法》分为

两种法定制度，一为“甲制”即“营造尺库平制”，

在“甲制”中“石”已不再作为法定的重量单位，最

大重量单位止于“斤”。另一为“乙制”即“万国权

度通制[ 公制]”，在“乙制”中尚使用“公石”这个

单位，规定1 公石=100 公斤[ 千克]。不过笔者认为，

“公石”仅仅是为了配合万国权度通制“十进位”而

命名的一个称呼而已。1929 年，民国南京政府颁布

的《度量衡法》规定了“标准制[公制]”和辅助的“市

用制”。“标准制”和“市用制”中规定的重量单位

没有“石”，取而代之的是“担”，分别称为“公担”

和“担”。1 公担=100 公斤[ 千克]，1 市用制担=100

市用制斤，1 公斤[ 千克]=2 市用制斤=100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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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是容量单位

“石”作为容量单位，也由来已久。据有关资

料记载，战国时期“石”与“斛”就是同一容量单位

的两个不同的名称[6]。秦始皇统一度量衡颁布“一衡

石丈尺”诏书，其中“石”也指的是容量的“石”，

即“非钧石之石，后世以斛为石，其始此[7]”。《史

记·滑稽列传》载，“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汉

书》云，“泾水一石，其泥数斗”。其中的“石”

都是指容量。通常情况下1 石=1 斛=10 斗。不过，在

容量上“实际用石之名，始于宋，自宋以后，以十

斗为一石，五斗为一斛[8]”。宋代确定1 石=10 斗，

而把“斛”由原来的1 斛=10 斗，改为了1 斛=5 斗。

为什么要将“斛”由10 斗改为5 斗并将10 斗命名为

“石”呢？吴承洛[ 民国南京政府首任全国度量衡局

局长、新中国首任度量衡处处长] 分析认为，其中一

个原因是是：《汉书·律历志》所言“嘉量”重二

钧，重量上两之为一石[4 钧=1 石]；“嘉量”本身是

集“龠、合、升、斗、斛”五个量值容器于一身的标

准器，其中以“斛”量值最大，为此规定容量上两之

为一石[2 斛=1 石]。“石”在容量上的正式地位就此

确定。到了元代，《元史》记载，“以宋一石当今元

七斗”。明代张自烈《正字通》中记载，“斛，今

制五斗曰斛，十斗曰石”。清代《数理精蕴》记载，

清初度量衡制度中，在容量上“斛方一千五百八十

寸，两斛为石，方三千一百六十寸”。清末“新政”

期间，1908 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和度支部会奏拟订

的《度量权衡画[ 划] 一制度总表》中规定“石”仍

是容量单位，1 石=10 斗=103.5469 升[ 公制]。

1915年，民国北京政府颁布的《权度法》的“甲

制”中，“石”依然是容量单位且为法定最大的容

量单位，规定1石=10斗=100升=103.5469升[公制]。

同样，《权度法》的“乙制”中规定“公石”作为法

定的容量单位，1 公石=100 升[ 公制]。1929 年，民

国南京政府颁布的《度量衡法》中，“石”依然是“标

准制[ 公制]”和辅助的“市用制”所规定的法定容量

单位。标准制的“公石”和市用制的“石”所标称的

容量相同，1 公石=100 升[ 公制]，1 市用制石=100 市

用制升，1 升[ 公制]=1 市用制升=1000 毫升。

三、革命根据地“石”的应用

革命战争年代，“石”在革命根据地也曾作为容

量单位、重量单位使用。一是，把“石”作为容量单

位使用的情况。比如：1934 年前后，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为推进社会教育工作所编

印的《成人读本（第一册）》的开篇就有关于度量

衡“石”的内容，即“……石斗升合：一石是十斗，

一斗是十升，一升是十合[9]；再比如：1942 年4 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实施的《关于统一陕甘宁边区

度量衡管理办法》中规定：……容量的基本单位为

升，单位为合、升、斗、石等，均为10 进位[10]，1 石

=10 斗”等等。二是，把“石”作为重量单位使用的

情况。比如：1930 年, 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在发布的布

告中规定“90 斤[ 库平斤] 为1 石”[11]；再比如：1931

年7 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发布的《关于征收土地税

问题的通知（通知第76 号）》中强调，“……1 石为

1 担（即100 斤）”[12]；还比如：1949 年9 月，江西

省政府在颁布的《1949 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施行

细则》中规定，“……稻谷每100斤为1石”[13]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虑到人民群众日常

生活中已经习惯使用“市用制”，1959 年6 月国务院

颁布的《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中继续保留了

“市用制”，也就保留了“石”作为“市用制”的容

量单位，规定1 石=100 市用制升=100 升[ 公制]；在

重量单位上，保留了“担”，规定1 担=100 市用制

斤=50 公斤[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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