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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

《中国社会史 》丛书之一
,

唐力行先生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 (以下简称《商人 ))) 已 由浙

江人 民出版社 1 9 9 3年出版发行
。

一、

唐著对商人的研究是从社会结构一功能及其运行机制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展开的
。

该书第

一章
“

传统社会中的商人
” ,

将商人置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时段 中加以考察
。

中国传统社会的

结构及其功能
,

始终将商人置于两难的境地
,

即统一与抑商的两难境地以及财富与地位的两难

境地
,

这种两难境地直到近世社会并无改观
。

正是在这样的静态的长时段的大前提下
,

作者展

开了对近世社会的动态的研究
。

对近代时段作者界定为
:

“

中国近世社会始于 16 世纪
,

其标志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
。

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

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
,

它的增长
、

成熟的过程
,

便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进程
。

资本主义 由萌芽到成熟的这一历史阶段
,

我们称之为近世社会
。

这

里的
`

成熟
’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

就中国特有的国情而言是指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以及资产阶

级的形成
。

近世社会结束于 20 世纪 20 年代
,

其前期与后期的分界线是鸦片战争
。

近世社会的

商人经历了两次群体心理的整合
。

近世前期
,

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
,

商人群体进行 了初

步的心理整合
。

整合的结果是商帮的形成
,

商人阶层开始以群体的力量活跃了近世舞台
。

近世

后期
,

在资本主义走向成熟时
,

商人群体再度进行 了心理整合
,

其结果是商会的建立
,

商人阶层

融注于资产阶级
,

成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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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

作者所描述的实际上也可称之为商人阶层研究的模式
。 “

模式的意义和价值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有效时段
。 ” ① 时段的划分与模式的建立有着 内在的联系

,

它们是一个整体
。

作者完全跳出了传统史学的范畴
,

而是以社会学的时间尺度来设计自己的模式
。

因此
,

时段的

合理性取决于模式的合理性
。

纵观商人阶层研究的模式
,

在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时段里
,

社会结

构一功能及其运行机制的动态展开是以商人的两次
“
整合

”
展开的

。

商人阶层在近世社会的两

次整合成为商人阶层研究模式的主导线索
,

把整体与部分
、

部分 与部分之间有机联系起来
,

历

时与共时
、

纵与横交错
,

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网络
,

从而架构起商人研究的合理模式
。

这一模式

的时段始于 16 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是易于理解的
,

那么
,

作者为什么要将研究的下

限定在 20 世纪 20 年代呢 ? 这与商人整合的滞后相关
。

当着中国商人开始融入资本家行列
,

中

国资产阶级形成之际
,

商人所完成 的整合仍是浅层次的
,

并未突破传统民本思想的案 臼
。

在西

欧
,

资产阶级形成之际
,

已完成人本主义的心理整合
。

在中国
,

则是在资产阶级 已形成近 20 年

后的新文化运动时
,

才高扬起人权与民主的旗号
。

因此
,

中国资产阶级发育不完善
,

带有很多传

统商人的遗传因子
。

1 9 2 7 年
,

中国资产阶级发动并领导了显示本阶级意志的北伐战争
。

这是中

① 《再现过去
:

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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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人民出版社 1 9 8 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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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的代表资产阶级意志的伟大革命
。

北伐失败后
,

无产阶级取得了民主革命的

领导权
。

作者将下限断在此时
,

就商人研究而言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

这如法国学者 F
·

菲雷所

说
: “
这种时间的空间不是外加给研究的

,

而是从属于它的
。

实际上
,

决定某个问题是否应该放

在某个时段中研究
,

取决于这个问题的性质
。 ” ①作者从前后期两次群体心理整合入手

,

透视商

人群体的
“
心路

”
历程

,

不仅成功地再现了商人阶层整体的面貌
,

而且还成功地再现了中国近世

社会的历史
。

这正是作者匠心独具之处
,

也是《商人 》一书架构上最突出的特色
。

“

新史学
”
的倡导者鲁滨孙曾说

: “

我们不应该把历史看作是一门固定不变的学 间
,

它仅仅

通过改进研究方法
、

搜集
、

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来获得进展
。

恰恰相反
,

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

和目标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
。 ’ ,② 历史学应敞开自己关闭的大门

,

同其他

学科合作
,

摆脱传统史学陈旧观念的束缚
,

取得研究方法
、

手段的更新
、

突破
,

正是本书作者所

孜孜以求的
。

如作者所言
,

从事跨学科研究
, “

力图做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
、

历史学与社会学相

结合
。 ”

((( 商人 》第 32 4 页 )研究方法的突破
,

使本书视野大开
,

共时性研究的各个侧面详述精

析
,

颇有见解独到之处
。

择几例如下
:

关于海商在资本主义萌芽中的作用问题
,

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

对此
,

作者认为
,

产生

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
,

是一个综合的因素
,

传统的研究往往局限于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结

构
,

而很少涉及世界市场
,

这就难以对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诞生于 16 世纪作出合理的解释
。

也难

以对商人的历史功能作出正确的估价
。

15 世纪末
、

16 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
,

打破了世界各地的

隔绝状态
, “

开拓了世界市场
,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 ” ③ 而明王朝的海

禁政策有没有把中国和这个世界市场隔绝开来呢 ?考察明代的海外贸易
,

可以清楚地看到正德

九年 ( 1 5 14 年 )是一个转折点
。

在此之前
,

明王朝与海外各国并非没有贸易关系
,

但仅限于以贡

舶形式进行的官方贸易
。

正德九年
, “

海上霸主
”
葡萄牙殖民者开始窥探中国市场

。

嗣后
,

他们

在广东收购大宗丝货
,

转贩于印度
、

日本
、

菲律宾乃至葡国本土出售
,

牟取百分之一百以上的超

额利润
。

与此相应
,

走私贸易在东南沿海不可抑制地发展起来
,

不时冲破海禁的罗网
,

把中国与

世界市场交接起来
。

海外市场刺激着中国部分地区生产规模扩大
,

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又引起生

产方式的改变
,

从而使资本主义萌芽破土而出
,

并以此为起点造成近世社会经济的一系列连锁

反应
,

这里
,

海商不可或缺的作用显示了出来
:

他们是社会变革的起点
,

是中国封闭的社会系统

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中介
。

离开了他们
,

外因无从对内因起作用
。

海商是如何实现其中介作用的

呢 ? 作者以嘉靖
、

隆庆年间走私活动的中坚— 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为例证
,

加以剖析
。

认为

徽州海商的经营并非是孤悬海外
,

徽州海商所以能与浙
、

闽籍海商相抗衡并成为嘉隆年间走私

贸易的中台
,

得助于徽州行商
、

坐贾和手工作坊主的紧 密联系
。

从广义上来说
,

徽州海商的经

营活动并不限于海上
,

而是包含有三个层次
。

其核心层次是指直接雄飞于海上的徽商
;
其外围

层次则是由广泛分布于江南市镇的徽州坐贾和手工业作坊主构成
;
居于这两个层次之间的中

介层次是徽州行商
。

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为一个海外贸易的整体
。

各地的走私海商以中国商

人特有的方式构筑起通向世界市场的道路
。

世界市场对中国传统商品需求量的猛增以及超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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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利润
,

驱使更多的海商甘 冒袅首的危险去从事走私贸易
。

还是海商的经营活动直接促进

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
。

海商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
,

戴裔煊先生在 1 9 8 2 年出版的《明代嘉隆间的侨寇海盗

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中有所提及
:

16 世纪中叶沿海百姓 ( 自然也包括徽州海商 )’’ 不顾明封建

统治阶级的海禁
,

出海从事正常贸易
,

正是 中国社会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
。 ”

(该书第 3 页 )但戴著的以此作为探讨楼寇海盗反封建斗争性质的立论前提
,

对海商与资本主

义萌芽的关系未逞作深入论证
。

《商人 》作者把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视为一个生产与流通相统

一的系统
,

探讨该系统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在关系
,

(徽州海商推而广之则
“

侨寇海盗 ") 他

们的活动直接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
。

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方式一旦产生
,

直接关系到其

存在与发展的流通活动也就同样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
,

这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是有所突

破的
,

从而也把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

关于商人与社区生活
。

这是一个微观研究的课题
。

社区是由一定地域关系联结而成的社

会生活单位
,

是一个具体而又直观的社会实体
。

社区研究可以用具体
、

真实的资料直接展示商

人的社会功能和社会作用
。

社区生活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

因而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 口
。

对商人

与社区生活相互作用的细部考察
,

可以深化对商人在近世社会 中独特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作用

的认识
。

作者选择相对稳定
、

封闭的徽州社区作为研究对象
,

就妇女间题
、

社区的基本结构
、

社

区生存空间的开拓等问题加以考察
,

并进而探讨商人与社区的相互作用
。

作者强调
,

商人地社

区的作用是双重的
,

商人一方面使
“

妒妇比屋可封
” ,

开妇女解放之新风
,

另一方面却又加 固着

封建纲常
,

使
“

新安节烈最多
,

一 邑当他省之半
” ;一方面促使家庭的裂变

,

使家庭集约化
、

近代

化
,

另一方面却又加强着宗族纽带
,

使宗族血缘圈进一步扩大
;
一方面开拓着新的生存空间

,

另

一方面却又兼并土地
,

使徽州地价居全国之首
,

使原本狭隘的空间更加陕小
。

社区对商人的作

用也是双重的
。

一方面
,

宗族势力与徽商紧密结合
,

互为奥援
,

增强了徽商的竞争力
,

使它在贱

买贵卖的营运中积累了巨额资金
,

势力
“

几半宇内
” 。

另一方面
,

宗族势力又使徽商因袭了沉重

的传统包袱
,

限制了徽商的进一步发展
。

从政治上说
,

欧洲的市民阶级与封建领主处于对立的

状态
,

市民阶级进一步发展为资产阶级
,

并取得统治的地方
,

就把所有的传统的
、

宗法的和纯朴

的关系统统破坏了
,

它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
。

而徽商却与封建政治势力紧密结

合
。

从经济上来说
,

西欧新兴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包括两个内容
:

一是对小生产者

的土地剥夺
;
二是货币财富的积累

。

资本的原始积累加速了从封建制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转变的历史进程
。

徽商积累的资本却是大量地消耗在捐助族人
、

增置族产上
,

这在客观上

还加固了小农经济
。

此外
,

他们积 累的巨额资本还按照宗族制度下均分财产的做法不断被切

割
。

这种由积累而切割
,

再积累再切割的往复循环
,

限制了资本的进一步增长
,

因而也就限制了

徽商进一步竞争的能力
。

当然
,

作为一部系统探讨近世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专著
,

本书并非毫无挑剔之处
。

商人是

一个复杂的群体
,

涉及面相当宽广
,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本书对商人多边关系的研究一揽无余
,

但倘能增加篇幅
,

近世后期商人的研究
,

不少问题仍可深入探讨
,

进一步展开
。

(池子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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