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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土走向世界

● 倪樂雄

陳東有：《走向海洋貿易帶——近

代世界市場互動中心的中國東南

商人行為》（南昌：江西高校出版

社，1998）。

在中國古代資本主義萌芽問題

的討論中，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曾

一度被忽略。1960年代初，傅衣凌

在《光明日報》上撰文，指出明末清

初的東南海商具有近代資本主義萌

芽因素。此後該問題逐漸為學界所

重視。1980年代後期，林仁川的《明

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出版，表明該

領域研究已初步成熟。最近，南昌

大學陳東有的專著《走向海洋貿易

帶》（下簡稱《走向》）問世，標誌þ該

研究領域獲得新的進展。

《走向》最有價值的地方是研究

視野的成功轉換，這點從目錄編排

上就能反映出來。將明末清初東南

沿海的大規模海上貿易現象置於近

代世界市場互動的形成過程中來考

察，為中西文明現代化比較研究創

造了條件，並提供了較為詳細的中

國方面的背景分析。同時，《走向》

也超越了過去同類相關課題的研究

水準，並使研究景觀為之一新。

我們知道中華文明屬於大河流

域的農耕文明，大型水利灌溉工程

造就了社會管理的指令性原則。西

方海洋文明是建立在自由貿易經濟

之上的，社會管理圍繞市場原則為

核心。中國傳統社會中雖有商業經

濟成分，但歷來被視為農業經濟結

構中的一個部分，是指令性管理下

的商業經濟，與古希臘和西方近代

資本主義先鋒型國家市場原則凌駕

一切的商業經濟性質迥然相異。根

據西方學者麥尼爾（W i l l i a m  H .

McNeil）的觀點：西方走出封建社

會，進入資本主義的關鍵是市場原

則突破指令性社會結構；中國市場

經濟雖然在宋代就很發達，但市場

原則始終沒有突破以君權為象徵的

指令性社會結構。明末清初東南沿

《走向海洋貿易帶》最

有價值的地方，是將

明末清初東南沿海的

大規模海上貿易現象

置於近代世界市場互

動的形成過程中來考

察。因此，考察明末

清初東南海商現象，

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

轉型具有特別重要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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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性社會管理的海上貿易經濟的興

起，不僅是對傳統農業經濟結構的

挑戰，也是對傳統社會基礎的根本

挑戰。因此，考察明末清初東南海

商現象，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

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陳東有þ眼於世界貿易的總格

局，清晰地理出「互動中的東南中外

貿易帶」的市場網絡體系，描述了

「東南商人參與世界市場時由於所處

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不同而呈現

的不同層次」（頁60），並進一步理出

內層、中層、外層三個貿易帶以及

它們之間的關係，剖析了這三個貿

易帶在市場網絡中各自發揮的功能

（頁62）。這一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它在理論上為探討由明末清初海上

貿易所帶來的「新經濟因素」、在傳

統農業區域有多大滲透空間提供了

充分的材料，即表明帶有市場原則

性質的商業經濟已滲透到華南、華

東、華北、華中的廣大區域，與指令

性性質的商業經濟並存。從理論上

講，一個內地農民的農產品幾經周

折最終進入海上貿易渠道，那麼這

個農民的商業行為屬於市場原則性

質，但在進入海上之前，其商業行

為與傳統的商業行為在形式上無法

區別。「三層貿易帶」揭示了具有資

本主義經濟性質的商業在傳統商業

形式掩護下，悄無聲息地在中國內

地大規模地滲透、並使內陸區域傳

統農業經濟結構中的商業性質發生

大規模蛻變的事實。它使歷史教科

書的某些觀點作出修正成為必要。

陳東有的研究是在「中國海洋

社會」的總體框架下進行的，這是他

的導師楊國楨十多年前提出的。目

前，國內學界雖反應不強，但以廈

門大學歷史系學者為主的研究群體

正在這一總體框架下進行þ卓有成

效的工作。我以為「中國海洋社會」

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極具價值，它對

深入理解中國古代社會的複雜性和文

化性格的多重性有þ重要意義。歷史

上的徽商、晉商與東南海商存在很大

差別，後者往往發展成商業—軍事混

合體。我們還發現：傳統農耕社會

的軍隊向來用農業賦稅來維持，作

為海商勢力代表的鄭成功集團的軍

隊卻用商業利潤來維持。「中國海洋

社會」的思路為闡述上述歷史現象，

提供了準確的理論分析框架。

需要指出的是：《走向》在分析

海商社會發育不全時，似乎對意識

形態層面的問題關注不夠。首先，

中國海洋社會內部的發展也是不平

衡的，以明末清初為例，有的海商

集團只限於商業活動範圍；有的發

展到軍事、商業相結合，官方稱之

為海盜；有的甚至發展成商業、軍

事、政治三位一體，如鄭成功海商

集團。以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為參照

系，近代化過程是商業、軍事、政

治互相支撐、互相擴張形成良性循

環的「反饋回路」的過程，這是西方

社會相對獨立的「形而下」的子系

統。其次，自由、平等、民主等以

市場原則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構成「形

而上」的意識形態子系統，並同「形

而下」的社會子系統構成更高層次的

「反饋回路」。中國海洋社會發育程

度最高的是鄭成功海上集團，他們

已形成商業、軍事、政治的社會「反

饋回路」，儘管這一社會子系統在整

個社會大系統中起þ決定性作用，

但畢竟還沒有形成與之相吻合的意

陳東有的研究是在

「中國海洋社會」的總

體框架下進行的，這

一概念對深入理解中

國古代社會的複雜性

和文化性格的多重性

有þ重要意義。需要

指出的是：中國海洋

社會內部的發展也是

不平衡的，有的發展

到軍事與商業相結

合，官方稱之為海

盜；有的甚至發展成

商業、軍事、政治三

位一體，如鄭成功海

商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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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系統，從而形成更高的一層

互動和社會「反饋回路」。即使在「形

而下」的社會子系統內，法律、金融

等體制也欠發達。所以，中國海洋

社會中的資本主義發育程度和同時

代的西方相比，兩者的差距是十分

明顯的。

但是，如果得出中國海洋社會

不存在商業價值體系的結論，似乎不

妥。從心理學觀點看，行為與觀念

是同步關係，商業行為與商業價值

觀是同時發生的，長期而有系統的

商業活動必然伴隨成熟的商業價值

觀念，只是專制政治將之排斥在意

識形態主流之外。所以，儒家理想

的道德規範在社會意識形態中佔有

絕對優勢，但同儒家天然對立的商

業價值觀念是以頑強的人性的天然

要求為基礎，人們賴以生存、在現實

中所奉行的商業價值體系同儒家理

想的價值體系形成嚴重衝突，雙方

妥協的社會性、歷史性結果是「說得

不做，做得不說」的「文化奇觀」——

官方控制的社會意識形態說的是一

套，現實生活中人們奉行的和實際

做的是另一套，從而造就了社會的

普遍虛偽。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長

期令人尷尬的現象。

斗膽而論，商業價值體系和傳

統道德理想體系在中國海洋社會中

是同時並存的，前者因在傳統文化

中難登大雅之堂，故儒家文化傳統

載體的中土知識份子，根本不屑於

像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等西

方知識份子那樣從理論上論證其合

理性，使之堂而皇之地佔據意識形

態的主導地位。中國現實生活中的

商業經濟運作體系同正統的意識形

態體系從來是尖銳對立的，而非西

方社會那樣互相支撐、良性互動。

這屬文化性格中的人格分裂現象，

可稱之為「文化性精神分裂症」，它

至今仍嚴重困擾þ我們這個民族，

這一文化病癥所造成的災難既是巨

大的，又是不易為人察覺的，因而

是整個民族的悲劇。

《走向》雖然初步涉及了海商社

會的意識形態問題，諸如「倫理規範

身份」（頁202）、「心靈依賴神靈」等

（頁217），但分析的深度不夠。陳東

有所指出的商業行為互動的種種不

足和弊端（頁327），在相當程度上是

需要從商業社會的意識形態層面來

解釋的。今後「中國海洋社會」意識

形態領域的複雜性是個很值得研究

的課題，根據韋伯（Max Weber）的

極端說法：只有在具備了稱之為資

本主義精神的新教倫理的地方，才

會產生現代化社會。此說雖有偏激

之嫌，但考察一個社會由傳統向現

代轉型，不能不涉及社會意識形態

結構。另外，由於傳統史學理論的

因素，中國海洋社會內部經濟領域

的運作已受到研究者重視，但海洋

社會內部其他領域的運作，如法

律、軍事、外交、金融等則被忽

略。比如，中世紀在威尼斯、米

蘭、佛羅倫薩產生的商業契約法在

資本主義興起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中國海洋社會的法律機制和

涉及商業的法律機制是如何運行

的？澄清這些問題不僅為了還原歷

史，更在於同西方文明的比較中認

識我們自身的特徵，認識從十六世

紀以來我們落後的原因，乃至今天

仍落後於西方一大截的根源所在。

從這種意義上講，《走向》為此作了

紮實的基礎性研究。

商業價值體系和傳統

道德理想體系在中國

海洋社會中是同時並

存的，前者因在傳統

文化中難登大雅之

堂，故儒家文化傳統

載體的知識份子，根

本不屑於像盧梭等西

方知識份子那樣從理

論上論證其合理性，

使之堂而皇之地佔據

意識形態的主導地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