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o07年8月

Au瓦2007

                      玄庆工商大华华报(杜会科举段)

JournalafCho.叮qlnRTechnolo比y边ndBu，in巴，，Univer吕ity‘段{ial氏1朗卿 创iUon)

那24冬草4期

Val.24 NO_4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人与商会史研究综论‘

草婷婷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资州 资阳550001》

    [摘要」自加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商人与商会研究发展达这，学术界围绕若商人与商会

研究的主要层面、商人与商会的总体与个案分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成鱿与不足子问

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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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中国商人与商会研究发展的百年历程，

可以说成果斐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近二十年

中，仅关于近代商人研究的著作就有16部，发表的

相关论文即达 170余篇，近代商会史的研究也是硕

果累累，涉及此研究领域的各个层面。代表作有:

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1年)、《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
家— 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袱华中

师范大学出版杜，1997年)等等。马敏《官商之间:

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1991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

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唐力行《商人与

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等。
相关论文有:朱英《近世中国商人发展历程的新探

索》(《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近代中国商团
研究述评》(‘近代史学刊》2001年12月第1样)

等;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80
年第‘期》，皮明森《式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和商

团》(《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胡光明《论早期

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

4期);温小鸿《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发展与演
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黄逸平《近代

宁波帮与上海经济)(‘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等等。

    商人，是近代中国命运起伏颇大的一个社会阶
层.晚清的重商主义浪潮让一直位居“四民之末”

的商人地位大为提升。但 1949年后，私营工商业

的取缔使商人这个重要的社会阶层被冷藏。改革

开放以后，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会研究又日趋成为近

代史研究的热点。以下笔者试就近二十年研究状

况作一简要概述。
    1、近代商人与商会研究的主要层面

    商人群体是学者们讨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近代商人群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条由商帮到行

会再到商会，最后被党化权威整合的曲折道路。其

中商会是论述的焦点，分别有四部专书问世:徐鼎

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马敏、朱英著《传统

和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虞和

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著《转型时期

的社会与国家— 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

透视》.徐、钱二位之合著以时间为序，对上海商会

之发韧及组织演变、其于清末民初的经济活动、与
本世纪初30年中国政治变迁之关系等均有较详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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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马、朱之合著则从社会史角度探讨了苏州商会 2、近代商人研究

之创设、组织系统、社会职能及性质等七个方面的 (1)商人与政治。学者们最初是从中国资产阶
问题;虞著为通论性的商会研究专著，他把商会置 级发展史的角度来研究商人的，因此带有很浓的政

于中国早期现代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提出了不少富 抬色彩。但近二十年来，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有了
有新意的论点;朱英新著以商会为研究主体，阐释 新的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了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社 第一 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张亦工、徐思彦认

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除了上述专书外，讨论商会 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期处于政治启蒙时

的论文还有多篇，如胡光明对清末及北洋时期天津 期，但政治能力感、党派意识与政治社团、领袖的缺
商会之研究、屠雪华对苏州商务总会性质的分析、乏，使他们最终未获成熟的政治发展。囚马敏认为

梁洪生对江西吴城镇商会历史的发掘等均颇见功 近代绅商日渐明显的政治参与意识源于抵制外货
力。tlJ 挽回利权的经济斗争。[.]虞和平、朱英指出，只有在

    论及商会研究，不可避免涉及商团.商团是商 商会产生之后，商人有组织的政治参与才成为可
会的一支武装力量，与商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能。[10J

关于商团的性质，沈渭滨、杨立强以上海为例，指出 第二，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研究者们讨论得

商团是商业资产阶级政治武装团体，它既维护商业 较多的是商人与1912一1916年袁世凯政府以及与
资产阶级行帮利益，又协助清政府维护统治秩序。1927一1937年的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马敏、
具有行帮武装和政治武装的色彩。川皮明寐分析了 朱英认为1913年商人在二次革命中支持袁世凯是

武汉的情况，认为商团是一种半武装性的组织，具 资产阶级的阶级主体与其政治代表相脱离的“政治

有明显的政抬性质。但武汉三镇的商团情况不尽 大滑坡”。[ll〕至于其原因，徐鼎新指出:商人对袁政
相同，汉口商团具有纯商、纯民性质.武昌、武汉的 权支持与否，“是以这个政权是否体现民族资产阶

商团则是绅商合办。[a]冯天瑜等人认为，武汉商团 级要求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为前提的”。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要求，但对此没有展开 第三，商人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商人们在

具体论述.闭由上可知，不同地区商团的探讨，需要 1860年后政治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
具体地分析。关于商团的组织情况，沈渭滨、杨立 亥革命达到第一个高峰，但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
强认为，上海商团的成员很复杂，其内部思想状况 命气政治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商人们的政治

和政治态度也是不一致的。皮明鹿指出，武汉的商 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如1，15年反对二十一条，1919

团具有相当的群众性，不仅有大、中、小商家参加，年参加五四运动。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
而且充任团员的主要是店员、工人和城市居民。 高峰，甚而有组织“商人政府”之企图.但不久又以

    商帮研究主要集中于徽帮、晋帮及宁波帮。专 自已的经济力量支持国民党反共，建立新政权。这

书主要有张海鹏、张海滋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 并未给他们自身带来稳定的秩序和优惠的工商政

山书社，1991年10月)及张海鹏与王廷元合编《徽 策，反而使其最终丧失“政治自主性”。〔闭

商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张 (2)商人与经济及社会变迁。关于商人与经济

正明著《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 及社会问题，丁日初等人指出应把“资本主义经济
月)。宁波帮迄今尚无通论性专著问世，但有关论 的发展”当作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马

文为数不少。[sJ其他如苏州洞庭帮、江右商(江西 敏根据他对绅商阶级的考察，认为其经济活动既有
帮)等虽不及徽帮、晋帮，亦曾有论文发表。囚 推动晚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又有使近代社会经

    近代行会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仅见数篇论 济转型变得迟缓的一面。同时，学者们还注意到商
文。川学者们主要从行会的近代化、商会与行会的 人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虞和平、张海林等人

联系与区别两个角度来加以论述.如张亦工的《商 即指出在民国初年，商人的地位大为上升，其标志
民协会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考察了 便是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及其功能的强化.[’’〕

商民协会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下成立最终又被其解 (3)商人与“商人文化”。近年来，“商人文化”
散的短暂经过，认为商民协会主要是国民党试图控 一词经常出现在相关著作中。其含义界定似乎并

制资本家阶级的一个临时性“党化”工具.而不是任 不明确，唐力行曾这样表述:商人文化是商品经济
何意义上的“商民”的利益集团. 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萌芽同质的，它跃动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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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启蒙的曙光，是资产阶级启蒙文化的先导。〔伺

    3、近代商会研究

    关于近代商会，国内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肯定其
资产阶级属性，认为它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

社会团体。章开玩认为:“1904 年后各地商会的

建立，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一支独立的阶

级队伍.至此资产阶级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

的地方。呱川马敏、朱英依据清末苏州商会的档案

资料，也认为“商会是清末资产阶级的重要社会团

体”，但是“和封建势力关系比较密切的商业资产

阶级占据显要地位”。同时，还有许多论者指出，

近代中国商会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团体，但仍

带有某些封建色彩.

    另有学者如虞和平则认为商会是一种商办的

法人社团，其社团性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

是由工商界联合起来在共振实业的思想认同下自

愿组成，二是它一般只准在本地经营的工商业者人

会，三是有比较完整的组织协调体系，设置了各种

专门办事机构;四是有固定的社会整合工具，以促

使当地工商界的各子系统与其整体组织保持一致。

至于商会在实际活动中受政府强权控制的一方面，

则是由近代中国法制和民主制度不健全所致，并

非商会本身特性的表现.tl!〕

    至80年代国内商会研究已形成了上海、武汉、

天津、北京四个研究中心，分别以上海商会、苏州

商会、天津商会和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为研究对

象。90 年代中期以后，其他省市的商会也逐渐成

为考察对象，如四川商会、杭州商会、贵阳商会、无

锡商会，一些县级小城镇商会的研究也开始出现，

顾林研究了高阳商会，其他的研究还有吴城商会、
汕头商会等。与之相适应的是商会与地区经济的

发展备受学者关注。汤可可、蒋伟新通过考察无锡

商会的成员构成，认为无锡商会中工商资本家占

了相当比重。他们对近代无锡工商业的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tl幻席萍安认为，20世纪最初十年里，

四川商会组织成员将资金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对于近代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初步发展起到了促进

作用.[l.〕此间，海外华商商会也进人研究者的视
野，衰丁研究了泰国华商商会，刘宏研究了新加

坡中华总商会，陈来幸研究了日本阪神华商商

会。[20]

出.但全面仔细地观察，却发现数量颇多的成果

中，也有不少泛泛而论者，甚至夹杂着低水平的重

复制作.在研究格局、视角、方法等方面也存在不

少问题 :

    1、格局分布不太合理。时间视线多集中于晚

清，在17。余篇论文中，属于这个区间的占70%

强，而关于1912年后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时期商

人与商会的文章不到20%.空间上多集中于苏
州、上海、天津、广东、武汉等几个特定区域。当涉

及北京政府或南京政府时期，就仅限于天津、上海

等地。这种现象固然与资料利用有关，但仅依靠

一、二城市的观察，视野未免狭隘.

    2、微观考察过于欠缺.研究商人必不能离开

对一个个单独的人的微观考察，但学者们似乎搜长

于从宏观上去把握，于商人个案分析甚弱。商人社

团研究除了苏州、天津、上海等地外，其余地区亦有

待加强，研究触角也宜深人到更小的商人群体。

    3、研究视野应予拓宽。从现有研究的成果来
看，考察地区性商会的为数不少，而从整体上对商

会通史进行综合论述的成果却难得一见。对商会

进行专题性、区域性研究很有必要也很重要，但是

如果仅仅对几个地区的商会进行考察，而不对全
国商会进行综合与整体性的分析，难免以偏概全。

    4、理论与方法模式化。在放宽研究视野、引进

西方理论的同时，容易步人另一个误区，即借用

西方的理论模式与概念来硬套中国历史，忽视以

扎实的史料来做实证工作，简单地从理论到理论，

从模式到模式.使原本活生生的历史成为术语与

辞藻的堆砌。

    5、研究内容也应拓展.不仅要继续研究商人

与商会的组织状况和政治活动，更应重视对商会的

经济活动、法制建设与民间外交活动等方面的探

讨，还可以深人调查当代商人与商会的组织发展和

社会功能，并与近代商人与商会进行比较研究. ，

    以上是笔者对近20年来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会

研究成果的简单概括和总结。文中提到的许多研究

成果代表了目前中国商人与商会史研究成果的精
华，它们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有着极

为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伴随着一些问题和争

议。但我们相信这些争论会极大推动近代中国商人

与商会研究的深人，使之获得更有愈义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商人与商会研究成就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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