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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过程中的

经世派知识分子
,,,以金安清的经济思想为例!

熊金武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GG#

摘D要!在西方经济思想逐渐传入近代中国的同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也经历着主动的现

代化过程% 对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考察有利于更全面的认知近代的经济思想大变迁%

在没有外来经济思想影响下#传统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第一个阶段% 作为一位

晚清经世派知识分子#金安清的经济思想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对其

经济思想的考察有利于形成对晚清社会经济思想的完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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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安清的简介

金安清$约 #%#L-#%%"%!字眉生!浙江嘉善

人!历任泰州州同&两淮盐运使等职!是一名晚清

知识分子" 他颇有经济才干!(熟悉古今掌故!凡

盐漕河扬诸务)!

/#0!与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代表

人物都有交往!曾在 #%$$ 年召集江淮一带林则徐

的旧属为其捐款"

/!0太平天国时期!金安清替清

军筹划粮饷!设厘捐!有评论称其(以一隅之地而

供给数万大军!无哗饷之虞!不可谓非人才

也)!

/G0后入曾国荃幕府!深得曾国荃信任和曾国

藩器重" 不过晚清重臣文祥认为其(小有才具!

心术不端)!

/G0/$0这导致其难入政府!终身不得大

用" 金安清一生著作颇丰!现在可供查考者仅有

+水窗春呓,&+东倭考,&+筹洋三策,&+能一篇,

等数种" 不过!时人著述中多有记载其生平事迹"

金安清作为一名传统的经世派知识分子!没

有接触西方经济思想!几乎与西学东渐的浪潮脱

离!但是他为人务实!对当时主要经济问题都有独

到见解!是一名用传统经济理论看晚清社会经济

问题的典型" 盐政问题和洋务问题是其现存文

献中论述最丰富的两个部分!分别代表了传统

社会内部问题和新出现的近代问题!为我们提

供了案例考察近代传统经济思想面临挑战时传

统知识分子的反应"

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动现代化

"一#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的两种路径

近代的中国经济思想一直处在以现代化为特

征的演变中!并存在两种相互关联的现代化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外来经济思想的移植!即以西方为

主的外来经济思想在中国传播!在学习西方经济

理论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思想实现向现代转变" 从

这个路径看!近代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种西方

经济学说传播史!也是传统经济思想为西方经济

思想所取代的零星历史" 这种路径开始也许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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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少数洋教士&外籍教师等外国人的传播!

!

进而通过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和翻译外国文献!西

方经济理论开始成体系的传入!最终新式教研使

得西方经济思想扎根于中国" 第二种路径是传统

经济思想的主动现代化!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

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在主动适应近代经

济环境过程中实现了现代化再造" 从这个路径

看!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进是一种传统经济思想

的主动自我现代化!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也在这

个过程中实现了延续" 这两个路径是相互影响

的" 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既是传统经济思想主动

现代化的动力!也为其提供了形式方法上的模板

和方向" 同时由于中国文化包容性强!这两个路

径长期交叉并立的!构成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复杂

形态"

对于第一种路径的研究已经有很多重要成

果!然而第二种路径却还没有被强调和深入研究"

本人认为对于第二种经济思想演进路径研究是很

重要的" 因为(拿来)的经济思想不是从中国实

际问题出发!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解释力和指导

性都比较弱" 传统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是与中国

社会变革相伴随的!始终以不断更新的方式对中

国经济发展发挥着普遍的影响"

"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机制

近代经济思想演变是以社会转型而不是西方

经济思想为基础的" 许多传统知识分子即使没有

接触西方先进经济理论!也会基于传统经济理论

对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产生新的认识!构成了近代

经济思想的主动现代化" 这种路径代表了传统经

济思想的活力" 与第一种路径相对应!经济思想

主动现代化大体可以包括三个阶段" 其第一个阶

段是传统知识分子处理各种新经济问题时的思想

颤动" 传统知识分子徘徊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

间!敢于抛弃传统经济思想中的各种教条式的结

论!从传统经济观念和思维模式出发研究新的问

题" 传统经济思想对传统经济问题依然是有效的

只是缺乏突破性!比如盐政&漕运等!然而对新的

经济问题!传统经济思想只能不断进行调整!比如

基于传统轻重观点产生了(暗合说)!(道器说)!

(中体西用)等" 第二个阶段是传统经济思想在

与西学对抗中不断改造" 由于缺乏对新的生产方

式和经济制度的解释力和指导性!传统经济思想

在西学东渐浪潮中不断式微!然而却能一直延续"

第三个阶段是传统经济思想采用现代的概念体

系&分析方法&表述形式等等!完成现代化改造并

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民生主义经济学" 本文就

是以传统经世派知识分子为例对第一个阶段经济

思想主动现代化加以考察"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古今连

贯的" 整个近代经济思想演进中!传统经济制度&

经济概念!甚至经济思维方式已经有巨大的改变!

但是不能据此认为传统经济思想被现代经济思想

简单取代!经济思想现代化就是西化" 因为作为

特定地域内形成的经济思想!中国经济思想最根

本的内容不是一些形式上的概念和分析方法!而

是经济价值观念!也就是经济思想的文化性" 中

国传统经济价值观念和经济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

上是延传下来了的!所以近代经济思想史是与古

代经济思想史相一致的!传统经济思想从未中断!

只是在西方经济思想和新经济形式的冲击下的再

造" 典型的就是!三大经济教条虽然已经少有人

知!但在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中却始终延续

着!同时传统的(本末)&(轻重)等经济思维方式

依然发挥着作用"

"三#近代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的复杂性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文化根基深厚!近代经济

思想现代化历程异常缓慢和复杂" 新的经济思想

起初只在沿海和城市传播!而传统经济思想则在

内地和农村长期保持支配地位" 传统经济思想总

是不断(沉渣泛起)!一批人接受新的经济思想

后!又有一批秉持传统经济思想的人成长起来"

相当于一个水缸换水!其他国家或文明也许在很

短的时间内就全部更新!而中国却需要更换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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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路径是以中西交流为基础的#国人在接触外国人或者外国事物的时候也会受到其经济观念的影响% 比

如商业理念$会计制度等% 从这个角度出发#西方现代经济理论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至少在 #%$" 年以前#比如广东十三

行的行商%



次!因为每次西学东渐浪潮只能使得一部分水更

换!现代化只是逐步实现" 每一次新旧思想更换

从宏观上看是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化阶段历程!

从微观上看也是一个时期知识分子的沉浮" 对各

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经济思想的考察有利于形成

近代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具体认识" 然而!如

果将经济思想史研究停留于对历史名人和先进人

物的先进思想的考察!就忽略了对各个时期经济

思想状态的全面了解!不能形成对经济思想主动

现代化的整体认识" 为此本文选择对一位传统社

会内部的非(先进)知识分子的经济思想加以考

察!试图形成对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第一阶段的

部分认识"

三$传统盐政经济思想的有效性及金

安清的务实开放性

在咸丰同治时期!西方势力还主要集中于沿

海地区和海关!盐政还是一个传统社会内部的具

有中国特殊性的问题" 而这类经济问题在当时是

难以通过拿来主义方式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解决

的!所以(清末的盐政改革思想主要以中国传统

经济思想为渊源)"

/N0金安清参与了对饷盐制改

革的全过程!是主要的改革执行者"

"一#传统盐政体制内改革

针对饷盐制弊端丛生的情况!金安清采取了

(寓纲于票)的改革方式!结合票盐制和纲盐制优

点!实行商运与官运并存" 当时一般学者都强调

恢复到票盐制!实行完全的商运!金安清因此受到

曾国藩&冯桂芬等人的批评" 不过官商并行能够

快速恢复淮盐在两湖和江西等地的销售!(寓纲

于票)至少在速度上是最有效的改革方案"

金安清在传统盐政制度内灵活务实的运用票

盐制和纲盐制!使得饷盐制造成的问题得到了纠

正!体现了传统经济思想对传统社会经济问题的

解释力和适用性" 不过!这个改革方案仅仅是暂

时缓解了晚清盐政危机而已!新的盐政问题又很

快出现了" 因为传统盐业制度具有过高的财政职

能!政府干预下的盐业市场必然面临各种市场扭

曲!惯用的垄断性产销方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

济程度不断提高的晚清社会" 金安清只能在传统

盐政制度内徘徊!却不能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

"二#重商不等于重市场

在没有西方影响下!传统盐政经济思想也存

在一个独立的演变趋势!那就是对商运的重视和

对官运的反对" 当时一般重视官运者仅仅是用垄

断商人替代积弊很深的官员!以垄断市场替代行

政资源配置而已" 与此不同!金安清不仅认为商

人富于才干!与良相&良将&良吏&良医并列为(五

良)!

/#0$$而且积极维护商业利益" 金安清对陶澎

票盐改革也表示了批评意见!因为其使得(一时

富商大贾顿时变为贫人!而倚盐务为衣食者亦皆

失业无归)"

/#0G!在饷盐制改革中!金安清从保证

货款利润&缓缴厘金和打击私盐等三方面提出保

护措施"

需要说明的是!金安清维护商人利益仅是保

护垄断商人的利益而已" +淮盐西岸认运章程,

规定盐商(以五百引为始!愿多者听!少者不允)!

事实上限制了盐商的市场竞争!形成垄断盐商!同

时限制商人自由市场竞争!规定食盐价格由官定!

整轮依序销售!不允许(争先押后)&(私相授受)

和(跌价抛售)"

/I0可见!重商运不等于认同市场"

(重农轻商)是传统经济思想三大教条之一!对商

人态度成为许多学者认定经济思想者先进与否的

标准" 金安清作为传统知识分子能够周密的保护

商人利益是可取的!但是在打破(重农轻商)教条

的问题上却依然有限!不可与洋务运动时期(商

战)思想相比" 可见!相比于西方经济思想引致

的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传统经济思想自我现代

化在第一个阶段是有限且缓慢的"

"三#对洋商和洋船的开放性

金安清经济思想的开放性突出的表现在对外

国商人和外国技术的态度" 在太平天国时期战争

状态下!运输安全是恢复淮盐在两湖和江西传统

市场销售的前提" 金安清提议通过外国轮船拖运

食盐!因为轮船航行速度快!利于与私盐抢占市

场" 曾国藩虽然承认当时雇佣洋船已经很普遍!

但仍以总理衙门禁令为由加以否定!并认为(轮

船拖带一节!听商人自雇则可!由余奏定则不

可)"

/L0同时!盐商是恢复票盐制的前提" 在国内

盐商资本紧缺的情况下!金安清提出上海洋商

(熟于交易!而不熟于舞弊)!(招$洋%商贩运!

22!可以速转运!可以绝私枭)"

/%0曾国藩和冯桂

芬等人认为不可以让洋商干预盐政!以非经济的原

因否定" 相比于海关已经任用外国税务司!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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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食盐却被禁止!或许是因为盐税的财政职能更

重要的缘故" 虽然金安清认为洋商不善舞弊难免

天真!不过其认识到洋商的商业效率高!并敢于接

受洋商和洋船!体现了其经济思想的开放性" 面对

洋商和洋船等近代事物!这种开放性是传统经济思

想主动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四$洋务问题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局

限性

传统社会受到的挑战是以洋务的形式出现的"

洋务是传统社会制度思想受到的第一个挑战!也是

当时经济思想争论的焦点!成为经济思想现代化的

契机"

"一#&固本待时'和自强

(战)与(和)是金安清论述洋务问题的基本

命题" 金安清反对急于与西方开战!认为(人知

和之可耻!而不知战不胜而求和之更可耻" 人知

战之为上!而不知不战而能屈人之更为上)!

/H0在

清政府内困外交之下首先需要自强" (固本待

时)

/#0%L就是其基本洋务理念" 金安清强调对中

国自身实力的提高!而提高的方法就是在(本)的

层面加以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金安清并没有明

确提出社会政治改革的要求!但是却极大地肯定

了日本明治维新!认为(今之倭王!驱将军而自主

其权" 焚诗书!易服色!其远大之志!一如赵武灵

王之类!)

/#"0!"%同时也表示日本(性之狡悍!而加

以西 洋 军 械 之 精 良! 22! 此 可 为 长 虑 者

也)"

/#"0!"N

"二#对洋务运动的质疑

基于其(固本)的思考!金安清对洋务运动时

期单纯学习西方技术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西方技

术进步层出不穷!(我虽疾足以往!彼则绝尘而

奔!果何恃而操于胜乎5)金安清强调非技术层面

的自强!也就是(吏治也!民生也!士习也!军纪

也)"

/##0!"N金安清的(固本)方式看起来有老生常

谈的味道!过去的研究也一般将持这种思想者定

性为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 需要注意的是!所

谓(吏治)&(民生)等仅仅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经济

思维方式而已!其内容已经发生变化!并不是重复

传统教条!比如西方(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

民等)!

/#0%L

(兵将法律之精且严者!本也#轮船大

炮轮船大炮之利且远者!末也)"

/#0%L事实上!这种

强调非技术层面的思想有利于将洋务运动引向政

治文化制度改革!相比于简单学习外国技术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却有进步之处" 所以!正如其

所说(谈洋务者!于西人之根本长技!独不一深长

思之!何哉5)

/#0%N可见!虽然金安清所用的概念是

比较传统的!但其内容却已经发生变化!本末等经

济思维方式也没有妨碍其对新事物的接受" 这也

是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一种形式"

与此同时!金安清也提出了洋务运动操作层

面上的几个问题" 首先!反对洋务运动(急速求

奇效!徒乱人心!制器则画虎不成!临阵则羊鹤不

舞!以举棋不定累庙算)!

/#0强调改革不可冒进妄

行" 其次!反对将大量资源投入对西方军事产品

的购买!认为(竭千百万小民之脂膏!购东西洋唾

余之船炮!筹防未足云备!帑项则已全虚!弊政永

远难更!民生则已重困)"

/#0最后!强调发挥中国

优势!不必自卑!指出(夫中土之于西洋!未必百

事不如!亦未必百事皆胜!其间人情风俗各有所

长!而天理所存则无二致")

/#0可见!金安清对当

时洋务运动的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其很多观

点对于现在反思洋务运动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关键的是!这些观点不是从西方经济思想得来的!

是基于中国传统经济思维方式和传统经济思想形

成的!也是传统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体现"

"三#传统经济思想的局限性

对于晚清洋务困局!金安清显得批判有余而

建设不足" 他的改革建议更多还是重申传统观

念!回归传统体制!比如(用兵之道!不出乎6法令

严明!恩信昭著.八字)"

/#0金安清强调中西文化

差异!并据此以为即使西方社会经济制度有很多

优点但也(不易学)!甚至感叹(欲强中华开天辟

地数万年之人心风俗!驱迫之以仿照西洋!虽以汉

武&秦始之威!其不能有尺寸之效亦明矣")

/#0这

表明!金安清虽然能突破一些传统思想的藩篱!但

终究难以解除传统经济思想的局限" 随着晚清社

会转型!传统经济思想不能合理的解释当时社会

经济问题并给出适当的解决方案"

与之相反!西方经济思想是符合近代社会生

产方式的!即使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国情!依然具

有强大生命力"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发展和

普遍应用!特别是以建模为主的定量分析模式的

发展!强有力的见证了这一点" 所以!金安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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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世思想并不能像那些接触过西学的知识分子

一样提出系统的改革意见"

五$曲折中的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

代化

作为传统知识分子!金安清对当时的经济问

题的看法也是基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思想范

式的!比如习惯于引用历史典故或者先贤先王的

语言作为论证!以(本末)&天人之说!道器之说等

的思维方式" 其观点既有真知灼见!可为今日所

借鉴!比如对洋务运动和日本侵华之忧等" 同时!

与同时代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他也提出过一些显

得荒谬的见解!比如他认为可以(宽免$洋人%沿

海关税!抵其入江入京两事)"

/H0另外!他也持有

明显的(暗合说)!认为洋人的制度(仍不能逃出

中土圣贤之大道至理" 且举措之间!时有一二暗

合者!此其所以强也")

/#0当洋务兴起西学东渐

后!金安清晚年不得志!就如同其秉持的传统经济

思想不断式微一样" 不过!一代新人换旧人!金安

清只代表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第一个

阶段的一类知识分子而已" 近代中国经济思想演

进包含了在西方经济思想影响下传统经济思想的

不断式微!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经济思想现

代化!而且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是最重要的路径"

首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现代化并不是以照搬西

方模式为开始的!反而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一直

保持独立状态不断主动调适" 其次!中国传统经

济思想依然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尤其是盐政&漕运

等传统社会问题" 再次!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

普遍存在!并且传播到海外!形成经济思想的东学

西渐" 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的研究不仅利于

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变革!而且有利于

明确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主体性和民族性!更对

于重新塑造民族信心和民族认同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 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 'V()北京+中华书

局##H%$)

'!( 林则徐)林则徐书札手迹选'V()北京+紫禁城出版

社##H%N+$)

'G(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V()太原+山西古籍出版

社##HHI)

'$( 徐柯)清稗类钞2度支类'V()北京+中华书局#!""G)

'N( 夏国祥)近代中国盐政改革思想初探'*()盐业史研

究#!""H!G"+$"M$I)

'I( 曾国藩)曾国藩文集'V()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

#HHL+GNN)

'L(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
!

家书二'V()长沙+岳麓书院#

#H%N+HLI)

'%( 冯桂芬)校庐抗议'V()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HH%+!II)

'H(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三'V()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GHM$")

'#"( 金安清)东倭考'&()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倭变事略

'1()上海+上海书店# #H%!+#HLM!#")

'##( 金安清)我战则克论)能一篇'&()-中国野史集成.

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第三十

九册'1()成都+巴蜀书社出版##HHG+!""M!N$)

'#!(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V()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H%$)

'#G( 华和一)嘉禾人士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最初反应'U;J

F[()嘉禾春秋)#HHN# #)2??'+JJQQQ)KX8-?)8+]J

/5<25Q2JK284J#JQaJ#!)2?])

"责任编辑!杨D睿#

D+,D.#2'*'("#$4"*,$$,6*5#$'"*+,G.(6,&&()!6*'>,E(2,."'H#*'("():+'",&,

A6("(3'6D+(5/+*&

---6.W5-3&-45-3*5-.<A8+-+]5862+,32?<.<.- AX.]'/7

R_FEb*5-MQ,

$!"#$$%$&K"$)$/1"7! !#()*#(18)19-:71+4$&>1)()"-()5 K"$)$/1"7! !#()*#(1!""$GG! .#1)(%

!7&*.#6*'

S27- Q7<?7(- 78+-+]58<3(.:,.//90/+Q7: 5-?+]+:7(- 125-.! ?27?(.:5?5+-./78+-+]58?2+,32?<,-:7(Q7-??27

'(+87<<+0.8?5>7]+:7(-5a.?5+-! ?27<?,:9+0Q2582 5<27/'0,/?+8+]'(727-: ?27\537>+/,?5+- +078+-+]58?2+,32?<5- ]+:7(-

125-.)S5?2+,??275-0/,7-87+00+(753- 78+-+]58?2+,32?<! ?27?(.:5?5+-./78+-+]58?2+,32?<\78.]705(<?'7(5+: +0?27]+:7(-5M

a.?5+- +0125-7<778+-+]58?2+,32?<)&<.- 5-?7//78?,./+0?(.:5?5+-./<82++/5- /.?7h5-3U9-.<?9! &-45-3*5-. <78+-+]58

?2+,32?</5-37(7: \7?Q77- ?(.:5?5+- .-: ]+:7(- ?5]7<.-: 7]\+:57: 87(?.5- 07.?,(7+0?2.??5]7)627<?,:9+025<78+-+]58

?2+,32?<5<8+-:,<5>7?+8+]'/7?7/9(78+3-5a7<+85./.-: 78+-+]58?2+,32?<5- /.?7h5-3U9-.<?9)

8,% 9(.2&'

&-45-3*5-# ?(.:5?5+-./5-?7//78?,./# 78+-+]58?2+,32?<# .8?5>7]+:7(-5a.?5+-# ]+:7(-5a.?5+- +078+-+]58?2+,32?<

#I

第 ! 期DDDDDDDDDDDDDDD熊金武+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主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世派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