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講 帝制晚期中華文化的基礎：
明清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的變遷

壹、講授內容摘要：

1、問題的提出

1:1 韋伯(Max Weber)論旨：何以「理性的資產階級資本主

義」(rational bourgeois capitalism)未能在中國發展？

1:2 韋伯的解答：

(1)社會結構

(2)正統思想─儒學

(3)道教

1:3 韋伯所說的妨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幾個重要因素，到了明

清時代均有重要進展：

(1)貨幣及信用制度

(2)城市，尤其是以經濟功能為中心的城市及市鎮

(3)商業活動的發展

1:4 本講扣緊以下問題思考：

(1)明清時代經濟有何重要發展？

(2)這些發展何以未能促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

2、明清時代貨幣經濟的發展：

2:1 先秦：貨幣的使用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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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秦漢：銅錢，秦「半兩」錢；漢「五銖」錢

2:3 三國─唐中葉：全漢昇所謂「中古自然經濟」。

2:4 唐中葉─明中葉：

2:5 明中葉─鴉片戰爭：

白銀、銅錢並行→「銅銀複本位」時代

3、明清時代城市的發展：

3:1 中國城市的特質：

(1)起源最早

(2)以政治機能為主

(3)人口世界最多

年代 世界最大都市 人口

800 長安 80 萬人

1100 開封 44 萬 2 千人

1200 杭州 25 萬 5 千人

1300 杭州 43 萬 5 千人

1400 南京 47 萬 3 千人

1450 北京 60 萬人

1600 北京 70 萬 6 千人

1750 北京 90 萬人

1800 北京 110 萬人

1825 北京 135 萬人

1850 倫敦 232 萬人

(4)都市規劃齊整：唐、長安、棋盤型、市容整齊畫一

3:2 宋以後城市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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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Elvin 稱之為 ”Medieval urban revolution”

(1)經濟機能的發展

(2)非行政中心市鎮的興起

(3)專業市鎮的興起

4、明清時代商業的發達：

4:1 北宋統一以後，莊園經濟瓦解，「草市」、「定期市」等

形成

4:2 明清時代有新發展：

(1)商品交易量大增

(2)各城市均出現官司客店供行商投宿

(3)各地區專業化程度提高，商品交易的範圍更廣

(4)明清之際，農村人口過多

(5)明清時代商業資本發達

5、結論：何以中國未走上資本主義道路？

5:1 思想文化史的原因

5:2 政治結構的因素

Ping-li Ho(何炳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1962)

5:3 政治史的原因

貳、閱讀作業：

1、《中國文化史》，第十二章



88 中華文化的發展

2、A Brief History, Chap. 8

參、史料選讀：

1、沈垚，《落帆樓文集》，卷 24〈費席山先生七十雙壽序〉：

宋太祖乃盡收天下之利權歸於官，於是士大夫始必兼農桑

之業，方得贍家，一切與古異矣。仕者既與小民爭利，未仕者

又必先有農桑之業方得給朝夕，以專事進取，於是貨殖之事益

急，商賈之勢益重。非父兄先營事業於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

致身通顯。是故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為

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元、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

天下之士多出於商，則纖嗇之風日益甚。然而睦任卹之風往

往難見於士大夫，而轉見於商賈，何也？則以天下之勢偏重在

商，凡豪傑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業則商賈也，其人則豪傑也。

為豪傑則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為人所不為，不忍人所忍。是

故為士轉益纖嗇，為商者轉敦古誼。此又世道風俗之大較也。

2、《肇域志．江南十一．徽州府》(收入：張海鵬等主編，《明

清徽商資料選編》，頁 58)：

新都勤儉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賈人娶婦數月，則出外

或數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認識者。大賈輒數十萬，則有

副手，而助耳目者數人。其人皆銖兩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

賈而無疑。他日計子母息，大羨，副者始分身而自為賈，故大

賈非一人一手足之力也。他俗習懶習賺，有賈無副，則賈不行。

其數奇敗折，寧終身漂泊死，羞歸鄉對人也。男子冠婚后，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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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家食者，則親友笑之。婦女亦安其俗，而無陌頭柳色之悔。

青矜士在家閒，走長途而赴京試，則短褐至骭，芒鞋跣足，以

一傘自攜，而吝輿馬之費。聞之則皆千萬金家也。徽人四民咸

朴茂，其起家以資雄閭里，非數十百萬不稱富也，有自來矣。

3、《大清律例按語．卷 59．刑律》：

凡官民之家，除典當家人隸身長隨，仍照定例治罪外，如

係車夫、廚役、水火夫、轎夫及一切打雜受雇服役人等，平日

起居不敢與共，飲食不敢與同，並不敢爾我相稱。素有主僕名

分者，無論其有無文契年限，均以雇工論。若農民佃戶雇倩耕

種工作之人，並店鋪小郎之類，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稱，

不為使喚服役。素無主僕名分者，亦無論其有無文契年限，俱

依凡人科斷。

肆、課外參考讀物：

1、余英時，〈中國商人的精神〉，收入：氏著，《中國近世宗

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伍、思考問題：

1、明清時代經濟如何發展？此種經濟發展與社會風氣之變

遷有何關係？試舉實例申論之。

2、十六世紀以降中國商業的重大發展，何以未使中國走上

近代歐洲所見之資本主義道路？其故安在？試申論之。

3、假如你是(1)漢武帝(2)唐玄宗(3)宋太祖(4)明太祖，請問：

(1)你所面臨的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問題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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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將以何種策略加以解決？為什麼採取這種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