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思想相结合,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全新

意义,这已是近三百年后的事了。使黄宗羲始料不

及的是,他的 5明夷待访录 6等到的不是贤明君主,

而是掀翻封建王朝的革命志士。中国文化的近代化

经历了开启 ) ) ) 中断 ) ) ) 再开启的艰难历程。历史

的因缘际合,使这一过程推迟了近三百年,但晚明作

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起点,却长留青史,于今不衰。

1刘志琴 ( 1935) ), 女,江苏省镇江市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2

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
陈支平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16世纪至 17世纪中叶, 即一般所谓的明朝中

后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明朝

是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王朝, 它把专

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社会经济发展超过宋元时代的最高水平, 并从中酝

酿着新旧交替的冲动。伴随着明王朝统治的由盛而

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都显示出天崩地解的征

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进人了晚期发展阶

段。正是在这个时期内, 中世纪的欧洲发生了革命

性变革,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早期西方殖民

主义势力与中国航海势力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

的相遇,使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再也不能孤立于世

界历史发展之外了。这些与以前历代王朝不同的境

遇,造就了明代中后期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多变

的时代风貌。

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之初, 以其传统的小农文

化思维,力图恢复构建一整套完善而又可以严密控

制的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社会经济格局。黄册户籍

制度、里甲管理体制、赋役征收方式以及基层社会教

化体系,等等,都力图使农民安顿在土地之上, 四民

各安其业,形成自上而下的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统治。

然而, 到了明正统至正德 ( 1436) 1521)年间, 明王

朝的政治统治并没有一如既往地按照朱元璋设计的

路线前进,而是出现了种种弊端。宦官专政,政治腐

败;经济秩序混乱,财政拮据。鞑靼、瓦剌兴起,屡叩

边关, 突入长城。明廷失去了定国安边的强大实力,

内外交困。农民经济状况恶化,大量人口向边区、山

区流动,抗争暴动,此伏彼起。与此相反, 流民、棚民

开发山区、边区, 促进了湖广区经济地位的提升;朝

贡贸易衰落,沿海势豪、商人以至亡赖 /冒禁通番0,

私人海上贸易兴起。政治的腐败与经济的发展形成

新的冲突,思想文化界也出现了反传统的呼号。王

阳明创立的 /心学 0, 很快风靡学林, /厌常喜新 0蔚

为风尚。

明嘉靖与万历 ( 1522) 1620)年间, 明朝政治衰

象显现,帝王腐化,首辅柄政与宦官专权交错更迭,

朝臣中朋党树立;赋役紊乱, 财政匮乏, 边疆、海疆频

频告急。除了历史上常有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威

胁外,又加上东方的倭寇和西方的早期殖民主义者

的挑战。与王朝的没落相反, 封建统治的衰败在一

定程度上为民间社会突破原有的统治格局和自主经

济的进步提供了某种良好的环境, 社会经济向商品

经济倾斜发展,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地主经济和农

民经济都和市场发生更密切的联系, 契约租佃关系

发展,定额地租普遍, 地权分化激烈, 产生永佃权和

/一田二主 0。手工业区域分工与专业化有所发展,

流通市场扩大,区域性商人集团活跃,工商业市镇在

江南等先进经济区域兴起, 乡村手工业和市镇手工

业都有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中西经济文

化的交流和冲突开始, 中国的海寇、海商与葡萄牙、

荷兰海盗商人角逐于东西洋上。月港 ) ) ) 吕宋 ) ) )

美洲间太平洋航路的接通, 使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

系更加密切。中国海外贸易顺差带来大量白银货币

(西班牙银元 )进口,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一定的冲

击。市镇居民开始显示力量,逐利拜金、奢侈浪费形

成风气。重利忘义, 恃强凌弱,贫富贵贱起落不常,

上下尊卑秩序出现混乱甚至颠倒。思想文化领域形

成 /以情反理 0、冲击传统的浪潮, 一向为人们所轻
视的商贾、庶人、优伶等起而摇铎讲学,鼓吹藐视礼

法、追求个人情性、及时行乐等异端学说纷陈, 科学

巨著与通俗文艺并相争妍。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都透出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显露出新

旧冲突变动的征兆。总之, 以农村经济的新变化为

背景,国内外贸易的繁荣, 城镇经济的发达, 商品货

币流通的拓展,社会行业及其分工的扩大,促进手工

业生产的发展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 社会经济走上

了以往各个历史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带有某种 /近

代以前的工业化 0的历史进程, 从而引发了社会习

尚乃至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变化,这就是明嘉靖、

万历时期社会经济变迁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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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天启与崇祯 ( 1621) 1644)年间, 明朝统

治走向穷途末路。党争激烈,宦官魏忠贤专权,加剧

了政治上的混乱局面。满族贵族在东北建立 /后

金 0 (后改称 /大清 0 )政权, 并南下争雄,荷兰、西班

牙殖民者侵占台湾。为对付内忧外患, 明朝统治者

消耗了国力,进而向民间残酷榨取。水、旱、蝗、兵等

灾犹如雪上加霜, 南北农民纷纷揭竿而起。明廷招

架无力,节节败退,最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所推

翻。在大动荡、大分化与大组合的过程中,新兴的满

族贵族战胜了农民军,建立了清朝。南明地主势力

和以郑成功为代表的海上势力也在抗争中失败。社

会经济积累在内乱中消耗殆尽,新旧交替的冲突为

一场改朝换代的历史变故所取代。

从比较世界史的立场来观察, 明初中国封建王

朝国力的鼎盛时期正是欧洲 /黑暗 0的中世纪。西

方透露出的资本主义曙光与明中叶以降中国社会新

旧交替的冲动几乎同时。西方的兴起, 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的成功, 正是中国的明清之际。西方文明赶

上东方文明,中国从先进到滞后,就是在这一时期内

发生的。

客观地说,明代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中国的社

会经济有发展、有迟滞。西方兴起所出现的新事物,

在明代也有类似表现。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 /这

一运动的 -历史必然性 . 明确地限于西欧各
国 0 [ 1] ( P430)。明代稀疏存在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其他

新因素,尽管没有显现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但却

是一场中国式的 /原始工业化 0 (近代工业化前的工
业化 ), 是传统体制内的变迁。明代后期, 经济作物

的推广,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家庭手工业从为本地市

场转变到为外地以至国外市场提供产品, 商人资本

向手工业渗透,在生产力进步有限的情形下,商品生

产在量上有很大的增长。这就是 /原始工业化0的

开始。作为 /原始工业化 0的成果, 中国的手工商品

在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中具有价廉物美的竞争优

势。而大量中国手工商品的输出, 还为西方的兴起

准备了条件。当时的南中国, 确有一股 /海洋商业

文化0的气派。

从 /西化 0的标准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内的 /原
始工业化 0和以后的 /近代化 0, 都是值得商榷的。

而且, 论者往往夸大明朝统治者海禁政策的阻碍作

用。实际上,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正是突破统治者厉

行的海禁政策发展起来的,而 /原始工业化0正好与
此同步。有明一代, 如果不是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

角度, 而是从社会实际生活的角度看问题,明代后期

比明代前期应该是更为开放的。中国人私人出海贸

易, 外国人私人来华贸易,在明代前期那是不可想象

的, 但在后期却已成气候, 屡禁而不止了。直至明

亡, 郑成功的海上势力操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海

洋贸易的牛耳,收复台湾与顶住荷兰等西方殖民者

的东进是举世公认的事实。明朝海禁政策对 /原始

工业化0的进程有影响, 但绝非决定性的因素。
把海洋贸易作为西方兴起的决定性因素, 从而

把资本主义文化概括为 /海洋文化0, 即使在今天的

西方学者看来,也属偏颇之论。那种把中华传统文

化说成是农业文化,否认其多元性,甚至把中国在近

代的落伍归咎于传统文化,都是错误的。实际上,明

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形态, 已经向世人展示了一个

极富社会经济多元化色彩的雏形。

那么,明代中叶以后开始的 /原始工业化 0为什

么没有成功而且迅速退潮呢? 从根本上说, 这与中

国传统社会多元结构的影响和制约密切相关。中国

传统的社会结构具有既早熟又不成熟的二重特征,

它包容多种生态环境、历史发展背景、经济文化发展

程度等各不相同的民族与区域于一体, 互为补充、互

为牵制,有其他社会所无法比拟的适应性和弹性。

一方面,它可以比较灵活地改变自己的表层结构以

适应各种变化;另一方面, 又善于抵御各种变化, 保

持深层结构的不变。这样, 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往往

成长到一定限度便被化解或吸收, 反传统最终被导

向补强、完善传统
[ 2]
。在这一社会结构内进行的

/原始工业化 0, 如果不被中断的话, 本来有可能自

行发展为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 /近
代化 0。但明代后期传统社会结构的化解力相当强

大, 致使这一过程扭曲, 新生事物或很快夭折, 或改

变发展方向, 尤其是明代后期中国存在着严重的

/制度性0缺失,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均不能给经济
社会发展的新因素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反观同时期

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他们的海外活动则基本上得到

本国政府的肯定与支持,而明末的中国海商集团们,

一方面要与外国势力争夺东方的海上贸易权益; 另

一方面,又要抵御来自本国政府的压迫与追剿。在

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经济新因素发展的艰难曲折

就成了必然的一种趋势。

从这场 /原始工业化 0的发展机遇来说,它缺乏

社会环境条件的配合。到了明末, 明朝统治者超限

度的榨取,持续而普遍的特大灾害的袭击,大规模的

内战和动乱,造成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

坏。 /原始工业化0所必需的环境条件遽然改变, 再

加上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意识的保守坚韧性,

无法从社会制度的层面保障新生的社会经济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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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于是, 明代中后期所出现的这场 /原始工业

化 0的发展机遇, 不得不在各方面的直接摧残和间
接摧残之下逐渐丧失。明朝灭亡, 郑成功海上势力

的消失,这一进程也就随之中断了。与西方的兴起

相比较,颇为相似的事情引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既透露了中国历史前进

的生机,又给后人留下扼腕叹息的遗憾。重温和借

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变迁及其新因素发展进程

的中断,固然令人扼腕叹息,然而我们还不能不乐观

地看到,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与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改变与滋长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模

式的重新审视,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变迁

发展对于当时思想文化与民间社会习尚所产生的冲

击,已经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中培植和滋长了容纳

多元经济成分特别是商品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相辅

相成的价值观念。我们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

明代社会经济史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对于这一价值

观念的重视。实际上,一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往

往比起一种社会的经济生产模式更新, 更具有历史

的长远意义。因为当这种容纳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

的存在一旦有了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相为

匹配, 价值观念将很快地发挥其潜在的社会功能,为

社会经济的转型起到极为强劲的推动作用。入清以

来,中国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制度更趋保守,虽然说曾

经在清代中期兴起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高峰, 但是从

社会经济的结构格局来观察, 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

发展模式并未对明代中后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丝毫

突破。因而,清代的社会经济也必然难于寻找到更

为有效的发展途径, 它的逐渐衰败也是必然的。近

代以来,中国历经苦难, 明代中后期所滋长的这种多

元经济的价值观念, 依然无法得到正常的发挥。尽

管如此,我们从这数百年来的经济发展轨迹中还是

不难看出,中国人对于多元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

济的追寻与实践,从未间断过。一直到了 20世纪八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无论是社会

环境,还是制度的保障等方面,都为多元经济特别是

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有益的条件, 中国潜

在的容纳多元经济的价值观念, 得以前所未有的释

放。正因如此,我们在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演变

历程的时候,千万不能再度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

包含的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滋长起来的多元经济价值

观念的作用。否则,任何一种经济政策的推行,如果

无法得到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的呼应,那么,这种政策

的实施势必是步履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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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与中国近代化的迟滞
毛佩琦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2)

  长期以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学者提
出了一种说法, 即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发

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

主义的影响, 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

会 0。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萌芽说的理论

根据。基于长期研究,史学界形成的广泛共识是,中

国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

的萌芽。但是,史学界对这一结论从来就存有分歧。

比如, 什么是萌芽? 萌芽占多大比重? 萌芽为什么

没有继续生长? 等等。面对这些问题, 学者们根据

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笔者则

认为, 明清易代是中国近代化迟滞以及中国从先进

走向落后的转折点。

一

明代中晚期,传统经济充分发展,新的经济因素

大量涌现。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

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政权用

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 户籍、黄册与赋役制

度 ) ) ) 与以前历朝大同小异 ) ) ) 渐渐失灵。经济的
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

尺度。就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 中国社会已经明

显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明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不

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 而且还

支持了强劲的海外贸易。需要说明的是,明朝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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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1775年,北美发生了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起义;

1783年,美国宣布独立;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1792年, 法兰西共和国成立。此外, 西方的学校教

育也开始全面近代化,各个学科体系建设逐渐完成。

历史的发展表明,尽管清前期曾一度走向强盛,

但其僵化封闭的国家运行机制却使得中国逐渐成为

世界近代化发展潮流中的落伍者。可以说, 清从清

太祖立国至康乾盛世,也正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下,从

先进走向落后的二百多年。在这段极为关键的时期

里,清廷没有主动延续晚明开启的中国近代化之路,

也因之而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历史机会。但颇

具嘲讽意味的是,内生于晚明的中国近代化历程,在

清朝一度中断后,却在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炮击之

下被迫重新开启,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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