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07- 09- 08

　　作者简介: 朱坤容 ( 1978- ),女, 江苏泰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佛教与东亚哲学。

①贝拉指出: “问题在于日本的宗教中是否存在与新教伦理相类似的功能。”参看《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起源》第 3页;山本
七平指出该著作的主题是“探索经济领域里的`无形的原则’ ”。 参看《日本资本主义精神》,第 6页,以及该书“译者的话”。

第 25卷第 1期

2008年 1月

东　疆　学　刊
Dong jiang Journa l

V o .l 25 N o. 1

Jan. 2008

铃木正三“职分”思想在日本
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历史作用

朱坤容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江户时代是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期, 在这个时期, 除了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以及“割据

性”的封建幕藩体制的双重影响外,佛教思想对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思想中的

“方便权智”观念不但在佛教的世俗化过程中具有极其显著的现实功能, 而且对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发

展也具有积极作用。日本僧人铃木正三的“任何职业皆为佛行”的职分论思想是其表现之一。 “职分”

思想为江户末期商人的经济行为重新进行身份诠释提供了理据,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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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论:问题意识、研究史及相关理论

在现代化的视域下,资本主义除了是一种经

济运营方式之外, 它还包含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文化表征,所以对于其产生不能只从生产力的发

展和经济方式的变化上予以分析, 还应该从政

治、文化、思想体系等“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进行

考察。

马克斯· 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

神》以社会学视角开资本主义动力研究之新端,

罗伯特· 贝拉 ( Rober tBe llah)的《德川宗教: 现

代日本的文化起源》和山本七平的《日本资本主

义精神》就是在其影响下
①
研究日本资本主义发

展精神动力的代表性著作。贝拉在其书中提到的

“日本宗教”包括佛教、儒教和神道教, 但其主要

讨论的是儒教思想的作用, 其重心仍然是放在中

华文明圈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儒教”上;
[1 ]
山本七

平则着重从日本纯粹的自身文化要素中去寻找

促进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力量。此外,中村元

认为日本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 是由日本化的儒

学和心学以及带有浓厚土著色彩的思想构成。 [2 ]

刘金才在《町人伦理思想研究—— 日本近代化动

因新论》一书中, 从伦理思想史的角度对町人这一

群体进行了考察, 指出“在佛教宗派中,对町人伦

理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当推净土真宗”。
[3 ]( P46)

但有关内在于佛教世俗化中的教义—— “方便权

智”思想的作用和意义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揭示,

所以佛教思想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

尚有待新的补充。本文试图从日本僧人铃木正三

的“职业皆佛行”的思想出发来考察佛教从义理

上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所具有的影响,以期在为

资本主义这一宏大叙事提供一个个案的同时,对

佛教在东亚历史上的意义做一补充。

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是: (一 ), 资本主义的

本质首先或者说主要是为己的个体理念。
[ 4]

(二 ),资本主义必须有一个阶层作为其保障或基

础, 而且这个阶层必须是被社会以某种形式承认

的一类固定的群体现象。 (三 ),资本主义是一种

经济行为而非道德选择。 (四 ),宗教文化等思想

因素将对整个社会新图景的构成具有指导性作

用。 [5 ]前两点在文中着重予以展开的是日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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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的“割据性” (封建等级下的四民制度 )为

资本主义无意识提供了发展空间;后两点旨在阐

明资本主义作为经济运营方式来说, 它只是一种

职业,其参与了社会构建,属于社会分工范畴,所

以其本身不具备价值判断。

二、铃木“职分”思想对萌芽期内资本主义发

展产生影响的现实基础:流通与割据

铃木正三的“任何职业皆佛行”的“职分”思

想之所以能对萌芽期的日本资本主义产生影响

是有相应的现实基础的,江户时代是日本资本主

义的萌芽期。流通和割据可谓当时的社会政治图

景之典型。

首先在经济基础上,日本江户时代的市场经

济已经有所发展, 流通这一特征并非新鲜事物。

依照布罗代尔的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

的理论, 尽管资本主义在当时的日本尚未产生,

但市场在近世日本逐渐形成且日趋扩大,比如江

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期货市场, [6 ]( P25)同时

商品经济也在蓬勃发展。虽然幕府末期资本主义

的显著成长本身就是同海外进行贸易所产生的

结果 [ 7 ],但是在日本国内, 由于其本身制度的特

点促使城市和市场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藩阀林

立的情况下,一些强藩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地,开

展“藩营”事业, 积累资本, 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增

长。参觐交代制度在这个过程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可以说, 流通促使了资本的发展。

其次在上层建筑中,封建幕藩体制在资本主

义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制度保障的作用。其中最重

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割据性”。这表现在两个方

面。

一是思想体系中的四民分治的身份割据。日

本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至深,士农工商的四民等

级制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以庄园制为基础的幕

藩体制可以说是等级森严的封建体制。刘金才提

出这一政策限制了阶层间的流动, 他认为“实际

上等于给予了町人专事工商业的特权和经济上

自由发展的空间”
[3 ]( P42)

,但本文认为这一政策的

限制对商人 (当时也称町人 )的更为重要的影响

是使得他们在这个体制内找到了自身发展的途

径。这一方面体现在他们运用通货增强了自己的

经济地位: “江户时代财政体制的基础是年贡米,

……米不仅可以用来转帐, 实际上还被运往全国

各地。” [6 ]( P23)这样,米就起到了相当于通用货币

的职能, 这对于商人阶级无疑是有利的。事实上,

“被视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游民’ 和`浮蠹’ ,

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 商人积累起来的货币资

本, 或用于以高利贷给领主和武士,或用于开发

新田, 或用于经营手工业,从而使其财力大大增

强。”
[8 ]
另一方面,商人也注重提升自己的政治权

力, 他们始终是在体制内作自身命运的改变,而

并没有充分认可自身行业的价值所在,自身也并

没有抗拒轻商的思潮, 所以一些商人在发家之

后, 纷纷捐一个官职,或者和贵族、武士建立某种

姻亲关系来提高地位。 可以说,四民制度虽然遭

到冲击但仍然具有政治效力。同时,虽然金钱或

者资本在不自觉地向商人方向流动和集中,武士

乃至贵族和商人之间的牢固的社会基石在暗暗

地发生变动, 但总的来说,商人阶级要改变社会

的轻商主流思潮仍然面临巨大的阻力。这种长期

贬斥商人牟利的思潮被布罗代尔认为是中国虽

然有市场但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 [9 ](P355)。

二是地方上诸侯各自相对独立的地域割据。

除了分权的便利性 [3 ](P43)外, 江户时代之前的战

国时代已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各地

诸侯忙于混战, 中央政权式微, 对资本主义萌发

也难说有强有力的控制,加上诸侯征战所必要的

税收供应还需要商人的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资

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无意识的。当时的社会思

潮也是如此: 虽然鄙视商人但并不限制商人阶层

自身的商业行为。包括当时的幕府, “可以说幕府

根本就没有能够称之为政策方针的明确的经济

思想,时而限制、干预民间贸易,时而又允许自由

买卖和经商。” [6 ]( P25)这一点反而使他们获得了经

济活动的空间。这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对职

业人来说反而可以安心在本行业内做出应有的

贡献。甚至有学者指出,政治上的割据和城市的

繁荣使得日本 (资本主义 )的发展堪比欧

洲。 [9 ]( P3 58)因为封建性, 布罗代尔将日本与西欧

纳入同一进程, 认为“其发展进程与欧洲大体一

致: 封建社会日渐损蚀,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脱胎

而出。……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是比较社会史上

几乎自动由封建秩序转入金钱秩序的唯一例

子。”
[4 ]( P48)

总之,日本被认为是在资本主义的蔓

延过程中的特例之一, 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封建

性。

总的来说,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 (流通 )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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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度的“割据性”使得经济活动的主体——商

人有一定自由但也有诸多限制。 可以说,此时的

日本, “资本”在逐步地形成,但作为一种自由机

体的“资本主义”还是处于缓慢的生长期。虽然商

人的经济实力和地位在不断提高,但在政治和思

想上仍然处于下位。这里, 冲破后者的藩篱对商

人的积极性乃至商业活动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

的作用。虽然不能短时期内从政治上明确地对商

人及其活动支持鼓励, 但从观念上给商人及商业

进行正名,这在精神上具有深远的解放意义。铃

木的职分思想就是此时期的产物,其产生的作用

是可以想见的。

三、铃木正三“任何职业皆为佛行”的“职分”

思想及其作用

“方便权智”思想是佛教思想传播和教化过

程的一个重要特色,它在佛教的世俗化过程中起

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里想要论述的是其在日

本资本主义萌芽期对人们世俗思想的革命性作

用。

随着商人经济地位的上升, 传统的四民观念

所遭受的冲击也越来越强烈,这时终于出现了一

位积极为处于四民底层的商人正名的人。这个人

就是江户时期的僧人铃木正三 ( 1579- 1655)。铃

木正三又称石平道人, 为禅宗僧人。 根据其弟子

所作的《石平道人四相》记载,铃木自幼对生死的

问题就产生了疑惑。四岁的时候从弟死时,他对

死后往何处去、死是什么等问题产生了思考。这

一点也为他后来投身佛门种下了因缘。他曾是德

川家康的武士, 后来做朝廷的行政官员, 食朝廷

俸禄, 在体察了人间世俗的悲喜之后,四十二岁

那年出家, 最后终于在“ 61岁时明心见性,觉悟

本心”。铃木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任何职

业皆为佛行”的职业伦理观,这一思想实质上是

用佛教理论来论证世俗生活的价值意义。在这方

面的代表著作主要是《三宝德用》、《四民日用》,

后结集为《万民德用》,后者被其弟子誉为“师之

第一法典”、“师之第一书也”。

《四民日用》的“四民”指的是武士、农人、职

人 (匠人 )和商人, 《三宝德用》的“三宝”指的是世

间的佛法僧, 以上构成万民。另外,在《反故集》中

的“四问四答”篇里,铃木以四民与僧人之间问答

的形式阐释了他的观点。其中, 他不只一次提出

了职业皆佛行,修行皆佛行的理论。 综合其著作

来看,可以将其观点分为以下几点:

1.什么是佛法?佛法具有积极的人生意义和

社会意义。铃木认为,向善、正直、坚定和利他即

为佛法。“夫佛法,除灭人类恶心之法也” (修业之

念愿 )。“佛法也好世法也好, 都是正理行义,实践

正直之道” (《武士日用》 )。 “佛之本意,万法伴万

行, 以勇猛坚固之心所成之意” (《石平道人四

相》 )。“佛之大法,是利益普天世间,安定国家,并

且帮助诸道众生的妙法,这就是所言的三宝的德

用。” (《石平道人四相》 )

2.什么是佛行? 只要是信心坚固,利益众生

的修行就是佛行。 “农业则佛行,意得恶时为贱

业, 信心坚固时为菩萨行”,所以“供养三宝,祭祀

神明,操持世间之事,唯是农夫之德行” (《农人日

用》 )。为实现国中自由而进行买卖行为的商人,

是顺应天道而得利,这种得利是允许的。而且只

要是正直的人, 即便是谋利的商人,也会诸天围

绕, 佛陀神明加护, 消除灾难,万事都能合所其愿

(《商人日用》 )。原因在于这个商人是出于利他原

则而经商。铃木举例说,如果一个人以行无漏善

的愿力,增强坚守幻化之理的信心“为了世界而

牺牲自身,一心一意地为了国土万民, 把本邦的

货物销往他国, 或把他国的货物运到我邦,入渡

远国万里,穷乡僻壤不辞劳苦, 奔波于各个国家

经商, 怀着让诸人之心如愿的誓愿,决心克服万

般困难, 越万山穷其身, 渡万河而清其心。船在漫

漫大海上漂浮的时候,忘我念佛,领悟到人生只

是浮世之旅从而舍弃一切执着。这样离欲的商

人, 诸佛会佑其成功,神明会施与大利,他也会经

营日善, 德行益美。” (《商人日用》 )

3.如何修佛行,得佛法? 只要是为世界而作

的修行即是佛法,即佛法可通过世法来得以贯彻

实施。 “世法则佛法”、“佛法不异于世间法” (“修

业之念愿” ), “佛法世法同一” (《武士日用》 ),铃

木先从宗教意义上肯定了职业的必要性,然后从

社会分工的角度指出了职业的价值所在。 “任何

事业皆佛行, 没有佛行之外的行为” (《职人日

用》 ), “任何职业皆为佛行, 从各守其业即可成

佛, 而佛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 必信所事之业于

世界有所益”, “世无铁匠以下诸工匠, 则其无诸

品可用;世无武士, 则无以治国; 世无农人,则无

粟谷充饥;世无商人,则无货物流通。此外尚有诸

多职业,亦皆于世界有所益”, “唯此乃佛之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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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人人当如此而求其弥可珍贵之佛。” (《职人日

用》 )

综合起来看, 铃木将任何职业都看作是佛教

中的修行,都是得道的途径,其中蕴含的奥义就

是佛教中所说的“方便权智”,这尤其体现其在论

证商人牟利行为的合理性中。“方便”思想是佛教

的一个重要观念, 简言之, “随方因便, 以利导

人”,方就是指方法,便指便宜,也就是善巧。两者

合起来意思是,通过某种巧妙方法或手段来获得

一种证悟。关于这一概念, 在佛教经论上常被提

起。释迦牟尼根据众生的根器利钝来讲述不同的

经典,因机施设教化,即是方便的一种演示。通过

方便所达到的被称为“权智”。虽然权智只是一种

暂得的智慧, 佛教的最上智是一种“实智”, 但是

通过“权智”, 人能最终到达“实智”。 所以, “方便

权略,皆是弄引,为真实作门”。 方便的目的就是

帮助和引导人们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修行,最后

殊途同归,证得菩提。

作为佛教中一种智慧生长之方法,佛的因机

说教, 一方面指出了个体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

暗示了殊途同归的可能性。 同样,铃木通过强调

职业皆佛行, “世法皆佛法”,将世间万物纳入佛

教世界中来, 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在暗含每个个

体只要坚持修行本分最后都能到达同样的佛地。

纵观其以上的观点,即商人平等、商业合理。为何

如此说?可以从铃木思想中内在的个体存在的价

值和合理利益的价值来予以说明。 ( 1)个体存在

的价值。佛教中的人人皆有佛性是普度众生,使

其成佛得道的依据——个体的存在可以实现自

身同时也能成就他者; 在铃木的职分论中具有同

样的逻辑。从《万民德用》的书名来看,万民也就

是所有阶层的民, 商人既然参与构建社会, 成为

社会和国家的建构者, 那也就是社会结构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商业作为众多行业中的一种,也

只是见道证悟的修行方法之一。所以每个人只是

“职” (行业 )不同,但“分” (修行及其目标——见

性成佛 )没有差别。 另外, 此书由《三宝德用》和

《四民日用》组成, 在将三宝与俗界进行分离的同

时,他强调了作为四民之一的商人和其他三民一

样的“日用”, 肯定了四民在“用”上的平等性。进

一步说来,士农工商具备不同的社会运转职能,

在建构社会的意义上具有等同性,类同于佛教的

修行、佛行。 ( 2)合理利益的价值。从铃木对佛法

的世间积极性 (“利益普天世间,安定国家” )和因

地因时经商的“离欲”商人的肯定来看,他认同在

一定条件下商人“经营”对社会机体运行的意义,

“德用”一词即可见一斑。另外,铃木还规定了在

一定条件下商人买卖的合理性。比如, 商人“守正

直之旨而事买卖之业,如同随火焰上升, 顺水流

而下, 天恩必降其身,万事必遂其愿”, [ 10]强调了

商人只要不违正直之宗旨, 其经济活动是合理

的。这对于长期处于封建伦理意识底层的商人来

说, 无疑是耳目一新、振奋人心之教。 由此观之,

“任何职业皆为佛行”和“万民德用”的思想正是

“方便权智”思想的世俗应用。

铃木的这一思想在日本资本主义的思想发

展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日本学术界,学者

对铃木的革新理念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中村元认

为他是日本“中世教界的革新者”
[10 ] (P335)

, 指出

“把非僧非俗的立场贯彻到底, 提出以俗贯通的

最初的人,是铃木正三。他认为,每个人从事自己

的职业,离开私欲执着而生活, 就是真正的佛道

修行”,这一点“可与西方法国的宗教改革家加尔

文的思想相比。” [ 2]山本七平更是将之誉为“日本

资本主义的缔造者”。
[11 ]
中村元感慨“在西方,宗

教由此曾对资本主义发生促进作用,而在日本还

没有达到这一步。” [ 10]但事实上,铃木的“职分”

思想就已经用佛教的思想来解读世俗的行为,并

且为商人的经济行为辩护,使得商人的经济活动

更加名正言顺。后世有很多儒家的商业伦理,但

铃木从佛教来正名商业伦理可谓独树一帜,颇具

智慧。

回过头来看一下韦伯的职业观,他认为, “个

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

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

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

先提出了职业的思想。” [5 ]( P34)可见,职业的宗教

意义在于能够履行世俗的责任,人们通过职业为

得道的途径和方法,所以, “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

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

德, 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

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他的天职。” [5 ](P34)在日本佛

教中,铃木正是主张通过履行世俗义务来达到其

“明心见性”之佛地。总之,铃木和韦伯都指出了

职业是通往终极目标的“权”,而并非是终极目标

的“实”, 真正的“实”需要我们实践现世的佛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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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自身的责任来求得,两者可谓殊途同归。

四、结论

日本社会的发展深受中华文明影响,但其在

接受外来文明时, 注重和自身的本土文化相融

合,逐渐形成自身特色,日本的政治制度也好,日

本佛教也好, 都是其中的范例。 在日本资本主义

的萌芽及其发展过程中,铃木正三的“职分”思想

作为“方便权智”思想的一个运用典范,对江户时

代这样一个儒家文化圈中的社会思想体系造成

了小小的颠覆, 虽然没有形成新的秩序, 但职分

平等、“任何职业皆佛行”的思想可谓已见日本近

现代商人敬业精神之端倪。 从这个角度而言,佛

教“方便权智”方法论意义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

史上应该留有一席之地。当然, 佛教思想不仅仅

在日本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具有推动和促进作

用,而且在以明治维新为开端的资本主义发展历

史中,它同样作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精神力量继续

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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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Edo Period w itne sses the em bryon ic stage o f Japan’ s capita lism, w hen Japan’ s

capita list spirit is inf luen ced no t only by the deve lopm en t o f them a rket econom y and the separat ist

shogunate sy stem, bu t also by Buddh ism. T he concep t o f“ en ligh tenm en t by w isdom” in Buddh ism

p lay s an ac tive pa rt in the deve lopm en t o f rudim en tary capita lism, as w e ll as a pragm at ic ro le in the

secu lar ized p ro cess o f Buddh ism. Japanese M onk Sho zo Suzuk i’ s idea o f “ any p ro fession fo r

Buddh ism” p rodu ces ex ten siv e ef fect on the h isto ry o f Japane se ph ilo sophy and p rov ides the

theo re tica l basis fo r the inte rpreta t ion o f businessm en’ s econom ic behav io r and their status ro les, so

as to prom o te the socia l developm en t in this h isto rica 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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