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理解企业家精神时 ，

历史的重要性不容低估 。 ”美

国考夫曼基金会前主席 、经济

学家卡尔·施拉姆在经济史学

家戴维·兰德斯 、乔尔·莫克及

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所合作

编著的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

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到现代 》 前言开头的这句话 ，

揭示了历史分析之于更好理

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 。 的

确 ，企业家精神不是近代意义

上的企业形态出现之后才有

的 ，而是从古代就已出现并延

伸到现代的 ， 通过跨时空 、跨

地域 、跨文化的历史比较分析

有助于总结归纳企业家精神

的进化规律 ， 理解企业家 、商

业创新 、技术发明及其传播和

利用以及它们对于经济增长

的影响 ，继而可对当代有利于

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市

场制度环境的形成与完善 ，给

以一定的现实镜鉴与启示。

该书将研究视野放在了

罗马、新巴比伦 、中东地区 、中

世纪欧洲 、荷兰共和国 、大英

帝国、德国、法国、美国 、印度 、

日本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不

同历史时期的企业家精神的

范畴之内 。 对于中国 ，相应篇

章主要聚焦 “帝制晚期以来 ”，

作者陈锦江将该时期界定为

16 世纪末处于繁荣顶峰的晚

明以来 。 笔者认为 ，对于中国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还可再

往前追溯 ，它渗透于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之中 ，为中国古代尤

其是秦汉 、唐宋 、明清历史变

革之际的经济繁荣发展提供

了动力。 当然，18 世纪后中西

方经济的大分流 ，也可部分归

因于不同体制机制之于企业

家精神的窒息与激发的差别 。

英国工业革命正得益于此前

重商主义阶段对企业家精神

的激发和企业家阶层的崛起 ；

相反 ，同期的清政府则仍处于

重商主义前期的政策思维 ，闭

关锁国 、夜郎自大 、重农抑商 ，

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逐渐

拉大。

春秋入秦汉 ：中

国传统经济思

想与企业家精

神的萌生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 ，先秦是一个奠基时期 。 李

学勤先生认为 ， “先秦是中国

文明史的开端 ，是中国文明逐

步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

时代 ， 其内涵十分丰富 ”。 这

句话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也是适用的 ，先秦尤其是春秋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 为儒

家 、墨家 、道 家 、法家 、阴阳

家 、兵家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思

想竞争的舞台和实践检验的

机会 ，其中各家在经济思想领

域既相互辩论 、 相互抨击 ，又

相互借鉴 、相互转化 ，奠定了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质 。儒

家思想 ，在这场竞争和检验中

与各家尤其是与墨家 、法家相

较 ，未占明显优势 ，至秦始皇

一匡天下后更经历了焚书坑

儒之劫 ，然而随着汉武帝采纳

董仲舒 “推明孔氏 ， 抑黜百

家 ”（《汉书·董仲舒传 》）的建

议 ， 使得儒家思想占据正统 ，

绵延 2000 年 ， 型塑了中华文

明的基本脉络 。孔子由此也与

苏格拉底 、佛陀 、耶稣并列 ，被

雅斯贝尔斯认为是 “思想范式

的创造者 ”。

从某种意义上讲 ，孔子也

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范式的

创造者。 陈焕章 1912 年在《孔

门理财学 》中即言 ，孔子的思

想博大而庞杂 ，理财学是其中

引出的一个分支 ，而实现大同

又是理财的终极目的。 而孔子

之所以能够名满天下 ，使儒学

成为显学 ，也与其经商弟子子

贡有很大关联 。 司马迁在 《史

记·货殖列传 》 中尝言 ：“夫使

孔子名布于天下者 ，子贡先后

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乎？ ”

并在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中

提到 ：“子贡好废举 ，与时转货

赀……家累千金 。 ” 事实上 ，

“货殖 ”一词最早即来自孔子 。

孔子本人对子贡的评价是 “赐

不受命而货殖焉 ， 亿则屡中 ”

（《论语·先进 》， 注 ： 亿 ，通

“臆”）。 货殖家，可谓是先秦时

期的企业家 ， 他们 “与时转 ”

“不受命 ”“臆屡中 ”，实现了个

人财富的累积。

司马迁对于货殖家的评

价较高 ，他在 《史记·太史公自

序 》中指出货殖家作为 “布衣

匹夫之人 ，不害于政 ，不妨百

姓 ，取与以时而息财富 ，智者

有采焉 ”， 从而专作 《货殖列

传 》为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

大货殖家 ， 如范蠡 、 子贡 、白

圭、猗顿、卓氏 、程郑 、孔氏 、曹

邴氏 、任氏等立传 。 在介绍范

蠡时 ，司马迁言道 “善治生者 ，

能择人而任时”。 对于白圭，司

马迁诩之为 “治生祖 ”，评价其

“乐观时变 ，故人弃我取 ，人取

我与”。 该篇最后，司马迁总结

指出 “夫纤啬筋力 ，治生之正

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 也就

是 ，精打细算 、勤俭节约是发

财致富的正道 ，但是如要真正

致富还要出奇制胜。 选合适的

人才 ，在合适的时机 ，做合适

的交易 ，并善于出奇兵 、用奇

招。 这些难道不正是企业家所

应具备的重要特质吗？

对于货殖家及至普通百

姓的“患贫 ”“为利 ”，司马迁认

为是人之常情 ，且 “礼生于有

而废于无 ”， “人富而仁义附

焉 ”， 富民是有利于国家统治

的 。 故此 ，他提出了 “善者因

之，其次利道之 ，其次教诲之 ，

其次整齐之 ， 最下者与之争 ”

的国家治理观 ，主张政府顺应

经济发展和个体逐利的自然

规律 ，对私人所从事的经济活

动不加干预 ，以达到其父司马

谈所倾心的 “与时迁移 ，应物

变化 ， 立俗施事 ， 无所不宜 ”

（《论六家要旨》）的效果。 日本

经济学家穗积文雄曾对司马

迁在 《货殖列传 》中所体现的

经济思想加以分析 ，认为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与亚当·斯密的

经济思想颇具有一致性。 原香

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弗洛

伦斯也指出 ，司马迁关于放松

政府控制 、鼓励私营商业发展

的思想 ，与市场机制下的私营

企业激励是配置资源最佳方

式的现代经济思想遥相呼应。

对汉初 “开关梁 ，弛山泽

之禁 ，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

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 ，得其所

欲 ”的黄老之治盛景 ，司马迁

多有称许 ，然而他自己所处的

时期恰恰已经转变成了一个

政府干预加大 、与民争利增多

的时代。 桑弘羊等参与制定的

盐铁官营 、酒类专卖 、平准 、均

输等法家政策 ，非但阻塞了私

营工商业自由发展谋利的路

径 ，还通过算缗 、告缗等政策

使得 “商贾中家以上 ， 大率

破 ”， 货殖家的社会地位和政

治地位一落千丈 ，也使得经济

不复文景之治时期海内安宁 、

家给人足 、粮仓满溢 、国库丰

盈的局面。 尽管后世史书对桑

弘羊的评价否定居多 ，但是历

代理财家对其许多政策却无

不亦步亦趋 ，儒法合流成为中

国古代封建礼教法制的一个

重要特征 ， 也使得政府干预 、

重农抑商不断强化 ，窒息了中

国古代刚萌生的企业家精神。

唐宋变革期 ：反

传统经济思想 、

金融创新与技

术进步

宋代 ，是中国社会经济转

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

也是一个在国内外史学界得

到高度评价的朝代 。 20 世纪

初 ，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提

出宋代为中国近世开端的假

说 ，后又被其学生发展概括为

“唐宋变革论 ”。 上世纪 70 年

代 ，英国汉学家伊懋可则提出

了中国 “中古时期的经济革

命 ”观点 ，认为中国在唐宋特

别是宋代出现了 “经济革命 ”，

包括货币与信贷革命 、市场结

构与都市化革命 、科学技术革

命等 ，但是在帝制晚期又出现

了 “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济发

展 ”。 国内方面 ， 陈寅恪也曾

言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

载之 演 进 ， 造 极 于 赵 宋 之

世 ”。 上世纪 80 年代 ，中国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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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变革中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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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企业形态出现之后才有的，而是从古代就已出现并延伸到现代的，通

过跨时空、跨地域、跨文化的历史比较分析有助于总结归纳企业家精神的进化规律，理解企业家、商

业创新、技术发明及其传播和利用以及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继而可对当代有利于激发创新和

企业家精神的市场制度环境的形成与完善，给予一定的现实镜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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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货

殖家的评价较高 ，

专作《货殖列传》为

春秋末期至秦汉以

来的大货殖家立

传，称范蠡“善治生

者 ， 能择人而任

时 ”。 图为电视剧

《越王勾践》中的范

蠡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