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商书中的商业伦理与商人意识
■张海英

中国古代的商业发展历史悠

久，在商朝和西周时期，由于“工

商食官”，没有私人商业，也尚未

出现关于经商知识的文献。 到了

春秋战国时期， 才出现了很多自

由经商的商人。 司马迁的《史记·

货殖列传》中，记载了数十位善于

经营和经商致富的各类人物，其

中计然、范蠡、子贡、白圭等，对后

世影响很大。直至今日，人们还把

与商业相关的经营计谋称为 “计

然之策，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白

圭之术”。后人还根据他们的经营

理念，总结辑成《计然书》《陶朱公

商训》（又称《陶朱公生意经》）等，

成为后世商家的经营宝典。 但无

论是 《计然书》 还是 《陶朱公商

训》，均是后人口耳相授流传下来

的，而且散见于历史典籍之中，谈

不上是正式的商业书。

正式的传授经商知识的出

版物， 是明后期才开始出现的，

主要是指明清时期由商人或民

间书坊编撰出版， 以阐述商业规

范、商业经营理念、商业道德，传

授经商技巧，介绍商品知识、行业

特点及行旅指南等为主要内容，

以商人为主要阅读群体的读物，

学界亦称商业书、商人书。这类图

书在明后期开始出现并广泛刊

行，清代商书不仅种类增多，内容

也更为丰富。

明清商书的出现， 说明这一

时期的商人对于经商知识的获

取， 已不再满足于父子相传或师

徒相授的传统形式， 而是开始注

重商业知识的系统累积与传播，

重视从职业教育的角度培养子弟

生徒。 大量商书公开刊印示知世

人， 也说明其时商书的内容已成

为社会公认的有用知识， 开始为

公众所接受。可以说，明清商书集

中体现了当时商人的经营理念，

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商人意识与商

业伦理。

“商贾士农咸乐

业 ”： 对商人职业的
肯定

在中国古代，由于受“士农工

商”职业等级序列的影响，加之政

府“重农抑商”的政策背景，“农本

工商末”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明

后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

商业的日益繁荣， 社会上出现了

“士好言利”现象，士人们也提出

了 “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新四民

论”之说。这些社会思潮与思想的

变化体现在商书上， 便是明代商

书中关于士农工商职业关系的诸

多表述，较之前代有了很大不同。

明末程春宇 《士商类要》 中提出

“商贾士农咸乐业，恩波浩荡海天

同”，李留德《客商一览醒迷》中也

直言：“人生于世，非财无以资身；

产治有恒，不商何以弘利？ ”在这

里， 商书作者已开始将商贾与士

农并列为业， 而不再有贵贱本末

之别。

清代乾隆年间的 《生意世事

初阶》，则将商贾之理财视为居家

之急务， 并与为官出仕，“出而裕

国”相提并论，而《贸易须知》更是

希望学习者 “研求温习， 玩味熟

思”，并把“异日有成，出人头地”

的希望寄托于经商之上。可以说，

在对商人角色的职业认知方面，

清代的商书较之明代商书具有更

加鲜明的职业自信和角色认同。

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商在

人们眼中已成为一种顺应时代潮

流的时尚之举，“良贾何负闳儒”

已不再仅仅是士大夫们的感慨，

而是切切实实地体现在商人思想

意识之中。

“四业惟商最苦
辛 ”： 对经营环境的

切身感受

明清商人的思想意识， 与其

商业经营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

明清各类商书中， 多处可见著述

者对经商不易之感叹。 这中间既

有对春夏秋冬漂泊异乡之辛劳的

感慨， 也有对经营途中骗子盗贼

之觊觎的提防， 更有对官场欺诈

勒索的诫惧与痛恨。李留德《客商

一览醒迷·附悲商歌》中叹道，“四

业惟商最苦辛，半生饥饱几曾经。

荒郊石枕常为寝， 背负风霜拨雪

行。”这种“宿水餐风疲岁月，争长

竞短苦心肠” 的旅途奔波、“披星

步峻”之辛苦的背后，还有“一逢

牙侩诓财本，平地无坑陷杀人”之

强烈的无安全感。

如果说客观上的旅途环境令

商人缺少安全感， 外出经营如履

薄冰， 那么制度保障上的缺陷则

直接影响了明清商人的意识形

态。 纵观中国古代， 商人始终在

“重义轻利” 的社会氛围中生存，

个人经商也是在“重农抑商”的政

策下发展， 历朝政府缺乏相应的

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律制度。 虽然

清代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 各级

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

皇帝时有恤商、宽商之诏谕，可以

说提供了一种较之前代更有利于

工商业发展和提高商人地位的制

度环境， 但却始终没有明确保护

商人利益的制度保障机制。 明清

时期民间的商事纠纷， 仍然多由

各级地方官员依据具体情况，“酌

以情理”断案。这一制度环境对商

人思想意识的直接影响， 便是明

清商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商人普遍

敬官、畏官及至依赖于官的现象。

对此，程春宇的《士商要览·买卖

机关》中有一训诫值得关注：

是官当敬， 凡长宜尊……官

无大小， 皆受朝廷一命， 权可制

人，不可因其秩卑，放肆慢侮，苟

或触犯， 虽不能荣人， 亦足以辱

人； 倘受其叱挞， 又将何以洗耻

哉。 凡见官长，须起立引避，盖尝

为卑为降，实吾民之职分也。不论

贫富，或属我尊长，或年纪老大，

遇我于座于途，必须谦让恭敬，不

可狂妄僭越。

这是教育人们对官吏和年长

者要尊敬， 比较强调中国传统的

长幼有序的伦理规范。 但在这一

“是官当敬”训诫的背后，则是警

示人们：官吏们均属朝廷命官，是

得罪不起的，其权可制人，万“不

可因其秩卑， 放肆慢侮”， 否则，

“苟或触犯，虽不能荣人，亦足以

辱人”。这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商人

们对官府及至官吏的一种敬畏心

态， 这说明， 在当时的制度环境

下，敬官、畏官倾向在明清商人中

是普遍存在的。 “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始终

是他们难以逾越的窟窿顶。 中国

古代的商人们始终走在权力与经

济交织的钢丝绳上， 要时常受到

官吏多种勒索， 忍受政府的政策

性苛税， 不得不对当权者谦卑恭

敬， 这一点到明清时期也未有大

的改变。

商书中对经商人员的告诫也

让我们看到， 中国古代商人时常

处于一种矛盾的两难之中， 一方

面，传统的伦理道德轻视趋炎附

势 、倚官仗势之辈 ，尤其将那些

趋炎附势之辈视同小人 ，“若见

人有财有势 ，锦上添花 ，益加趋

奉，此为彻小人也”。 另一方面，

“官无大小”“权可制人” 的现实

环境，也使得他们根本无法掌控

自己的命运。 在传统的“学而优

则仕 ”的社会环境中 ，商人们最

终仍多有 “明明捡点 ，万般唯有

读书高”之感慨。 在这样的制度

环境下， 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

“传统的官僚专制体系有如天罗

地网 ，‘良贾 ’ 固然不负于 ‘闳

儒’，但在官僚体制之前，却是一

筹莫展了”， 商人们也只能在权

力束缚的夹缝中艰难而顽强地

生存发展。

“心底敦厚 ，以
义行商 ”： 明清商业

伦理的构建

商业作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

种职业， 其行为的本质是讲求利

益的， 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唯利是

图的属性，因此，“义”“利”之辨就

成为商业伦理之核心。 中国古代

的传统伦理受儒家思想影响，强

调的是重义轻利， 赤裸裸的损人

利己、见利忘义是要受到谴责的。

明清时期固然有“士好言利”之社

会氛围，但如何协调“利”与“义”

的关系， 仍是从事经营活动的商

人们所难以回避的问题。

从商书的记载来看，在“利”

“义”关系问题上 ，商书提倡君子

之财，取之有道，反对见利忘义。商

书要求商人重信义，守然诺，不刻

剥；宣传“商亦有道，敦信义，重然

诺，习勤劳，尚节俭。 此四者，士农

工皆然，而商则尤贵，守则勿失”等

理念。 这实际上在理论上解决了

此前一直困扰商人们的商业伦理

问题。 由此，经商在道义上成为一

种能被大家接受和认可的职业。

在中国古代， 政府对民众的

教化是以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为

中心的，因此，“仁、义、礼、智、信”

的传统对明清商人也是影响至

深 。 我们看到，在商人的职业道

德和道德规范方面，明清商书非

常注重结合传统的伦理道德观

念，来规范和引导从业者。 例如，

商书倡导艰苦创业，节俭为本，指

出“贸易之道，勤俭为先，谨言为

本”；“富从勤得，贫系懒招 ”。 在

个人修养方面，一要勤，“做事须

向人前，不可偷懒”；二要谨，“谨

则事事小心， 不敢妄为”； 三要

廉，“廉则不贪， 可以守分安身”；

四要俭，“俭可以养廉”； 五要谦，

“谦则受益无穷”； 六要和，“和则

外侮不来”。

综观明清时期的商书，以《客

商规鉴论》《士商类要》《客商一览

醒迷》《商贾便览》和《生意世事初

阶》《贸易须知》等为代表，基本上

构建了明清商业伦理的基本内

容。总之，诚信为本，以义行商，公

平交易，光明正大，诚实无欺，重

恩守信，“取财以道， 利己利人乃

见本”，是当时商书中尤为强调的

为商之道， 也是明清商业伦理的

中心内容。 这也让人们看到了这

一时期商人们对自身群体行为的

约束与修养要求， 有助于改善商

人以往见利忘义、 唯利是图的负

面形象。

“广行方便广施
仁 ”： 商人形象的新

塑造

中国古代的商人， 给人们的

形象以负面居多。唐朝元稹的《估

客乐》对商人那种“求利无不营”

的唯利是图，“卖假莫卖诚” 的利

欲熏心，“输石打臂钏， 糯米吹项

璎”的假货坑人，“所费百钱本，己

得十倍赢” 的高额利润等描述给

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至在民

众看来，“商”与“奸”密不可分，民

间甚至有“无奸不商”之说。因此，

除却政府意识形态层面上对 “贱

商”的宣传，中国古代商人在人们

心目中这种唯利是图的负面形

象， 使得人们在道德上对商人不

认同， 也是民间轻商的一个重要

原因。

商书的出现， 对明清商人而

言意义重大。 它标志着中国商业

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之后，商道

日趋成熟，商人们形成了属于自己

的行业准则和指导原则，开始自我

提升自身素质，并构建带有浓厚儒

家文化色彩的商业文化。

明清商书中不时可见 “抱德

怀才岂惮贫，广行方便方施仁。光

明正大无荣辱，留此心田荫后人”

“处世为人做一场，要留名节与纲

常”等之类的劝诫，教导从商者应

行事磊落，志向远大，要有救困扶

危，济弱扶贫的社会责任感，要广

施仁义，留善名于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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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明清商书《贸易须知》（上）和

《类聚三台万用正宗》（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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