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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照连

众所周知
,

我国拥有异常丰富
、

光辉灿

烂的经济思想遗产
,

而岭南古近代经济思想

是其重要的组成部份
。

我国拥有足以 自豪的经济思想 尤其是

古代部份 殊非偶然
。

中国是有五干年悠久

历史的映涣大国
。

早在先秦或秦汉时期
,

就

已形成大一统的封建帝国
。

广裹的疆域
,

众

多的人 口
,

复杂的 自然条件
,

造成了社会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差异性
,

从而使丰富多

采的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具备了沃壤
。

加

上 自秦汉以后
,

就 已形成的珍惜与保存前代

文化典籍的优 良传统和健全的制度
,

使经济

思想与经济政策更得以继承和发展
。

由于上

述主客观条件
,

中国经济思想博大精深
,

源

远流长
,

不逞他让
。

早在春秋
、

战国时期
,

伴随着社会生产

方式的深刻变革
,

代表着不同人们的利益与

要求的各家各派
,

对现实社会经济问题均进

行深入的探讨或提 出各 自不 同的改革方案
,

构成 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
万家争鸣

”

的主

要内容
。

特别是杰出的古代思想家孔子
、

孟

子
、

墨子
、

荀况
、

韩非等
,

分别在财富分配
、

分工
、

交换
、

价值
、

价格
、

财政赋税
、

人 口

问题等方面所提出的范畴
、

概念
、

原理和分

析方法
,

标志着中国先秦经济思想 已达到很

高的水平
,

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居于领

先地位
。

秦汉以后
,

中国出现 了众多的有作

为的改革家
、

理财家
,

如桑弘羊
、

刘晏
、

杨

炎
、

王安石
、

张居正等
,

他们为解决当时社

会经济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
、

财政改革
,

所取得的成效或经验
,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

济 思 想 的 继 续 发 展
。

与 此 同 时
,

一

批 著 名 学 者如司马迁
、

王符
、

傅玄
、

李靓
、

叶适
、

邱溶
、

王船山
、

洪亮吉等
,

在本末
、

义

利
、

奢俭
、

轻重
、

干涉与反干涉等相互关系

问题上
,

以及土地
、

租税
、

槽运
、

盐务
、

货

币
、

荒政
、

屯垦等具体经济问题上
,

都从不

同角度进行探讨
,

著书立说
,

大大丰富了中

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内涵
。

马克思在论及古希

腊思想家对经济学说的贡献时写道
“ 由于希

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
,

所以他们也和

其他领域一样
,

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
。

所

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近代科学的理论

出发点
。 ’, ①历史雄辩地证明

,

古代中国
“
不仅

有文学
、

哲学和科学上的光辉成就
,

也有卓

越的经济思想
。

这些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思

想史中也是一群灿烂的明星
。 ’, ②而不让古希

腊思想家专美于前
。

勿庸讳言
,

古代岭南
,

由于地理位置和

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

在经济思想方面
,

无

论其代表人物的人数
、

所涉及范围的广度以

及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

与中原地区相 比
,

均

有很大差距
。

但是
,

古代岭南经济思想也有

自身的长处与特点
。

事实上
,

古代岭南也曾

产生过一些在经济思想方面有卓越建树的改

革家
、

思想家和著名学者
,

其中的佼佼者是

张九龄
、

余靖
、

邱溶
、

海瑞等
。

他们普遍较

重视社会经济事务
,

注重发展工商业
,

关心

汤 照连 主 编
、

邹小 东副 主 编 《玲南经济思 怨研 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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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问题
,

特别是积极主张发展海外贸易等
,

初步显示 出务实性
、

重商性和开放性的共同

特点
。

究其原因
,

是因为古代岭南相对封闭

的地理位置 固然限制了与中原地 区的沟通
、

延缓了经济的发展
,

但作为儒家传统教条的

轻商
、

抑末思想
,

在岭南地区可能因此而较

为淡薄和脆弱
。

而且
,

历史上的岭南地区
,

特

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
,

较早就出现 了工商业

较发达的城镇
。

唐代广州 已成为蜚声中外的

商埠
。

加上岭南位于东亚大陆边缘
,

南海之

滨
,

易于对外开放与交往
。

古代岭南地域和

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

不能不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岭南的思想家
,

使岭南经济思想打

上特殊的印记
。

进至近代
,

中国经济思想的演进呈现出

与古代迥然不同的特点
。

这是由近代中国特

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

众所周知
,

鸦

片战争揭开 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

中国近代

史是资本帝国主义侵略
、

奴役中国人民
,

并

与其走狗封建主义相互勾结
、

逐步使中国社

会沦为半封建
、

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
,

也是

中国人民英勇反抗资本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的历史
。

由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力的落后
,

中国经济思想的发 展 已远远落后 于西方 国

家
。

近代中国先进份子掀起的
“

向西方寻找

真理
”
运动

,

在经济思想方面
,

就是从西方

经济常识以至西方经济学来找理论根据
,

以

构筑中国工业化
、

近代化的理想方案
。

由传

统的经济思想逐步 向西方经济学转变
,

是五

四运动以前中国经济思想的特点
。

而 自此以

后
,

则是
“
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

命运的工具
” , ③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指导

下
,

走符合中国国情
、

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

展 —独立富强之路
。

毫无疑问
,

中国近代

经济思想不仅难与西方经济学匹敌
,

与中国

古代经济思想相 比也不能同 日而语了
。

但是
,

这能否断言
,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只是重复西

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而毫无价值可言呢 不

能
。

恰恰相反
,

它仍然具有 自己的长处和特

点
, “

也具有典型的意义和较高的水平
” 。 ④譬

一

如
,

关于学赶超西方臻至独立富强的思想
,

关

于对外开放
、

引进外资
、

外国技术
、

外国人

才和坚持
“

权 自我操
”

的思想
,

关于全面振

兴实业
、

实现工业化的思想
,

关于重视民生
、

改善人 民生活福利的思想
,

关于重视教育
、

“

移易民心
” 、

提高人民素质的思想
,

等等
,

都

是值得我们珍贵的经济发展思想
。

如果说
,

在古代岭南经济思想的贡献不

多
,

影响不大
,

那末
,

在近代其情形则完全

不同了
。

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位置
,

更由于

历史的机缘
,

广东在近代被历史地成为反抗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前哨
,

中西文化交汇
、

撞

击的焦点
,

维新变法
、

民主革命的摇篮
,

从

而造就了一批著名的改革家
、

政治家
、

思想

家
、

实业家
,

产生了具有更为鲜明的开放性
、

改革性和重商性的岭南近代经济思想
,

而在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独树一帜
,

独领风骚
。

首先是人才辈出
,

志士云集
。

从 。年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阶段
,

在向西方寻

找真理的历程中
,

涌现了洪秀全
、

洪仁开
、

容

阂
、

何启
、

胡礼垣
、

董遵宪
、

郑观应
、

康有

为
、

梁启超
、

孙中山
、

朱执信
、

廖仲恺等一

批爱国者
、

改革者或革命者
。

他们分别是鸦

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

洋务运动和戊

戌变法时期
、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的重

要代表人物
,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向西方寻

找真理的先进分子
,

在岭南近代经济思想史

乃至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
。

其次是 回应挑战
,

观念创新
。

从洪秀全
、

洪仁开到孙中山等近代岭南先进人物
,

在外

国资本主义侵略
、

西方文化猛烈撞击面前
,

他

们拍案而起
,

勇敢回应
。

为此
,

他们分别提

出了旨在实现中国工业化
、

近代化
,

使中国

臻至独立富强的方案
、

纲领
、

蓝图
。

诸如洪

仁牙在 《资政新篇 》首创的发展资本主义各

项生产与流通事业
、 “

与番人并雄
”
方案

,

郑

观应的
“
商战论

” 和发展 民族机器工业的主

张
,

代表华侨
、

港澳资产阶级的何启
、

胡礼

垣关于洋债贷放是
“

据地奴民之计
” 、

主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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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
民债

”

的思想
,

黄遵宪在 《日本国志 》中

关于
“

以 日为师 ” ,

变法图强
,

而又 防止
“

全

国而步趋泰西 ”全盘西化的观点
,

康有为
、

梁

启超关于
“
定为工国

” 、

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经

济的纲领
,

孙中山在 《实业计划 》中提出中

国第一个工业化
、

近代化的建设蓝图及其对

外开放的
“
大政策

” 、 “

大方针
”
等

,

虽然所

使用的经济概念和分析方法
,

大都是属于西

方经济常识或西方经济学的初步知识
,

但都

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结晶
,

是关于 中国经济发

展的新课题
、

新战略
、

新概念
。

再次是顺应时代
,

特点突出
。

其一是开

放性
。

这一方面表现在岭南代表人物都利用

有利的人缘
、

地缘条件
,

直接间接地吸纳西

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常识和近代西方经济学的

初步知识
,

以转变传统的经济思想
,

设计中

国工业化
、

近代化的方案
。

可以说
,

洪秀全
、

洪仁开
、

容阂
、

郑观应
、

黄遵宪
、

何启
、

胡

礼垣
、

康有为
、

梁启超
、

孙中山
、

朱执信
、

廖

仲恺等
,

均无一例外
。

他们除了都是粤人
,

长

期生活 在广东这个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汇 点

外
,

又或在殖民地的香港
、

澳门进行过短期

考察或较长期的生活
,

更或在国外留学
、

游

历
、

从事政治活动或被委派为外交官员而从

事本职工作
,

因而易于间接
、

直接地了解西

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和抽象难懂的经济学

理论
。

另一方面
,

则表现在他们坚决反对闭

关 自守
,

主张学习西方
,

对外开放
。

早在第

一次鸦片战争时期
,

在广东厉行禁烟
,

抗击

英国侵略者的林则徐
,

就率先提出学 习西方
“

长技
” ,

并利用 “ 广东利在通商
” 的优势

,

开

展正常的对外贸易
,

了解西方
,

以商养战
,

成

为中国近代
“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 。

而后来

的洪仁开
、

郑观应
、

何启
、

胡礼恒
、

黄遵宪
、

康有为
、

梁启超
、

孙中山
、

朱执信
、

廖仲恺

等
,

实际上都是沿着林则徐指明的路前进
。

特

别是在孙中山身上
,

这种开放性就更显得集

中和鲜明
。

他坚决反对
“

闭关锁国 ” 政策和
“
荒岛孤 人 ” 思想

。

他 明确提出
, “

要学欧

洲
” , “

学中国没有的东西
” 。

他把 《实业计

划 》又名之为 《国际共同发展计划 》
,

寓意深

远
。

他坚信
,

以欧美为师
,

对外开放
,

中国

必能
“

转弱为强 ” 、 “ 后来者居上
” 。

其二是改革性
。

纵观近代岭南代表人物

的经济思想
,

一以贯之的是他们在强调学 习

西方
、

对外开放的同时
,

又要求积极地
、

逐

步地在经济上
、

政治上
、

思想上进行改革
,

以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

实际情形是
,

最先他们

只是着眼于西方的
“

船坚炮利 ” ,

谋求改造中

国落后的军事技术
、

武器装备 后来
,

他们

又发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欧美科学技术的

先进性 又经过若干年的摸索后
,

人们深感

外 国资本主 义商品输出的严重威胁
,

于是
“

商战论
” 和 “ 以商立国 ”

的 口号风靡一时

不久
,

这一 口号又为 “定为工国 ” 、 “ 以工立

国 ” ,

振兴实业所取代 后来
,

当意识到 依靠

经济改革并不能使 中国真正 走上富强之 路

时
,

政治改革要求便提上了 日程而出现 了资

产阶级共和 国的方案 ⋯ ⋯
。

这就是 自上世纪

中叶至本世纪初
,

岭南代表人物 其实也是

整个中国先进分子 改革思想的改革实践演

变的轨迹
。

不管他们主张采取哪种改革方案
,

但要求改革
,

谋求进步
,

则是共同之点
。

其三是重商性
。

这集中体现 在 郑观应
“ 以商为本

”、 “ 以商立国 ” 和 “
商战论

” 为主

要内容的重商思想上
。

王韬
、

蒋福成较早提

出了
“

恃商为国本
” 、 “

商握四民之纲
”

的观

点
。

但这种重商观点只是到了郑观应手中
,

才

被推到了极端的地步
。

郑观应提出了 “ 以商

为本
” 、 “ 以商立国 ”

的观点
,

将发展近代商

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
。

更为突出

的是他提出了 “
商战论 ” ,

认为
“

商战 ” 即经

济侵略比 “
实战

”
更具隐蔽性和危险性

。

故
“

西人以商为战
” , “

商能灭人之国
” 。

中国必

须 “ 习商战 ” 以对付西方的
“

商战
” ,

发展工
、

矿
、

农
、

交通各业
,

在国内外市场上与洋货

广泛进行
“

商品战
” 。

郑观应这种相当典型的

重商思想
,

虽然很快就被后来康
、

梁的
“
商

务
” 、 “ 以工立 国 ” ,

以及孙中山的振兴
“

实

业
”

的新概念所代替
,

但以商为出发点观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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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重商观点一时并没有完全消失
。

比如
,

在戊戌变法时期
,

康有为虽然 已提出
“

定为

工国
,

讲究物质
”

的构想
,

但仍把商业作为

中心去探求国民经济各部 门与商业的关系
,

强调与西方进行
“

商战
” 的紧迫性

。

显然
,

近代岭南代表人物这种既崇商又

恐商的重商思想
,

既与古代封建经济中 邱

溶等人 的重商意识不同
,

也与作为
“

对现

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
’, ⑤的西方十

五至十七世纪的重商主义不同
。

这是近代中

国也是岭南独特的经济概念
。

存在决定意识
。

郑观应这种极端强调商业
、

对外贸易在国民

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商思想
,

既与他本

人的商人身份
、

商人经历有关
、

也与广东的

商业环境
、

商业意识分不开
。

而进一步的分

析表明
,

这也是由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发展不足所决定的
。

这种过份强调流通作

用的肤浅的经济观点
,

正是幼稚的
、

不成熟

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
。

至于郑观应非

常典型的
“
商战论

”

的产生
,

显然
,

一半是

由于对历史上欧洲殖民主义国家贸易战和争

夺海外殖民地的一知半解
,

另一半是鸦片战

争后
,

中国民族工商业者面对着西方资本主

义廉价商品倾销大潮的冲击而产生的恐惧心

理之反映
。

有必要指出
,

我们重视总结岭南古近代

的经济思想
,

决不是对岭南经济思想的一段

辉煌历史表示迷恋或 自我陶醉
,

而是出于为

现实服务的动机
。

浅近一点而言
,

是对近期

出现 的岭南文化研究热略尽 绵力
,

推广一

点而言
,

是试图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为广东现代化建设事业

服务
。

诚然
,

古今建设的 目的
、

途径
、

方法
、

规

模
、

结构
、

条件
、

动力等根本不 同
,

因为历

史条件和社会制度根本不同
。

但是
,

历 史是

不能割断的
,

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

和迎接未来
。

搞现代化建设
, “

国情
” 、 “

省

情
”

这个因素绝对不容忽视
。

这是一
。

社会

经济活动
,

社会再生产过程
,

社会经济的发

展进程
,

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虽有其特殊

的规律性的东西
,

但也有其共同的规律性的

东西在起作用
。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某些社

会经济问题极有可能以变换了的某种形式
、

性质和程度而在现代社会重演
,

而使人们深

感困惑
。

因而前人的某些经济观点
、

分析方

法
,

极有可能给现代的人们一点灵感
,

一点

机敏
,

一点解决问题的方法
,

更不用说还可

以提供某些历 史教训 而使人们避免重蹈覆

辙
。

这是二
。

不过
,

如果在这里要求我们具

体地说 明古近代岭南经济思想有哪些观点
、

主张
、

方案适用于今天
,

那是不可能的
,

也

是不适当的
。

我们可以做到的
,

只能是把我

们在研究过程中感受较深的某些岭南经济思

想的精华提出来以供经济决策的参考
,

这就

是 关于对外开放与独立 自主的思想
,

关于

学 习西方与赶超欧美的思想
,

关于富国与富

民的思想
,

关于工业化
、

近代化的思想
,

关

于重视农业
、

民食与民生的思想
,

关于
“
广

东利在通商 ” 即重视对外贸易的思想
,

关于

重视人 口
、

发展教育
、

提高人民素质的思想
,

以及广州建设与穗港关系的思想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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