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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思想的萌芽
严 清 华

重商主义是经济学说史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

也是近代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最初的一 种 理论体

现
。

日本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

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一个类似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 义 阶

断
。

作为萌芽形态的重商主义思想
,

日本大约在江户时代即已出现
。

江户时代在 日本历史上具有重要 的 意

义
,

它与日本近代化的关系极为密切
。

江户时代的思想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思想也紧密相联
,

明治维新 以 后

日本近代化中的许多思想大都可以从江户时代的思想中找到它的原型
。

日本经济思想中的重商主义思 想 即

是如此
。

重农思想支配下的盆商观点

江户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仍是以 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农业自然经济
,

故重农思想仍普遍存在
,

并 在

思想领域中占居着支配的地位
,

当时的学者也大都具有重农思想
,

这方面的言论在许多思想家的议论中都可

见到
。

如江户初著名儒学者贝原益轩 。一 即说
“

古之明王
,

重农而抑工商
,

贵五谷而贱金玉
,

行

俭约而禁华美
。

以重本抑末之道
,

为治国之政也
。 ”

①江户前期的著名思想家
、

古文辞派创始人荻生 祖 徕

一 也说
“

重本抑末
,

此古圣人之法也
。

本
,

农也 , 末
,

工商也
。 ”

②这些议论
,

与中国古

代传统的重本抑末说教别无二致
,

是中国古代传统经济思想对日本发生影响的结果
。

但在江户时代
,

日本社会已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
。

由于当时幕府和大名等统治者要将 农 民

所缴纳的年贡米及其它年贡物资的剩余部分拿到市场出售
,

同时也需要通过市场购买其它生活必需品 和 奢

侈品
,

因而对市场有较大的依赖性
。

同时由于当时城市经济的发展
,

居住在城市中的大名
、

武士和众 多 的

工商居民们各方面的生活需要也必须依靠市场来得到满足
。

因而
,

形成了多方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的 要 求
,

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商人势力的增强与商人地位的提高
。

反映到思想领域中
,

就是出现了对商业和

商人持肯定态度的观点
。

肯定商业和商人的观点
,

首先表现在一部分思想家对当时商业和商人客观作用的积极描述上 这种描述
,

不仅反映在一部分较为激进的思想家的言论中
,

而且也反映在一部分较为突出地坚持农本观念的思想家的言

论中
。

如 荻生祖徕的学生
、

著名思想家太宰春台 一 即在强调
“

民之业有本末
,

农为本
,

工商为

末业
”

③的同时
,

描述了当时商人和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

他说
“

今之世
,

有米谷布帛而 乏

金银
,

难立于世
。

不唯小民之贱者
,

即令士大夫以上至诸侯国君亦皆然
。

然今之世
,

有禄之士大夫与国君皆

如商贾
。

因倚金银而足万事之用
,

故以如何获取金银为计
。

此已成为今日之急务矣
。 ”

④荻生祖徕也 说
‘

开辟以来
,

仅此百年之间
,

无钱不成之世也
。 ”

⑥另一思想家本多利明 一 也说
“

天下通

用金银尽握于商贾之手
,

豪富之名仅在商贾
,

永禄长者
、

武家皆贫穷
。

故商贾之势日盛而 居四民之上
。 ’ ⑥宽

政年间 一 。。 活跃于世的经论家蒲生君平 一 更以
“

大阪豪商一发怒
,

天下诸侯直颇

抖
”

的词语
,

不无赞许地描绘了当时商人强大的势力与重大的作用
。

类似的论议或描述
,

在当时思想家

的著作中俯首即是
,

举不胜举
。

当时的思想家除积极描述商业和商人的客观作用外
,

还从理论上论证了商业和商人在社会经济生 活 中

的重要地位
。

如贝原益轩和荻生祖徕在坚持农本思挥的同时
,

即提出了四民并存
、

相互为助的观 点
。

益轩



说
“

士勤于奉公
,

农勤于耕役
,

工勤于精心制器物
,

造物之人不欺 商勤于交易而无伪
,

不谋暴利
。

四

民共存
,

不强贪利而福禄自来
” 。

⑧祖徕说
“

天地自然
, 四 民有之

。

农耕田以养世人
,

作器以供世人
,

商通有无以助世人
,

士治天下以使无乱
。

各司其职
,

互为助
。 ”

⑨ 另
一

思想家注井高房 一

也有同论
,

他说
“

天下四 民
,

士农工商
,

各任其职
,

子孙继业
,

以成共家
。 ”

咖 思想宋木分找亡长 。一

也说
“

为交易计
,

决不可无商人
。 ”

⑧总之
,

肯定工商的议论
,

在江户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中 可谓

比比皆是
。

但上述思想家关于工商业的议论
,

总的说还比较零散
,

不够系统
。

江户时期比较系统地阐述过

重商观点的
,

要算石田梅岩
、

海保青陵和佐藤信渊了
。

商人代表者石 田梅岩的重商思想

石 田梅岩 一 是江户中期代表商人利益的思想家
。

他创立的
“

心学
”

以工商业者为对象
,

以

通俗化的形式阐述商业和营利的合理性
、

正当性
,

肯定商业和商人的积极作用
,

被称为
“

庶民之学
” 。

梅岩

具有十分突出的重商思想
,

其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充分肯 定商业 的地位 与作用
。

他对商业有个简明的解 释
“

凡 溉货日商
。 ”

⑩他认为正是由于商

业的存在
,

人们方可
“

以其有余
,

易其不足
,

互通有无
” 。

⑩商业的基本作用就在于
“

通用天下 之 财宝
”

他认为商业的这种作用是不可能为其他职业所代替的
,

他说
“

何云商人之道
,

谓士农工之道有所不 能 替

者也
。 ”

故在他看来
,

商人对当时社会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 “

若商人皆为农工
,

则无通财宝者
,

万 民

皆有难
。 ”

他认为商业与商人的存在不仅具有通过商品交换而调剂社会需求的机能
,

而且还可以通过 实 现
“

商卖之利
”

与
“

商卖之德
”

而协调商业与商人 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
,

亦即可 以
“

安 万 民 之 心
” ,

“

助天下之治
” 。

因而在他看来
,

商业与商人的存在
,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具有十分巫要的 意 义
。

二
、

主张商与士 农工平等
。

在他看来
,

商业与商人的作用既然十分重要
,

那么对之就绝对不可予 以 轻

视
。

他认为
,

商与士农工一样均为
“

天下百姓
” ,

相对于君主而言
,

都处于
“

臣
”

的地位
,

区别只在各自所

司职分不同而已
, “

士
,

既位之臣 , 农
,

草莽之臣 商工
,

市井之臣
。 ” “

士农工商
,

其职虽异
,

然却通于

一理
。 ”

他引用孟子之言 以为论据
,

指出
“

孟子言道者一
,

士农工商亦天之一物
,

天焉有二道 哉
”

他

洁问贱商论者道
“

何以嫌贱商人
”

三
、

肯定
“

商卖之利
” 。

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

必会获得商业盈利
。

在梅岩着来
,

这是天经地义的
,

如同

工匠作工获得工钱
,

农民种地获得收成
,

武士供职获得傣禄一样
。 “

给工匠以作料
,

工之禄
。

给农民 以 田

垄
,

是亦同于士之禄
。

天下万民
,

若无产业
,

何以立哉 商人之买利
,

亦天下准允之傣禄
。 ” “

商人 之 买

利
,

如同武士之傣禄
。

无买利
,

如同武士无傣禄
。 ”

他认为
,

商人通过商业经营活动而获得的这种
“

买利
”

或
“

卖利
” ,

并不违背儒教之道
, “

得卖利
,

商人之道
。

若未闻以本金买卖而称为道
,

以为欲卖利而无道
,

何以明孔子以子贡为弟子哉 子贡以孔子之道
,

用之于买卖之中
。

子贡无买卖之利
,

何富之有
”

因而
,

在

他看来
,

从伦理道德上讲
,

商卖之利也应予以肯定
。

四
、

强 调讲求
“

商人之道
” 。

鉴于社会上尚有
“

奸曲商贾
”

⑩的存在
,

梅岩极力强调 讲 求
“

商 人 之

道
” 。

他指出
“

不知道者
,

贪而亡家
” 。

作为商人
,

不知商人之道是危险的
。

梅岩的所谓
“

商人之道
” ,

日本学者土屋乔雄认为指的是梅岩所理解的正确的商业经营理念
,

⑩颇有道理
。

从梅岩的议论来肴
,

它主

要指的是商人所应具有的职业道德
,

而其中最为强调的则是商人的正直之心 他说商人首先
“

所应共有者
,

乃

正直
。 ” “

商人以直取利而立
,

以直取利乃商人之正直
,

不取利非商人之道
。 ”

他认为
“

典正之商 人
,

应有人也立
,

我也立之念
” ,

亦即不可有害人之心
。

当时有句流行古谚
,

叫做
“

商人与屏风
,

直则不立
”

意谓屏风必须折叠才能放稳
,

商人只有奸曲方可获利
。

梅岩对这句古谚大不以为然
,

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另一

命题
“

屏风与商人
,

直则立
,

歪则不立
。 ”

意谓屏风歪着放是站不稳的
,

商人不正直也不能立足于 商 业

世界
。

他强调商人应
“

知商人之道
” ,

指出
“

知商人之道
,

则离欲心
,

以仁心相勉
,

以合道为荣
” 。

总之
,

商人应十分讲究商人应有的职业道德
。

五
、

论及
“

商人之学
” 。

梅岩在《都鄙问答 》卷二中有一段议论
,

专就
“

某学者讥商人之学
”

的 洁 难

进行辩驳
,

在别的地方他也务次谈到
“

商人之学
”

的问题
。

他认为
,

为了使商人尽商人之职
,

守商人之道
,



必须依靠学问的力量
,

使商人知道自己应做什么
,

以及怎样去做
。

他指出
“

无学问之力
,

则有所不知
” ,

“

商人一入学问即可知其然
。 ”

⑩在商业社会中也确实有
“

不正商人
”

的存在
,

如何使这种商人戒除 自 己

的不 良恶习呢 他的回答是
“

能戒此者
,

唯学问之力也
。 ”

即认为只有依靠学问的力量才能驱恶从善
,

净

化商业社会的道德风尚
。

总之
,

梅岩站在商人的立场上
,

为商业经营者大唱赞歌
。

他这方面的言论
,

对他以后的思想家产生过积

极的影响
,

对日本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近代化的展开也起过积极的作用
。

富落论者海保青陵的重商思想

海保青陵 一 为江户后期的著名思想家
。

在 日本经济思想史上
,

他被视为日本近代重商主义

经济思想的先驱
,

⑩依据日本经济思想史著名学者逆井孝仁先生等人的观点
,

他是日本型重商主义中藩 重

商主义的典型代表
。

⑩

他的重商思想是从
“

富国
”

即富藩的 目的出发的
。

他的父亲多年致力于宫津藩的财政改革
,

颇有成效
,

青陵深受影响
。

他自己有考察诸藩的经历
,

并曾就加贺藩的财政经济改革提出过具体的建议与方案 因而他

的许多议论大都是针对藩问题而发的
,

他在议论中所说的
“

富国
”

即指的是富藩 他说
“

云富国为第一急务
,

乃孔
、

孟
、

管仲之所同
。

后人以为富国乃儒者所不云
,

可叹矣
。 ”

江户时代
,

儒教仍是 日本的国教
,

尊

崇儒者乃一般的社会思潮
。

故青陵在此借助于儒者的权威以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
,

不过他所着重强 调 的是
“

富国
” ,

即富藩
。

而所谓富藩
,

在他思想上的侧重点
,

指的并不是藩经济的全面发 展
,

而是藩统治者诸

侯或大名财政收入的增加
。

就是说
,

他所说的
“

富国
”

尚不是广义的概念
,

还只是狭义的概念
。

正 是在这

一意义上
,

他指出
“

富国在吸取他国之金
” ,

即认为要富藩就必须通过吸取他藩的货币以增加 本藩的

财政收入
。

如何吸取他藩的货币呢 他的主张是诸侯或大名亲自经营商业以获取商业盈利
。

所以他心 目 中

的富藩
,

既指增加藩的财政收入
,

又指藩主亲自从事经营活动致富
。

他的重商思想正是从这一 目的或前 提

出发的
。

他的重商思想
,

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一
、

主张诸侯商人化
,

强调交换在社会生活 中的作用
,

论证商业 的合理性
。

他针对当时大名卖 米 即出

售农民所缴纳以供自己食用后剩余的年贡米一事
,

说道
“

卖米乃商卖
。

大国大名皆商卖之人 矣
。

⋯⋯不

买卖则一 日也不能生活
。

非贱金银之世
,

非笑商卖之时
。 ” “

使商人经商
,

非国之耻事也
。

必 须卖米之

武家
,

买物卖物
,

亦非丑行矣
。 ”

⑧

二
、

主张改变小 商小贩经营贾易的状况
,

实行藩专卖
。

他主张将民间货物收集至藩之手
,

然 后 卖 往 他

藩
,

改变以往完全由小商小贩经营的状况
,

以降低成本
,

获取商业盈利
。

他认为这样做不仅藩可获利
,

而且

民也乐意
。

同时在从生产者手里收集货物时还可增收一定的手续费
。

他认为这是一种
“

润下炎上
”

的 好办

法
。

所调
“

润下炎上
” ,

类似于《管子 》所说的
“

见予之形
,

不见夺之理
” 。 “

润下
”

指雨水从天而降
,

喻指百姓感受到获得了上面给予的好处
,

类似于《管子 》所说的
“

见予之形
” “

炎上
”

指雨水经过蒸发又

升到了天上
,

喻指百姓不知不觉而被上面所剥夺了
,

类似于《管子 》所说的
“

不见夺之理
” 。

《管 子 》一

书
,

早在江户时代以前即已传入日本
,

是古代日本士大夫大都必须阅读的中国典籍之一
。

仅从前面所引青陵所

述
“

云富国为第一急务
,

乃孔
、

孟
、

管仲之所同
”

一语即可看出
,

他对《管子 》一书是较为熟悉的
,

因而他

的
“

润下炎上
,

之说
,

是与《管子 》一书的影响分不开的
。

三
、

论证商业利润 的合理性
。

和梅岩一样
,

青陵对商业利润也持肯定态度
。

有所不同的是
,

梅岩将之与

武士的傣禄相比拟
,

认为它符合分配规律 , 青陵则将之与自然界的物物相生现象相对照
,

认为它符合自然法

则
。

他的论点是
“

田
、

山
、

海
、

金
、

米
,

凡在夭地间者皆物品也
。

物品又生物品
,

理也
。

田而产米
,

与金

而生息无异
。

山产林木
,

海产鱼盐
,

金
、

米生利息
,

天地之理也
。 ”

他的这一论点主要是就利息问题 而 言

的
,

侧重点在于论证诸侯
、

武士剥削收入的合理性
。

在他看来
,

诸侯
、

武士所拥有的领地
、

采邑就是 其 取

得收入的资本
,

他们出租领地
、

采邑而获取年贡收入
,

有如放债取息
,

出售商品以获得更多的货币一样
,

是

理所当然的
。

他说
“

凡云入
,

皆卖之事也
。 ” “

田之年贡
,

山之年贡
,

海之年贡
,

皆息物也
,

贷物品而取

息也
。

是利息必取也
。 ”

这些议论
,

是立足于取息合理
,

获取利润符合自然法则这一观点而展开的
,

因而包

雄



含有肯定商业利润的内容
。

四
、

才巴商品经济观 念运用于政治 生 活 之 中
。

中国先秦思想家韩非在阐述自利论观点时
,

曾 有
“

主卖官

爵
,

臣卖智力
”

⑩的君臣互市之说
。

无独有偶
,

青陵在论证商品交换存在的合理性时
,

也提出了一个与韩非

之说极为相似的说法
。

青陵的议论是
“

自古君臣者
,

市道之谓也
。

君以领地而使臣
,

臣卖智力而获 禄
。

君

买臣
,

臣卖于君
,

买卖也
。

买卖
,

善也
,

非恶也
。

⋯ ⋯天子乃使用天下物品之豪家也
,

诸侯乃使用一 国 物

品之豪家也
,

均为将各自之物品贷之于民而食其利息之人也
。

卿大夫士乃卖其钾力于君
,

而以其赁金 生 活

之人也
。 ”

这段议论
,

完全是对韩非之说的具体阐释
。

青陵从小接受儒教熏陶
,

熟读中国典籍
,

思想倾向于

韩非的
“

法术
”

观点
。

故正如日本著名哲学家永田广志和 日本经济思想史学家家谷晃弘所断言
,

他的思想在

很大程度上所接受的是
“

韩非的影响
” 。

富国论者佐藤信渊的重商思想

佐藤信渊 一 。 被 日本学者称之为
“

德川时代经济学者中最著名的一位
” 。

⑩和梅岩
、

青陵

等人一样
,

他也具有十分突出的重商思想
。

有所不同的是
,

他既不是从商人的立场提出问题的
,

也不是从富

藩的角度发表议论的
,

而是从富国的需要出发提出自己的见解与主张的
。

他的这方面的思想
,

可以概括为以

下几个内容
。

一
、

论证通商交 易的心要性
,

充分肯定通商交易的积极作用
。

他认为通商交易是发展国家经济 的 最大

事业
,

是国家实施政教措施的根本前提
。

他说
“

凡兴国家之大利者
,

无大于通商交易
。

故斯业不兴
,

永久

慈爱
、

笃守信义之政教不得而行
。 ”

⑩他还将视野扩大到世界范围
,

就通商交易问题
,

对比英国分 析 了日

本的情况
。

他认为 日本在地理
、

物产方面优越于英国和其他各国
, “

气候温暖
,

物产丰饶
。

其繁华富盛
,

世

界中无与伦比
。 ”

英国地处日本之北
, “

气候寒冷
,

其物产不及我日本
” 。

但英国为何经济发达
,

势力强大
,

称雄世界呢 他的看法是
“

只以其能航行大洋
,

通商万国故也
。

是知海舶交易乃国家之要务
。 ”

⑩他 认

为日本是洋中大岛
,

在航海通商方面
,

处于世界上最有利的地位
,

故他主张 日本大力发展航海事业
,

以收国

际贸易之利
。

他说
“

今以我日本洋中之大岛
,

若兴航海通商之业
,

其便利实为世界第一之上国
。

今欲兴其

业
,

必先坚其舶
,

于海上风波及盗寇无所恐
。

且明天文
、

地理
、

测量之学
,

精其器物
,

严其武备
,

使在万里

大海航行
,

犹如轻车熟路
。

先遣使至清朝及安南
、

逼罗等国
,

厚其礼
,

丰其聘
,

以结和亲
,

而后输送日本及暇夷

国之物
,

考其他诸国之物品轻重以交通有无
,

以收互市之利
。 ”

这段议论
,

不仅论证了日本开展航海贸易事

业的必要性
,

而且具体设计了 日本从事航海贸易事业的方法与步骤
,

同时也可以说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论证

了通商交易的必要性
,

肯定了通商交易的积极作用
。

二
、

认 为商人掌握流通 大权为害甚大
,

反时商人 自由流通
。

他认为放任商人自由流通会导致兼并 现 象

的发生
,

致使贫民流亡
,

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
。

他说
“

使商人握货物买卖之柄
,

其害最大
。

⋯ ⋯下贱之民

富
,

则吞并贫乏百姓之产业
,

使贫者愈贫
,

终为流民
,

离散乡里
。 ”

故他对放任商人自由流通持坚决 反

对态度
。

三
、

主张国 家经营商业
,

直接控制流通
。

信渊在日本经济思想史上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套较 为 完

整的国家经营商业的主张与方案
。

他的这一主张与方案
,

在 日本学者中
,

有的称之为
“

商 品 的 国 家 占卖

法
’ ,

有的称之为
“

彻底的商业统治论
” 。

澳大利亚学者铁沙
·

莫利斯一铃 木 一

在其所著《日本的经济思想 》中
,

将他的主张与方案称之为
“

国家管理经济的构 想
” 。

⑧这 一主

张与方案的基本内容是
,

整个社会的经济事务由国家统一管理
。

具体而言
,

在商业流通方面
,

即由国家设

立名为
“

融通府
”

的主管部门进行管理
。

他说
“

融通府统辖世界之货物
,

抚御天下之商民以融会财用 将

多处之物品运往少处
,

贱处之物品运往贵处
,

使有无相通
,

轻重相交
。

虽南北东西之偏鄙
,

无万货屈 伸 之

差
,

群品高卑之异
。

使各地所出之物产
,

常平准其价
。

且又通商外邦
,

收互市交易之利润以充国实
。

使万民

滋息蕃衍
,

上下丰乐
,

此其职也
。 ” “

且此府之要务
,

在专收交易之利润使财用富裕
,

以 周 济 国 内 之 穷

乏
。 ”

从这些议论来看
,

融通府的任务与职责是非常明确的
,

它既管理国内流通事业
,

又管理国际贸 易

活动 , 既管理商品的转运出售
,

又管理商民的买卖交换业务
。

它的基本目标是平抑物价
,

调节货物
,

获取利



润
,

周济贫乏
,

发展经济
。

共具体管理办法是
,

在各地主要关口及都会大邑设置称之为
“

平准馆
”

的官署
,

由该
’

含署的官员率领和指挥商民开展交易活动
。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

需要一种适应自身发展要求的理论为其指导
。

和任何重大社会改革的推进一样
,

它在共报初也必然经历 一个不可缺少的舆论宣传和理论准备阶段
。

重商主义即为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之济建

立之初所进行的一种舆论宣传和理论准备
。

从前述内容来看
,

日本在建立近代市场经济之初所进行的 这 种

舆论宣传和理论准备是比较充分或充足的
。

日本近现代市场经济之所以那么发达
,

与其舆论宣传和理论准备

较为充分或充足恐怕是大有关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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