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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目字管理」是洞见或限制？黄仁宇大历史观下的明清市场与政府* 
邱澎生（中研院史语所助研究员，2001年元月） 
（本文修改后，发表于《台大历史学报》26期） 

「大历史观」（macrohistory）、「数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是黄仁
宇先生成学以来所极力宣扬的史学概念，前者是这种史学概念的统称，后者则是这种史学
概念的实际操演。何谓「大历史的观点」？黄先生直指称是：「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
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所谓「技术上的角度」，则正是他强调的
「数目字管理」概念：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它能够将整个的社会以数目字管理。因之社会里的
成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interchangeable）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可以繁
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
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在推进科技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无可
比拟的优势条件……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
基干，则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
为暴露，其国民对其政府之无能益抱不满。 [2] 

我认为这段话能相当程度掌握黄先生所提「数目字管理」的精蕴。这段话包括两个重要层
面：第一个层面是将历史发展区分为「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
两类不同的「国家社会架构」：「农业组织」为主的社会，配合一种「不能在数目上管理
的（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国家」，两者是以「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相连
结；「商业组织」为主的社会，则配合一种「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两者以「注重
加速交换」相连结。第二个层面则以「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
割归并、道德观念上的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三者间的相互支持，做为「以商业组织作国
家基干」的基本特征，这种特殊的「国家社会架构」，可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或是
「现代化社会」。 

以「数目字管理」来检视人类历史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其中「经济、法律、道德」间的互
动内容，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也正是黄
先生强调的「大历史观」。他相信，以「数目字管理」、「大历史观」考察人类历史，不
仅能藉以标订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更能拨开纷纭历史表象、直捣社会贫穷问题的核
心， [3]进而为包含二十世纪中国在内的其它落后国家开出妥切药方：避开无谓的「资本主
义、社会主义」路线争议，减少完成改造「国家社会架构」的时间与痛苦，早日跻身「能
在数目字上管理国家」之林。 [4] 

因为黄先生相信上述史观的实用性，他建议在大学设立「大历史」课程，帮助「历史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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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他们的眼光深度并放寛视界」，写出一种「宏观的研究」：「能够报告读者，何者变化
为短时性的，何种改革有永久性」，藉以修补现今史学训练过于钻研「小题目」的习气。
他对他的史学同僚提出以下呼吁： 

有些同事可能认为这种建议过于急燥、过于浮泛。而我所恐惧的，乃是与他们顾虑的相
反。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前无古人的环境里。世界的变化如斯的迅速，今日有很多政治家、
战略家以及企业家甚至旅游者，都不待我们的真知卓见采取行动。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
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 [5] 

细绎本段文字脉络，黄先生所谓的「真知卓见」，并不只限于他倡议的「大历史观」与
「数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对所有史学研究者的一种高度期许。然而，这段文字最令我印
象深刻的，仍是黄先生赋予史学「经世致用」的关怀与忧心：「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
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在为黄仁宇先生《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一书作序时，余英
时先生曾指出：「作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关怀是十分迫切的……我们无论是否接受作者的史学
预设或同意他对具体事件的解释，我们都不能不对他的知识真诚和故国情深表示一种同
情。这部《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正是作者的理智和情感交织而成的作品」。 [6]我认为，
「理智和情感交织」，正可贴切说明黄仁宇先生史学研究的最大特色。 

黄仁宇先生史学研究的情感层面， [7]以及他在对日抗战期间由运输补给过程体会的中国实
况，本文都无能力谈及，只希望能对他「数目字管理」概念做些分梳，配合明清市场与政
府间的演变关系做些相关讨论，进而重新省思这个「数目字管理」概念的价值与问题。 

（一）「数目字管理」中的经济、法律与文化 

黄仁宇先生标举的「数目字管理」概念，有两个主要学术根源，一是他对明代中国财政制
度与政治社会的专力研究， [8]二是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密集阅读与师友讨论。 [9]
前者精华具体表现在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1974，中译《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与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1981，中译《万历十五年》）两书；后者则表现在〈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1986）与《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1991）。四种书文可视为黄仁宇先生形成与论证
「数目字管理」观念的代表作。本文开始即指出「数目字管理」概念具有两个主要内涵：
一是将人类历史发展区分为「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两类不同
「国家社会架构」，前者是「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后者是「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
国家」。二是以「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割归并、道德观念上
的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三要素的相互支持，做为「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的基本特
征。将这组概念落实到历史上，黄先生分别以明代中国为「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
典型，而以1689年清教徒革命以后的英国为「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为了更
方便说明这两种「国家社会架构」典型及其意义，黄先生有时也将前者形容为「金字塔倒
砌」（a pyramid built upside down）、「间架式管理」（schematic design）， [10]或是
「濳水艇夹肉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 [11]后者则径称为「资本主义」。 

黄先生将明代中国做为「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主要与他专研的明代财政制
度有关。他指出：明太祖创设的「洪武型财政」是种「收敛性」财政制度，与唐宋帝国
「扩张性」财政制度大不相同，同时，明朝「政府之中层机构缺乏后勤能力」，也远比唐
宋帝国严重， [12]政府集中掌握的财税资源规模受到很大限制。黄先生强调，洪武型财政
基本上是种「大而无当的结构」（monolithic structure），缺乏总揽其成的国库制度，中
央财政主管机构户部以及全国各地税收机关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可由户部统辖调度的
「分支财库」，也因而在财政制度上缺乏暂时集中财税收入的有效「中层机构」，只能纯
任各级地方政府以「原额主义」缴纳税粮，各地税收记录主要只是上报户部交差了事的
「官样文章」（superficiality），不反映真实税收数字的变动。因为是采用「原额主义」缴
纳税粮与计算报销，即使民间经济成长带来商业部门税收增加，政府基本上也不必主动因
应，无需针对农业、商业税收比率结构调整财政制度，充份呈现一种「被动性格」
（passivity），全国财政的主要目标乃放在「维持政治现状，而非反映经济社会的动
态」。而维持这套财政制度的主要手段则是将「文化与政治的支配」（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dominance）强压在「一种大而无当而又自给自足的经济系统」（a large and self



sufficient economy）上，可以完全不顾「商业压力及外来的竞争」（commercial pressures 
and competition from outside）。 [13] 

明代「洪武型财政」至少产生两个严重后果，一是财税资源无法集中而影响全国交通基础
设施的成长，二是不重视商税收入而使政府施政与法律无法因应商业变动而调整。第一种
影响的根源是：财政制度既缺乏中层机构，全国财税资源乃无法有效集中，只是权宜性地
在各级政府机构间挪移调用：「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的短线条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
可能接收一、二十个县份的接济；一个县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机构缴纳财物」，黄先生
指出：明朝户部从来即「不是一个执行机关，而是一所会计衙门」， [14]资源无法集中，
也难以带动相关统筹运输的交通运输设施成长。第二种影响的根源是：既然中央或地方政
府都不在财政制度上重视各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商税收入，官员对于各地商人的实际经商需
求，诸如改善各种交通、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创设适用商业的新式法律，都不可能真正列
入施政考量。这两种影响带来的综合结果是： 

国家经济里带着服务性质的部门，即无法伸足前进。交通与通信是交纳（税收）的轮轴，
现在物资既没有集中收发，也就用不着此种车辆了。银行业与保险业也无法抬头，它们是
商业的工具。现在最大的主顾——政府衙门——作事如此，尚不照商业办法，其它也可想
而知。法庭和律师的服务当然更谈不上，因为倚靠他们的商业活动尚未登场……政府自己本
身既不需要此种种服务，大小衙门官僚，当然无意替私人的经营着想。而以上服务事业又
不能不由正式立法或类似的程序维持，（难）以自己打开局面。 [15] 

黄仁宇先生指责明朝政府财政制度「不照商业办法」，主要指的是户部无法在全国各地建
立有效分支财库，不能像现代商业公司组织一般将所有收入与支出确实登录、管理与统一
调度。 [16]影响所及，不仅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无力扩大，金融、保险等私人商业部门
发展机会也连带受到限制，这些原本可因「国家经济」规模扩大而成长的商业「服务部
门」，也都被明朝财政制度特质所连累。同时，因为这些提供商业交易必需的服务部门，
又在在需要「正式立法或类似程序」才能稳定支撑，但在政府大小衙门官僚又受财政制度
限制而「无意替私人的经营着想」，适应商业发展需要的法律改革也无法进入明朝的司法
体系。 

一方面是明代国家与民间经济组织同时限制了商业服务部门的成长，一方面是法律未能因
应商业发展而有效创新，除此之外，黄仁宇先生也强调明朝财政制度中的「文化」观念影
响：「文化与政治的支配」强压在「一种大而无当而又自给自足的经济系统」。洪武型财
政制度只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抽样，反映在财政制度背后的基本经济组织、法律体系、与文
化观念特征，三者同时形构了明代做为「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 

《万历十五年》对文化观念如何影响经济组织与法律体系，有更多的叙述与描绘。如论及
「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提倡农民「一归本业，力返真纯」时，黄先生的评论是：「希冀
以个人的力量，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
能是事与愿违」。 [17]在批评海瑞只能以空洞条文禁止民间当铺高利贷剥削农民无法收效
时，黄先生说道：「我们的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高
利贷就无法避免。但是，」 [18]  

本朝法律的重点在于对农民的治理，是以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合资贸易、违背契约、
负债、破产等，都被看成私人间的事情而与公众福祉无关。立法精神既然如此，法律中对
于这一方面的规定自然会出现很大的罅漏，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本朝的官僚政治把这种情形视为当然，因为立国以来的财政制度……无需乎商业机构来作技
术上的辅助……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则照例不在（地方官）职责范围之内。何况商业的发
展，如照资本主义的产权法，必须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传统的道德观
念。就这一点，即与《四书》所倡导的宗旨相背。海瑞在判决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
宁屈其弟」等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纲常的前提。 
[19]

这段长引文突显了两个重点，一是黄先生将《四书》儒家经典反映的「伦理纲常」传统道



德，视为是与「私人财产的绝对性」相互对立的文化观念。一方面则同时呈现了「商业机
构、产权法、私人财产的绝对性」三项关键词眼，印证本文用以拆解黄先生「数目字管
理」的三组基本要素：「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 

由明到清，这种肇因于特殊「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而形成的「不能在数目上
管理的国家」，即使经过了十六世纪因应白银流通的「一条鞭法」改革、盐商也因「商专
卖」的纲法改革而对明清财政更形重要，雍正年间大力推行的「火耗归公」，山西票号也
在十九世纪日渐活跃，然而，黄仁宇先生仍然强调：这些现象与改革都未发生「决定性的
力量、剧烈的改进」，洪武型财政造成「组织与制度的体系」仍未转型，明清财政制度仍
未具有「现代性的合理化」。 [20]直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仍是「缺乏中层经济上的组织
与交流，迫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单线条数量上的扩充，缺乏质量上的突破」。 [21]也
就是说，明清至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一直未能形成真正能够「数目字管理」的「国
家社会架构」。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明清中国迟迟不能进入「数目字管理」国家之林，其实是一种「制度
性失败」，而非特定个人的功过是非，《万历十五年》〈自序〉对这种「制度性失败」有
以下总结：「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
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这一看法，在拙著《财政史》中已肇其端……书中所
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书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
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
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22]检
讨这段历史，黄先生多次强调，要跳脱人物臧否与评价的「道德」层面，而「从技术上的
角度看历史」。至此，「数目字管理」与「大历史观」也就成为黄先生史学精华的一体之
两面。 

做为突显明代中国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对照项，十七世纪以后英国即成为一种「能够在
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典型。在1689年光荣革命之前，英国也「有如中国二十世纪，高层机
构与低层机构同时与时代脱节，中层的社会、宗教、经济、法律各种支持因素都要重
创」。 [23]光荣革命发生，打破了英国原先「英皇与议会（parliament）间牵强的平衡」，
顺利改造了高层机构；与此同时，随着圈地运动加速土地买卖，以及新兴地主领导内战获
得成功等因素的进展，农村也发生「土地的领有集中和使用的规律化」，英国的「下层机
构也必有显著的改进」，上层与下层机构同时得到改进，加速了新税制的展开以及「公平
法（equity law）与普通法（common law）对流」，各种涉及「典当间死当时借方权利、
女子财产权保障、破产、合同、股份和船舶所有的支配」案件，以及欺诈内涉及「过份的
施用诱导力」（undue influence）原则的案件，种种涉及私人财产权的案件终能「积少成
多地以成例创造制度」。 [24]适用商业的法律不断被引入与创造出来，并对组织组织产生
重要影响： 

商业性的法律可以使用于农业社会里面去，就引起农业的资金与工商业的资金对流，滨海
与内地融结为一，生产与销售的距离缩短。十七世纪末年的一个征象，乃是「土地银行」
（land banks）纷纷组成。他们希望一方面仍能原封不动的保持自己手中的田土，一方面即
以这所有权作信用的根本，获得现金。只是组织不良，求功心切，又纷纷失败。还要再等
几十年，这些错误才被更正。十八世纪中期以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地方银行、乡村银行
才如雨后春笋样的显露头角，在伦敦也有很多私人组织的小银行出现。于是信用货币不仅
膨涨，而且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25] 

保险公司也在十七世纪末年在英国伦敦逐涉成立与发展，「象征了英国金融财政组织的成
熟。此后英国的经济组织不仅超过荷兰，而且成为世界之最先进，执全世界牛耳达好几个
世纪之久」。 [26]这个过程，具体反映了十七世纪末年以后英国法律体系与经济组织间的
相互冲击与彼此支撑，使资本主义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 [27] 

黄仁宇先生强调，以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为具体关键的这种资本主义组织和运动，其实又
有十七世纪英国「思想界的支持」： 

不论内战前后，或是散发政治传单，或是著作专论，他们的文字都与时局有关。当日并没



有被认为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根据，可是连缀起来，则痕迹显然，可见得这种历史上的组织
与运动之称为资本主义者，是有思想界的支持，而且前人领导后人，后人又扩充前人的见
解，一脉相承。 [28] 

经济组织、法律体系与文化观念，三者同时汇合凑集、相互支撑，才有人类历史上的第一
次「能够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社会架构经验，这正是首先完整发生于英国的「资本主
义」。 

总结十七世纪末年英国成功「进入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黄仁宇先生提醒读者以下三
点：一，「我们从技术角度（不以意识形态作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
织，有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施用『商业的系统』（system of commerce）
『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就不期而然的包涵了一个各人『有识见的私
利观』（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
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二，十七
世纪末年英国「这样一个有农业基础并且法制传统坚强的国家，竟能使全国的管制数字
化，首尾相应，有如一个自由城市，实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三，「在英国，一六八九
年是一个具体的关键。没有这时间上汇集的话，则零星资本主义的因素，和抽象资本主义
的观念，都不能构成一个言之有物，在历史书上站得住脚根的资本主义」。 [29] 

黄仁宇先生透过他对明代中国与十七世纪英国历史的认知与比较，捻出「数目字管理」这
组概念，并大力宣扬从中引申而来的「大历史观」，这两组概念既出自他个人进行历史比
较的理智考量，也带有吁请改革中国与世界所有「不能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国家的关怀
情感。研究历史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如何才能真对人群做出「贡献」？那关连到更为主观
的研究者价值设定问题，本文无法处理，此处只能讨论以下的问题：以现有明清史研究而
论，黄仁宇先生「数目字管理」概念是否真能贴切说明众多明清史学者建构的「史实」？
特别是在理解明清市场与政府关系时，「数目字管理」概念究竟是洞见或是限制？ 

（二）「数目字管理」的洞见与限制 
就我个人观察，如果仅以十六、十七世纪明清时代这两百年历史来看，黄仁宇先生建构的
「数目字管理」概念确实具有若干洞见，能够比较有效地点出当时中国缺乏「经济组织、
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者间「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的互动与支撑；然而，这并
不是说是当时中国市场与政府之间，即如黄先生所谓的仅是藉由「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
的宣传」来连系。无论是商业组织、法律体系或是产权观念，在十六世纪以后中国即有不
少有意义的变化可说；黄先生当然可用以下文字贬抑这些变化的意义：「好多近代中国作
家找到明末清初有些思想家发表偶尔发表的文字，提及经济政策应该稍微开放，商人对社
会的贡献不可全部抹杀，个人的私利无法洗刷得一乾二净，都不能和西方同时的革命思想
相比拟」， [30]但是，不符合「革命思想」是否便只是「传统道德观念」呢？十六世纪明
朝注释律例名家王肯堂（15491613），对当时法律取消将亲属间委托放置财物「按服制
减罪」的规定，有以下评论：「寄托财畜，多系亲属，若以服制减罪，则负者众矣。故与
凡人一体科之」。 [31]这不是思想家偶尔发表的文字，而是具体修改法条后的法律解释。 

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两百年间，清代「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者间的变化愈来
愈多，即使排除十九世纪后半西方势力影响的时期，1700至1850年的一百五十年间，不仅
中国全国市场规模急速扩大， [32]商人结成商帮种类与累积资本规模也不断增多与加大， 
[33]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钱票、银票等「私票」也有巨幅成长， [34]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作
用的商人团体也在各大城镇不断出现， [35]这些是经济组织的一些重要变化。在法律体系
方面，不仅各种注释律学持续编辑与出版，成为官员学习法律甚至判案参考的专业知识来
源， [36]大批习法专家的「刑名师爷」更实际成为地方官理讼判案时不可或缺的专业幕
僚。 [37] 

随着十六到十九世纪间明清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地区的民间商人与政府官员都曾经面对
商业带来的新挑战产生某些制度创新。自十六世纪以来，史料记载的客商愈来愈多，固然
如黄仁宇先生所观察的，通常情形是「多数客商集资合雇一船」，反映了当时交通、通讯
设施的缺乏， [38]但随着各种旅途遇盗以及本地牙行中介商人欺骗外来客商的案件增多，
政府官员与士大夫都开始正视这种问题，并且更积极地提供法律协助。乾隆初年的1740年



代，江西省级官员设计了「合同联票」保护客商的交易安全： 

为设立行店联票之法、以杜侵骗、以恤商贾事。照得：一应客商载货投行、凭牙发店、评
价归账，皆藉牙行于中交易。客人与店家，别无执据，以致不法牙行往往侵吞客本、贻累
客商。今本司特立联票之法，详奉抚宪，通颁各属……嗣后，各行照式设立合同联票，凡客
货到行，行家代为发店后，即将客货若干、议价若干，中用本客、本店图记花押，将联票
裁分，一付本客收执，一存本店查对。至日清账，店家合票发银，如无合同对验，店家概
不许发银；如有无票私给者，概不作准，仍照客执联票清追其银。 [39] 

这种官员主动介入预防商业债务纠纷的作法，并不是当时特例。「重农抑商」等观念固然
依旧存在，但由当日地方官判决商业纠纷的实际案例看来， [40]「抑商」云云，很可能只
是现代史学家过度轻率的推想。 [41]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刑部官员撰写的一份法律案
件意见书（「说帖」），明显看到当时法律刻意加重处罚运输业者偷盗客商财物的犯罪行
为： 

客商投行雇夫，所有赀物，悉交运送，即与店家、船户为客途所依赖者，情事无异。一被
拐挑，则血本罄尽，进退无门，其情节较之寻常鼠窃为可恶，是以各省有因为害商旅即照
实犯〈窃盗〉律定拟者。通查汇核，详加参酌，似应以脚夫挑负运送客民行李财物中途潜
逃、赃至逾贯、实系为害商旅者，俱照〈窃盗〉治罪。若非行路客商，止系托带银信、寄
送货物、致被拐逃者，悉照〈拐逃〉律科断。谨具说帖，候示。 [42] 

乾隆34年（1769）因为北京「兴隆当铺」失火毁损典当人财物案件而产生了以下新创的法
律： 

凡典商收当货物、自行失火烧毁者，以值十当五，照原典价值计算，作为准数；邻火延烧
者，酌减十分之二；按月扣除利息，照数赔偿。其米麦豆石、棉花等麤重之物，典当一年
为满者，统一贯三计算，照原典价值，给还十分之三；邻火延烧者，减去原典价值二分，
以减剩八分之数，给还十分之三；均不扣除利息。至染铺被焚，即着开单呈报地方官，逐
一估计，如系自行失火者，饬令照估赔还十分之五；邻火延烧者，饬赔十分之三。均于一
月内给主具领。 [43] 

这是由当铺而适用染铺的新法律。整体来看，由十六到十八世纪之间，无论是牙行制度的
改革， [44]市场管理法规的演变， [45]四川自贡井盐业中流行的合资开矿资本分割、顶让
与承接的「股份化」契约， [46]乃至前述会馆、公所商人团体以及票号、钱庄等金融组
织，都不是独立于当时法律体系之外的经济组织，在当时的「经济」与「法律」之间，的
确产生许多有意义的制度创新。这些现象不是黄仁宇先生一句「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或
是「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即可轻易概括。 

除了经济组织与法律体系之外，在所谓「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等相关文化观念中，
明清中国的确缺乏可与近代欧洲相比拟的财产权理论，充份反映这些近代西方产权观念的
民商法典，诸如破产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等等，都在清末才由西方、日本引介移
殖到中国。 [47]然而，二十世纪初年以前中国没有这些成套的商业法律，并不即是表示财
产权问题未因市场经济发展而进入司法体系或是公共意见的讨论。围绕着富人或商人的财
产问题，明清时期也出现过不少有意义的讨论与争辩。以清初士大夫魏禧为例，他即曾对
可否将富人田产课征类似「累进税」的问题，与几位好友发生如下的争辩： 

予覃思五年，作限田三篇，其法：一夫百石，止出十一正赋，过百石者，等而上之，加以
杂差。若田多者卖与无田之人，或分授子孙，不过百石，则仍止出正赋。是同此田也，贫
者得之则赋轻，富者得之则赋重，所以驱富民贱卖，而田不必均而可均矣。私谓三代以后
最为善法，质诸君子，亦皆叹服。独家伯子以为不可，谓苟行此法，天下必自此多事；后
世天下之乱，止在官府缙绅贪残，民不聊生，不系富人田多、贫民无田，苟刑政得理，民
自乐业，何必纷纷为此也。浙江秀水曹侍郎（原注：名溶，号秋岳）则谓：此法议之南方
尤可，若北方贫民佣田者皆仰给牛种衣食于多田之富户，今即每夫分以百亩，耕作所须，
色色亡有，田渐荒而赋不可减，数年之后，唯有逃亡，况望其以贱价买诸富民乎？陕西泾
阳杨兰佩（原注：名敏芳）则谓：田赋倏轻倏重，朝无成法，官无定规，吏因作奸，民多



告讦，非天下县官人人贤能则扰乱方始矣。予以三君言，反复思索，凡数夜不寐，乃焚其
稿。因笔记于此，以见变法之难为，独见之难任，人当国事，切不可轻试纷更也。 [48] 

这场十七、十八世纪之间的小论辩，表面上看来也可以包括在黄仁宇先生所谓的「明末清
初有些思想家发表偶尔发表的文字」，但是，不仅魏禧「以三君言，反复思索，凡数夜不
寐，乃焚其稿」的认真态度令人印象深刻，这篇文章后面附加的「保富」观念则更带有普
遍意义。该文编辑者张潮，在文章后面加上如下按语：「富民之田，非由攘夺及贱价而
得，今勒贫民买田，不知田价从何出？恐贫者未必富而富者已先贫矣。大抵当今治道，惟
宜以保富民为急务，盖一富民能养千百贫民，则是所守约而所施甚博也」。 [49] 

「保富」论述其实是十八世纪以后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看法，知名幕友与法律专家汪辉祖
（17301807）也对「保富」的必要性提出下面说明：「藏富于民，非专为民计也。水旱
戎役，非财不可。长民者，保富有素……而事无不济矣。且富人者，贫人之所仰给也。邑有
富户，凡自食其力者，皆可藉以资生。至富者贫，而贫者益无以为业，适有公事，必多梗
治之患。故保富，是为治要道」。 [50]不仅官员士大夫谈「保富」，清朝雍正皇帝也对富
人何以拥有众多田产而提出以下「解释」： 
自古贫富不齐，乃物之情也。凡人能勤俭节省、积累成家，则贫者可富；若游惰侈汰、耗
散败业，则富者亦贫。富户之收并田产，实由贫民之自致窘迫、售田产于富户也。 [51] 

除了「保富」观念外，明清官员与商人间逐渐密切的「士商相杂」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
种种文化观念变化，更令人印象深刻。 

明清五百年间，不仅商人本身与其子弟透过科举考试或是捐纳方式获得官员身份的人数大
增，商人与士大夫之间的日常来往也更加密切。余英时先生自明清文集中收罗了众多史
料，证实明清中国商人与士人间的「士商相杂」现象以及「贾道」论述的逐渐兴起。 [52]
部份明清商人与士大夫提出「良贾何负于闳儒」的「贾道」论述，既反映也促使商人不断
的「士大夫化」；另一方面，士大夫频与商人联姻，并且形成坦然收受撰写寿序、墓志润
笔的新「辞受」标准，甚至发诸为商人商业利益辩护的政策时论，这些现象反映着士大夫
的「商人化」。与这些「士商相杂」现象、「贾道」论述出现的同时，种种新型态的「义
利观、公私观、侈靡论、富民论」等社会思潮，也更加普及。 [53]「贾道」以及新发展的
「义利观」，可以更有效地减缓主流社会价值观对获取「私利」的敌视程度，增强商人累
积财富的道德正当性。十五世纪以后，类似「以公护私」这类新型态「义利之辨」的观
念，不只是士大夫表达的思想，更成为士大夫与商人合组「会馆」组织的理念，使这种新
式「义利观」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存在」。 [54] 

以上简介有关明清经济组织、法律体系与文化观念的变化内容，固然都无法与黄仁宇先生
所述十七世纪末年英国的变化相比，但是若谓明清种种变化都是无关轻重，也不能符合十
八、十九世纪中国「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之间互动关系的演变实际。 

整体看来，黄仁宇先生「数目字管理」概念突显了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与十七世纪末英国之
间的「国家社会架构」差异，一方面让某些原本相信传统中国也可以自行发展出「资本主
义」的人理解其中的不切实际（虽然那些曾经天真相信其中确有可能的学者寥寥可数），
另一方面则以历史著述论证并呼吁中国大陆该当跳出「姓资、姓社」意识形态的无谓争
议，变化思想观念，改革法律体系，尽快完成「最基本的现代组织」。 [55]同时，我认为
黄仁宇先生运用「数目字管理」概念分梳中国与世界史的努力，也对读者带来如下的方法
论省思：对于「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者，要正视其如何有机地连系并影响
到不同社会的发展。 

尽管黄仁宇先生已注意到「经济、法律、文化」三者互动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但严
格来说，他未能进一步呈显三者间的复杂互动。他以如下的描述来呈显资本主义或是现代
化社会：「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的零件；更因之社会上的分工可以繁
复。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
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可说是他对「现代性」的理解与界
定。若借用Charles Taylor区分的两类「现代性」理论做说明，黄先生「数目字管理」概念
对现代化社会所做的描述与解释，的确很接近那类「少文化的」（acultural）现代性理论：



将现代性的发生，视为是「不带文化因素影响而纯任理性或社会性的操作」（a rational or 
social operation which is culturalneutral）；而现代性的传布，则是「任何或每一个文化都
可以完成的一组社会转型」（a set of transformations which any and every culture can go 
through）。Taylor将其与另一类「文化性的」（a cultural）现代性理论相对比，这类理论
将近代西方社会的出现，主要视为是一种「新文化」的兴起，背后涉及诸种「人观」
（personhood）、「自然观」（nature）、「社会观」（society）、「时间观」
（time）、「优劣观」（goods and bads）、「善恶观」（virtues and vices）等等属于近
代西方自身的特殊认知方式（own specific understandings）。 [56]尽管黄仁宇先生也将
「数目字管理」国家的出现设定在十七世纪末的英国，也谈及私有产权神圣性观念如何在
英国特殊时空条件中扩散，然而，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说明其实相当有限；同时，他
经常列举「官员应付科举考试、阅读《四书》」等因素论证「传统道德」对明代经济、法
律条件的影响，更是严重简化了明代影响经济、法律发展的「文化」因素。更重要的是，
他相信：只要有心改革，勇敢地抛弃「传统道德」，则包含中国在内的其它「不能在数目
上管理」的国家，也可以顺利转型为「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就和十七世纪末英国所
完成的「现代性」社会改造一样。因此，黄先生「数目字管理」概念背后所抱持的「现代
性」理念，应是接近Taylor所分类的「少文化的」（acultural）现代性理论。 

Taylor指出，「少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有以下重大缺点：既扭曲了近代西方社会发展过程
的复杂性，也轻估了现代性在传播过程中受限各地不同既有文化影响而出现的「他类现代
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可能性。忽略了西方「现代性」其实也部份植基于「原本
的道德框架」（original moral outlook）。以十七世纪以后近代科学发展而论，的确具有改
进技术与增加效率的层面，但是，时人所谓的「将事实（fact）自价值（value）中区分出
来」，却和当代人从事物理学研究希望发现「科学真理」的心态不可等同而论。表面上是
要解决现实的技术问题，但背后动机却可能是宗教道德性的理由。 [57]同样的道理，视个
人为原子式存在的观念，也同样嵌植在近代西方的特殊认知方式中，所谓的「社会里的成
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的零件」一语，其实不能自当时西方「人观、社会观」等成套
成组认知观念（a constellation of understandings）抽离出来。当西方技术传到东方时，所
谓的「社会里的成员，变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换的零件」，或是「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
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等「现
代性」特征，又会与不同东方国家既有文化观念相互结合与创新？这些都是Taylor所说
「少文化的」现代性理论不能妥善交待的重要发展。 

不仅「文化观念」可以如此重要地影响「现代性」历史与理论的建构，「经济」与「法
律」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 [58]又岂是可以轻易放过！无论如何，黄仁宇先生在研究与阅
读明代财政史和英国资本主义史方面，已花费众多努力与心血，他的明代财政史研究，确
能由小观大、独具创见；他对英国、荷兰、威尼斯近代经济史的介绍，也为中文读者提示
及消化了众多重要西方史学成果，这些都会是中文读者的重要资产。特别是黄先生揭示的
「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要素，我个人觉得其在分析明清经济史上确有洞
见、极富潜力，如何努力将这三者关系予以细致化、动态化？应仍是值得继续发展的学术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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