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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货币观念的变异与农耕文学的转型 
 

——以明代后期的市井小说为论述中心 
 

许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当货币这种用于交换的一般等价物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愈来愈不可少的对象物
时，就会形成相应的货币观念，并成为影响人生存、发展的观念和情感的重要因
素。既然货币和货币观念成为影响人的情感的重要因素，那么这种影响也会波及作
为情感的语言艺术表现的文学领域，即货币观念的变化也当引起文学表现形态的变
化。然而，货币观念与文学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却是至今尚未明了的问
题。本文从货币观念入手，探讨不同货币观念的生成及其对人的消费观念、价值观
念、审美趣味和文学表现的影响，意在说明货币观念与文学表现间的联系。在这一
探讨过程中发现，在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中，出现了由农耕货币观念影响
下的农耕文学向商业货币观念影响下的商业文学转型的趋向，其间产生的市井小说
就是表现这一转型趋向的文学载体，体现出与以德礼为中心、以稳定平和为特质的
农耕文学所不同的以财色表现为中心、以寻新求变为特质的商业文学精神。 
    关键词  货币  消费  价值  审美  农耕文学  商业文学  转型 

作者许建平，1958年生，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货币是人们用于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当这种等价物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愈来愈不

可少的对象物时，就会形成相应的货币观念，并愈来愈成为影响人生存、发展的观
念和情感的重要因素。既然货币和货币观念成为影响人的情感的重要因素，那么这
种影响也会波及作为情感(包括融于情感中的观念意识)的语言艺术表现的文学领
域，即货币观念的变化也当引起文学表现形态的变化。因此，货币观念与文学表现
形态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是研究文学不可视而不见的重要问题，至少是探讨文学
史现象的一种视角。 

 
一 
 

    “货币观念”在本文中特指古代中国人在获取、使用、保存货币时所持有的对
货币诸如获取的难或易、使用中价值的增或减、钱是死的抑或活的等世俗的体认，
是存活于生活层面的世俗的货币观。这种货币观虽不同于马克思对货币的价值尺
度、交换手段、贮藏功能等属性的形而上的经典把握，但在其世俗化、生活化的观
念形态里却包含着上述属性；而且这种世俗的货币观念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观，进
而影响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审美观，并最终反映在文学作品的形象、故事和艺术表
现之中，从而形成相应的文学表现。本文正是从这种货币观念入手探讨货币观念的
变化与文学表现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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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的货币观念生成、依附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生产与交换方式改
变后，货币观念方随之变化。货币观念的变化也就成为文学变化的前提。本文将中
国古代文学分为“农耕文学”、“商业文学”两个阶段和类型，是基于中国社会商
品交换发展的历史形态所引起的文学发展的历史形态的事实。而将中国古代社会商
品交换发展的形态划分为农耕经济与商品经济两个阶段，则是以马克思对人类历史
发展阶段的划分为依据的。 
    马克思曾以交换方式为尺度，将人类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①：“人和自然
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之产物。”这是第一个阶段即蒙昧时代，人以
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货币未产生前的自然经济阶段；“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
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阶段。“不管这种统治和服从的
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
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
间，决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是第二个阶段即奴隶制、封建制时
代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为主的附带式的商品交换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一切劳
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的社会化的商品交换阶段；第四个阶段为“在
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的社会
化产品经济阶段。②其中，第四个阶段——“社会化产品经济阶段”是当今正在走
向现代化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而在第一阶段——采集式的自然经济阶段，纸质
的文学尚未产生，故上述两个阶段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剩下的第二、第三阶段
不仅大体适应中国古代商品交换发展的历史化进程，也适应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
史化进程。 

以农耕经济为主的附带式的商品交换阶段，正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大部分封建
社会的经济形态——土地所有制的土地生产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
而社会化的小商品交换形态则曾在明代嘉靖后期至万历时期的一定区域范围和一定
程度上得以显现。此后又时现时隐，直至改革开放初期才得以较充分发展。中国文
学发展的情形也大体如是。在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附带式的商品交换经济基础上所
产生的文学我们称之为农耕文学，而社会化的小商品经济活跃时期和活跃地区产生
的与其商品观念相一致的文学，我们称之为商业文学③。至于对农耕文学、商业文
学内涵的阐释，本文只着眼于其性质内涵的抽象和分析，而不做演变的过程描述。
这不仅是基于篇幅的要求，更基于本文将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型之趋势作为考察
重心的写作意图而考虑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传统的观点理解为三个阶段，而我以为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十分重视和强调
的阶段，不能从中抹去。现将马克思划分后三个阶段的话引于下：“一切劳动产
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
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不管这种统治和服从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
是封建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
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
往交系)。”马克思提出了“私人交换”有两个对立阶段，前者是“同以个人之间的
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后者“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
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即它处于前后二者之间，显
然马克思划分为了三个阶段。再加上“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阶段，则为四个阶
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
社，1979年，第105页。 

③关于“农耕文学”和“商业文学”的具体内涵，可见本文第二、四节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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