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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美国康奈尔大学胡适讲座教授高家龙 

 

 
                      

 

    本报记者  田晓玲 

     

    在西方，过度消费被看作是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而在中国，当人们在寻找应付

危机的药方时，眼光又转向了消费。消费到底好还是不好？在全球化的今天，消费又

怎样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著名中国企业史研究专家、美国康奈尔大学前历史系主任、

胡适讲座教授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了题为“边缘上的

全球化：一名历史学家视野中的中国消费文化”的专题讲演，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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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好与坏，要看判断的不同语境 

     

    文汇报：我们知道，在分析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时，人们对消费多有诟病。这是

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做出的判断。作为历史学家，您是如何看这一问题的？ 

     

    答：实际上，认为过度消费是件坏事，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看法；它由来已久。鲁

迅就痛恨他那个时代的商业广告和营销，他认为消费破坏和腐蚀了人们的精神道德准

则，继而破坏了中国未来的理想和希望。出于这样的看法，在20世纪初，他对企业家

满是批判。比如在女性问题上，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尊重和保护女性权利，而当时的

广告却用一些女性形象来促销商品，1940年的月份牌就是一个例证。鲁迅认为这侵犯

了女性的权益。他痛恨这种形式的商业促销。 

     

    今天发生的事可能和当时有些类似。1960、70年代的时候，中国人可能从未想过

会再出现类似形式的企业家，而现在，这一切又回来了。鲁迅当年所痛恨的那些公

司，现在以同样的名字出现在大众面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对应：同样的公司名，同

样的商业促销，同样的广告……而一些批评也和当年鲁迅的批评一样。所以，消费谈

不上是一个新的话题。 

     

    文汇报：是不是可以说，人们对于消费的态度，其实并没有变化？ 

     

    答：我觉得，单单判断消费好还是坏，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要看判断

的不同语境。比如，以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中国为不同的背景来分析消费，肯定会得出

截然不同的结论。改革前，大家很穷，消费社会的发展受到阻碍，当时的人们认为，

如果中国也使用资本主义的一些工具，那么将产生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价值取向，

所以在那个时代，消费文化的发展是停滞的。消费文化对社会积累财富是必需的，它

可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我们看到中国在改革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当然，在中国这

样一个具体案例里，不能把脱贫致富的原因全都归结于消费；消费只是其中的一部

分。 

     

二、消费文化讨论把企业家带进了文化领域 

     

    文汇报：伴随全球化，消费文化也在全球范围传播。在您看来，它的传播路径和

方向是一致的吗？ 

     

    答：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所构建的世界体系中，西方成为世界中心，世界的其

他部分则处于边缘位置；对生产和销售来说，它的路径就是从作为中心的西方传到世

界的其他地方。我并不赞同这一看法。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当下来说，这一看法可能

都不成立。如果说世界的中心在纽约、伦敦这样的城市，那么也就意味着，类似纽

约、伦敦这样的城市可以把自己的观念、印象、商业强加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消费者身

上。事实并非如此。 

     

    我认为，更明智的做法，是要把研究的路径放在一个区域之内。如果研究东亚，

那么上海就可以作为该区域的中心；从历史上看，至少在1930年代，这是成立的。从

一个区域内、或者区域间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和消费，可能比从全球范围看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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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国别的界限在理解观念传播时并不完全有价

值。比如，我们来看中国，国内各区域如东北、华北等，各自区域内都有山河和各自

的大城市，这些区域是有助于理解今日中国的另一种方式。各区域有各自不同的文

化、方言，可能也会影响到各自做企业、做生意的方式。还有一种高于国家的层面；

现在中国有大量移民跨出国境，这些移民的线路在历史上早就有过，比如从厦门到新

加坡，19世纪就有了，现在这条线依然非常繁忙。 

     

    文汇报：在您看来，究竟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考察消费文化的传播呢？ 

     

    答：很多人从经济角度来考量，认为消费文化是从上而下的，麦当劳、星巴克把

西方文化强加在世界其他国家身上，然后影响到个体，通过营销和广告改变了这些个

体的想法，于是，整个世界被同一到一种消费文化上。这是一种看法。另一种看法则

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人尽管受到同一种文化的影响，但他们所做出

的理解和反应却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所解读的消费文化都不会相同，这是自下

而上的反应。前一种看法把全球看做是一体化的，只有一种消费文化；后一种视角则

认为世界更加多元了，由于个人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当今的文化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

要多。 

     

    在我看来，上述两种看法并非不可协调。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麦当劳、星巴克

被带到世界其他地方，同时，世界其他地方的每个个体也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形成了

各自的文化。 

     

    在消费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很多机构起了重要作用，比如说，中国本土的公司对

国内消费者的影响，也推动了消费文化的形成。有关消费文化的讨论，不再把企业家

局限在经济领域内，也使他们进入到了文化领域。 

     

三、人际关系与科层管理同时存在于中西企业之中 

     

    文汇报：您是研究中国企业史的专家，对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旧中国的发展

之类的企业史做过深入的研究。人们通常认为，西方企业更注重科层制管理，而中国

企业则比较注重人际关系。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答：的确，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这样认为，觉得中国和西方的公司有很大不同，西

方的企业更重视科层管理，和个人的关系比较小，而中国的企业更看重社会关系。但

是，我并不相信这个判断。 

     

    每一个大的企业，不管是西方的、日本的还是中国的，都同时有科层管理和人际

关系两方面。从历史发展来看，在某个特定时点，两者所占的比重可能各不相同，有

时是科层管理显得更重要一些，有时则是人际关系占上风。成功的企业家总是处在不

断变化之中，上述两者对于企业来说是互相作用的，科层管理占多少比重，人际关系

占多少比重，两者如何组合，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动态过程。根据我的研究，在两者的

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方完全取代另一方的情况。企业家们总是能在两者之间找

到平衡的。 

     

    文汇报：您非常强调创新对企业发展的意义，并且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创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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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存在于中国的企业之中。 

     

    答：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定义企业家的。我的理解是，企业家同创新密不可分。熊

彼特说过，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家。 

     

    在我们今天的消费文化中，一些时尚元素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这说明历史和

现实是相互作用的。企业家应该铭记过去的一些东西，然后根据现实情况加以改变。

不是说过去推动着企业家向前，而是说，企业家要主动回头去看一看历史，从历史中

撷取一些东西，并把它同当下的元素相结合。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企业家的创新过程。 

     

    很多人以为历史是从过去延伸到现在，人们因此喜欢用历史背景这一说法。在我

看来，这一说法把历史的作用给贬低了。历史中有很多东西同现在相类似，成了今天

的基准。所以，如果你理解了历史，它就可以为当下提供启示。同样，当下的问题也

可以使人联想到历史上相应的事件。历史和现实总是互动的。人们并不是被动地从过

去而来，而是应该主动地参与到过去之中，并依据现实来改造历史、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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