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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儒商」成為了中國大陸的一個社會熱詞，屢現於報刊雜誌及口耳相

傳中。迄今為止，「儒商」已發展成一個顯著的公共論域，甚至逐漸催生出一些獨特的文化

現象。通過史海鉤沉與意義闡發，學術界做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對於「儒商」話語的溯源

工作仍然不夠。學術界普遍將「儒商」追溯至明代的「儒賈」，並將其視為當時科舉與人口壓

力下讀書人「棄儒就賈」現象的產物，或者認為由於傳統儒者的社會地位高，商人不得不向他

們的價值觀靠攏，而出現所謂的「賈而好儒」現象。這種宏大敘事主要受激於韋伯關於「新教

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述，又受到余英時先生「士商合流」以及「儒家思想的世俗化轉向」

理論構想的影響。人們對明代「儒商」的形成，也大多停留在商人尤其是徽商的「棄儒就賈」

以及「賈而好儒」的社會風氣的轉變上面。這類解釋忽視了面臨科舉壓力之下，不斷增長的人

口與科考名額之間的矛盾並非在明代嘉靖、萬曆間才突然出現，「棄儒就賈」、「賈而好儒」的

現象，也絕非明代嘉靖、萬曆間所僅有。很難就此認定，「棄儒就賈」、「賈而好儒」的潮流下就

一定會有「儒商」話語的出現。「儒賈」話語的出現，雖然跟社會大環境當然密不可分，但也不

能忽視具體創作者的志向與背景的影響。「儒商」或「儒賈」成詞首先作為一個歷史的語言事件，

其附著的意義隨後在社會擴散時自我實現，從而產生巨大的社會動員力量，改變徽州等地區的

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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