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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农业地位和农商关系问题尽管认识不尽相同, 有重农抑商派、工商立国

派、农工商并重派等, 但他们都看到了农业的极端重要性, 主张把它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重视农业

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并且体现出了鲜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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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odern China! s Intellect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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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sis classif ied the views of intellects in modern China on agricultural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nat 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 irst, and then made a probe into their causes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a�
griculture, put forward several distinguish features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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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思想早在西周以前即已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后便成为中国封建政权奉行不

替的据以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鸦片战争后,我国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经济危机与社

会危机并发,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经世务实作风的广大知识分子在继承传统文

化中的精华的同时∀取西方文明之公器#,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农业。过去人们虽然进行过一些个案研究,
但却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笔者抛砖引玉,以加深这方面的研究。

一、对农业地位和农商关系的不同认识

重农问题往往是与如何处理农商关系密切相联的。∀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占主流的具有广泛
影响的经济思想,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产物,也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举措。鸦片战争后人们对

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就对农业地位和农商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农本商末, 重农抑商

由于历史的惯性,鸦片战争后∀重农抑商#观点仍然在不少人的思想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比较突出的
当数谢阶树、刘锡鸿和章炳麟。

谢阶树认为农为本, 商为末,本业仅∀与地争利#, 而∀末业#却∀与人争利#。∀与地争利曰本富,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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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与人争利曰末富,其利偏。偏则争, 争则困,困则穷。夫本富则农是已, 末富则商贾是已。%%凡物,
出于地者无穷, 出于人者有制#, ∀食出于农,衣出于工,财货出于商。无财货则贫,无衣则寒, 无食则死。

三者食为急,故农尤急#。因此他主张重农抑商,提出∀ 致富莫如劝农, 而保富莫如抑商#, 并提出∀严市
禁#、∀贱商人#等具体抑商的办法。&

刘锡鸿认为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是进行生产的,而工商业不能生财,只有∀务本#才能∀生物多#, ∀富足
所由致也#,相反∀商贾多而仕宦众,为害之最甚者#,因为∀商贾者,假他人所生之物而簸弄之, 以诱致人
财者也; %%取之易则去之亦易%%而人之见而效尤者, 又以其华侈之习渐染于乡里闾巷#。最终造成
∀民财皆空#的局面, ∋ 因而必须实行抑商的政策。

章炳麟认为发展工商业必然会削弱农业,因此从本国国情出发重农必须抑商,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粮

食问题,避免弱者转死沟壑,强者聚啸山林的局面,说∀汉土之民,生殖繁而食量巨,一有不给, 千里转尸,
故自古以重农为国, 是非好为迂阔,以情势异于诸方也。商日益横, 工日益多,农日益减,稔岁已忧其不

饱,猝遇虫蝗旱涝之灾,拙者饿死, 雄桀转徙他方为寇盗, 甚至揭竿噪哗。#他主张实行∀贱商#的政策,剥
夺其政治权利, 甚至用∀额帕白巾, 两足异履#的办法污辱其人格。(

(二)商标农本, 商宜先行

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是面临新的形势, 必须采取新的政

策,优先发展工商业才能塞漏救贫、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挽救民族危亡, 其主要代表是魏源。

魏源把农业所生产出的自然形态的财富( ∀食#)视为本富,而把表现为货币形态的财富( ∀货#)称为
末富,认为农为本,商为末,农业优于工商业, 只有农业才能使国家富裕,秘鲁∀恃地中有宝(矿藏) ,不屑
耕稼,怀金而啼饥#, 美国产谷棉而以富称, 因此∀金玉非宝, 稼穑为宝, 古训昭然, 荒裔其能或异哉。#)

他根据鸦片战争后的情况认为货更应优先解决, ∀语金生粟死之训, 重本抑末之谊, 则食先于货; 语今日
缓本急标之法, 则货又先于食#。∗

(三)工商立国, 农为补充

王韬希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惠商、助商政策, 以实现国家富, ∀盖西国于商民, 皆官为之

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

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 他还对阻碍工商业发展的∀重本抑末#论进
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重农#只不过是其幌子和借口,并未落实到行动之中, 真正目的仅仅是要催科取
租。∀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
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况乎中国所产足以供中国之用,又何暇外求而有俟乎

出洋贸易也哉? 呜呼! 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 辟旷地,兴水利, 深沟洫,泄水潦,

备干旱,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 徒知丈田征赋, 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 为农之虎

狼而已。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又复大言而不惭。此真今日士子之通病也, 如是天下何由而治? 盖富强,

即治之本也#, , 再也不能死搬∀重本抑末#的教条, 而应效法西方, ∀以商为国本#,发展工矿交通事业。
薛福成认为当今世界已由∀华夷隔绝之天下, 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在中国古代, 商列四民之末,

而今则∀握四民之纲#。− 如果说在华夷隔绝的朝代应∀崇本抑末#、∀ 以耕战为务#的话,那么今天则须
∀以工商为先#, 调整和摒弃重农轻商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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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提出了∀以商立国#的口号。& 虽然他所说的商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商业部门, 但仍以之为国
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和中心,认为无商则士农工皆弊,指出, ∀商以懋迁有无, 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

益于国,与土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

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国民之纲顶也,商之义大矣哉# ∋。有鉴于此, 政府自应除∀困商之政#,行
∀保商之法#。陈炽认为∀ 自今伊始制国用者必出于商, 而商务之盛衰, 必系国家之轻重, 虽百世可知
矣# [ 1] ( P232)。

康有为认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 国尚工则日新日智# ( ,只有大力发展工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而∀无
敌天下#。

但是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在强调应以工商立国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忽视农业, 视其为可有可无

之物,相反,也看到其重要性, 主张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农业。如王韬主张驱游民而归之于农, 开垦荒地,

兴修水利,采用新式农业机械来发展农业生产,马建忠主张发展农业生产, 以增加农物产品出口,以减少

贸易逆差。陈炽认识到农业也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提出∀商之本在农, 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
浚#。[ 1] ( P232)因为农业可为工业提供原料,同时农产品本身也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与对外贸易有着密切的
联系, 他还指出: ∀人徒艳西国工商之利, 而不知法、德、奥、意诸国,其国之大利,皆在于农。# [ 1] ( P152)他主
张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讲求农学,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劳动者素质,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等方法,以

发展中国农业。

(四)先农后商, 农商并重

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沿用了本末的范畴来论述农业和工商业及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但却并

不包含有轻视工商业的意见,相反认为它们与农业一样重要,迫切需要发展, 都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

部门,严复、张謇、孙中山等即是其杰出代表。

严复认为农业生产的一定剩余是工商业独立存在的前提,如果农业生产不能提供剩余则工商各业

都将无法存在, ∀盖地为百产之宗, 使耕牧树畜者, 斥母治业而不得赢,则宇内之财只有此数,行且日微而
尽,其他工商事业乌得立乎?#[ 2] ( P96)因此必须∀以农为本#, 但这并不意识着因此可以轻视工商业,因为

它们∀固皆相养所必资#∀于国为并重#, ∀理实有本末之分#, 但决不能贵本而贱末。[ 2] ( P66)

张謇曾经明确表示∀天下之大本在农# [ 3] (卷2, P11)� � � � ,说: ∀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 在乎
工与农,而农为尤要。#[ 3] 卷2( P13)因为∀农不生则工无所作, 工不作则商无所鬻。# [ 3] (卷3, P202)正是从农业是
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第一道程序,是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起点的角度,他才赞同农本商末说: ∀民生之
业农为本,殖生贷也;工次之, 资生以成熟也;商为之馆毂, 而以人之利为利,末也# [ 3] (卷3, P820- 821)。与此
同时,张謇并不抑商,他认识到∀无工商则农困塞#, [ 3] (卷5, P151)并按治水当从下游着手的逻辑, 提出: ∀大
本在农,而入手在商。# [ 3] (卷2, P11)总之, 农、工、商都是十分重要的, 各有不可替代之功能,它们∀义有先后
而无轻重#。[ 3] (卷5, P151)

孙中山认为农业与工商业彼此依存、相互促进, ∀以农为经, 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 是即强
兵富国之先声, 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 4] (卷1, P6)

二、重视农业的认识根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主张重视农业,发展农业,但他们重视农业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概而言之,

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衰落现状不能满足救亡图存的要求,而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力又使人们看到富民强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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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饱受列强的侵略和奴役, 国弱民贫, 中国民族面临深重的灾难和严峻的考验。因此救亡图

存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而要抵御外侮则必须发展经济, 作为国民经济中最主要部门之一的农业显然

重任在肩,遗憾的是传统农业因为外国列强的侵略,政治体制落后, 社会动荡不安, 军阀割据, 自然灾害

频仍等多方面原因却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所谓∀农政失理、物产不丰;杼轴其空, 十室而九; 树艺之经,阙
而不讲#,无疑是其真实写照 & ,就连刘坤一、张之洞也不能不承认: ∀近年工商皆有进益, 惟农事最被,有
退无进。# ∋ 农业的落后,是与国家独立富强的要求所不相适应的,张謇感叹: ∀今以抚有四万万人口之

中国而衣食所资事事仰给外人,虽欲不贫,乌可得已#。[ 3] (卷3, P789)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它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

科技革命的馈赠,改造传统农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也引起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极大关注和浓厚兴

趣,他们在艳羡其科技兴农成就的同时也看到了在中国发展农业的巨大潜力和可观收益。冯桂芬强调

∀裕国#首先就要发展农业生产,他主张发展蚕桑、丝、茶等商品性农业以出口海外,杜因鸦片和其它洋货
进口而形成的严重∀漏厄#,挽利权, 他甚至把茶、桑等称为∀富国之大源#。( 张謇估计∀以中国今日所有
之土田,行西国农学所得之新法,岁增入款可达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白银。[ 3] (卷2, P13)孙中山看到西
方国家之所以能致富,原因在于做到了∀无遗地利,无失农时#,而中国当时则∀地有遗利,民有余力#,颇

有潜力可挖, 农民 ∀ 只知恒守古法, 不思变通, 垦荒不力, 水利不能修, 遂致劳多而获少, 民食日
艰#。[ 4] (卷1, P10)通过引进国外的机器,学习其科学方法, 局面会大大改观。∀农学既明, 则能使用同等之
田产数倍之物, 是无疑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 即无疑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 则民虽增

数倍,可无饥馑之忧矣#。[ 4] (卷1, P11)

(二)农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稳定

民以食为天,而食主要或归根到底是由农业生产提供的, 另外,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衣住行等都离

不开农业,可以说,发展农业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张謇指出: ∀必稼穑兴而后衣食足#,甚至∀住

所需亦农之类事而及于工,所需则取于给人衣食之值可以赅之。#[ 3] (卷2, P13)农业不发展, 农民衣食无着
必然影响社会稳定, 也不能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安定局面。鸦片战争后传统农业的衰落,造成农民极端

贫困,阶级矛盾尖锐激化,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成为妨碍社会稳定的隐忧, 可以说,许多人考虑

农业问题都看到了这一点,而封建政府之所以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即着眼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维护

自然经济的经济基础及由此建立的封建专制统治。当然社会稳定也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不可少

的前提条件,因此备受重视。张謇坦言他建立通海垦牧公司的原因除了为国家增辟财源外, 就是为了

∀奠海滨数千户浮惰无业之贫民。#[ 3] (卷3, P628)穆藕初指出: ∀无农即无工商, 无工商即无生利之途, 而国无
于立。故立国之道, 首在务农,衣食足而后可以言治安#∀民以食为天,古来善治国者,莫不以足食为务。

足食则民生遂, 教化行,礼义廉耻四维乃张#。[ 5] ( P129)

(三)满足工业、商业等行业发展对农业的客观要求

诚如一些有识之士早就指出的那样,农业与工业、商业等有着至亲至密的关系, 农业的发展是工商

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否则就不能提供原料、资金以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陶煦从农业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资金和市场购买力的角度认为农业是∀本业#, 主张重视农业, 他
说, ∀农有余财, 则日用服物之所资,人人趋于市集,而市集之工贾利也; 市集有余财而转输于都会,而都
会之工贾利也。导源而流治,纲举而目张,此类是也。#) 而且随农业发展造成的普通农民收入的增加

对工商及其它各业更加有益, 因为∀使所余而在绅富,将并百千农家日用之数举归之一家,一家之日用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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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即或所用有加,不过纵其淫奢末流之务,而岂若有余在农者之遍利乎不耕之民哉!# &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所带来农业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所带动的工商业的发展及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由农村生产责任制实行引发的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带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事实无

一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穆藕初等人则从另一个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剖析。他认为, ∀工业中所最重要者厥为原料。棉质不
改良,纱布竞争难以制胜。麦子不改良,麦粉出数何以丰富,蚕桑不改良,丝茧产量曷望增加。举一二以

概其余,知改良农产,实为当务之急# [ 5] ( P162)。其次,农业是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第一道工序, 是商品
生产和流通过程的起点, ∀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 [ 3] (卷2, P202)张之洞说: ∀夫富民足国之
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 ∋

(四)缓解人口多耕地少的巨大压力

人既是生产者, 又是消费者,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双重的。客观地说, 人口激增,耕地

减少或增速较缓也是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生齿日繁,地之所产不敷口食#绝非虚枉或矫饰之
词。种种迹象表明, 近代以来的人口激增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客观上成为社会动乱的一个重要

因素, 对此时人已有评述。汪士铎曾言: ∀世乱之由,人多(女人多, 故人多) , 人多则穷# ( , ∀使减其民十
六七八,则家给民足, 驱之为乱亦顾恋而不愿矣。# ) 撇开其认为人口减少十六七即会家给民足的逻辑

缺陷和简单化不论, 也不去追究其减少人口措施(溺女婴、战争)的残酷和不人道,仅从其揭示人口增加

与农民生活水平相关而言,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据史料记载 1741至 1790的五十年中, 中国人口增加

了大约一倍。自 1790至 1850的六十年中, 尽管因有自然灾害和农民起义而引起的人口非正常大量死

亡,全国人口仍增长了 40%左右。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列强的军事侵略和国内农民起义, 以及自然灾

害等因素 ∗ , 人口增幅减缓,但仍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速度上, 20世纪初有 4�3亿,到 1949年,中国人口已

有5�4亿。但由于土地荒芜,因此农业生产衰退, 有限的耕地和不断增长的人口使人口数量已超过自然
资源和社会经济承载的极限, 使整个社会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已呈绝对下降的趋势,这又不能不引起

社会经济的病变。谭嗣同就曾经指出: ∀夫治而乱其必有大不得已之故。#最重要的∀无过人满#, ∀地球之

面积无可展拓, 而人类之蕃衍代必倍增, 所产不敷所用,此固必乱之道也#, 所以他提出∀地球之治,必视
农学为进退#,即通过讲求农学,挖掘农业发展的潜力,以满足人口不断增加的需求。[ 8] ( P365)孙中山说中
国∀ 户口甲于五洲, 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 举行新法, 必至民食日艰, 哀鸿遍野, 其鄙可预决
者#。[ 4] (卷1, P25)

(五)弘扬勤劳节俭的美德

不可否认, 在∀重农#的思想根源中也有一种过去人们鲜予提及的,即是对农民辛勤劳动的一种肯定
和褒扬,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光荣#的价值取向。谢阶树提出: ∀夫本富则农是已, 末富则商贾是
已。农者自安作息, 终岁勤劬,人皆贱其业而不恤;奸商黠贾,操其奇赢之数,不劳四体而利擅王侯,显荣

逸乐终身,人皆慕效之,故背本而趋末也。#+ 刘锡鸿认为: ∀盖重农抑商,所以教勤朴而广生财之源; 重
士抑商,所以劝德行而立致治之本。# , 因此∀重农抑商#有助于弘扬辛勤劳动、诚实经营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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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农思想的基本特点

纵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农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一)兴农与重农相联,实践与思想并重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目睹传统农业的衰落,不忍坐视民族沦亡,大声疾呼要重视农业以重振其雄风。

但他们大多数已清醒地看到传统农业已无法起衰振疲,唯一出路便是实现其近代化,因而主张向西方学

习,引进和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方式。

重农是兴农的逻辑起点, 兴农则是重农的必然选择。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把兴农停留在口头上而

且付诸实践,张謇曾说自己原本很崇拜程朱, 后来研究其历史发现他们尽是说而不做,因而决心要∀力矫
其弊#。他在丙戊会师报罢后∀即谓中国须兴实业,其责须士大夫先之, 因先事农桑#。[ 3] (卷6, P864)他帮助

其父购湖州桑苗,向乡民发送.农桑辑要/,劝导他们植桑养蚕。大生纱厂站稳脚跟后他便于 1901年创

办通海垦牧公司。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股份制农业公司,开学习西方先进组织之先河,经过 10年奋战,

终获成功。昔日无一缕炊烟的苏北沿海荒滩变成了∀栖人有屋, 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 佃有庐

舍,商有麋布,行有徐梁∀的一个新世界。[ 3] (卷3, P385- 386)他在担任北洋政府农业工商总长期间制订政策,
颁布法令以扶持和奖励农业发展。罗振玉秉∀农为邦本#之古训,鉴于中国以农立国,因农业不振导致国

家贫弱的事实, 决心以实际行动振兴农业。他除了学习.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外, 还阅读了不少欧洲
人所著农书。1896年,他和蒋伯斧共同筹资在上海创办∀学农社#, 以翻译欧美和日本农书, 还出版.农
学报/,传播国内外先进的科学知识。后来他又参与张謇通海垦牧公司的筹建,并因张之洞之邀担任湖

北农务学堂总理。近代中国著名实业家穆藕初经过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后发现∀在诸
般实业中占中心势力者莫如农。我国以农立国,必须首先改良农作, 跻国家于富庶地位, 然后可以富强。

国力充实而后可以国存, 可以御侮,可以雪耻。故昔日研究经济收回税权之志愿,一变而定为研究农业

之趋向,深愿投身于农业。# [ 5] ( P17)他于 1911年进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 1913年毕业, 获农学学士学位,

不久进入德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学院研究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 1914年获硕士学位并回国。他还曾租

地60亩, 历时五载,从事棉质改良之研究。

(二)重农立场相同、程度各异

仅管不少知识分子不赞成甚至坚决反对∀重农抑商#, 但可以说, 他们均不轻视农业,在重农的问题
上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立场的对立, 即使激进如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也不例外。从政治立场上

看,他们有地主阶级改革派,有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 从个人经历和身份看, 有政治家

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也有思想家如王韬,陈炽, 也有实业家,如张謇、穆藕初等。实际上他们

反对的仅是因重农而抑商,只要不抑商,那么重农并无不可。

但是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重农#,他们中除个别人仍想维护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统治外,绝
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挽救民族危亡、扶大厦之将倾为己任,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众所周知, 通过鸦

片战争,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但也唤醒了少数知识精英, 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使他们开始

了痛苦的认识和取法∀夷人#长技的不归之路,在经历了西方列强长于技艺的认识阶段后,知识精英们看
到国富而后能强、国富才不会被灭亡。那么,中国怎样才能扬己之长、克敌所短呢, 中国的富源又在何

方? 冯桂芬、郑观应的∀以商立国#,与列强进行∀商战#,康有为、梁启超的使中国∀立为工国#, 张謇、孙中

山的农工商并重并进等都无不折射出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对国家、民族救亡方案的抉择。

(三)他们在重农问题上实现了四个并重

其一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主张要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着眼于改变中

国经济落后、国力衰微的现状, 而那些主张要发展工商业, 改变抑商政策的思想家们也是看到单纯依靠

农业无法改变中国贫农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如严复说: ∀波兰、俄罗斯、西班牙、波陀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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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邦,舍农而外,几无余业,而皆不富,且进治极迟#。[ 2] ( P96)

与此同时, 他们也看到农业是解决人们衣食等基本生活需求的特殊生产部门,人们不仅应着眼于经

济效益,还应注重社会效益。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关系到农村的稳定和社

会的安定,因而具有战略意义,否则必然会造成大量流民存在,甚至被迫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局面。这

不仅是封建专制统治者要设法避免的,也是广大农民及工商业者、知识分子不希望看到的,是违背和损

害绝大数人利益的。

其二是重农兴农与戍边卫国的统一。如前所述,近代中国既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又面临着社会

危机。一方面, 鸦片战争以来, 尤其是 19世纪 80年代后中国边疆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沙俄、日本、英国

等对我国的东北、西北、西南及台湾更是觊觎已久,必欲得之而后快, 另一方面, 人口不断增加,耕地增长

缓慢,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而在边疆地区则有大量未经开垦的土地, 因此,许多知识分子主张移民

实边。这样既可促进边疆开发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又可巩固国防。1876 年, 左宗棠率军

入疆, 平定叛乱,阿古柏逃逸,有识之士认为, 新疆∀恢复不难而休养生息之为难#。他们主张∀抽调旗兵
屯田新疆#,认为, ∀欲固边际莫如大兴屯田,欲兴屯田莫如抽调旗兵#, 把它视为∀当今之先务#。这样做
可以一举多得, 一是可缓解八旗∀生计日艰#的压力。旗人生齿日繁,旗丁人口逐年增加,抽调旗兵屯田
新疆,旗民可∀得肥饶之田,身家自能渐裕#,对国家而言可减额设之饷,度支亦可稍纾;二是可练∀满洲劲
族#, ∀建仓积谷以济军粮#,因而有利于∀固吾围#;三是∀垦关外之荒,商贾可出而谋利#, ∀兴屯不独有益

于边方#,邻省∀士民亦可安居乐业#。& 1912年 3月, 黄兴发起在苏州成立了旨在促进垦植事业的拓殖

学校, 其目的就是要∀辟天然之利源,舒民间之财力,疏东南之生齿, 因西北之边际。杜绝列强抵隙蹈瑕
之机,实行吾倚移民殖边之策# ∋。

其三是中西文化并重。传统只能超越,而无法抛弃和忽视。近代中国是传统中国的延续,传统文化

对人们的影响是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我们明显地看到传统文化心理、思维

方式在他们身上烙下的深深印迹。就对农业的重视而言, 人们也很容易发现他们承继了古代重农的传

统,看到了农业在满足人们衣食等基本生活需要中无可替代的突出作用, 以及对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

重要意义, 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求稳怕变, 自给自足,万事不求人等心理痼疾。屯垦戍边等也可明显地看

出传统文化的影响。

近代以降, 西学东渐,无论其深度和广度均远非往昔可比,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国门洞开后如潮水

般地涌入中国, 先进的中国人睁开惺忪的睡眼,打量这光怪陆离却颇为精彩的外部世界,他们从西方思

想武库中寻找武器来解剖中国社会及面临的诸多问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百家竞逐、自由争鸣的

盛况, 改变了步入近代前那种万马齐谙、死气沉沉的局面。对工商业的强调及农工商相互依存、协调发

展等无不得益于西方文化的馈赠,而兴农学、设农会,运用现代科技和经营方式实现农业的近代化更是

凸显出西方文化的色彩。孙中山在清末即开始从生产力的角度解释从重农到重商转变的原因, 体现出

唯物史观对他的影响。

总之近代许多知识分子既从传统思想宝库中汲取营养,又以博大的胸襟去接纳外来文化,努力做到

融汇百家、取精用宏,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四是农工商并重。仅管恪守∀重农抑商#古训,顽固地主张轻商、抑商的不乏其人, 但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这种人在近代实在是廖若晨星,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逐步认识到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

者昌,逆之者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既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也是实现在国际竞争

中使中华民族得以立于不败之地的当然要求。与此同时, 他们也都认识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基

础地位,感到任何轻视、忽视农业战略地位的思想都是短视的,其实践将是有害的, 灾难性的, 因而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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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予以关注,主张农工商各有其重要地位,必须科学认识,合理安排。

(四)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农思想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特点,符合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就近代中国而言,知识分子对农业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从重农到轻农(相对而言)再到重农的演

化过程。鸦片战争后,仅管有少数先驱者开始冲决∀重农抑商#的樊篱, 认识并揭露抑商的危害, 但大多

数知识分子仍因为因袭传统太深而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步履艰难。更有少数人酣嬉鼾卧, 漠然若无

所见闻,因此鸦片战争后的二十年被有的学者称为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时期,当时的中国人∀仍然还是用
中古式的思想和观念来理解和解释洋夷与中国的关系,并准备继续以中古式的武器和战术来应付未来

的冲突。#[ 9] (第1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曾∀雨过忘雷#, 在鸦片
战争后重新昏昏睡去的知识界终于苏醒。他们心忧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未来, 努力寻求强国富民之策,

以免遭淘汰的厄运, 尤其是他们看到工业革命给西方带来的巨大变化, 大声疾呼国富而后能强, 主张否

定封建∀农本论#,重商兴工。郑观应提出∀十万富商, 胜于百万劲卒#,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实力对巩固国
际的保障作用。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提出的重商思想, 无疑正是对传统∀重农抑商#教条的反动。改变积

贫积弱国情的急切心理和对传统的强烈反感构成了重商主义的思想基础。

随着中西文化交往的频繁和认识的逐步加深, 西方文化本身的流派纷呈、百说竞逐展现在国人面

前,从而改变了人们对其简单化、绝对化的认识,西方的重农思想与重商思想并存也有助于改变那种重

农与重商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建构更加合理的,比较科学的产业结构体系。另外仅管中西

国情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各异,但对相同问题的认识,只要遵循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会得出相同

或相近的看法, 因为对相同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并不因种族、国籍、肤色等方面的差异而会有所区别,农业

地位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也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人们都不能不重视农业。

19世纪 90年代,张謇、张之洞等人看到农业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提供发展民族工商业

所需原料, 工商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重商论又为农商并重论所取代, 表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 19世纪

40年代的重农,但实质上却是对农商关系重新理性思索的结果, 它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 而是认识上

的又一次飞跃, 是一次扬弃:否定之否定。

其次从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历史长河而言。众所周知, 人类摆脱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首先和主要

是通过农业的进步发展来完成的,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10] (卷2, P169)农业是人类早
期文明的源泉和动力,这就为重农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先秦时代,在思想界,重商者亦不乏其人,然

而,在统一的封建专制政权秦王朝建立后, 地租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经商本身具有流动

性,商人财产又难以估算,对商人始终未能实施一种行之有效的,长久的收税方法,尤其是到西汉中期以

后,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日益巩固和强化,思想界的专制也相伴而来,与政治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适

应,在经济方面,重农抑商政策也正式确立。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强化, 其它思想在专制淫威下显得那

么虚弱和无助。于是∀重农抑商#成为延续几千年的∀国策#。明清以降,封建专制统治逐步衰落,鸦片战
争后,随着中外贸易的逐年上升,海关税、厘金数额不断增加, 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而传统农

业的衰落又使赋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这也使农业的重要性被低估。而儒学为中心

的封建意识在西方文化面前败下阵来, 合法性受到怀疑又为其它非主流思想的复出提供了可能,预留了

空间,于是在思想界∀重农抑商#的几近垄断的地位开始丧失,本末皆富、农商并重、农工商协调发展等思
想也破墙而出。

(五)重农问题充分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多样性

重农问题往往是与如何处理农商关系、义利关系、俭奢关系等密切相联的。我们虽然可以根据对农

业的地位以及其与工商业之间关系的认识,大致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划分为重农抑商派、工商立国派、

农工商并重派等,但实际上这仅具相对的意义,因为归入同一派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都是丰富多样的,彼

此间并不完全相同, 而过去人们所指称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此问题上却失去

∃79∃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农思想新论



其群体意义,有时彼此间的差异并不比与其他派别知识分子的区别更小,如严复之与梁启超、康有为,陈

炽之与郑观应, 章炳麟之与孙中山、黄兴,因此任何简单地以其政治主张为依据划分营垒的方法都是不

足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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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讯*

.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出版

由郑州大学王星光教授编著的.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一书,于 2004年 9月由科学出版

社出版。

该书利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生态学、环境变迁学等学科的资料和综合研究

的方法,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索, 旨在探明生态环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形

成早期文明中心、并进而建立起夏王朝过程中的实际影响。

该书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古生代、中生代到第三纪时期生态环境变迁的轨迹加以长时段的描述,提出

第四纪更新世以来较有利的生态环境促成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该书阐述全新

世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环境变迁及其对文明起源的影响, 指出在距今 8500- 3000年的∀仰韶温暖期#内,
从新石器时代革命、粟作农业起源、中华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直到夏王朝的崛起,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利

的生态环境成了中华文明演进的中心舞台。该书对.夏小正/进行了循名责实地探研, 认为生态环境恶
化是夏王朝亡国的重要原因。

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为该书作序,指出: 该书∀叙述详明, 层次清楚, 在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成果来
论证有关问题时,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又能提出一系列新的见解#。

该书可供关注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农业史、生态环境变迁、中国古代史、考古学等学科的读者借鉴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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