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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商人社会地位的演进

赖 华 明

重农抑商 ,从总体上讲 ,固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也并非一成

不变。西汉时期 ,由 于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 ,经济领域的不断拓宽和各地消费结构的多样

化 ,统治阶级的政策亦随之调整 ,促使商贾势力迅速兴起 ,商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

提高。与此同时 ,商人的经营活动 ,又 影响着社会生产及消费结构 ,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取

向。

西汉一代 ,商人既遭贱辱 ,又享殊荣。但总的态势是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

秦王朝的暴虐和秦汉之际的长期战争破坏 ,汉初人口锐减 ,经济凋蔽 ,物价涌贵 ,“ 米至石万

钱 ,马一匹则百金
”c。 社会上的奸商贪贾乘机囤积居奇 ,投机倒把 ,牟取暴利 ,引 起汉初统治者的

极大关注。汉高祖刘邦统一后 ,立即推行重农抑商的休养生息政策 ,并颁布《贱商令》,规定
“
贾人

不得衣丝乘马 ,重租税以困辱之
”
,还不准商人及其子孙

“
仕宦为吏⑩。但是 ,刘邦的

“
贱商

”
政策 ,

结果是事与愿违 ,适得其反 ,汉初著名政论家贾谊说 :“今法律贱商人 ,商人已富贵矣 ;尊农夫 ,农

夫已贫贱矣。峋实践证明,汉初的抑商政策不利于阶级关系的协调 ,必须改弦更张。刘邦死后 ,西

汉诸帝逐步实行了有利于商业发展和提高商人身份地位的政策。西汉商人的社会地位遂逐步提

高。

一 商人
“
拜爵

”
入仕 ∷

惠帝高后执政时 ,以
“
天下初定

”
为名 ,“复弛商贾之律岣 j不再限制商贾

“
衣丝乘马

”
。文帝即

位后 ,于前元十二年 (公元前 168年 )采纳晁错建议 :“募天下入粟县官 ,得 以拜爵,得 以除罪
’’°

,

准许商人用粮食换取爵位 ,或减免罪刑。景帝即位后 ,“复修卖爵令啕 ,不仅放宽卖爵范围 ,降价

优惠买爵者 ,而且继文帝实行
“
以訾

”
选官后 ,降低

“
訾选

”
标准。

景帝后元二年 (公元前 142年 )下诏 :“有市籍不得宦 ,无訾又不得宦 ,朕甚愍之。訾算四得

宦
’’O。 服虔注 :’ 贾人有财不得为吏 ,廉士无訾又不得宦 ,故减訾四算得宦矣。

”“
以訾″选官 ,即论

其家财丰饶 ,可举家中一人为
“
郎

”⑧。文帝时张释之以訾五百万为常侍郎 ,而景帝则将
“
訾选

”
标

准从十万降为
“
减訾四算

”
。可见 ,从文帝到景帝 ,不仅訾选标准大为降低 ,而且一般士庶均可以

“
訾选〃入官。实际上 ,大批商人因其经济力量雄厚而在訾选中占有绝对优势。显然 ,这是景帝给

富商大贾再次大开仕宦之门。其时 ,商贾或
“
以訾

”
入选为郎 ,或者直接以钱粮换官 ,如齐之大盐业

家东郭咸阳 ,南阳大冶铁家孔仅 ,洛阳贾人之子桑弘羊等 ,在《史记》、《汉书》中俯拾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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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时 ,桑弘羊年十三善于
“
心计

”
,以

“
訾选

”
为

“
郎

”◎。他通过在宫中的因材教养 ,呈现出理

财的卓越才能 ,与咸阳、孔仅
“
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硐。武帝即位后 ,由 大司农郑当时推荐 ,桑弘羊

由宫中储官正式转入仕途。此后 ,他官运亨通 ,历任治粟都尉、御史大夫等要职 ,并受汉武帝遗诏 ,

与霍光、金日禅、上官桀辅佐汉昭帝 ,是武帝昭帝时期大政方针的智囊 ,地位之高 ,权势之显赫 ,实

属西汉商人社会地位状况的最好说明。至此 ,不仅
“
市井之子孙不得仕宦为吏

”
的禁令已成一纸空

文 ,而且商人及商人子孙在朝廷上的权势已达巅峰 ,位至殊荣。故时人慨叹 :“入物者补官 ,出 货者

除罪 ,选举陵迟
”

,“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o

西汉商人为官者不可胜数。货殖家河南 卜式 ,“输家财半助边
’’0,汉武帝为

“
凤谕

”
百姓而

“
尊

显
”
卜式 ,下诏布告天下 ,并

“
拜 卜式为齐太傅 ,转为相

”
,后晋升为汉御史大夫。蜀郡成都人何武 ,

“
兄弟五人皆为郡吏

”
,其

“
弟显家有市籍

’’a。 不仅无市籍商人可以做官 ,有市籍商人同样可以做

官。盐铁官营后 ,桑弘羊使孔仅、东郭咸阳等
“
乘传

”
分赴全国各地 ,在产盐地置盐官 ,产铁地置铁

官 ,“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
”
,于是 ,“吏道益杂

”
,而

“
多贾人

’’0。 又《汉书 ·货殖传》:“ 羲和置命士

督五均六斡 ,郡有数人 ,皆用富贾。
”
西汉中后期 ,在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形成之

际 ,身兼官僚、地主多种身份的商贾 ,则多如牛毛 ,难以计数。

二 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

西汉诸帝用商贾为官 ,不仅改变了商人被
“
贱视

”
的社会地位 ,而且给商人势力的增强 ,如虎

添翼。

西汉商人经济力量的强太 ,历代史家叹为观止。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前 ,“豪强大家 ,得管山

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 ,一家聚众 ,或至千余人吣。《史记 ·货殖列传》冠以
“
素封

”
之家美誉

的鲁人曹邴氏
“
以铁冶起 ,富至钷万

”
;齐 人刁间

“
逐渔盐之利

”
,“起数千万

”
。众所周知的蜀卓氏、

南阳孔氏等 ,也
“
大鼓铸

”
,加之

“
通商贾之利

”
,富至巨万。

西汉中期 ,商 人的经济力量继续膨胀。杜陵货殖家张安石 ,“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
”

,“是

以能殖其货吣。《汉书 ·货殖传》说蜀郡卓氏之后卓王孙 ,他继承祖传冶铁、商贾家业 ,到汉武帝

前后 ,仍有
“
僮八百入

”
;同 郡货殖家程郑

“
富埒卓氏

”
。著名货殖家陈宝光发明织花机 ,其妻传授织

法⑩。没有长期织造经验和商业资本的巨大积累,织花机的发明是难以实现的。

西汉后期 ,洛阳富商大贾
“
张长叔、薛子仲亦十千万

”
;关 中富商大贾

“
京师富人杜陵樊嘉 ,茂

陵挚纲 ,平陵如氏、苴氏,长 安丹王君房、鼓樊少翁、王孙大卿 ,为 天下高訾。峋其中除樊嘉五千

万 ,“其余皆钷万矣
”
。《汉书 ·货殖传》:盐业家兼贩运商成都巨富罗裒 ,“訾至钷万

”
。

西汉的富商大贾 ,既有冶铁业家、盐业家、纺织业家 ,又有贩运商、囤积商和高利贷商人 ,也有

店铺商和饮食业商人。
“
张氏以卖酱而喻侈

”
,“ 氵蜀氏以胃脯而连骑⒅σ《史记 ·货殖列传》正义注

“
胃脯

”
:“谓和五味而脯美 ,故易售。

”
可见,西汉店铺业、饮食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商人操店铺、饮

食业盈利 ,富至
“
阝俞侈

”
、
“
连骑

”
,享誉诸侯。

∷ 史云 :“家敦而富 ,志高而扬
’’o;“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 ,伯 则畏惮之 ,千 则役 ,万则

仆 ,物之理也。叼这充分反映了秦汉有关经济与社会地位关系的朴素辩证思想 ,经济地位决定社

会地位和政治态度。·

西汉商人的经济力量如此强大 ,不能不在其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上强列地反映出来。《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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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乌 氏倮从事畜牧业生产 ,“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令倮比封君 ,以 时与列臣朝请
”

;

巴寡妇清以炼丹砂致富 ,“家亦不訾
”
,资财阝无限数

”
,秦始皇为

“
筑女怀清台

”
,予以褒奖。《汉书 ·

货殖传》:西汉宣曲囤积商任氏 ,“富者数世
”
,因 此

“
为闾里率 ,故富而主上重之。

”
总之 ,“千金之家

比一都之君 ,巨 万者乃与王者同乐②。《史记泯汉书》等文献 ,对秦汉商人
“
富

”
则

“
贵

”
的历史现状 ,

做了绝好的注脚。

三 商人社会关系根深蒂固

西汉商人不仅以雄厚的经济力量
“
拜爵

”
入仕 ,跻身政权 ,而且利用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

“
结

驷连骑
”
,培植党羽 ,发展势力 ,在社会上建立牢固的关系网。

(一 )结交官府 ,交通王侯。西汉的商人以经济力量为后盾 :入仕者则利用手中权力及金钱 ,

“
与郡县通奸

”
,结成同伙 ,“交错天下

”
;未入仕者 ,钻 营于权贵之间,用 金钱做人情投资 ,贿赂权

贵 ,交通官府。《史记 。货殖列传》:刁 间
“
连车骑 ,交守相 ,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

”

《汉书 ·货殖传》:蜀郡巨商罗裒家资巨万 ,“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 贷郡国 ,人莫

敢负。
”
可见 ,富商大贾贿赂官府 ,依托权贵的史实 ,比 比皆是。有的贵族、官僚在金钱的引诱下 ,出

卖官府的经济情报 ,与商人狼狈为奸。《汉书 ·张汤传》:“ (汤 )始为小吏 ,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

之属交私。
”
及张汤为廷尉时 ,与丞相长史不和 ,丞相使人案问张汤部下田信等 ,田 信具实供认 :

“
汤且欲奏请 ,信辄先知之 ,居物至富与汤分之。及它奸事 ,事辞颇闻。

”
显然 ,张汤除通过田信等向

商人出卖经济情报从中取利外 ,还有
“
与钱通

”
等其他奸事。史载商人巴结官府事例 ,如《汉书 ·司

马相如传》:卓 氏女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 ,卓王孙因相如
“
家徒四壁立

”
,两袖清风 ,穷 困寒酸 ,“ 一

钱不分
”
给文君。其后 ,汉武帝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 ,“驰四乘之传

”
使蜀 ,卓王孙等豪富郊迎之。尽

管卓王孙早已分给文君丰厚钱物 ,但此时此景 ,仍
“Ⅱ胃然而叹 ,自 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

”
。无疑 ,

这是商人建立社会关系 ,结交官府的社会心理的真实写照。总之 ,商人交通王侯 ,官商勾结 ,二者

各有所图 ,“得其所欲
”
。官商勾结同流 ,与其说是权贵的自甘卑贱 ,不如说是商人地位的提高。

(二 )接纳士人 ,“ 以财养士
”
。西汉的商人为了发展势力,或者既富且贵以后 ,久 固其势 ,也和

权贵一样接纳士人 ,为后者提供经济资助 ,或者豢养
“
士至食客

”
,沽文人学士领袖之名。史载 ,卓

王孙与程郑素相友善 ,共请临邛令王吉等宴会 ,“ 令既至 ,卓 氏客以百数叼。为富商卓、程座上客

者 ,当 然有不少如王吉、司马相如等当地郡县长官和地方名流 ,更有如故赵国富商吕不韦门下的
“
食客

”
等文人学士。《汉书 ·货殖传》:关中富商

“
王孙大卿以财养士 ,与雄渠交

”
。因其善钻营 ,王

莽委任他为
“
京司市师

”
。

(三 )与权贵买卖、借贷 ,互赠财物。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 154年 )吴楚等七国联兵反叛朝

廷。景帝诏令各地
“
列侯封君

”
自各粮草武器 ,从军征讨。《汉书 ·货殖传》:列 侯封君纷纷

“
赍贷子

钱家
”
,高利贷商人

“
无盐氏出捐千金贷 ,其息什之

”
。足见王侯封君与商人的债务关系。官吏在频

繁的物资购买中 ,与商人相勾结的事 ,也不乏其例。阳陵人田延年为权臣霍光的长史。通过买卖

关系 ,田 延年与茂陵囤积商焦氏贾氏阴结谋财之举 ,“ 以数千万积财炭苇诸物
”
。昭帝时 ,东 窗事

发 ,田 延年为推脱罪责 ,率先告发焦贾二氏 :“欲以求利 ,请没入官府
”
,为焦贾二氏怀恨在心。其

后 ,田 延年以大农名义 ,一手经办租赁民人牛车运送货物。时每车值千钱 ,他与商人勾结 ,“诈称
”

每车二千 ,蒙蔽朝廷 ,为仇家
“
焦贾二氏告其事 ,下丞相府

’’0。 西汉权贵屈尊为商贾
“
榷会

”
,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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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纪

”
的,也大有其人。《汉书 。景十三王传》:赵王彭祖

“
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 ,入多于国租税 ,是

以赵王家多金钱。巛史记》注及索隐皆言 :“榷会即为贾人专榷(平会)买卖之价
”
。赵王以一封君王

侯而营榷会之业 ,沦为商业领域的
“
经纪

”
人 ,西汉权贵与商人通过买卖所建立的关系之深 ,可见

一斑。

总之 ,商人与官僚、贵族相勾结 ,拉 帮结伙 ,并通过买卖、债务及互赠钱物等手段 ,彼此间建立

起密地的交往关系 ,这反映了权贵屈尊于商贾 ,沦为与商贾平等的地位 ,也表明商人社会地位的

显著提高。昔日被社会贱视的商贾 ,今 日则与王公贵族平起平坐 ,甚至权贵为商人服务。更有甚

者 ,商人接养士人 ,文人学士拜倒在商人脚下 ,商人俨然成为文人学士的恩师。可见 ,西汉商人与

权贵之间尊卑、贵贱的差距 ,商人与王公贵族社会地位的悬殊渐趋缩小。

(四 )横行乡里 ,抗拒官府。通过上述合法或非法活动 ,西汉商人的势力急剧增长。他们与地

方豪强沆瀣一气 ,“武断于乡曲
”
,或与官府分庭抗礼。

《汉书 ·何武传》:有市籍商人何显 ,“租常不入 ,县数负其课
”
,当 地官府代他缴纳官租 ,市啬

夫秉公告他 ,他甚至扬言要报复啬夫。

西汉商人势力的强大 ,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充分反映出来。昭帝始元六年 (公元前 81

年),由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召开的盐铁会议 ,其宗旨本来是询问民间疾苦 ,讨论民

风教化问题③。但会议一开始 ,以 贤良、文学们为一方 ,首先从盐铁官营政策开始发难 ,矛头直指

汉武帝时期的大政方针 ,并攻击现行的政治、经济政策 ,太有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之势。历代史家虽

未指出贤良文学们是富商大贾 ,或其子孙 ,但他们多为天下富豪民,则是无可辩驳的。这从参加盐

铁会议的贤良文学的出身 ,及其所提出的问题和要达到的目的 ,可以证明。

参加这次会议的贤良文学 ,共有六十多人。他们既是由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 )、 太常

(或称奉常 ,西汉皇陵所在地)举荐而来 ,同 时又是从关东各郡国迁徙到这里来的
“
富豪民

”
,“ 皆徙

天下豪富民充实之
’’0。 《汉书 。地理志》:刘邦定都关中后 ,迁徙原六国贵族及功臣于关中 ,“后世

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商人及豪杰兼并之家于诸陵。
”
这里所指的

“
豪杰兼并之家

”
,即 秦所迁蜀卓氏、

程郑、南阳孔氏者流。因此 ,象卓氏、孔氏等高资商人及豪富民充斥于三辅奉常 ,是可以理解的。盐

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 ,《汉书》有传可查的,仅魏相其人。
“
魏相 ,字弱翁 ,济阴定陶人 ,徙平陵。啕

这里虽未言明魏相的出身 ,但是他的先辈作为吏或高资商人、豪杰兼并之家迁入三辅奉常是肯定

的 ;随后 ,他又以贤良文学被举荐入会。不妨认为 ,魏相的出身就是名符其实的商人或豪富民,或

者他本人就是一个高资商人。试想 ,在商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做官 ,甚至荣登显位的汉武帝时代 ,

高资商人、豪杰兼并之家要取得一个贤良文学的头衔 ,当是易如反掌的事。既然 ,被迁居三辅奉常

的都是各地高资商人、豪杰兼并之家 ,而参加鉴铁会议的贤良文学魏相 ,又是从关东迁到关中的

富豪民或高资商人 ,因 此 ,有理由认为参加这次会议的贤良文学 ,多为
“
天下豪富民

”
的高资商人

及兼并之徒 ,是无疑的。

这些人有的从自己商人阶层的利益出发 ,反对汉武帝及现行的工商业政策 ;有的则站在商人

一边 ,鹦鹉学舌。于是掀起了一场震慑朝野的激烈论争。贤良文学们竭力阐明
“
盐铁皆归于民

”
的

主张 ,反对盐铁官营、均输平准 ,反对
“
与民争利

”
,并大肆宣扬

“
皆不得兼小利 ,与 民争利业 ,乃天

理
’’o的说教。

‘
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如《盐铁论 ·本议》所言 :“ 愿罢盐铁、酒榷、均输。

”
这同富商大

贾向官府要求权益 ,如 出一辙。盐铁会议上的论争 9看似西汉儒家内部
“
纯儒

”
与

“
杂儒

”
之争 ,其实

翦伯赞在评论这场论争时已指出:这场论争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新兴商人地主与以贤良文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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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旧商人地主之争⑧。这是很有见地的。

商人充斥盐铁会议 ,以 及为了汉王朝长治久安的共同目标 ,商人内部因不同政见而分裂为两

派 ,双方论争之激烈 ,桑弘羊之力拒狂澜 ,这正表明西汉商人势力的强大和政治、社会地位之高。

四 求富经商,趋利从商的价值取向的形成

西汉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不仅反映在社会经济、政治诸领域 ,而且体现在社会意识形态的

各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和求利、趋利价值取向的形成 ,经商的思想理论在西汉也臻于

完善。

(一 )“求利
”
的人生哲学大为滋长。

“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
;“富者 ,人之

情性
”

,“趋利如水之走下
’’0。 求利趋富已成为整个社会人生追求的目标。于是 ,农村人口

“
背本趋

末
”
,官僚、权贵经商 ,读书人则

“
多去文学而趋利

”
;甚至 ,从军壮士 ,不避汤火 ;市井少年 ,不避法

禁 ;富商大贾 ,甘 冒风险 ,投机倒把 ,“其实皆为财用耳
’’0。 显然 ,崇 尚商业 ,趋利致富 ,已成为西汉

的一种9社会思潮。故朝廷三令五申,并制定严厉措施
“
驱民归农

”
,但令行禁 不止 ,社会上经商的

浪潮 ,仍然一浪高过-浪。

(二 )经商的学问趋于完善。
“
富无经业 ,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 ,不 肖者瓦解

”
;在激烈的商品

竟争中,应
“
乐观时变

”
,要有

“
伊尹、吕尚之谋 ,孙吴用兵 ,商鞅变法

’’°的权变智能 ,时刻把握有利

时机 ,做到
“
人弃我取 ,人取我子

’’°。《盐铁论 ·通有》指出 :“富在术数 ,不在劳身 ;利在势居 ,不在

力耕。
”
诸如此类 ,皆言经商的高深学问。

(三 )经商致富的经验与诀窍十分丰富。
“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 ,刺 绣文不如倚市

门
’’0。 农工商三业 ,“工商

”
是贫民致富之本 ,而商则为之首。经商致富的决窍是 :“无财 ,作力 ;少

有 ,斗智 ;既饶 ,争时。
’’o这是融经验和诀窍于一体的经商理论的高度概括。既富之后 ,要想久固

其势 ,则要
“
用本守之

”
,以 经商赚的钱购置土地出租 ,收取地租 ,即

“
以末致财

’’°
,以农固商。

西汉时期 ,崇商、趋末的思想观念 ,大量反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

晁错的
“
贵粟

”
政策 ,是经过周密思考 ,兼顾国家、商人和农民三者的利益而提出来的。他强调

说 ,实行
“
贵粟

”
政策的好处 ,是国家有粮 ,商人有爵位 ,农 民有钱。。其经济思想尽管以重农为主 ,

但惠商成份仍然十分明显。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及其一手炮制的工商业政策 ,尽管有不利于私营工

商业的一面 ,但就其实质而言 ,仍然包含有浓烈的
“
重商

”
成份 ,不过他是只重

“
官商

”
罢了。从思维

方式上考察 ,他仍然是把商作为主要思考对象。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 ,由 于各社会集团,各阶级、阶层所处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不同,其 思想

观念无不具有较大的分歧。反映在崇商与贱商、宽商与轻商上 ,甚至会产生严重对立。历代封建

统治者总是企图把被统治阶级
“
崇商

”“
趋末

”
的思想观念 ,纳入自己贱商、轻商的轨道 ,或者限制

在所能容忍的限度内。但是 ,在上述经商能速富、大富 ,富而贵的实践效应刺激下 ,西汉时期已突

破了统治阶级贱商、轻商思想观念的约束 ,崇商、趋末遂逐渐成为西汉经济领域中的一种风尚,甚

至形成为习商的风俗。《史记以汉书》等文献 ,对秦汉时期从商、趋末的民风习俗 ,记载尤详。

《汉书 ·食货志》:汉兴
“
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

”
。《汉书 ·地理志》说秦汉邹鲁民风

“
好贾趋

利 ,甚于周人。
”
而《史记 ·货殖列传》说 :“周人之俗 ,治产业 ,力工商 ,逐什二以为务

”
,甚至不以仕

宦为尚。故《汉书 ·地理志》说 :“周人之失 ,巧 伪趋利 ,贵利贱义 ,高富下贫 ,喜为商贾 ,不好仕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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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工商的价值取向,必然带来经商的民风习俗。《史记 ·货殖列传》:“赵地、中山
“
民俗缓急 ,仰

机利而食
”
。西汉关中虽以稼穑为主 ,但以商贾取利者 ,仍居全国之首。《史记 ·货殖列传》说巴蜀 :

“
南御滇萸、焚僮 ;西近邛笮 ,笮马旄牛。然四塞 ,栈道千里 ,无所不通 ,唯褒斜绾毂其口,以 所多易

其所鲜。
”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汉时不仅物产丰富 ,商品繁多 ,奴隶买卖尤为盛行 ,故 巴蜀商风贾俗

自古闻名 ,不亚于齐鲁燕赵秦等地。李剑农引《汉书 ·贡禹传》说禹
“
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 ,家

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 ,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
”
后指出:从一个侧面可窥视当时仕宦之家从事

商业风气之盛⑩。

风俗 ,是在漫长历史长河申自然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旦形成之后 ,便具有超时代的稳定

性。秦汉经商哲学的逐步形成 ,并通过广大商贾的实践活动 ,吸引了社会备界经商、崇商 ,商风贾

俗遂成为这一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不仅导致社会的贱商、轻商思想观念的必然改变 ,而且促

使崇尚商业 ,以 商业求利的价值取向的形成 ,反过来崇尚商业的价值取向,又促使以商业求利的

人迅速增多。至此 ,商人不得
“
名田

”
的规定徒具空文 ;“四民分业

”
的观念 ,不复存在 ;“禁民三业

”

的政策 ,荡然无存。总之 ,西汉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 ,反映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及思想文化领

域。

通过上述西汉商人社会地位演进的探析 ,不难发现 ,西汉时期商品经济领域发生了显著变

化 ,并具有如下特点 :

一 ,抑商贱商政策渐趋松弛

秦汉以前 ,抑商贱商最为严厉 ,“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 ,举 以为收孥
’’O。 惠帝文景时 ,贱商抑商

政策始趋放松。汉武帝即位后 ,“外事四夷
”
,长期战争损耗和宫廷生活的挥霍无度 ,西汉面临严重

的财政危机。加之 ,由 于惠帝文景时商贾政策的放宽 ,商人经济力量迅速发展 ,“财或累万金
”
,不

仅
“
不佐国家之急

”
而且

“
滞财役贫殉 ,致使商业冲击农业 ,动摇着西汉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于

是 ,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告缗算缗等政策。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 ,虽然有限制私

营工商业的一面 ,但从本质上讲 ,它仍然是贯穿在西汉商品经济领域中的一次重大改革尝试。算

缗是对工商业者征收营业税⑨,这与征收财产税 ,不能同日而语。其税率之低 ,对于
“
岁万息二千

”

的富商太贾来说 ,不啻是九牛之一毛。告缗则纯属打击违犯算缗
“
新政

”
的不法商人。不能认为惩

罚违法的商人是抑商。如果说 ,盐铁官营 ,均输平准是抑商 ,那么 ,自 汉武帝始行这一政策 ,到 汉昭

帝盐铁会议后 ,就取消了国家专卖酒类和关内铁官 ,当 视为抑商更趋松弛的表现。实际上 ,西汉后

期成都巨商罗裒仍然在巴蜀地区
“
擅盐井之利四 ,其规模之大 ,史有详载。

王莽改制 ,涉及面之广 ,改革内容之多前所未有 ,但并未重提盐铁官营之事。新莽政权的复

灭 ,西汉以来的盐铁官营政策即被遗弃。东汉初年封建国家不曾实行盐铁官营政策⑩,相反 ,却有

不少盐铁私营的记录。《东观汉纪 。第五伦传》:“ (伦 )遂将家属客河东 ,变易姓名 ,自 称王伯齐 ,尝

与奴载盐 ,北至太原贩卖。
”
至于《后汉书 ,lKK后 汉纪》等文献对盐铁私营的记载 ,实在是汗牛充栋。

东汉和帝时 ,“ 罢盐铁之禁 ,纵 民煮铸 ,入税县官 ,如故事。阀有关盐铁官营的文字 ,至此以后 ,便

从文献中消失。可见 ,西汉除武帝曾推行以盐铁官营为主的抑商 ,在其余绝大多数时间,则均未见

严厉抑商政策。所以,西汉商贾政策从汉初的贱商 ,到 惠帝文景时的惠商 ,再到汉武帝时的抑商 9

经过左右摇摆之后 ,到 昭宣及其以后 ,逐步放宽的政策稳定下来。古代传统的抑商政策渐趋松弛。

二 ,官私工商业逐步走上协调发展

西汉工商业的发展 ,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高惠文景时期 ,私营工商业得到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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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发展 ,这表现在前文所述 :汉初私营商业资本的强大 ,富 商太贾的普遍存在 ,以 及司马迁在

《史记》中十分准确地揭示的西汉私营工商业发展的状况 :“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 ,

得其所欲哂等方面。 、

汉武帝时期 ,在官营工商业空前发展的同时 ,私营工商业也有缓慢发展。汉武帝及其工商业

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桑弘羊 ,推行一条重官商 ,轻私商 ,以 官商压私商 的路线 ,因而官营工商业异

常发达。但盐铁官营后 ,官府虽然垄断冶铁煮盐等产业 ,商人在经济领域活动的范围,仍然十分广

阔。广大劳动者及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所需大宗商品 ,如布帛的 生产和运销 ,粮食的转运和销

售以及马牛羊的转售等 ,都为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因此 ,盐铁官营后 ,私营工商业

仍十分活跃。

至昭宣三帝及其以后 ,官营和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出 现了并驾齐驱的势头 ,并最终促成了西

汉商品经济的繁荣。昭宣二帝遵循汉武帝《轮台罪已诏》遗嘱 ,“ 禁苛暴 ,止擅赋 ,力本农
”廷¤,并实

施
“
轻徭薄赋 ,与 民休息%的政策 ,对汉武帝的商业政策进行较大调整 ,如取消国家专卖酒类和

关内铁官等。工商业政策的调整 ,更加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不仅有利于私营工商业的发

展 ,而且形成官商市场的竞争 ,促进官私工商业的进步。所以,在西汉昭宣时期 ,社会再度出现
“
治

世
”
,史家誉为

“
昭宣中心”

。显然 ,西汉武帝以后 .官营和私营工商业及社会经济都进入协调发展

时期。

(三 )商入社会地位曲折提高

汉初 ,刘邦颁布的
“
贱商令

”
,使商人的地位跌落到社会的最低层。惠帝吕后执政。“复弛商贾

之律
”
,商贾政策弛禁 9商人社会地位上升。文景时期 ,商贾不仅可以拜爵,而且可以入仕 ,商人的

社会地位与编户齐民已无大的差别。此后 ,由 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及宫廷生活的需要 ,在

对待私营工商业及商贾上 ,汉武帝推行了一条既矛盾又统一的政策。一方面 ,汉武帝限制私营工

商业的发展 ,压抑富商大贾的经营活动 ,从这一方面讲 9西汉商人确实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
“
抑

商运动
”
。另一方面 ,汉武帝不仅起用大量商人作官 ,而且破格擢升至三公九卿的高位 ,其社会地

位又跃居到人臣之极 ,备享殊荣。可见 ,从汉初的
“
贱商

”
,经惠帝文景的

“
惠商

”
,到汉武帝时。商人

的命运又出现波折 ,其社会地位处于两个极端的微妙境地。昭宣之时 ,“复修孝文时政
”您’,商 人再

度在更高的阶梯上享受文景时期开创的实惠 ,其社会地位之高 ,政治待遇之优越 (甚至能左右盐

铁会议),可谓步入巅峰。总之 ,西汉一代 ,商人既遭贱辱 ,又享殊荣 ,其间社会地位的提高 ,划 了-
个

“
之

”
字形的轨迹。正是 ,荣辱兼至 9祸福并享。

综上所述 ,西汉商入社会地位的提高 ,商品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及特点 ,归根结蒂 ,是商人群

体社会功能的极大增强。首先 ,商人参与政治意识的增强。这主要是涉足政治 ,以影响官府的工

商业政策、维护商人的利益。西汉商人参与政治意识的增强及大量入仕 ,无疑 ,这为隋唐以后
“
天

下之士多出于商⑩开创了先河。

其次 ,商人经营活动能力的提高。前述
“
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 ,得其所欲

”
,即

可有力说明。西汉商人的经营活动 ,虽然极富奸诈的一面 ,但其聪明才智 ,精打细算和善于吃苦耐

劳 ,却是应当承认的。此外 ,他们
“
财或累万金

”
,“不佐国家之急

”
,不仅影响官府的财政收入 ,而且

导致
“
黎民重困

”
,客观上迫使封建国家不断调整、改革政策 ,使封建经济趋于协调和谐发展。

再次 ,商人群体通过在商品经济领域的长期耕耘 ,其社会地位的提高 ,经济力量的膨胀 ,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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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民来说具有吹糠见米的实践效应 ,无不刺激不同社会群体求富趋利的欲望 ,从而有力地冲击

了先秦以来所谓
“
重义轻利

”
、
“
重义弃利∵的价值观 ,使从商趋利的人大增 ,趋末逐利的价值取向

形成。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商人的经营活动及其社会效应 ,又导致中国古代意识形态领域价值

体系的重大变化。

总之 ,西汉商品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及其显著特点 ,不仅反映了处于封建社会成长期的秦汉

所具有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 ,同时也反映了西汉商人在社会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注释 :

①②④⑩①Θ⑩《史记 ·平准书》。

③⑤⑥⑦⑩《汉书 ·食货志》。

⑦《汉书 ·景帝纪》。

⑧皇宫中储官的统称 ,如侍中、散骑、常侍、骑郎等 ,是士人入仕的重要阶梯。

⑨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序 :“ 桑弘羊当是在汉景帝后元二年以訾为郎的。
”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3

页。

②《汉书 ·卜式传》。

⑩《汉书 ·何武传》。

⑩《盐铁论 ·复古》。

⑩《汉书 ·张汤传》。

⑦《西京杂记》卷一。                        .
⑩⑩⑩@《汉书 ·货殖传》。

⑩《战国策校注》,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第 76页 ;E日 彐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 69第 26页 。

④②⑩①②⑦⑩⑩◎《史记 ·货殖列传》。

②《汉书 ·司马相如传》。

②《汉书 ·酷吏传》。

⑤⑦《汉书 ·昭帝纪》。

⑩《汉书 ·昭帝纪》注。

⑧《汉书 ·魏相传》。

②《秦秋繁露 ·度制》。

⑩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52页 。

⑩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 1957年版第 382页 。

⑩《史记 。商君列传》。

①林剑鸣《秦汉史》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382页 。

⑩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44页 。

@《后汉书 ·和帝纪》。

⑩《汉书 ·西域传》。

⑩沈 《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