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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儒就贾
”

本义考
——

明 清商 人社会地位 与 士 商 关 系 问题研 究 之反思

梁 仁 志

内容提要 ：

“

弃儒 就 贾
”

是 讨论 明 清 商 人社 会 地 位 与 士 商 关 系 的
一

个 重 要论题 。

一 些 学 者视
“

弃 儒
”

者 为 儒 生 或 士 人
，
将

“

弃 儒 就 贾
”

之 风作 为 明 清 商人社 会地

位提 高 与 士 商 融合 立 论 的 起 点 或 依 据
，
进 而 提 出 所 谓 的

“

新 四 民 论
”

和
“

士 商 相

混
”

说 。 本 文通 过 对
“

弃儒 就 贾
”

本 义 的 考证 后 认 为
：

一 是 此 处 之
“

儒
”

是 指 科

举士 子 的 举 业 ， 而 非
“

四 民
”

中 的 士
；

二 是
“

弃 儒
”

行 为 的 发 生 与
“

弃 儒
”

者儒

学 水 平之 高低 并无 必 然 联 系
， 即

“

弃儒
”

者 不 一 定 是 儒 生 或 士 人 ；
三 是

“

弃 儒
”

不
一 定

“

就 贾
”

。 因 此
，

“

弃 儒 就 贾
”

之 风 与 明 清 商人 社会 地位 提 高 、 士 商 融合 之

间 并 无 必 然 的 因 果 关 系
，
对 所 谓 的

“

新 四 民论
”

和
“

士 商 相 混
”

说似 有 进
一

步检

讨 的 必 要 。

关键 词 ： 弃 儒就 贾 明 清 时期 商人 士 商 关 系

传统商人的社会地位 与士商关 系 问题
，

一

直 是史学 界 比较关注 的话题 。 明 清

时期 ， 随着商品 经济 的发展 ， 商人 阶层 日 趋活 跃 ， 其社会地位有 所提高 ，
士商关

系也更加密切 。 这已是论者 的 共识 。 但是 有学者进 而认 为 ， 当 时商人 的 社会地 位

仅次于士 ，
士 、 商之 间 的界 限 已 经

“

模糊
”

， 故 而提 出 了 所谓 的
“

新 四 民 论
”

和
“

士商相混
”

说 。
？ 在封 建政 治 、 经 济 、 文化 制度 尚 未发 生根本性改 变的 情况 下 ，

明 清商人 的社会 地位 能否有 如此之 高 ， 士商融合 的 程度 能否有如 此 之深 ， 恐怕 仍

需 进一步讨论。 值得注意 的是 ，
在论 及明 清商 人社会地 位之提 高 与士 商融合 问 题

时 ，

“

弃儒就贾
”

几乎是一个绕不开 的论题
，
被 很多学者 引 为立论的 起 点或依据 。

① 余英时先生通过对王阳 明相关论述的讨论
，
首先提 出 了

“

新 四 民论
”

的概 念 ， 并作 了 系 统 阐述 ； 王亚

军先生则专门讨论 了徽商的
“

新四 民论
”

。 参见余英时 《 中 国 近世 宗教伦理 与商 人精 神 》 下篇 《 中 国

商人的精神 》 ， 台北 ， 联经 出版事业公 司
，

１ ９ ８７ 年 ， 第 １ ０４
—

１ ２
１ 页 ； 王亚军 《 明 清徽 商的诉讼 研究 》 ，

合肥 ， 安徽大学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２ １

—

２９ 页 。

“

士商相混
”

问题的研究 ， 参见谭廷斌 《 明清
“

士商

相混
”

现象探析 》 ，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 １ ９９０ 年第 １ 期 ； 韩结根＜ 明代 撤州文学研究 》 ， 上海 ， 复旦

大学出 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第 １ ４６
—

１ ４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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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 ， 余英时先生就提 出
“

明 清 以来
‘

弃儒就贾
’

的普 遍趋势造成 了

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 阶层 的 现象
” ① 的观点 ，

然后又进 一步指 出 ：

“ ‘

弃儒 就贾
’

为儒学转 向 社会提供了
一条重要渠道 ， 其关键 即在士和商 的界限从此变得模糊 了 。

一方面是儒生大批地参加 了商 人 的行列 ，
另 一 方面则 是商人通过财富也可 以 跑进

儒生的 阵营 。

” ② 其后 ，
张海英 、 李红岩 、 李志琴及其他

一些学者也相继发表了相 同

或类似的 看法。
？ 但何为

“

弃儒就贾
”

， 这些学者却都没能作出 解释 。 有鉴于此
， 本

文拟从考证
“

弃儒就贾
”

的本义入手 ， 对相关研究加 以反思 。 不 当之处 ， 尚 祈方 家

指正。

一“

弃儒
”

释义

要想准确 理解
“

弃 儒就贾
”

， 首先必 须 明 了
“

弃 儒
”

在 当 时语境 中 的 涵义 。

大 型古籍数据库 的 建立 ， 为 我们通过所 谓
“

ｅ
－考据

” ？ 方法来 理清
“

弃儒
”
一 词

在 中 国历代文献 中 的使用情况及 其涵义提供 了 可能 。

“

中 国基本 古籍库
”

是 目 前

收录 中 国历代典籍最为完备 的 数据库 。
？ 我们 通 过

“

全 文检索
”

的 方式 ， 分别 对

“

中 国基本古籍库
”

中 秦 、 汉 、 三 国 、 晋 、 南北 朝 、 隋 、 唐 、 五代 、 宋 、 辽 、 金 、

元 、 明 、 清等不 同时代 文献 中 的
“

弃儒
”一词进 行检索 ，

除去
“

弃
”

、

“

儒
”

两

字非连 用 、 主语非人 和重复 出 现等三种情况 ，
明 清之前

“

弃儒
”
一词 的使用 情况

如下表 。

① 余英时 ： 《 中 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 下篇 《中 国 商人 的精 神 》 ， 第 １ ２２ 页 。

② 余英时 ： 《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 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 ， 《余英时文集 》 第 ３ 卷 《儒家伦理

与商人精 神 》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１ ６６ 页 。

③ 参见张海英 《 明 中 叶 以后
“

士商 渗透
”

的 制度 环境——以 政府 的 政策变化 为视角 》 ， 《 中 国 经济 史研

究 》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 李红 岩 、 隋 晓会 《从 〈
黄英 〉 中士与商的升降分合看作者 的创作心理 》 ， 《 宁波大

学学报 》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 李志琴 《 简析

“

三言
”“

二拍
”

中 的
“

弃儒就贾
”

现象 》 ， 《 重庆科 技大学学

报 》 ２〇 １ ２ 年第 ５ 期 。

④ 黄一农先生首先提出
“

ｅ
－考据

”

的 概念 ， 他认 为 ：

“

随着 出版业的蓬勃 以及 图 书馆的 现代化 ， 再加上网

际网 路和电子资料库 的普 及 ， 新一代的史学 工作者常拥 有博 闻 强识的前辈 学者们 梦寐 以 求 的环境。 我

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 内 就掌握前人未 曾寓 目 的材料 ， 并填补探 索历史细节 时的许 多隙缝 ， 或透 过逻辑

推理的布局 ， 迅速论 断先前待考 的疑惑或 矛盾 。
事实上 ，

一 个有机 会孕育
‘

《
＝
－考据学 派

’

的 时代或已

出现 ！

”

参见黄一农 《 自 序 》 ， 《两头蛇 ： 明末清初的第
一代天 主教徒 》 ， 上海 ， 上海世纪 出版 股份有限

公司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第 ｖ ｉ

ｉ 页 。

⑤
“

中 国基本 古籍库
”

收录上 自 先秦下至 民 国 的历代典籍
一万余种 ， 总计全文约二十亿字

，
图像 约二千万

页 。
收录范围 涵盖全 部中 国历史与文化 ， 内 容总量约等于三部 《 四 库全书 》 。 参见 爱如生 官网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 ｅｉ０７ ． ｃ ｏｍ／ ｐ
ｒｏｄｕ ｃ ｔ ． ｄｏ ？ｍ ｅｔｈｏ ｄ

＝
ｆ ｉｎｄｐ

ｒｏＢ ｙＩ ｄ＆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 ｄ

＝
３０ ， ２０ １

４年１ ０ 月 １ ５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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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

中 国 基本 古籍库
”

中 明清 以前
“

弃懦
”

事例

序号
Ｉ

朝代
Ｉｍｘ＾资料 来源＾

￣

ｎ
大志无心守 章句 ， 终怀 上略致 殊功 。 ［ 唐 ］ 方干 ： 《玄英 集 》 卷五 《 七言

保宁帝业青 萍在 ， 投弃 儒书绛 帐空 。 律诗 ？ 王 将 军 》 ，
文 渊 阁 《 四 库 全

１弃儒投戎
密雪曙连葱 岭道 ， 征旗 夜卷柳 营风 。 书 》 第 １０８４ 册 ， 台 北 ， 台 湾商 务 印

将星依旧 当文座 ， 应念愚儒命未通 。 书馆影印本 ，
１ ９８ ６ 年 ， 第 ６５ 页 。



［ 唐 ］ 李 白撰 ＾ ［ 明 ］ 朱谏选 注
：

《 李

诗选注 》 卷 一 〇 《送 梁 公 昌 从 信安
此 《 送梁公 昌 从信 安 壮征 》 言其 为

壮征 》 ， 《 续修 四 库全书 》 编纂 委员
２入幕之佳宾 ， 极一时之妙选 ，

捐弃儒弃儒投戎
唐会编 ： 《 续修 四 库全书 》 第 １ ３ ０６ 册 ，

业 以 即戎事
。ｚｉ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 版社影 印 本

，

１ ９９６





年
，
第 ９６ 页

。


［ 唐 ］ 灵二＾ 《 唐 四 僧 诗 》 卷 二

《灵一诗上 ？ 远公 》 ， 明 复 法师主编 ：

３远公逢道安 ，

一

朝弃 儒服 。 《禅 门 逸 书 》 初编 ， 第 ２ 册 １ ０３ ， 台弃儒为僧

北 ， 明文书 局 影 印 本 ，
１ ９８ １ 年

，
第

９ 页 。


＇

［ 宋 ］ 白玉 蟾 ：
《武 夷集 》 卷八 《愧

昭卿賦赠 叶神童 》 ， 四川 大 学古籍所

４叶神童弃儒术 ， 从赤松子游 。编 ： 《宋 集珍本丛 刊 》 第 ６９ 册 ， 北弃儒为道

京 ， 线装 书 局影 印 本 ， ２００４ 年 ， 第


４ １ ９页 。



［ 宋 ］ 陈傅 良 ： 《 止斋 先生 文集 》 卷

五 《律诗 ■ 送 谢 怀英 道士 归 庐 山 》 ，

怀英弃儒服 ，
从皇甫道人游 ， 晚 人东＿＿^

５张元济等 辑 ：
《 四部丛 刊初 编 》 集弃儒为道

宫 ， 赐号
“

观复大师
”

。＃ｉ

部 ， 上海 ， 商务 印书馆影 印本 ，
１ ９ １ ９





年 ， 第 ４２ 页 。



［ 宋 ］ 宝楠 ： 《 跋宋 太师 〈疮 疡经验

宋全书 〉 后 》 ， ［ 宋 ］ 窦汉卿辑 著 ： 《疮

疡经验全书》 卷七 《 图论方 》 ，
周仲＿

６予次子梦麟弃儒 习医 。弃儒 习 医

瑛等编
：

《 中 医古籍 珍本集 成 ？ 外伤

科卷 》 ， 长沙 ， 湖南科学 技术 出 版社

 

影印 本 ，
２０１ ４ 年 ， 第 ６ １ ７ 页 。





［ 宋 ］ 胡仔纂集 ： 《 苕溪渔 隐丛话前

７饶节 ， 字德操 ， 弃儒出 家 。集 》 卷五七 《缁黄 杂记 》 ， 北京 ， 人弃儒 出家

民文学出 版社 ，
１ ９６２ 年 ， 第 ３９７ 页 。

［ 宋 ］ 李 弥逊 ：

￣

《 筠溪 集 》 卷 二 四

守讷 … …本衣冠子 。 业进士 ，
有声 场

《 墓志铭 ？ 宣州昭 亭 山 广教 寺讷公禅
８屋 间… …后游钱塘净慈寺… … 乃弃儒弃儒 为僧

师塔铭 》 ， 文 渊 阁 《 四 库 全 书 》 第
衣冠礼 。

１ １ ３０ 册 ， 第 ８ ２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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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

朝代
｜５；｜资料来源 ＾

￣

备 注

￣̄

［宋 ］ 邵雍纂 辑 ： 《 梦林玄解 》 卷 四

９宜弃儒 习 医 。《梦 占 》
， 《 续修 四库全 书 》 第 １ ０６３弃儒 习 医

 

册
，
第 ６８８ 页 。



［ 宋 ］ 邵雍纂辑 ： 《 梦林 玄解 》 卷 五

１ 〇可弃儒业 医 。《梦 占 》
， 《 续修 四 库 全书 》 第 １ ０６３弃儒业 医

 

册 ，
第 ７２６ 页 。



［
宋 ］ 释觉范 ： 《 石门文 字禅 》 卷 三

〇 《 行状 ？ 云庵 真净和 尚行状 》 ， 明
１

１其弃儒冠而入道 。
弃儒人道

复法师主编 ： 《禅 门 逸书 》 初 编 ， 第


４册 １ １ １ ， 第 ４１ ２页 。



［宋 ］ 普济辑 ： 《 五灯 会元 》 卷
一 六

明州 大梅 法英 祖 镜禅 师 ， 本 郡 张 氏 《雷门宗 ？ 青原下 十一世 ？ 九峰韶 禅
１ ２弃儒为僧

子 。 弃儒试经得度 ， 肄讲延庆 。师法嗣 ？ 大梅法英祖镜禅 师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８４ 年 ， 第 １０３４ 页 。

隆兴府泐潭洪英禅师… …幼颖 迈 ，

一

［ 宋 ］ 普济辑
： 《 五灯会元 》 卷一 七

１ ３目 五行 。 长弃 懦得 席 ， ① 访道 曹 山 ， 《 临济宗
？ 南岳下 十二世 ＊ 泐潭洪 英弃儒为僧

宋依雅禅师 。禅师 》 ， 第 １ １ ２４ 页 。

白 花岩在金 溪 … … 岩主 是为 宝 月 禅 ［ 宋 ］ 王安石撰 ， 李 壁注
：

《 王荆公

师
。 熙 、 丰间 ， 人居岩之绝顶 ， 持戒 诗注补笺 》 卷 四 八 《 律 诗 ？ 送 李 生

１ ４＃儒＆僧
诵经

… …

李生名 无咎 ， 慕师之 风 ，
弃 白 华 岩 修 道 》 ， 成 都 ， 巴 蜀 书 社 ，

儒从之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９６７ 页 。



杭 之高僧 散 圣 ， 弃 儒成 道 ， 戒 行精 ［ 宋 ］ 吴 自 牧 ： 《 梦 粱 录 》 卷 一七

１ ５洁 ， 学 问孤高 … …盖丛林中 素有儒者 《历代 方 外僧 》 ， 杭 州 ， 浙 江人 民 出弃懦成道



之风
。



版社 ， １ ９８４ 年 ， 第 １ ６０ 页 。



道士杜光庭 … …初意喜读经史 ，
工词

［
宋 ］ 佚名 ： 《宣 和 书谱 》 卷五 《 正

章 、 翰墨之学 。 懿宗设 万言 科取 士 ，

１ ６书三 ？ 唐 ？ 道士杜 光庭 》
，
上海

，
上弃儒人道

光庭试其 艺 不 中 ， 乃 弃 儒衣 冠 人道
海书 画出版社 ，

１ ９ ８４ 年 ， 第 ４０ 页 。

游 ， 意澹 漠 。

祖熙禅师 ，
名 道 和 ，

姓潘 ， 县西人 。 ［ 宋
］
赵 与 泌 修 ，

黄 严 孙 编 ： 宝 祐
１ ７弃儒就释

弃儒就释 。《 仙溪志 》 卷 三 《仙 释》 ， 清钞本 。

［
宋

］
艾 性 ：

￣￣

《剩 语 》 卷 下 《今 体

１ ８时危从道丧 ， 不敢弃儒冠。诗 ？ 雪尽》 ， 文渊 阁 《 四 库 全书 》 第不详



１ １ ９４
册 ，

第 ４０９页 。



① 据宋刻本 ， 此处
“

席
”

字当 为
“

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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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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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７


续表

序号
｜

朝代
｜ｉｘ^资料来源 ＾

￣

备 注

—

Ｈ廷以 关陕 江淛诸郡大锓 ， 募民 纳粟

补爵 ， 而吾 乡 绍兴学录张大方得调福
［
元 ］ 程瑞学 ： 《积斋集 》 卷二 《 序 ？

１ ９清牛 田 管勾 。 将行 ， 辞余 曰 ：

“

吾 弃弃 儒为吏
送张大方之任序 》 ， 《四明丛书》 本。

儒官而膺 是 役 ，
日 与亭 户 较锱 铢 之

末 ， 此行能无愧乎 ？

”



［ 元 ］ 戴 良
：

《九 灵 山房 集 》 卷一五
吾家 诗 礼 相 传 ， 弃 儒 即 吏 ， 非 吾

２０《鄞沈 明 大墓 志铭 》 ， 北 京 ， 中 华书弃 儒为吏
士也


心 。



局 ，
１ ９８５ 年 ，

第 ２ １ ８ 页 。



［ 元 ］ 洪 希文 ：

￣￣

《 续 轩渠 集 》 卷七

《 五言 绝 句 ？ 赠 东 园方 子 敬 弃儒 学
２ １东园方子敬弃儒学医 。
弃 儒学医

医》
， 文 渊 阁 《 四 库 全 书 》 第 １ ２０５

 

册 ， 第 １
２４ 页 。



［ 元 ］ 陶宗仪 ：

￣￣

《 书 史会 要 》 卷五

２２蔡国公 弃儒人 道 。《唐 》 ， 上海 ， 上 海 书 店 ， 丨 ９ ８４ 年 ， 弃儒 人道

 

第１ ９６页 。



［ 元 ］ 杨 公远 ： 《野趣有声画 》 卷下 ，

万竹乃竹洲 曾孙 也 ， 万竹子常新恩弃
２３文渊阁 《 四库全 书 》 第 １ １９３ 册 ， 第弃儒 人道

儒 ， 于乾明人道 。




７５ ６页 。



＿丈人出 萧史氏
… …

有治天下之才 ， 而 ［ 元 ］
杨 维桢 ： 《 东维子 文集 》 卷二

２４
％

不奸于仕 。 晚乃 弃儒衣冠人道 ， 研 穷 八 《 传 ？ 学圃 丈人传》 ， 《 四部丛 刊 》弃儒 人道

至理 。



景 旧钞本 。



今窃见 各 路 、 府 、 州 、 司 县 民 家子

弟 ， 多不攻 书 ， 虽曾 入学 ， 方及十五 《元典章 ？ 吏部卷 六 ？ 典章 十二 ？ 试

２５以 下 ， 为父兄者 多令废弃儒业 ， 学习 补 司 吏 》 ， 北京 ， 中 国 书店 影 印本 ， 弃儒 为吏

吏文
， 以求速进 ， 此所谓不揣其本 而 １ ９９０ 年 ， 第 ２２２ 页 。

齐其末矣 。



［ 元 ］ 袁桷撰 ： 延祐 《四 明 志 》 卷一

虚白 观… …皇朝 至元二十四 年 ，
前漕 八 《 释道考 ？ 奉 化州 》 ， 《 中 国 方志

２６贡士卢震龙弃儒学道创立 ， 请额于教 丛书 》 华 中 地方第 ５ ７７ 号 ， 台北 ， 成弃儒学道

所 ， 而震龙 为开 山其宗 。文 出版社有 限公 司 影 印 本 ，
１ ９８ ３ 年 ，





第１２７６
—

１２７ ７页 。



先生 吕岩 ， 字洞 兵… … 武宗会昌 中 两 ［元 ］ 赵道一 ：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

２７举进士不第 … …弃儒业而从游
，
师事 卷四五 《 吕 岩》 ， 扬州 ， 江苏广陵古籍弃儒 为道

之 ， 而得道 。



刻印社
，

１ ９９７ 年
，
第 １ ５２９

—

１５ ３２ 页 。



山—士 ［ 元 ］ 朱德 润撰 ： 《存复斋 文集 》 卷
先生 弃儒冠 ， 髙蹈 出 乡 里 。 优游吴楚

＾＾八 《 诗 ？ 次方 对渊 先生 自 赵屯 归城
２ ８间 ， 生事丹砂里 …… 学仙终难期 ， 世弃儒学仙

＿中韵 》 ， 台 北 ， 台 湾 学 生 书 局 影 印
事那 有已 。



本
，

１ ９７ ３ 年
，
第 ２３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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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表可 以发现 ：

一是在 明清之前 的 文献 中 ， 仅唐 、 宋 、 元 出现 了
“

弃儒
”

一词 ， 分别为 ３
、

１５
、

１ ０ 次。 二是
“

弃儒
”

多 与
“

从事某种职业
”

构成 固定表达模

式
，
如

“

弃儒出 家
”

、

“

弃儒习 医
”

、

“

弃儒就释
”

、

“

弃儒学道
”

、

“

弃儒入道
”

等 。 三

是
“‘

弃儒
’

＋ 从事某种职业
”

的表达模式滥觞于唐 ， 宋 、 元正式出 现 。 如唐的 ３ 例

分别表述为
“

投弃儒书
”

、

“

捐 弃儒业 以 即戎事
”

、

“

弃儒服
”

， 宋元正式出 现了
“

弃

儒 习 医
”

、

“

弃儒出家
”

、

“

弃儒就释
”

、

“

弃儒学医
”

、

“

弃儒入道
”

、

“

弃儒学道
”

等表

达模式 。

明 、 清
“

弃儒
”一词 的 出 现频率较唐 、 宋 、 元有了 明显增加 ， 且几乎都为

“ ‘

弃

儒
’

＋ 从事某种职业
”

的表达模式 ， 明 １ ２ ８ 次 ， 清 ３５９ 次 。

这样就 出 现了一个疑问
：
儒 学在先秦 即 已 出 现 ，

并在汉代武帝时期取得独尊地

位 ， 但为何
“ ‘

弃儒
’

＋ 从事某种职业
”

的表达模式到唐才开始 出 现并在明清达到高

潮 呢 ？ 我们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 在
“ ‘

弃儒
’

＋ 从事某种职业
”

这种表达模式

中
，

“

儒
”

并非指
“

儒学
”

，
而是指

“

儒业
”

，
即读书 应科举之业 。 所谓

“

弃儒
”

， 是

表达
“

弃儒
”

者不再选择科举之路 ， 而要另谋他业之意 ；

“

弃儒
”

行为 的发生与
“

弃

儒
”

者儒学水平之髙低并无必然联系 ， 即
“

弃儒
”

者不
一定是儒生或士人 。

从科举发展的脉络来看
，
这种解释当是合乎情理的 。 尽管隋炀帝创建进士科标志

着科举时代的开始 ， 但
“

因 国柞短促 ， 进士科 的影响还未充分显 露
”？

，
故隋代尚 难

出 现
“

弃儒
”

的声音 。 唐代科举 的影响力 开始显现
，

“

搢绅 虽位极人 臣
，
不 由进士

者 ， 终不为美 ， 以至岁 贡 ， 常不减八九百人
”
？

，
“

弃儒
”

之声遂开始 出现 。 宋代科举

逐步得到完善 ， 元代科举虽继续发展 ， 但有所反复 ，
故影响不及宋 ，

这也恰好解释了

为何元代的
“

弃儒
”

者尚 不及宋代多 。 明清时期
，

“

政府对科举 的推崇达到 了无以 复

加的程度 ， 社会对科举的重视也几近于顶礼膜拜 的地步
”

？
， 重视者愈众 ， 科举之压

力愈大
，
故言

“

弃儒
”

者也愈众。

那么
，
这种解释是否符合历 史事实呢 ？ 尽管表 １ 中 的

一些事 例对
“

弃儒
”

的原

因表达得较为隐讳 ， 但 多数事例还是明 确 了
“

弃儒
”

与科举 间 的直接关联 。 如第 １

条唐代材料中 ，

“

大志无心守章句
”

、

“

投弃儒书绛帐空
”

两句诗 ，
即清楚表明 王将军

弃读书科举而参军之意 。 第 １ ６ 条宋代材料中 ，

“

道士杜光庭……初意喜读经史 ，
工词

章 、 翰墨之学 。 懿宗设万 言科取士 ，
光 庭试其艺 不 中 ， 乃弃儒衣冠 人道 游

”一 句 ，

也清楚表明杜光庭弃科举而人道之意 。 第 ２５ 条元代材料中 ，

“

今窃见各路 、 府 、 州 、

司县民家子弟 ，
多不攻书 ， 虽 曾人学 ，

方及十五以下 ，
为父兄者多令废弃儒业 ，

学习

① 刘海峰 ： 《科 举学导论 》 ， 武汉 ， 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００５ 年 ， 第 ９５ 页
。

② ［ 唐末五代 ］ 王定保撰 ， 黄寿成点校
：

《唐摭 言 》 卷一 《 散序进士 》 ， 西安 ， 三秦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第

６ 页 。

③ 刘海峰 ： 《科 举学导论 》 ， 第 １ ０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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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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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６９

吏文 ，
以求速进

”
一句 ， 更清楚表 明这些 民家子弟弃科举之学而学习为吏 之意 。

为 了进一步论证
“ ‘

弃儒
’

＋ 从事某种职业
”

的表达模式与科举的关联性 ， 我们

再以
“

弃儒就 为检索词对
“

中 国基本古籍库
”

中 明 、 清文献进行全文检索 ，
结果

如下表 ：

表 ２
＂

中 国基本古籍库
”

中明清时期
“

弃懦就
”

事 例

序号
｜

朝代
１ＭＸ ｜资 料来 源 ＾

￣

备 注

^

河南开封府陈州 管下商水县 …
…有一

［
明 ］ 安遇时 等编 撰 ： 《包公 案 ？ 百

人姓梅 名敬 者
，
少人 郡库

，
习 举子 家公 案 》 第八 固 《 判 奸 夫 误 杀 其

１＿弃儒就商
业… … 赴试 ， 屡科不第… …意欲弃儒 妇 》

，
北京 ， 北京 燕 山 出 版 社 ，

２００７

就商 ， 遨游 四海 。



年 ， 第 ２６ 页
。



德章… … 初入小学 ， 举动异常儿 ， 涌

授 、 写效 、 作对尤非常儿所及 ， 因责
［
明 ］ 金 瑶 ： 《金 粟 斋文 集 》 卷 七

２弃儒就商
以 士业 。

章 已 得 青衣 寄 学 矣 ， 坐 数 《德章侄孙传 》 ， 万历刻本 。

奇 ， 卒弃儒就商 。



明 ［ 明 ］
李 开 《 李 中 麓 闲居集 》 卷

一二 《祭文 ■ 祭 卢省祭 克敬 文 》 ， 四

库全书存 目 丛 书编纂委员 会编 ： 《四
３昔彼先弃懦就吏 。弃儒就吏

库全书存 目 丛 书 》 集部 第 ９ ３ 册 ， 济

南 ， 齐鲁 书 社 影 印 本 ，
１ ９９７ 年 ， 第

２０ ８页 。

Ｉ［
明 ］

唐 胄编集 ： 正德 《琼 台 志 》 卷
县廓 王 政 亦 弃 儒 就 耕 ， 以 诗 书 训

４三七 《耆 旧
》 ， 海 口 ， 海 南 出 版 社 ，弃儒就耕

子弟
。


２００６ 年

，
第７６４页 。

＂

［ 明 ］ 贺涛 ： 《 贺先生文集 》 卷四 《刘
新安李君 占 甲子芳 ……性聪 明 ， 喜读

太恭人八十寿序 》 ， 《清代诗文集汇编》

书 ， 年十四 能应童 子试矣 。 以 家贫 ，

５编籌委员会编
：

《清代诗文集汇编 》 第弃儒就商
不忍母之劬劳 ， 请学为商 … …遂弃儒

７７ １ 册
， 上海 ， 上海 古籍 出版 社影印

就商 ， 劬学不怠 。

 

本 ，

２０ １０
年 ， 第

６１ １
—

６１２
页 。



清
公幼而颖异 ，

书过 目 辄能 閱解 ， 老 师

宿儒 皆谓掇高第如拾芥 ，
祖父未竟 之 ［清 ］

纪昀 ： 《纪文 达公遗集 》 卷 一

６志 当酬之于公 。 乃年甫十 一而孤 ， 薄 五 《传 ＊ 承德 郎 中 书科 中 书 岘 亭杨弃儒就贾

田数亩不足给馆粥 ， 生计 日 困
… … 遂 公家传 》 ， 嘉庆十七年纪 树馨刻 本 。

弃儒就贾 。

① 之所以 选择
“

弃儒就
”

作为检索词 ， 原因有二 ：

一

是
“

弃儒就
”

更明 确地包含了
“

弃儒就贾
”

这 种表达

结构 ， 以此进行检索可 以更加清晰地看到
“

弃儒就贾
”

在 当时
“

弃儒就
”

这种语境和表 达模式中 的
“

角

色
”

；

二是为了 缩小检索结果以便于讨论 ， 若 以
“

弃儒
”

为检索词 ， 则检索结果过多 ， 不宜逐条分析 。



１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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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

朝￥ ｜ｍ± ＾资料来源 ＾

￣

备 注

̄

［ ５ ］
梁章钜 ｒ 《制艺丛话 》 卷 二四 ，

乾隆末 ， 吾闽学使者邹念桥侍郎奕孝
７上海 ， 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 ， ２００ １ 年 ，弃儒就释

第 三子弃儒就释 ， 削 发人 山 。

 

第
４５ ６页 。



朱孝廉毓贤之父 ， 少踬童子试 ， 欲青 ［ 清 ］
齐学裘 ： 《 见闻随笔 》 卷

一

四

８一衿而不可得 ， 乃弃懦就农 ，
躬耕于 《受欺忽发 》

，
同 治 十年 夭 空海 阔之弃儒就农

邑 之五灶港 。



居刻本 。



［ 清 ］ 阮元总裁 ， 陈昌 齐 等总纂 ： 道

漆恭
，
江 西 人 。 志 气 豪 迈 ， 英 勇 超 光 《广 东通 志 》 卷三二七 《列 传 六

９伦。 年十二遭兵燹 ，
家业荡然 ， 稍长 十 》 ，

“

中 国 省 志汇编 之十
”

， 台北 ，
弃儒就贾

弃懦就贾 。
华 文书局股份有 限公司 影印本 ，

１９ ６８

 

年 ， 第 ５３ ５ ６ 页 。



［清 ］ 张宝琳修 ， 王棻等 总纂
：
光 绪

张凤岐妻项 氏… …事姑孝敬 ， 教子义
《永嘉县 志》 卷二 〇 《烈 女志二 ■ 节

１ ０方 ， 家贫 ， 令弃儒就贾 ， 心终 以不读弃儒就贾
妇 下》 ， 北京 ， 中 华 书 局 ， ２０ １ ０ 年 ，

书为忧 。

 

第８ ３０页 。



汪宦 ， 字 子 良
，
号 心 榖 ， 新 安 祁 门 ［ ＾ ］ 王宏 翰撰 ： 《古 今 医 史 ？ 续 增

１ １人
……从兄 宁习 举 子业 ，

颖悟夙成 。 明 ？ 汪宦 》 ， 《续修 四 库 全 书 》 第弃儒就 医

后弃儒就 医 ， 潜心灵素 。



１ ０３０ 册 ， 第 ３６８ 页 。



［ 清 ］ 陆 澍
：

问 帖书 及题跋 ＿

清
序 》 ， ［ 清 ］ 吴继志

：
《质问 本草 》 内

１ ２余松江人也
… …弃儒就 医 。弃儒就医

篇卷一 ， 北京 ， 中 医古籍 出 版社 影印

 

本 ， １ ９８４ 年 ， 第 １ ５ 页 。



昔有凤 阳 大 富 柘 氏 妇 ， 年 四 十
，
夫

［ 清 ］ 宣鼎 ： 《夜雨 秋灯 录续录 》 卷
故

，
得遗 腹 子

… … 狗 儿 … … 请于 母
１ ３三 《狗 儿 》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弃儒就贾

曰
：

“ 儿思坐食不 过了 百 年 ， 愿弃儒
社 ， １ ９８ ７ 年 ，

第 ５６９ 页 。

就贾 ， 茶利厚 ， 当小试懋迁也 。

”



仪征＾公 … …校勘十三经
，
招镛堂与

其事 。 越三 载 … 镛 堂 分校者 先竣 ，

［ 清 ］ 臧庸 ： 《拜 经 堂文 集 》 卷 四
因请归 。 归 而上 侍老母 ，

下抚 群季 ，

１ ４《送姚文溪大令还 济南 序 》 ， 《清代 诗弃儒就贾
慨然念家事 之败也

，
弃儒就贾 。 经理＿ｗ

文集 汇编 》 第 ４８４ 册 ， 第 １ ２ １ 页 。

之一 载 ， 不 可 为 ， 仍 弃 去 ，
复 理 故

业 ， 甲子春应京兆试 。



欧阳 昌煌……生六月 而父母俱没 ，
育于

伯父。 伯父有 四子 ， 少同 居 ， 长 同学
，

［清 ］ 李瀚章等修 ， 曾 国 荃等纂 ： 光

甚相友爱 。 及析产 ， 伯 父以 昌 煌乃 弟 绪 《 湖南通 志 》 卷 一八
一

《人 物 志
１ ５弃儒就吏

子 ，
欲平分为二 ， 昌煌持不可 ，

乃析而 二 十二 》 ， 《 续修 四 库全 书 》 第 ６６５

为五。 既分居
，
家皆落 ， 昌煌乃弃儒就 册 ， 第 ６２０ 页 。


｜

吏……晚年以诗书教其子 。


＾





“

弃儒 就贾
”

本义考


１ ７ １

除去重复 出 现 的人 物 ， 共检 索 出 １ ５ 条材料 ， 明 ４ 条 ， 清 １ １ 条 。 就 内 容来说 ，

“

弃儒就贾 （ 商 ）

”

者 ８ 人 ，

“

弃儒就吏
”

者 ２ 人 ，

“

弃儒就 医
”

者 ２ 人
，

“

弃儒就农

（ 耕 ）

”

者 ２ 人 ，

“

弃儒就释
”

者 １ 人 。

“

弃儒就贾 （ 商 ）

”

的材料中 ， 第 １ 条 ： 梅敬
“

少人郡庠 ， 习举子业
”

，
因

“

赴

试
，
屡科不第

”

，
故

“

弃儒就商
”

；
第 ２ 条 ： 金德章

“

初入小学 ，
举动异常儿 ，

诵授 、

写效 、 作对尤非常儿所及 ，
因责以 士业

”

，
并

“

已得青衣 寄学
”

，
后

“

坐数奇 ， 卒弃

儒就商
”

；
第 １ ０ 条

：

“

张凤岐妻项 氏 … …事姑孝敬
，
教子义方 ， 家贫 ， 令弃儒就贾 ，

心终 以不读书为忧 。

”

其他几条对
“

弃儒就贾 （商 ）

”

原 因 的表述也大 同小异 。 其所

“

弃
”

之
“

儒
”

乃指科举无疑 。

“

弃儒就吏
”

的材料 中 ， 第 １ ５ 条 ： 欧阳 昌 煌与 四个堂兄弟
“

长 同学
”

， 说 明有共

同 的读书经历
，
后 因

“

家皆落 ， 昌煌乃弃儒就吏
”

， 所谓
“

弃儒
”

当然就是不再读书

求功名 了
；
第 ３ 条 ：

“

昔彼先弃儒就吏
”

， 虽未明示 ，
但 就当时语境来说 ， 也是弃科

举无疑 。

“

弃儒就医
”

的材料 中 ， 第 １ １ 条 ： 徽 州人 汪宦
“

从兄宁 习举子业 ，
颖悟夙 成 。

后弃儒就医 ， 潜心灵素
”

。 放弃科举而改业医的意思非常 明确 。 第 １ ２ 条的表述也大同

小异 。

“

弃儒就农 （ 耕 ）

”

的材料中
， 第 ８ 条 ： 封翁

“

少踬童子试 ， 欲青
一衿而不可得 ，

乃弃儒就农 ， 躬耕于邑之五灶港
”

， 显然是放弃科举而改业农 。

“

弃儒就释
”

的材料只有第 ７ 条 ：

“

乾 隆末 ，
吾 闽学使者邹念桥侍郎奕孝第 三子

弃儒就释 ，
削发人山 。

”

作为 闽学使者邹念桥侍郎 奕孝的第三子 ， 在 当时社会 自 然会

选择 以科举 为业
，
而

“

弃儒
”

出 家 ， 所弃者定然是科举 。

需要特别提出 的是 ， 第 ５
、

１４ 两条材料更能加深我们 对
“

弃儒
”

之
“

儒
”

与儒

学 、 科举关系的理解 。 第 ５ 条材料 中
，
徽州人李子芳在

“

弃儒就商
”

后仍
“

劬 学不

怠
”

。 如果将
“

弃儒
”

之
“

儒
”

理解为
“

儒学
”

，
则与

“

劬学不怠
”

存在明显 的 逻辑

矛盾
；
如将

“

儒
”

理解为
“

科举
”

，
则不仅与之前的

“

性聪明 ， 喜读书 ， 年十 四 能应

童子试
”

恰好 呼应
，
也与之后 的

“

劬学不怠
”

在意思 和 逻辑上很好地实现 了衔接 。

第 １４ 条材料中 ， 镛堂先是
“

弃儒就贾
”

， 但
“

经理之
一载

， 不可为
”

，
遂

“

仍弃去 ，

复理故业 ， 甲 子春应京兆试
”

。

“

复理故业
”

与
“

甲 子春应京兆试
”

之衔接 ， 非 常清

楚地表明
“

弃儒就贾
”

中所弃之
“

儒
”

乃其
“

故业
”

科举 。

总之
，
表 ２ 中 的 １ ５ 条材料 ， 无论是

“

弃儒就贾 （商 ）

”

， 还是
“

弃儒
” “

就吏
”

、

“

就医
”

、

“

就农 （耕 ）

”

、

“

就释
”

， 其
“

儒
”

都非常明 确地指 向科举 ，
而非儒学 。

综上分析 ，
我们对古代文献中

“‘

弃儒
’

＋从事某种职业
”

的表达模式可 以得出 如

下判断
：

一是
“

儒
”
一般是指

“

儒业
”

，
即科举

，
而非

“

儒学
”

， 这是科举时代人们不

打算读书科举而决定另谋他业的
一种较为普遍的表达方式 。 二是

“

弃儒
”

行为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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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弃儒
”

者儒学水平之高低并无必然联系 ， 即
“

弃儒
”

者不一定是儒生或士人 。 三

是
“

弃儒
”

不必然
“

就贾
”

。 表 １ 中唐 、 宋 、 元的 ２８ 个事 例 中 尚无
“

就贾
”

的例子 ；

而为僧 、 为道 、 为仙者较多 ，
共有 １ ８ 例

；

其佘为医者 ４ 例 、 为吏者 ３ 例 、 投戎者 ２ 例 ，

１ 人不详 。 尽管明 、 清不仅 出 现 了
“

弃儒就贾
”

者
，
且数量多 、 比例高 ， 但

“

弃儒就

吏
”

、

“

弃儒就医
”

、

“

弃儒就农 （耕 ）

”

、

“

弃儒就释
”

者也为数不少 。

二 徽商 的
“

弃儒就 贾
”

与
“

贾 而好儒
”

余英时先生 曾说 ：

“

提及晚 明 的 商人 ，
我们首先想到 的 自然是徽商 。

”① “

执 明清

商界之牛耳三百余年
” ？ 的徽商 中

“

弃儒就贾
”

者颇多 。 在张海鹏先生等所编
“

迄今

为止徽商研究最具代表性 和权威性的 原始资料 汇编
” ③——

《明 清徽商资料选 编 》
④

中便有大量
“

弃儒就贾
”

的事例 ， 余英时先生 等的相关研究也多 以该书 中 的事例为

讨论对象 。 因此 ，
考察徽商的

“

弃儒就贾
”

， 对了解
“

弃儒就贾
”

的本义 和 明清商人

阶层的
“

弃儒就贾
”

具有非常典型 的意义 。

如果以
“

弃儒就贾
”

为关键词进行查找 ，

？
《明 清徽商资 料选编 》 中 共有 ６ 条

材料 ：

１ ． 天都程君 ，
讳善敏

，
字公叔… … 幼 习 举子 业 不 果 ， 因 弃儒 就 贾

，
承祖父

之遗业
， 客廛 于春 谷之 清 江 ，

行 白 圭 治 生之 术 。 忍 嗜欲
， 节 衣服 ， 与 用 事 同 甘

苦
，
克俭克勤

，
弃取异 尚

，
未 几而 家 温食厚

，
享有素封之 乐迨 清朝 定 鼎 ， 家

业 中 落 ，

而 笃 志经 营 ， 老 成练 达 ，
故行修而 品著 ， 体方 而 用 圆

… … 用是 总 一 乡 之

约
， 衡一镇之 平 ，

排难解纷 ，

立纲 陈 纪
，
秉公扶正 。

？

２ ． 吴 荣运
， 字 景华 ， （ 歙县 ） 北岸人 。 幼 习 儒 。 父元贯 尝贩茶之京 师 ，

遇 乡

① 余英时 ： 《士 商互动与儒学转 向一 明 清社会史与思想 史之一面相 》 ， 《余英时文集 》 第 ３ 卷 《儒家伦理

与商人精神 》 ， 第 １ ６ ６ 页
。

② 李琳琦 ： 《徽 商与明清徽州 教育 》 ， 武汉 ， 湖北教育 出版社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１ ５２ 页 。

③ 卞利 ： 《 ２〇 世 纪徽学研究 回顾 》 ， 安徽 大学徽 学研究 中心编 ： 《 徽学 》 第 ２ 卷 ， 合肥 ， 安徽大学 出 版社 ，

２００２ 年 ， 第 ４２６ 页 。

④ 张海鹏 、
王廷元主编 ：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 ， 合肥 ， 黄山书社 ，

１ ９ ８ ５ 年 。

⑤ 需要指出 的是 ，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 中
“

弃儒就贾
”

的 事例 ， 不仅包括 文献 中明 确 出现
“

弃儒 就贾
”

一词的个案 ， 还应包括诸如
“

弃儒就商
”

、

“

弃儒从商
”

等表达徽商
“

弃儒
”

而从 事商业活动 的其 他个

案 ， 故以
“

弃儒就贾
”

为关键词 进行査找 ， 并不能涵盖 《 明清撤 商资料选 编 》 中徽商
“

弃儒就贾
”

的

全部事例 ， 仅为方便研究计 。

？ ［ 清 ］ 施闰章 ： 《歙 西功叔程君传 》
， ［ 清 ］ 程迩鸿等重修 ： 《 南宗新 安褒 嘉里程 氏 世谱 ． 传 》 ， 康熙十

一年刻本 ， 第 １ ３ 页
。
需要说 明 的是

，
《 明清徽 商资料 选编 》 在 引 这段 文字时 ， 省略 了

“

弃儒 就贾
”

前的
“

幼 习举子业 不果 ， 因
”

等语 ， 并 将
“

体方 而用 圆
”

中 之
“

用
”

字误 为
“

行
”

， 此 引 文据 原文

补充和改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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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儒就贾
”

本 义考


１ ７ ３

＿

人之 贫 困 者 辄解 囊济之 。 殁后 家 贫 ，

运弃 儒就 贾
，
好善如 其 父 。 岁 饥 ，

捐 金助

振 ，
全 活无 算 。 又代输贫 户 积年逋粮 ， 其他掩枯骨 、 修道路 ，

一无倦 色 。
①

３ ． 潘觐光 ，
字 汝嘉 ， （ 婺源 ） 港 口 人 。 太 学 生 。 年十八 ，

念父 经 营 劳瘁 ， 弃

儒就 贾 …… 又港界徽饶 间 ， 淮 浙盐 商争界
，

构 大讼
， 官 吏迭勘 ，

供亿绎骚 ，
皆 光

独 任 ，
且 为 指 陈 地势 ，

讼且 息 。 又 婺田 少 ， 仰食 乐 平
， 米舟 至 ，

无 赖 阻梗要利
，

光 往谕立解 。
？

４ ．

（ 孙廷 焘 ， 字 熙存 ， 清 黟县人 ） 因 家 贫 弃儒 就 贾 ， 尝客 游 宜 兴
，
爱其 山

水之清幽 ，

欲效 东坡 买 宅 阳 羡 ，
爰徘徊而 不 忍去 。 同 邑 汪承露 器之 ，

延 为 上宾 。

承露 家世业 禺 荚 ， 公私填委 ，
君处之裕如 ，

必诚必信 ，
数十 年如一 日 焉 。 齐太 史

彦 槐 、 陈刺 史 士 棻 、 卢 广 文沅 均 与 之订道义 交 。
③

５ ． 孙有熾 （婺 源 人 ）

… … 弃儒 就 贾
，
赀 渐饶 。 建祖祠 、

立 圭 田
、 修祀典 、

茸 宗谱 ，
族之贫乏 者周 之 ，

溺 女者拯之 。 遇岁 荒 ，
赈饥平 粜 。 置租兴社课 文及襄

建本都书 院 ，
京 师 文 明 会

，
均 领袖 捐 赀 。 道 光 乙 酉 、 丙 戌修 邑 志及造 文庙 、

考

棚 ，
倡输千金

；

工告竣 费 缺 ， 复捐 五 百金 。 其价金陵 ，
捐 助 江 南 北诸会馆 ，

独 造

万福庵河桥
， 时有孙善人之号 。

④

６ ． 凌珊 ， 字仲 玉
，
归 泉其号 也 。 早 失 父

，
弃儒 就 贾…… 嘉 靖 庚戌 ，

倭奴猖

獗
， 掠江南 北 诸郡 ，

公在瓜 州 围 城之 中
，
城旦 夕 且破 ，

守 者 计 无 所 出 。 公奋然

曰
：

“

是非 重 赏 无 以 得死 力 者 以 保危城 。

”

即 解千金装 ， 散诸 少年 以 为 倡
，

从而

解者各有 差 。 诸 少 年 踊跃登 陴
，
倭奴疑有备 ，

宵 遁 。 厥 明
， 官 府访公 ，

欲识 其

面
，

而公 已行矣


障 自 恨不 卒 为儒 ，
以 振家 声 。 殷 勤备脯

，
不远数百里 迎师 以

训子侄 。 起必侵晨 ，
眠必 丙夜 ， 时亲 自 督课之 。 每 曰 外来 ，

闻咿唔 声 则 喜 ，
否 则

嗔
，
其训 子侄之严 如此 。 岁在庚午

，
会祝融 为 灾 ，

楚 业大挫
，
公往收之 。 忽 一 曰

语室人曰 ：

“

儿 虽 幼 ，
已 为 有 司 赏识 ， 吾 与 尔教子之 心 当 不虚 。 异 曰 者 ，

尔 随任

就养 ，

必教儿为 好官 ，
以 不 负 吾 志乃 可 。

”

…
… 亡何

，
至 楚 ， 未暮年 而 殁 。

以 子

任俭贵 ，
赠承德 郎济 南道判 、

加赠奉政大夫刑 部 郎 中 。
⑤

① 石国柱 主修 ， 许 承尧总纂 ： 民国 《 歙县志 》 卷九 《人 物 ？ 义行 》 ， 《 中 国 地方 志集成 》 安徽府 县志辑 ，

第 ５ １ 册 ， 南京 ， 江苏古籍出 版社影 印本 ，
１ ９９８ 年 ， 第 ３７０ 页 。

② ［ 清 ］ 吴鹗总纂 ： 光绪 《婺源县志 》 卷三 Ｏ 《人物九 ？ 孝友六 》 ， 光绪九年刻本 ，
第 １ ９ 页 。

③ ［ 清 ］ 程鸿诏总纂 ： 同 治 《 黟县三志 》 卷一五之四 《 艺文志
？

人物类
？

孙君 熙存墓志铭 》 ， 《 中 国 地方

志集 成 》 安徽府县志辑 ， 第 ５ ７ 册 ，
第 ５４９

—

５ ５０ 页 。

④ ［ 清 ］ 吴鹗总驀 ： 光绪 《 婺源县志 》 卷三五 《人 物十 ？ 义行八 》 ， 第 １ ７ 页 。

⑤ 需要说 明的是 ，
《 明 清徽 商资料选编 》 中第 １ ３２６

、

１４４２ 两条
“

弃儒 就贾
”

资料 ， 其实是 将清凌应 秋辑

《沙溪集略》 卷四 《文行 》 中凌珊的人物传拆分所致 ， 实为同
一篇传 ， 故合并作 为本条 引 文

。
此外 ， 第

１ ３ ２６ 条资料中 ，

“

诸少年踊跃登陴
”

中 之
“

陴
”

字误 ， 应为
“

坤
”

；

“

卷四 《 义行》
”

中之
“

义
”

字误 ，

应为
“

文
”

。 参见 《 明 清徽商资料选编 》 ， 第 ４２９ 、
４７７ 页 ； ［ 清 ］ 凌 应秋辑 《 沙溪集略 》 卷 四 《文行 》 ，

《 中 国地方志集成 》 乡镇志专辑 ， 第 １
７ 册 ， 南京 ， 江苏古籍 出版社影 印本 ， １ ９９２ 年 ， 第 ６７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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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条材料 ， 程善敏
“

弃儒就贾
”

后 ，

“

未几而家温食厚
”

；
第 ２ 条材料 ， 吴荣运父

亲
“

殁后家贫 ，
运弃儒就贾

”

；
第 ４ 条材料 ， 孙廷焘

“

因 家贫弃儒就贾
”

； 第 ５ 条材

料
，
孙有燸

“

弃儒就贾
”

后 ， 才
“

赀渐饶
”

； 第 ６ 条材 料 ， 凌珊
“

早 失父 ， 弃儒就

贾
”

。 表明这些徽商在
“

弃儒就贾
”

前都面临着 同样的 问 题——贫穷 。 在封建时代 ，

“

科举办法
，
士子 自 少至壮

，

一切学费
，
皆量力 自 为

” ①
。 潘光旦 和费孝通先生对 ９ １ ５

本从清康熙至宣统年间的硃墨卷的实证研究表明 ：

“

凡是能登进 的人多少总有一些经

济的能力 与攻习举业的闲暇 。 经济 的来源 自 不止一端
，
土地大概是最大的一个 ；

从事

举业的人十有八九是些大小 的地主 ， 而不是 自 耕农 ；
硃墨卷的 履历里虽间或有上世

‘

力 田起家
’

的 字样 ，
但到 以科举起家 的那

一

个世代 ，
至少是参加科举 的 当事人 自

己
，
可能是不再

‘

力 田
’

的 了 。

” ？ 读书科举均需要
一定的 经济基础 ， 对这些 因贫穷

而
“

弃儒就贾
”

的徽商来说 ，
很难想象他们在

“

弃儒
”

之前能够读多少 书
，
更遑论

具备多高的文化或
“

儒学
”

水平 了 。 故第 ６ 条材料 中凌珊就
“

恒 自 恨不卒为儒
”

。 既

然如此 ， 则徽商所
“

弃
”

之
“

儒
”

就不能直接理解为
“

儒学
”

，
而只 能理解为

“

儒

业
”

， 即科举之业了 。 换言之 ，

“

弃儒就贾
”

的徽商并非都是儒生 、 士人
，
毋 宁说他

们是原本想走科举道路 、 想成为士人而未成功之人 。 这样理解 ， 则如第 １ 条材料 中所

谓
“

幼 习举子业不果 ， 因弃儒就贾
”

这种表达方式的 因果逻辑便豁然开朗 。

一说到徽商的
“

弃儒就贾
”

，
多数人便会想到徽商的特色——

“

贾而好儒
”？

， 并

且理所当然地认为两者之间联系紧 密 。 真相是否 如此呢 ？ 《明 清徽商资料选编 》 中专

列有
“

贾而好儒
”
一节

，
按照这些人 的想法

，
则

“

弃儒就贾
”

的 资料 当主要集 中在

此节 。 但事实是 ：
上 引 ６ 条材料 ， 只有最后一条在此节 。 这至少表 明 《 明清徽商资料

选编 》 中
“

弃儒就贾
”

的徽商并非都是
“

贾而好儒
”

的 。 而这种
“

误会
”

恰表 明很

多人对这两个词语的理解存在 问题。 这也为我们通过分析
“

贾而好儒
”

的涵义来进

一步判断
“

弃儒就贾
”

的本义提供了可能 。

何为
“

贾而好儒
”

呢 ？ 张海鹏 、 唐力行先生是这样描述的 ：

徽 州 地处 山 区
，
剩余劳动 力舍

“

从 贾
”

与
“

业儒
”

， 则 又别 无谋生之路 。 所

以
，

“

大抵徽俗十 三在 邑
，
十七 在天 下

”

。 这些
“

从 贾
”

和
“

业儒
”

的 徽人
， 有

① ［ 清 ］ 黄运藩 ： 《 候补内 阁 中 书黄运藩请变通学务科举 与科学并行 中学与西才分造呈 》 ， 故宫博物院 明清

档案部 编 ： 《清 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 下册 ， 北京 ， 中 华书局 ， １ ９７９ 年 ， 第 ９８ ２ 页
。

② 潘 光旦 、 费孝 通 ： 《科举与社会流动 》 ， 潘 乃穆 、 潘 乃和主编 ： 《潘 光旦文集 》 第 １ ０ 卷 ， 北京 ， 北京大

学出 版社 ，

２０００ 年 ， 第 １ ２４ 页 。

③ 张海鹏 、 唐力 行先生在 《论徽商
“

贾 而好儒
”

的特色 》 （ 《 中 国史研究 》 １
９８４ 年第 ４ 期 ）

一文 中提 出徽

商具有
“

贾而好儒
”

的特色的 观点 ， 得到学界广泛认 同 。 后 张明 富先 生在 《

“

贾 而好儒
”

并非 撤商特

色——以 明 清江浙 、 山西 、 广东商人为中 心的考察 》 （ 《 中 国 社会经济史研究 》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 ）

一 文中

对此观点提 出 质疑 ， 但王世华先生在 《也谈
“

贾而好儒
”

是徽商 的特色——与张明 富先生商榷 》 （ 《 安

撤 史学 》 ２〇〇４ 年第 １ 期
）

一文 中 对张文进行 了有力 的 回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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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先 贾后 儒
”

， 有 的
“

先儒后 贾
”

，
还 有 的

“

亦 儒 亦 贾
”
… …

那 末 ，
徽人在

“

张 贾
”

获利之后 ， 是怎样
“

张儒
”

求名 的呢 ？ 徽商之 家 ， 多 延师课子 ，
这是徽

商
“

张儒
”

的 一个 重要方 式… … 徽 州 商 人之 所 以如此 急不 可待 的延 师课子 ，
是

向往子 弟擢 高 第
，
登仕籍 … … 在徽 商后 代 中 以

“

业儒
”

而 成 名 者代不 乏人… …

在徽 商 中
， 有 的人在

“

从 贾
”

之前就 曾知晓诗 书
， 粗通翰墨 。

“

从 贾
”

之后
，
还

是好 学 不倦
，

“

蔼 然有儒者 气 象
”

。
①

由此可见
：

一

、

“

先贾后儒
”

是徽商
“

贾而好儒
”

的第
一表征

；
二

、

“

先贾后儒
”

并

非指徽商先从商 、 后读书 ，
而是指徽商在经商获利后培养其子弟读书科举 ，

以
“

擢

高第
， 登仕籍

”

。

发人深思的是
，
学界在接受

“

贾而好儒
”
一 词的 同时

， 却并未完全接受张海鹏 、

唐力 行先生所做的 解释 。 如 钟春翔先生将
“

徽商 大多少年从 学 ，
长 而从贾

”

作为

“

贾而好儒
”

的第
一个表现 ；

？ 方春生先生认为 ：

“
一般地说

，
贾是贾

，
儒是儒

，
它们

之间没有什么大的联 系 。 那为什么 徽人在经商之时钟情于儒 呢 ？ 而徽商 中
，
以

‘

业

儒
’

出 身者居多呢 ？

…
… 徽商的儒化特点表现在行动上 ， 也是

一个思变 的过程 。 有

的先儒而后贾 ，
有的先贾而后儒 ，

也有的亦儒亦贾 。

” ？ 将
“

先儒后贾
”

置于
“

先贾

后儒
”

之前 ，
几乎成了后来论者解释

“

贾 而好儒
”

的
一致做法 ， 这显然违背 了 张海

鹏 、 唐力行先生的原意 。

综上可知 ，
徽商的

“

弃儒就贾
”

与
“

贾而好儒
”

之间 并无必然关 系 。

“

弃儒

就贾
”

的 徽商在
“

弃儒
”

之前并非都是 儒生或士人 ， 作为科举 时代——这个特殊

语境下 出 现的 一种表达模式 ，

“

弃儒 就贾
”

之
“

儒
”

打上 了鲜 明 的 时代烙 印 ，

一

般指科举 ， 而非
“

儒学
”

。 作为今人提 出 的用 以 强调徽商与传统文化之密切关 系 的

新名 词 ，

“

贾而好儒
”

之
“

儒
”

显非特指科举 ， 直接解释为
“

儒学
”

或
“

儒家传

统文化
”

当更合 理 。

“

先 儒后贾
”

也不 是徽商
“

贾 而好 儒
”

的 第一 表 征 ， 所 以

“

贾而好儒
”

并不意味着
“

亦贾亦儒
”

，

一些学者将徽商与
“

儒商
”

划等号 的做法

是值得商榷的 。

三
“

弃儒就 贾
”

相 关 问题研 究之反 思

对
“

弃儒就贾
”

与 明 清士 、 商融合之 间的联 系 ， 余英时先生指 出 ：

“

明 清变迁

① 张海鹏 、 唐力行 ： 《论撤商
“

贾而好儒
”

的 特色》 。

② 钟春翔 ： 《 明清时期徽 商的
“

贾而好儒
”

》 ， 《 文史知识 》 １ ９９６ 年第 １ ２ 期 。

③ 方春生 ： 《撤商的 思变与
“

贾 而好儒
”

》 ， 《安徽师范大学 学报 》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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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期一个非常具有意 义 的社会转变就是
‘

士
’

与
‘

商
’

的 关系 。 约在 １ ６ 世纪开

始
，
就流行一种

‘

弃儒就贾
’

的趋势
，
而且渐渐地这种 风气愈来 愈明 显 。 我们可

以在 １ ６０ ０ 年到 １ ８００ 年 之间 ，
从 方志 、 族 谱 、

文集 、 笔 记等 资料 中 找到 上 百个例

子 。 这里有两个暂时 的理 由也许可以解释这种史无前例 的社会现象 。 第
一是 中 国 的

人 口 自 明初到 １ ８ 世纪增 加 了 好几倍 ， 而举人 、 进士 的名 额却未 相应增 加 ， 因此科

举考试 的竞争愈 来愈激烈 。 另 一方面
，
自 １ ６ 世纪 以后商业与城市文化 的发展对许

多士子也构成很大 的诱惑 。

” ① “

弃儒就贾
”

使
“

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 阶层
”

？
，

“

儒

生大批地参加 了商人的行列
”？

。 李红岩等先生认为 ：

“

随着士对商 的认可 ， 加上 中

国人 口从 明初到清朝 后期 的 激增 与举人 、 进 士 名 额 紧张的 矛盾 日 趋尖锐
，
士人 中

‘

弃儒就商
’

的趋势 日 渐增长 。 于是
‘

士而商
’

，

‘

商而 士
’

，

‘

士商 两栖
’

就成为

明清之际 比较普遍 的
一种社会现象 。 明代 中 叶 以后 ， 士 与商之间 已 不易 清楚地划分

界 限了 。

”？ 李志琴先生认为 ：

“

明清时期商 品经济的发展 、 重商思潮 的抬头 、 商人

阶层的崛起以及科举竞争 的 日 益 激烈使得 当 时社会弃 儒就贾 、 士商 融合成为
一 时

风 尚 。

”

？

上引几位先生 的论述包含着相 同的逻辑 ：
科举竞争激烈导致

“

弃儒就贾
”

之风

日 盛 ， 进而导致士 、 商融合 。 科举竞争激烈导致
“

弃儒就贾
”

之风 日 盛 ， 这 当是符

合历史事实 的 。 但几位先生显然都将
“

弃儒就贾
”

者视为
“

士
”

了
，
故而才能得 出

士 、 商融合的结论 。 前面的研究已 经表明 ，

“

弃儒就贾
”

者 在
“

弃儒
”

之前并非也

不可能都是儒生或士人 。 既然如此 ，
则

“ ‘

弃儒 就贾
’

之风 日 盛
”

与
“

士 、 商融

合
”

之间的 因果关 系便 不复存在 ， 而建立在
“

弃儒就贾
”

之上 的
“

士商相 混
”

说

则 大可商榷 了 。

清人沈垚 《 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 中 的
一段话

，
堪为讨论 中 国古代商人社会

地位与 士商关系 变迁问题的经典史料 ，
兹引如下 ：

仕者既 与 小 民争利 ， 未仕者 又 必先有农 桑之业 ，
方得给朝 夕

，
以 专 事进取 ，

于是货 殖之势益 急
，
商 贾之事 益重 ，

非 父兄先 营事 业 于前 ， 子 弟 即 无 由读 书
，

以

致 身通显 。 是故古 者四 民分 ，
后世 四 民不 分

；

古者士之子 恒 为 士 ，
后世商之子 方

能为 士 ，

此宋元明 以 来 变 迁之 大较也 。 天 下之士 多 出 于 商
，
则 纤啬之风 日 益甚

，

然 而 睦姻任恤之风 ， 往往难 见于士 大 夫 ，
而 转见 于商 贾 。 何也？ 则 以 天下之势 偏

① 余英时 ： 《 明 清变迁 时期社 会与 文化 的转 变 》 ， 《 余英 时文集 》 第 ３ 卷 《 儒家 伦理与 商人精 神 》 ， 第

１ ５ ５—
１ ５ ６页 。

② 余英时 ： 《 中 国 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 下篇 《 中 国商人的精神 》 ， 第 １ ２２ 页 。

③ 余英时 ： 《 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明清社会史与思想 史之一 面相 》 ， 《余英时文集 》 第 ３ 卷 《儒家伦理

与商人精神 》
，
第 １ ６６ 页 。

？ 李红岩 、 隋晓会 ： 《 从 〈 黄英 〉 中士与商的升 降分合看作者的创作心理 》
。

⑤ 李志琴 ： 《 简析
“

三言
” “

二拍
”

中 的
“

弃懦就贾
”

现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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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 商 ，
凡 豪杰有智略之人 多 出 焉 。 其 业则 商 贾也 ， 其人则 豪杰也 。 为 豪 杰 则 洞

悉 天下之物情 ，
故能为人所不 为

， 不 忍人所 忍 。 是故为 士者转益 纤啬 ，
为 商者 转

敦古谊
，
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 。

①

余英时先生曾 言 ：

“

到 １６ 世纪士人 阶层与商人阶层的传统界线已经变得非常模糊 。 当

时除有 由 士转商的 例子外 ，
也有 由 商转士 的 例子 。 如文学家李 梦 阳 （ １ ４７３

—

１ ５２ ９ ）

与汪道昆 （ １ ５２５
—

１ ５９ ３ ） ， 理学家王 艮 （
１ ４８３

—

１ ５４ １ ）
，

以及 顾宪成 （ １ ５５０— １６ １ ２
） 、

顾允成 （ １ ５５４
—

１ ６０７ ） 兄弟等 ， 都是比较有名 的例子 ， 他们 皆 出身商人家庭。

” ？ 并

引用沈垚此语为注脚
，
指 出 ：

“

沈 氏所言 即在帝 国晚期商人阶级 已经支配 了 当 时的社

会之际 。 因为 士人至此大部分 出 身商人 家庭 ， 所 以士商之间 的 界线 已 不似过 去般严

明 。

”？ 但余先生所言与沈垚所言似有
“

冲突
”

。 如果我们将余先生所说的
“

由 士转

商
”

理解为
“

弃儒就贾
”

， 则
“

由 士转商
”

当为 同
一行为主体所为 ，

按照汉语的 表达

习惯 ， 后面 的
“

由 商转士
”

也当为 同
一行为 主体所 为 ， 而这就与后 面李梦 阳 、 汪道

昆 、 王 艮 、 顾宪成 、 顾允成等
“

皆 出身商人家庭
”

和 沈垚
“

商之子方能为 士
”

的论

述 出现了逻辑上 的矛盾 ； 反之 ， 如 果假定
“

由 士转商
”

并非 同
一行为 主体所为 ， 则

此论述又与余先生对于
“

弃儒就贾
”

的 看法产生 了逻辑上 的不统
一

，
同 时也无法为

“

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的传统界线 已 经变得非常模糊
”

这句话作注脚 了 。 因为如果仅

仅是商人子弟成为士 ， 则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之间 的传统界限仍然是存在的 ，
至少不

会是
“

非常模糊
”

。

其实 ，
沈垚的话说得非常清楚 ：

“

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 ， 子弟 即无 由 读书
”

、

“

后

世商之子方能为士
”

。 成为
“

士
”

者乃
“

商之子
”

，
而非商人本人 。 余英 时先生之所

以与 沈垚产生
“

冲突
”

，
在于他不 自觉地将

“

商之子
”

与
“

商人本人
”

混淆 了 。 其实

在讨论明清商人和儒学的
一般关系 问题时 ， 余先生也误将徽商子弟程智视 为商人了 。

他说 ：

此外还应该 附带
一提的 则 是民 间 宗 教 。 黄 宗 羲 《林三教传 》 曰 ：

“

近 日 程云

章倡教吴 、 鄣之 间
，

以一 四篇 言佛 ，

二三篇 言道
， 参两 篇 言儒……修饰 兆恩之余

术
，

而抹杀兆 恩
， 自 出 头 地 。 余 患 惑 于 其说 者 不 知 所 由 起 ，

为 作林 三 教传 。

”

（ 《 南 雷文案 》 卷 九 ） 这 里值得注 意 的 是程 云章 的 三 教运动 。 云 章 （ 亦作
“

云

庄
”

） 名 智 ， 本是徽 州 典 当 商 出 身 ， 落籍 于 吴
，
生 于 １ ６０２ 年 ， 卒 于 １ ６５ １ 年 。 他

提倡 三教合一 必极有影 响 ， 所 以 同 时代 的黄 宗 羲 才 特 别 要 写 此 传 来揭破他 的底

细 。 这是 １ ７ 世纪徽商 参加并领导 三教运动 的 明 证 。 由 此 可见 商 人 由 于 读 书 识 字

① ［ 清 ］ 沈垚 ：
《费席山 先生七十双寿 序》 ， 《落帆楼文集 》 卷二四 ， 民 国 《 吴兴丛书 》 。

② 余英 时 ： 《 中 国 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下篇 《 中 国 商人的精神 》 ， 第 １ ２４
—

１２５ 页 。

③ 余英时 ： 《 明 清变迁 时期社会与文 化 的转 变 》 ， 《余英 时文集 》 第 ３ 卷 《儒 家伦理 与商人 精神 》 ， 第

１ ５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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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 ， 直接吸收儒 家及其他宗教伦理 的机会是非 常 多 的 。 程云章的 例子 更使我们

了 解 ： 商 人对 于 宗 教 和道德 问 题 确 有积 极追 寻 的 兴 趣 ，
不 仅是 被动 地接 受

而 已 。
？

在 《明清小说与 民间文化——柳存仁 〈和风堂新文集 〉 序 》 中 又说 ：

传统的 文人习 用
“

士 、 农 、
工

、 商
”
一 类 的套语 。 事 实 上那 个 时代读 书 识

字者主要是士和 商 。 十 五 、 六 世纪 以 来社会上有一 个 长期 的
“

弃 儒就 贾
”

的趋

向 ， 许 多 不 第 秀 才 都跑 到 商人 阶层 中去 了 … … 稍后 徽商 程云 章 （
１ ６０２— １ ６５ １

）

也继林兆 恩 而起
，
倡一种三教合一 的教派 。

②

据 《 中 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
一文的注释？可 知

， 余先生将程智视作商人

的唯一证据是酒井忠夫 《 中 國善書乃研究 》 中 的记载 ：

关于 程智 ，
现 存 史 料有 《 程 氏 丛 书 》 。 其 中 收 集 的 程 智 著作 ， 有 《 河 图

辩 》 、 《 易 学要语 》 、 《 大 易
一

四说 》 、 《 东 华语 录 》 等 等 。 在 文 集 的 前后 则 收 录

有程 云庄 的 弟 子 们 所 编 幕 的 年谱 《 大 易 师 云 庄 亟 士 程子 年 谱 》 。 据 年谱 可 知 ，

他生于 万历 三十 年 ，
顺 治八年五十 岁 时去世 ，

是徽 州 府休 宁 县人
，
其 家庭 及家

族以 商 贾 为 业 。

“

徽俗 以 治 生 为要务 ， 科 举 则 在 其 次 。 师既 不从 事 治 生 ，
也 不

习举业 。

”

④

“

徽州 府休宁县人 ， 其家庭及家族以商贾为业
”

这句话 ，
表 明 程智是徽商子弟 出 身 当

无 大问题 。 《大易师云庄亟士程子年谱 》 中
“

师既不从事治生 ，
也不 习 举业

”
一句 ，

则表明程智 自 己并未经过商 。 国 内 目前 尚 未见 《程氏丛书 》 的相关信息 ，

？ 但年谱中

的 这段记载却可 与 方志 中 的记载相互 印证 ： 康熙 、 道 光版 《休宁县志 》 皆说 ：

“

程

智 ……幼读书
，
以圣贤 为 分内 事 。 弱冠 ，

深究易 理 ， 至忘寝食
，
闻善 《易 》 者必就

① 余英时
：

《 中 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 下篇 《 中 国商人的 精神》 ， 第 Ｉ ２５ 页 。

② 余英时 ： 《 中国 文化史通释 》 ， 北京 ， 三联 书店 ， ２０ 丨 ２ 年 ， 第 １
丨 ８
—

丨 】 ９ 页 。

③ 注 １ ３ ３ ：
“

日本 内 阁文库藏有 《程 氏丛书 》 附 《 年谱 》 ， 见酒井忠夫 ： 《 中 國善 書 （７）研究 》 （ 东 京 ， 弘文

堂 ，

一九六Ｏ ） ， 页二八二 。

”

参见余英时 《 中 国近世宗教伦理 与商人精 神》 下 篇 《 中 国 商人的精神 》 ，

第 １ ２５ 页 。

④ 需要指 出的是 ， 余英时先生引 用这段话时在此处加有注释 ：

“

《 大易 师云庄亟士程子年谱 》 ， 天启 四 年 、

师二十三岁 之条 目 。

”

但 弘文堂 Ｉ ９６０ 年版 《 中國善書Ｗ 研究 》 原文中 并无 此注 ， 故为余 氏补 注 。 参见

余英时 《 中国 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 下篇 《 中 国商人的精神 》 ， 第 １ ２ ５ 页 ； 〔
日

〕 酒井忠夫 《 中國

善書 ＜７）研究 》 ， 东京 ， 弘文堂株式会杜 ，
１ ９６０ 年 ， 第 ２８ ２ 页 。

⑤ 日 本内阁 文库藏 《程氏丛书 》 为清立人堂刊本 ，

“

豊后佐伯藩主毛利高标献上本
”

。 收录程智著 《云庄大

易师河图 弁》 １ 册 、 《太极 弁》 １ 册 、 《 云庄程先生易学要语 ２ 》 １ 册 、 《 云庄程先生 大易
一

四 说 》 １ 册 、

《 云庄程先生大易参两说 》 １ 册 、 《震沢 云庄 易师东华语录 》
１ 册 、 《 中庸 旨说 》 ２ 册 、 《 守白 论 》 ２ 册 、

《 程云庄先生杂录》
２ 册及 《大易 师云庄亟士程子年谱 》 ２ 册 、 《经学程云庄先生配享二程夫子录 》 ２ 册 、

［ 清 ］ 熊林焦著 《古本大学述说 》 ２ 册 。 参 见 日 本 国立公文书馆 网站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ｄｉ ｇｉｔａ
ｌ

． ａｒｃｈ ｉｖｅ ｓ ． ｇ ｏ．

ｊ
ｐ／

ＤＡＳ／ｍｅｔａ／Ｍ ｅｔＳｅａｒ ｃｈ ．ｃｇ
ｉ

，２０ １
４

年１ ０
月１ ５日 。





“

弃儒就贾
”

本义考


１７９

^

正焉… …入径山 闭 关三年 。

” ① 表 明程智 根本无经 商时 间 。 乾隆 《长洲 县 志 》 说他
“

不喜举子业
”？

， 也与
“

不习举业
”
一

句呼应 。 这说明该年谱的记载是可信的 。 既然

程智从未经过商 ，
又怎能作为商人典型呢 ？

其实余英时先生对程智 身份的 判断 ， 不严谨 之处 尚 不止上 面一处 。 如称程智 为
“

云 章
”

。 遍查相关文献 ， 除黄宗羲 《林三教传 》 的记载外 ， 其他地方并无
“

云章
”

之说 。 或许是黄氏把程智之号
“

云庄
”

因音近误为
“

云章
”

了 。
④ 余先生显然因袭了

黄文之误 。 再如称程智
“

落籍于吴
”

。 康熙 、 道 光版 《休 宁县志 》 说他 是
“

（休宁 ）

会里人
”⑤

， 乾隆 《长洲县志 》 、 同治 《 苏州 府志 》 、 民 国 《 吴县志 》 将 他放在 《 流

寓 》 中
， 也说是

“

休宁人
” ？

， 若 真
“

落籍于吴
”

，
则方 志 中是不可能 如 此处理 的 。

俞樾 《茶香室续钞 》 、 民国 《吴县志 》 中虽有
“

吴有云庄先生
”？

、

“

吴 人程智
” ？ 之

说 ， 但俞氏是转载清无名 氏 《天山 清辨 》 之说 ， 民 国 《 吴县志 》 是在 《杂记 》 中论

谢逢原时提及 ，
显然不如方志 《 人物 》 、 《流寓 》 中 的记载可靠 。 由 于程智 在吴地活

动时 间较久 、 影响较大 ， 在清顺治十六年 （ １ ６５９ ） 时 ， 吴人还请之巡抚让他配享三

① ［ 清 ］ 廖腾煃修 ， 汪晋征等纂 ： 康熙 《休宁县 志》 卷六 《 人物 ？ 文苑 》 ， 《 中 国 方志丛书 》 华 中 地方第

９０ 号 ， 台北 ， 成文出版社有 限公 司 影印 本 ，
１ ９ ８３ 年 ， 第 ８ ０５ 页 ； ［ 清 ］ 何应松修 ， 方崇 鼎等纂 ： 道光

《休 宁县志 》 卷一二 《人物 ． 文苑 》 ， 《 中 国地方志集成 》 安徽府县 志辑 ， 第 ５２ 册 ， 第 ２７ ５ 页 。

② ［ 清 ］ 李光祚提调 ， 王廷 翯督修 ， 顾诒禄等纂 ： 乾隆 《长洲县志 》 卷二七 《 流寓 》 ， 《 中 国 地方志集成 》

江苏府县志辑 ， 第 １ ３ 册 ， 南京 ， 江苏古籍出版 社影印本 ， １ ９９ １ 年 ， 第 ３４０ 页 。

③ 余英时先生引 用时标 明 出 处为
“

《南雷文案 》 卷 九
”

。 全祖望 《南 雷黄子大全集序 》 中说 ：

“

南 雷先生

之集累雕而未尽 ， 其 称 《南雷 文 案 》 者凡 四 种 ， 而 壬 辰 癸 已 以 前 所 辑 曰 《 始学 庵 集 》
， 不 预 焉 。

”

（
［ 清 ］ 全 祖望

：

《鲒埼亭集外编 》 卷二五 《序 》 ， 嘉庆十六年刻本 ） 目 前可见 《 南雷文案 》 较早版本 ，

一为 《四部丛刊 》 本 ， 民国年间 由 上海商务 印书馆缩 印 无锡孙 氏藏清康 熙年间初 刻印 本 ， 故其底本 当

为该书最早版本 。 余 氏所 引 与该书卷 九 《林三教传 》 中 内 容同 ， 程 智被 称为
“

程 云章
”

。
二 为 《梨洲

遗著汇刊 》 本 ， 宣统二年 由上海时 中书局刊行 ， 全书共 ４ 卷 ， 未 收 《林三教传 》
一文 。 清康熙 二十七

年 （
１ ６８ ８ ） ， 黄宗羲将 《南 雷文案 》 等 旧刻 文集重新 整理 ， 定名 《南雷文定 》 ， 但该文集 也未收 《林三

教传 》 。 其他黄 氏著述亦未见收 。 可以说 ， 目前所见建 国前版 的黄氏著述中
，
仅康熙年 间初刻的 《南雷

文案 》 中收 录 《林三教传 》
一

文 ， 且 称 程智 为
“

程云 章
”

。 《 黄宗 羲全 集 》 第 １ ０ 册 《 南雷 诗文 集

（ 上 ） 》 收录该文 ， 内 容与 《 南雷文案 》 中 同 ， 杭 州 ，
浙江 古籍 出版社 ，

２０ １２ 年 ， 第 ５ ５ ８
＿

５５ ９ 页 。

④ 若黄宗羲果真 因音近把程智之号
“

云庄
”

误 为
“

云章
”

， 则 表明黄宗羲与程智并不相熟 ， 或者无 直接交

往 ， 则其对程智看法 的可信度就值得商榷了 。 由 于无法找到 《林 三教传 》 的更早或 不同 版本 ， 故此 观

点只 能为推测 。

⑤ ［ 清 ］ 廖腾煃修 ， 汪晋征等纂 ： 康熙 《休宁县 志 》 卷六 《 人物 ？ 文 苑 》 ， 第 ８０５ 页 ； ［ 清 ］ 何应松修 ，

方崇鼎等纂 ： 道光 《休宁县志 》 卷一二 《人物 ？ 文苑 》 ， 第 ２７５ 页
。

⑥ ［
清

］ 李光祚提调 ，
王廷 翯督修 ， 顾诒禄等纂 ： 乾隆 《 长 洲县志 》 卷 二七 《 流寓 》 ， 第 ３ ４０ 页 ； ［

清
］

李 铭皖等提调 ， 冯桂芬总纂 ： 同治 《苏州府志 》 卷
一一二

《流寓二 》 ， 《 中 国地 方志集成 》 江苏府县 志

辑 ， 第 ７ 册 ，
第 ８０６ 页 ； 曹允源等总纂 ： 民 国 《 吴县志 》 卷七六下 《列传 ？ 流寓下 》 ， 《 中 国地方 志集

成 》 江苏府县志辑 ， 第 １ ２ 册 ， 第 ５４７ 页 。

⑦ ［ 清 ］ 俞樾 ： 《 茶香室续钞 》 卷一二 《 周易之学 》 ， 光绪刻本 。

⑧ 曹允源等 总纂 ： 民 国 《 吴县志 》 卷七九 《 杂记二 》 ， 第 ６２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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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夫子祠 ，

？ 故被
一些人误为吴人是可以理解的 ， 但据此判定他

“

落籍于吴
”

则未免

有些轻率 。

四 余论

通过对
“

中 国基本古籍库
”

及 《 明 清徽商 资料选编 》 中
“

弃儒
”

、

“

弃儒就
”

、

“

弃儒就贾
”

等关键词检索结果 的系统分析表明 ，

“

弃儒就贾
”

是科举时代人们不打

算读书科举而决定从商的
一种表达方式

，
与这些人是否为儒生 、 士人或知识分子并无

必然联系 。 作为科举时代
——这个特殊语境下出 现的

一种表达方式 ，

“

弃儒就贾
”

中

之
“

儒
”

鲜明地打上 了科举 的烙印 。 这与今人提出 的用 以强调徽商与传统文化之间

密切关 系 的 新名 词——
“

贾而好儒
”

中之
“

儒
”

显然 是不 同 的 。 明 清时期不仅有

“

弃儒就贾
”

之风
， 还存在着

“

弃儒就医
”

、

“

弃儒就吏
”

、

“

弃儒就农 （耕 ）

”

、

“

弃儒

就释
”

等现象 ，

“

弃儒
”

并不
一

定
“

就贾
”

。 此外 ， 在讨论
“

弃儒就贾
”

与 明清士商

融合关系问题时 ，

一些学者还误将
“

商人子弟
”

视作
“

商人
”

，
其结论 自 然值得商

榷 。 由是观之 ，
从现代语境 出发去揣测一个历史名 词的涵义往往是靠不住的 ， 也不是

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 ；
唯有将其放在它所处 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 ， 才有 可能真

正揭示这个历史名 词 的真实涵义 。

“

弃儒就贾
”

之风与 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 、 士商

融合之间也无必然 的 因果关系 ，
对所谓 的

“

新 四 民论
”

和
“

士商相混
”

说似有进一

步检讨的必要 。

本文 系 王世华教授主持 的 ２ ０１ ３ 年度 国 家社科基金重 大 项 目
“

六 百年徽 商 资

料整理 与研 究
”

（批 准号 ：
１ ３＆ＺＤ０ ８ ８

） 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

〔 作者 梁 仁志 ，
１９８０ 年 生 ， 安徽 师 范大 学 历 史 与 社会 学 院 副 教授 〕

收稿 日 期 ：
２ ０１ ４ 年 １０ 月 １ ５ 日

① 程 智
“

天启 中来吴 ， 与浮屠法藏讲论 ， 深相 契合 ， 以 其终 非正 学 ， 复还 人 山 ， 精研 易理 ， 遂 大悟 ， 作

《易源流 》 ， 深明 极数辨物之道 。 崇祯 间 ， 复来吴讲学 ，

从游者甚众。 顺治八年
，
年 五十卒 ， 葬于 阳 山 。

十六年 ， 吴人请 之巡抚 ， 配享三程夫子祠
”

。 （ ［ 清
］
李铭 皖等 提调 ， 冯桂 芬总纂 ：

同治 《 苏州 府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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