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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浙商和晋商的兴衰历史，置于明清以来中国商业化和国际贸易体系形成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
量和比较。
作者梳理了“浙商”和“晋商”两个概念的历史和内涵；比较了两地商人在远程贸易和海外贸易中的
传统和表现，以及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业与有着近代意识的浙江银行业之间的联系和竞争；
关注了商人们在故乡的所作所为，他们商业经验和所积聚的资本对于本地城市化、地方制度、公共事
业产生的影响。
最后，作者还讨论了浙商和晋商与不同时期的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资料中对商人形象的塑造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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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正贞，女，200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
同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2005年12月获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
研究兴趣涉及明清城市史、基层社会组织和民间信仰等。
著有《村社传统与明清士绅》一书，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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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浙商”、“晋商”　　在进入有关浙商和晋商比较研究的课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
“浙商”、“晋商”以及与此相关的“宁波商帮”、“龙游商人”、“晋中商人”、“山西票商”等
概念进行梳理。
将商人按地区或区域分类，而形成地区性商人群体的概念，一方面，的确反映了这些地区经商人数巨
大，历史悠久，且声名赫赫。
但另一方面，这也涉及以下一些问题：从什么时候起，籍贯开始作为商人身份认同的标志？
商人本身为什么以及如何自觉以地缘关系相组织？
在区域间、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市场上，其他地方的人如何认识、定位这些来自同一地区的商人？
这些概念在被创造和使用的历史过程中，是否背负了不同时代所赋予它们的意义和功能？
“浙商”、“晋商”既可以指称不同时期的一群商人，但这些概念本身可以看成是一种历史文化符号
，对它们进行解析和研究，是我们探讨浙商、晋商以及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
　　人们习惯于将地区性商人群体称为“商帮”。
在相关的研究中，已经有很多学者对“商帮”进行了定义。
1993年出版的《中国十大商帮》一书是第一本研究地域商人群体的综合性著作，它集中了当时商业史
领域的一些优秀学者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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