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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
作者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
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
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作者韩毓海是北大新锐学者，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其现实关怀和价值取向，每每引起关心国家命运、关注底层生活的读者的强烈共鸣。
　　此书作为深受北大文科研究生追捧的思想讲义，语言晓畅明快，问题意识敏锐，堪称名家大手笔
。
作者行文有意针对时下热点话题，把视野引向基层，引向世界，引向大历史，从而让大众也能看清国
际金融动态，以及中国的应对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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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
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
著有《锁链上的花环：启蒙主义文学在中国》、《摩登者说》、《从“红玫瑰”到“红旗”》、《知
识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天下：江山走笔》等。

多年来，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成为“士”
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的有力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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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　　言：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上篇：“漫长的16世纪”导　　语第一节 “无发展的增长
”与“科学发展”第二节 历史与迷信第三节 “当中国称霸海洋”第四节 回首射雕时，万里暮云平第
五节 “隆庆元年”（1567），世界史的大转折第六节 重写《甲申三百年祭》第七节 黄仁宇为什么要
讲毛泽东的好话第八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小 结　“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下篇：“漫长的19
世纪”导　　语第一节 重新思考19世纪第二节　　中国为什么被打败？
第三节国债与资本第四节从康德到列宁第五节 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第六节 “出乎意料”
的现代性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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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
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视商人和商业，反而是“重农抑商”，结果商业不发
达，所以就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
对这种肤浅的观点，陶希圣先生的著作中早已经彻底批驳过了。
黄先生的基本观点同样也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
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相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
然和必然的。
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国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
业革命，就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
故而对于这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则国家一定会继续贫困下去。
　　尽管黄仁宇有国民党的背景，但若单纯地看黄仁宇教授关于明代税收制度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发
现他是很有些“左倾”的，其实，对于壮大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政策区别本来就
很小。
因此他对中共建政之初，为新中国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还说：共产党不仅仅是恢复了基
层的小农生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孙文主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更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
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
同时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合格的现代劳动者，工业发展反过来使得过剩农业人口得以充分就业。
这是中国国家复兴的最大希望。
他的名言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意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
立了中国的基础结构。
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黄仁宇能坚持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然，他的许多具体观点是值得讨论的，比如说，他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说：中国国家经济建设的
重心，全在于国家如何才能把商人的资本与劳动和生产结合起来，经济要发展，没有劳动者固然不行
，没有资本也不行，而没有国家把二者结合起来，引导资本不断投资于劳动，那就更是不行。
故黄先生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国家能力衰弱的原因，就是国家无为，他所逐一描述的明代恶政，例如把粮税交由地方豪强，将
盐税交由商人，劳役税收折银之后，税率又交由地方官员，从来不能固定，表面上国家省事，但实际
上必然造就行政的“内卷化”——这些无不证明政府的衰弱和管理上的混乱。
但是，问题在于：国家究竟怎样才能有为呢？
具体说，国家怎样才能够改变资本的逐利本性，同时又不断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更使得二
者结合起来呢？
对此，中共早期的回答就是“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而黄仁宇当然没有直接赞美“共
同纲领”，而只是归结为对明代历史的种种叙述，但是对此纲领，他显然是十分赞成的。
不过，要把资本家与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这需要一个强大的财政国家存在才行，即这样的国家一方面
要向资本家不断透支信用，一方面又要向劳动者不断提供福利，方才能两头调动积极性、两面讨好。
但是，即使美国罗斯福“新政”长期实行造成的教训，也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政策的最终结果，实际
上是两不讨好。
因为说到底，将资本和劳动结合，这无异于将狼与羊圈养在一起，本来就是很难实行的。
　　黄教授另外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明代的税制很不合理，也就是税收得太少，国税太低，国家
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征税，成本太高，结果国家没有钱；因为国家没有钱，又不愿意通过加强或
者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而是通过滥发货币，以通货膨胀来掠夺老百姓的财富，结果长此以往，
造成了经济崩溃，从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
　　尽管黄仁宇的论述可以遭到许多挑战和质疑，但是，如果我们从他所倡导的“五百年大历史”的
视野去反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黄仁宇教授有一点是非常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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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率先指出：明朝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细致的“国家预算”，因为没有准确的国家预
算，那么国家实际上就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钱，特别是需要从老百姓那里拿多少赋贡收多少税，这就
是他指出的明朝“税收不能合理化”的真正意思所在。
而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来，明朝也就不能在准确的税收基础上，明白自己要发行多少纸钞，——既
不能少发，但更不能滥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钞法的稳定，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
、发钞制度，从财政上说，这样的国家才能说拥有自己的财政－税收－货币体系，它才能成为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财政国家。
　　　　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　　　　明清两个大帝国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这
两个大帝国都以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国家储备货币，也就是说，清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承袭了明制。
而500年来，中国这种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供给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变异”来说，既是决定
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对于明清两朝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进
口白银——而另一方面，从长远看，由于银根主要依赖国外，所以白银的短缺和白银的外流，又势必
造成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威胁宏观经济，而这使得白银问题反过来成为明清两朝经济最为致
命的软肋，这甚至就是解释明清两个帝国突然间迅速瓦解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与军事的失败接踵而至，此后，中国再无财政之独立，国家
财政亦完全沦为虚名，它对内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对外是不能设防的——即中国无法将自己
的剩余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的建设。
从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约100年间，中国面向富强、现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谓层出不穷，但最终也没有
形成一个金融－军事工业－工商业－农业相统一的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没有财政的指导，社会又无分
工交换的组织能力，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的内战之所以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之所以不能停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
越有好处。
可见，货币主权荡然无存，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
困局，这是中国国家走向近代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回顾此番重大历史转变，对于今天的启示意义起码有二：一，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
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
靠市场来组织一切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
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一个国家财政，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
国家体制的转化。
而这里的核心就是：中国500年来都没有解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问题，从而也就没有完成彻
底的反封建的使命，这就使得中国的财政、税收和司法操在地方利益集团的手中，士大夫阶级徒慕虚
文事务，作为政治精英又是极不合格的。
因此，要国家富强，就要实行彻底的反封建，要彻底反封建，就只有发动人民组织起来自治、起来革
命，从组织基层入手推翻土豪劣绅和地方吏治，否则是没有办法的。
这就是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必从革命始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
　　因为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场和贸易，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从事这样的交换活动的人，一般来
说也不必是与生产活动截然分离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它也不需要大量的、独立的商业资本，因而，
那些人也不能被称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人阶级，他们只是一边生产，一边销售的“商贩”——即所谓“
贩夫走卒”而已。
　　近代中国的行商和晋商，正是这样一个既与生产活动相分离，又可以通过大规模的长途贸易把国
内生产组织起来的商人阶级，从而它才支持了大规模的海洋贸易和大陆贸易。
晋商资本，首先就是指从事跨国长途贸易的大商业资本。
　　但是，尽管中国的信用机构诞生的并不比西方晚，尽管晋商拥有庞大的资本，并经营着为跨国长
途贸易提供信用服务的汇兑网络，——我们还是必须指出：票号资本却并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银行
资本和金融资本。
　　那么，山西票号与西方的私人银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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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最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结论就是——尽管山西票号大规模地投资生产和贸易，但是它却并
不投资于战争。
正因为它不为国家的战争行为提供借款，所以它也就不具有国家赋予的以国家税收为抵押的发钞权。
而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只是从生产和贸易中获利发财，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这是它
最大的局限所在。
而投资于战争却是西方主要私人银行经营的根本手段，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战争是最大的获利工具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山西票号就完全不可能竞争过西方的私人银行，——所谓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
足、力量弱小，我认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解释。
　　西方最早的私人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和英格兰银行）都是发战争财起家的，这就是它与山西票
号的根本不同。
在欧洲民族国家争霸的条件下，西方私人银行的基本功能，其实就是为国家提供战争借款，国家又反
过来以税收作为抵押，赋予私人银行以发钞权。
作为国家的债主，私人银行因而具有了“绝对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
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前者指国家，后者就指私人银行。
　　而1840年之后，为其经营宗旨所决定，西方金融机构在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为，其
实是通过经营战争的方式来逐步扩大和掌握世界市场：即它一方面为发动战争的国家提供贷款，另一
方面则又为战败国提供“赔款”的借贷“服务”，并同时要求以该国的税收、特别是海关税收作为抵
押。
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西方私人银行逐步控制了各个国家的税收和贸易权利，从而成为一个跨国的、
垄断的金融资产阶级。
　　近代中国为什么不能富国强兵呢？
说穿了，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确实捉襟见肘，根本没有钱投资在军事和工业上，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也
不允许中国把金融业与军事工业结合起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彻底瓦解了清王朝的国家财政的同时
，也使得清王朝借助国内融资振兴军事的能力归于彻底的不可能。
而对于山西票号而言，我们则可以说：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资本作为丧失了“战争投资”这
个最大客户的金融机构，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
也就是说，票号资本先是不能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随后又被排除在经营战争借款和赔款之外，这
样它就几乎丧失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大宗业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票号资本显然是被现
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被西方的金融垄断所击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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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部新的《甲申三百年祭》。
　　——纽约大学教授、东亚系主任 张旭东　　他是学人，也是才子，又是思想者。
⋯⋯以我的观察，毓海不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上午当学究、晚间做才子的类型。
他显然是把几位自己用菜刀拍碎，然后用筷子搅匀，因为，他端上来的这份精神食粮，几乎每一口都
能吃出上述每一位。
　　——作家 黄纪苏　　我始终相信那位曾因撰写《北大，魂兮归来》而为自己惹上麻烦的教授，骨
子里流淌着热的血、躯体中燃烧着烈的火。
在毕剥声中，在漫天的烟雾里，他把自己烧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胸怀天下的人。
　　——媒体人 迟宇宙　　韩毓海将世界的“大转变”解释为500年中持续的缓慢过程，中国与欧洲
社会结构和国家能力的不同，是促成这种“大转变”的主要原因。
　　——Leslie Hook，《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　　作者有力印证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是对16世纪以来就已经存在的“世界经济”的颠倒。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提供了观察现代世界的新视野。
　　——Daniel Vukovich，《Positions》，第13卷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五百年来谁著史>>

编辑推荐

　　是第一本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核心思想足以为当下中国提供政策依据
。
　　★作为深受北大文科研究生追捧的思想讲义，语言晓畅明快，问题意识敏锐，堪称名家大手笔。
　　★作者韩毓海是北大新锐学者，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其现实关怀和价值取向，每每引起关心国家命运、关注底层生活的读者的强烈共鸣。
　　★本书观点尖锐深刻，直接针对时下热点话题。
作者把视野引向基层，引向世界，引向大历史，从而让大众也能看清国际金融动态，以及中国的应对
和走向。
　　★本书强调国家能力和民族利益，关心国家金融安全，是《货币战争》的历史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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