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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从其对交换的依赖程度来划分，有两种，即自然经济（或称自给自足经济
）和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相对于自然经济来说，它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
它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内容，以货币关系为典型特征。
而在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原始共产主义经济，还是奴隶制经济、封建经济，都属于以物质
生产的自我满足为本质特征的自然经济。
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经济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终瓦解了自然经济而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
形式。
但是，商品经济早在原始社会中即已萌生，在随之而来的历史社会中，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日益成为
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因此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也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我们说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
①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
着解体作用。
”②“商人对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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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趋利”这一价值取向的变迁作为明清时期社会思想观念变迁的重要思想基础，在此之上论述
人们营求财富、尊崇财富、炫耀财富及保护财富的思想行为和心理趋势。
通过这样的论证，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哪种思想观念的变迁，都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如果说商品经济的欠发达是明清时期最大的时代特征的话，那么当时思想观念体系中存在
的种种变迁的历史局限性正是对这一时代特征的具体表现。
而且作为人们行动的指南，这些新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人们的利益选择，对明清时期乃至以后中国社会
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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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求利的社会心理趋势　　这种拜金之风，直接导致明清时期人们求利的心理趋势越来越明显
。
可以说，明清时期是世风由质趋文，从淳朴至浸染骄奢，从安于耕作趋向汲汲求利的时期。
“今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蝇营狗苟，至老死而不知止者”。
①利欲观念的传播和扩散，使整个社会陷入利来利往的泥淖，“世俗竞骛于其所欲得，而日强其力所
不能⋯⋯敝敝于一生之勤，心疲业废。
趋死而后已。
”②“人皆慕荣华、争名利，静养性灵者无一人。
”③即是对明清时期在诸社会阶层中泛起的利欲主义狂潮的反映。
　　这种求利意识，首先就突出表现在与商品经济直接联系的工商业者中。
他们一般的商业利润自不必多言，这一时期更出现一些工商业者操纵地区产地市场或深人农村直接控
制小生产者的包买垄断行为，以攫取超额利润。
此外，高利贷剥削盛行，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一些握有巨资的工商业者们追逐高额利润的心理趋势。
然而，拜金求利意识在明清时期则已远远超出了工商业者的范围，而广泛扩展和存在于各个社会阶层
，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世风。
　　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平常时候，人们之间相安无事，“平居则相与握手、附耳，以致欢欣、爱洽”。
一旦到了利害攸关的时刻，其拜金求利的原形便显露无遗了，“及科势位一接，幸于得而忘其所以为
义，丑诋而疏排，阴挤而阳夺，不得之不已。
心术之移于利也”。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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