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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城市商业与商人近代化的趑趄及地方特色

——评《民国杭州商业与商人研究（1912—1937）》

潘中祥

（浙江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商业史是城市研究的重要内容。数十年来，学界对中国近代商业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
仍有诸多层面值得进一步推进，比如对区域城市或单体城市的系统性商业史研究明显不足，这导致
学界无法从整体上把握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变化概况，也影响了学界对近代中国城市整体近代化脉
络的认知。这其中，苏杭等传统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研究不足尤其突出。潘标所著《民国杭州商业
与商人研究（1912—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正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并有如
下三方面显著的学术特色。
        一、系统性构建了民国杭州商业整体兴衰脉络及其地方特色
        该书基于商业地理特色与近代商业转型逻辑，从杭州商业地理与区域商业关系变迁、旧商业的
困境与转型、新工业产生与商业的进化等三个维度构建民国杭州商业整体兴衰脉络，并透视近代杭
州商业转型的整体特质。在这一部分，该书研究又彰显了三大特色：一是表现为横向区域比较视
野，即与同样作为传统型城市苏州的比较研究。二是表现为纵向不同历史时期比较研究。该书将杭
州商业发展变化分为1912—1927年与1927—1937年两个时期。通常而言，前一时期在北京政府治
下，军阀混战，商业凋敝；而后一时期为国民政府建设的所谓“黄金十年”，在这10年中，经济发
展理应向好。但该书却为我们展示了截然不同的杭州商业变化图景：前一时期欣欣向荣，后一时期
颓势不止。三是以丝绸与茶叶等地方特色与优势商业面临的近代化遭遇为切入，演绎了杭州商业独
特的地方特色。
        二、作为商业活动主体的近代杭州商人群体，地域特色明显
       商会与同业公会是受西方影响下近代化的新式商人组织，虽然说这些新式商人组织的成立与发展基本上受中央与地方政府各项法令推
动，在其作用与作为等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同质性，但就历史事实来看，更是一种地方化特别显著的存在。该书关于近代杭州商会与同业
公会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并没有停留于常识性叙事，而是以区域比较的思路论证其独特的地方特质。从书中具体论证来看，苏州、天津两
大近代通商大埠，其商会设立方式、商会领袖商业身份以及商会会员数量变化等层面均与杭州大相径庭，体现了杭州商人保守胜于进取的
地方风格。该书进而以“国家权力理论”论证了近代杭州商人的保守性格，得出近代杭州商人面对不同政权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态度及其原
因：就国家基础性权力而言，北洋政府较南京政府为弱，因此，南京政府时期的杭州商人比北洋政府时期更趋保守。作为传统商业城市的
杭州，其商业与商人的近代化趑趄，与此关联甚巨。
        三、政府对地方商业与商人具有决定性影响
        作为第三个重要学术特色，该书有意识地将近代杭州、浙江两级地方政府提升到主动行为层次，而将商业与商人放到受动者一方，考
察其受到的影响，为此该书特辟专门一章进行了论述。细读该章节，逻辑结构非常清楚。先从商业制度层面，后从政策层面，再从市场秩
序维护等层面考察政府对地方商业与商人的影响，认为商业制度与商业政策能使商人“规范其经营，使得商业经营有法可依”。而政府对
商人的决定性影响，该书以劳资纠纷为例加以论述，并与其他地区作了对比。该书认为，杭州劳资纠纷从起初的经济诉求，上升到大革命
时期的政治意图，大革命失败后又回归到经济诉求，均未超出地方党政力量所设定的框架。也就是说，作为劳资纠纷的主要方杭州商人群
体，并未在劳资纠纷的发生、解决中发生主动影响，这与诸如苏州等地商人完全不同，再一次彰显了杭州商人的地方特色，也彰显了地方
政府的决定性影响。
        总而言之，该书通过上述三大方面的论述，论证了杭州商业与商人近代化的趑趄及其地方特色，为近代中国城市商业史研究做出了一
定的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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