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商的文化学特征与杭州人文精神》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杭商的文化学特征与杭州人文精神》

13位ISBN编号：9787811401790

10位ISBN编号：7811401797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作者：周膺

页数：2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杭商的文化学特征与杭州人文精神》

前言

　　城市发展无疑与经济发展相关性极大，而一个城市的商人又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在
经济发达时期，商人尤其会受到特别关注。自明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地域商人群体，他们
在中国主要经济发展区乃至全国范围发挥着十分特殊的作用。不唯如此，他们甚至还深远地影响了许
多行商地的社会观念和文化面貌，特别是对近现代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贡献巨大。其中有的地域
商人群体还形成了个性十分鲜明的文化学特征，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新经济形成的文化主体，而被约
定俗成地称为某商或某商帮。如晋商、徽商、洞庭商帮、宁波帮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历史
上从未有过的商业解禁局面和开放格局，它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不仅改写了中
国经济政治落后的历史，而且还使中国逐渐向世界强国迈进。中国商人也由此作为一个十分强势的社
会主体登上了历史舞台，甚至成了各个区域经济体或者整个中国经济体繁荣的发动机，其重大的社会
意义或文化学意义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商人群体。正因为如此，中国商人也成为了全体国民、
各级政府关注度最高的社会群体。其中以广州、潮州商人为代表的粤商，以泉州、漳州商人为代表的
闽商，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浙商行遍中国、跨出国门，大有盖过历史上的晋商、徽商之势。多年前零
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司曾针对各地商人形象进行过一次调查。近半数受访人认为目前中国可以地域识别
的商人群体中，最典型的当数广东商人、浙江商人、上海商人和温州商人。其中浙江商人被认为是中
国超级活跃的商人群体，而让人印象最深的是温州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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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杭商的文化学特征与杭州人文精神》是杭商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杭商是一个当代文化学概念，
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地域商人群体，而不以历史上的商帮为形态特征，但也有很长的历史文化
渊源。杭商概念的提出主要体现的是地域人对地域经济文化模式的自我认同或者某种程度上的自信。
杭商内含古代都市经济、近代工业经济和当代草根经济三种经济元素，其发生与自然和文化地缘极大
相关，具有“浙学”意义上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与杭州人文精神构成互动关系。杭州人文精神影响了
杭商，而杭商又是杭州人文精神的建设者。杭商以精明稳健见长，也出现网商等超越性的智商，并有
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创业主体身份的自觉和认同，具有杂多聚敛与非确定地域人格、和谐群处与：“个
众”分布、以道制胜和精致谋利、回应时代与回应于时代等文化学特征。但是杭商也有超稳定工业文
化乃至农业文化心理结构，总体上未走出传统工商业的围城，没有真正完成后工业或后现代意义上的
人格蜕变和企业家精神塑造，而成就为公民社会或世界公民社会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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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膺，1961年生于浙江省建德市，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美学专业，师从叶秀
山先生，研究方面为中西美学比较。现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浙江大学兼职教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浙江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杭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对中西哲学和文化史的比较研究有较多积累，涉猎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较多学术领
域。并对造型艺术有独特的领悟与解析，也擅实际试验。已由中华书局等出版《美丽洲：良渚文化与
良渚学引论》、《美丽旧世界：良渚文化与杭州的缘起》、《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
渚古国》、《东方文明的曙光：良渚遗址与良渚文化》、《现代城市美学》、《西溪湿地》、《洪氏
家族与西溪湿地》、《斜阳嘉树：宋史随笔》、《华贵天城：宋版杭州》《宋朝那些事儿》《现代信
息理念与写作》等专著，发表论文50余篇、散文随笔100余篇。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周膺集》、
《第一种美》等美术专集，并举办过美术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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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
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说西洋社会组织像捆柴就是想指明：他们常常由
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
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
，那也是先规定的。我用捆柴来比拟，有一点不太合，就是一个人可以参加好几个团体，而好几扎柴
里都有某一根柴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人和柴不同的地方。我用这譬喻是在想具体一些使我们看到社
会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格局。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
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
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孝通认为，这种差序是中国传统的
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特征，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伦”，即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一种有
差等的秩序。团体格局奉行的是个人主义，在差序格局下存在的则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
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名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
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所愿交出的一份权利上控
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有的
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为中心的主义。”在这一差序格局中，没有可以普遍应用的道德，
社会是一张张由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会道德也只有在私人联系中才起作用。不难看出，费孝通
对差序格局的“水波”描述与其说是一种定义，不如说是一种比喻，因此尽管差序格局早已成为人们
分析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对它的具体涵义还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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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商帮的“杭商”被提出来专门研究自有其合理性；而杭州人文精神的再
发掘及其重建更有现实意义。本书是第一部杭商研究专著，也是试验性的研究项目。本书建基于时空
立体界面和客观立场，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杭商进行文化解剖和文化批判，尤其希望给予自构
“杭商”概念的杭州人以一个历史和文化反思的特别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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