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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内容概要

《余英时文集第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诸文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易被忽视的方面，阐发了汉
代循吏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魏晋士风的演变同传统儒、道思想的复杂关系，并在此背景之下
，重点论述了明清以来商人阶层兴起的渐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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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
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
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述
与中国情怀》、《中国怀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
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控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
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
儒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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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
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几点反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自序
“士魂商才”――《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致《九州学刊》编者
工业文明之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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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什么是中国文化?我们怎样才能讨论中国文化这样一个广大的题目?不用说，我们势非采取一种整
体的观点不可。如果采取分析的途径，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文学、民俗各方面去探索以期获
得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确定结论，那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分析过
程。但是另一方面，整体的观点则难免有流于独断的危险，思想训练不够严格的人尤其喜欢用“一言
以蔽之”的方式武断地为中国文化定性。　　我个人由于出身史学，一向不敢对中国文化的性格轻下
论断，虽则我自己也一直在寻求一种整体的了解。几经考虑之后，我最近企图通过一组具有普遍性、
客观性的问题来掌握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这种处理的方式也许比较符合前面所提到的人类学家和历
史哲学家的最近构想。这一组问题一方面是成套的，但另一方面也分别地涉及中国文化的主要层面，
在分别讨论每一个层面时，我将同时点出中、西的异同。我希望从这一角度来说明中国文化与现代生
活的内在关系。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何以不可能完全等于西化也许可以从这种对照中凸显出来。　　一
谈到价值系统，凡是受过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人往往会追问：所谓文化价值究竟是指少数圣贤的经典
中所记载的理想呢，还是指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实际倾向?这一问题的提法本身便显示了西方文
化的背景。西方的理论与实践(约相当于中国所谓“知”与“行”)，或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距离较大
，其紧张的情况也较为强烈，这也许和西方二分式的思维传统有　　关，此处无法作深度的讨论。无
论如何，乌托邦式的理想在西方的经典中远较中国为发达。(“礼运”大同的理想到近代才受西方影响
而流行起来。)中国思想有非常浓厚的重实际的倾向，而不取形式化、系统化的途径。以儒家经典而言
，《论语》便是一部十分子实的书，孔子所言的大抵都是可行的，而且是从一般行为中总结出来的。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而观其行”、“其言之不怍，
则为之也难”⋯⋯这一类的话在《论语》中俯拾即是。《春秋>>据说是孔子讲“微言大义”的著作，
但后人推尊它仍说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或“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
总之，现代西方人所注重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或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差异在中国虽然不是完全不
存在，但显然没有西方那么严重。(这一点我已在《史学与传统》的序言中有所讨论。)我特别提及这
一层，意在说明下面检讨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我将尽量照顾到理想与实际的不同层面。　　我们首
先要提出的是价值的来源问题，以及价值世界和实际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一事的两面
，但后一问题更为吃紧。这是讨论中西文化异同所必须涉及的总关键，只有先打开这一关键，我们才
能更进一步去解说由此而衍生的、但涉及中国价值系统各方面的具体问题。　　人间的秩序和道德价
值从何而来?这是每一个文化都要碰到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西的解答同中有异，但其相异的地方
则特别值得注意。　　中国最早的想法是把人间秩序和道德价值归源于“帝”或“天”，所谓“不知
不识，顺帝之则”，“天生烝民，有物有则”，都是这种观念的表现，但是子产、孔子以后，“人”
的分量重了，“天”的分量则相对地减轻了，即所谓“天道远，人道迩”。但是孔子以下的思想家并
没有切断人间价值的超越性的源头——天。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意识，这个意识内在于人性，
其源头仍在于天，不过这个超越性的源头不是一般语言能讲得明白的。只有待每个人　　自己去体验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说孔子不正面去发挥这一方面的思想，并不是他不相信或否
认“性与天道”的真实性。近代学人往往把孔子的立场划人“不可知论”的范围，恐怕还有斟酌的余
地。“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之类的语句对孔子本人而言是不可能没有真实意义的。孟子
的性善论以仁、义、礼、智四大善端都内在于人性，而此性则是“天所以与我者”。所以他才说“知
其性者则知天”。后来《中庸》说得更明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道家也肯定人间秩
序与一切价值有一超越的源头，那便是先天地而生的形而上道体。“道”不但是价值之源，而且也是
万有之源。但是在中国人一般的观念中，这个超越的源头仍然笼统地称之为“天”；旧时几乎家家悬
挂“天地君亲师”的字条便是明证。我们在此毋须详细分析“天”到底有多少不同的含义。我们所强
调的一点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以为人间的秩序和价值起于人间，它们仍有超人间的来源。近来大家
都肯定中国文化特点是“人文精神”。这一肯定是大致不错的，不过我们不能误认中国的人文精神仅
是一种一切始于人、终于人的世俗精神而已。　　　　从3世纪初叶汉代统一帝国的终结到4世纪初叶
南北分裂的开始这一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的时代。关于这一转变，中外史学家的论
著多至不查胜计。在这许多现代讨论之中，魏晋士风曾是一个特别受到注目的问题。所谓士风，牵涉
到两个不可截然划分的方面：一是知识分子(当时称之为“士”或“十大夫”)的思想，一是他们的行
为。就思想言，其特色是易、老、庄的三玄之学代替了汉代的经学；就行为言，其特色则是突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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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的藩篱而形成一种“任诞”的风气。关于这一新士风的兴起和发展，从来的解释都着眼在当时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般背景方面。其中，尤以政治的背景最受史学家的注意，即所谓“属魏晋之际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一论断，大体说来，是有坚强的根据的。　　但是魏晋士风的发展并
不是单从外缘方面所能完全解释得清楚的。我在旧作《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中曾试图用“
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的观念说明这个时代的知识阶层在内心方面所发生的种种变化。该文不是
对传统的解释加以否定，而是想在传统的解释之外增添一个理解的层面。但是该文断代仅止于西晋之
初，对汉末以来名教崩溃的整个过程尚嫌语焉不详；至于东晋以后门第社会新秩序的重建，因限于体
例，则完全没有谈到。本文对该文的论点有进一步的发展，取材则详略互见，所以基本上本文是该文
的一个续篇，希望读者兼观并览。　　　　这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是史学的专题研究(
初稿刊于《知识分子》季刊1985年冬季号)。骤看起来，这个题目似乎太大，与现代一般“窄而深”的
史学专题不合。以范围而论，本书概括了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以时间而论，它上起中
唐，下迄乾嘉之世，差不多涵盖了一千年的历史过程。但事实上，本书并不是泛论宗教史、社会史之
作。现代的史学论文大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一般而言，史学工作者都遵守19世纪阿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研究的对象是问题而不是断代”(study problems notperiods)。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经
过比较严格的规划的，因此问题的焦点相当集中。我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儒、释、道三教的伦理观念
对明清的商业发展是否曾发生过推动的作用?这一中心问题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水中一样，自然会
激起一轮轮问题的波纹，从中心一直延伸到边缘。本书所包括的时代虽长，所涉及的方面虽广，但是
整个论点却是扣紧着问题的结构而建立起来的。　　本书分析禅宗、新道教和新儒家是从三教的人世
伦理及社会影响这一特殊角度着眼的。因此上篇既不是通论性质的宗教史，中篇也和一般哲学史或思
想史对宋明理学的处理迥异其趣。我所特别注意的是三教在人世伦理方面相互交涉的复杂过程，尤其
是禅宗对理学的影响。宋代新儒家“援释人儒”，开创了理学的新传统，从历史的观点说，这是早在
宋代即已成定案的了。程伊川撰《明道先生行状》和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都不讳言明道、横渠
早年出入释、老，最后才“返求诸六经”。宋儒“援释人儒”的成功正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
。我们今天既无理由更无必要来翻案了。而且我可以断言，任何翻案的努力都将是白费的。但是宋儒
究竟为什么非“援释人儒”不可?又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来“援释入儒”?这一类在思想史上具有关键
性的大问题似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认真地从事系统的研究。有之则不过挟偏见以攻击理学而已。我
在中篇试图从人世伦理的观点对这些问题提出若干观察。我当然承认，这些观察是初步的，并且不免
带有片面性。但是我必须坚持，如果我们希望对理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获得一种比较完整的了解
，那么本书所特别强调的这一面无论如何是不能忽略的。　　在分析了三教人世伦理之后，我们才能
进一步研究宗教和道德观念对中国商人阶层的影响。这是本书下篇的主旨所在。但是一涉及观念的社
会后果，我们的研究便不能限于思想史的范围之内，而必须进入社会史的领域。所以下篇事实上是从
思想流转与社会变迁的交光互影中观察商人阶层及其意识形态的新发展，从16世纪以来，中国商人阶
层的社会功能在实质上日益重要。与此相随而来的是他们在社会价值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显然上升，
甚至他们的法律身份也有改善的迹象。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史学界在对明清商人的研究上
作出了辛勤的努力，他们搜集并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也对许多具体的制度和事象进行了详细的考
证。但一般而论，由于基本预设、概念架构以及分析方法都不相同，他们的主要兴趣集中在商人的客
观世界和经济活动方面，至于商人的主观世界，包括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各方面的问题，
在他们的研究取向上是不占重要地位的。通过本书下篇对问题的提法及其解答的尝试，我希望促起史
学界正视明清思想史和社会史上这一大片未经充分开拓的园地。　　这部专题研究的撰写起于两种外
缘：第一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热烈讨论；第二是近年来西方
社会学家企图用韦伯(Max Weber)关于“新教伦理”的说法解释东亚经济现代化的突出现象。我在本书
的序论中已提到这两点，但仍有未尽之意应该在这里略作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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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这部《文集》是沈志佳博士费心费力编成的。她近几年来搜集了我所有的中文论著，分门
别类，重新编排。这里所集四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心印行这四卷《文集》，
先后也很费周章。我必须在这里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
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20世纪50年代，下
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我自己的知识和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我以今天的理解重
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我
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王国维云：“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可见这是一切治学
之士的共同感受，我也唯有借这两句诗来自解了。　　1901年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在第八节“
时代之区分”中首先提出中国史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
中国之中国’”；第二是“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是
“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很明显的，通过当时日本史学界关于“
东洋史”的研究，他已接受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对欧洲史的分期模式。梁氏这篇论文是现代中国新
史学的开山之作，和他第二年（1902）的《新史学》一文同样重要。就他所提出的“中国之中国”、
“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个基本概念而言，他确实拓开了中国史研究的眼界，其贡献是很
大的，但就其所援引的“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分期而言，他却在无意中把“西方中
心论”带进了中国史研究的领域。欧洲史分期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使许多中国新史家
都相信西方史的发展形态具有普世的意义。以西方史为典型，中国史直到清末都未脱出“中古史时代
”，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新史家的共同信仰。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便明白承认
：“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见第二编第一章）但是我自始即不能接受
“西方中心论”这一武断的预设。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化史、思想史之后，我越来越不能相信西方是“
典型”，必须成为中国史各阶段分期的绝对准则。现代中、西之异主要是两个文明体系之异，不能简
单地化约为“中古”与“近代”之别。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他异质文明（如西方）的历史经验，
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进自我封闭的陷阱。所以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但是我十
分不赞成“削足适履”式的比附，因为这将必然导致对于中国史的全面歪曲。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
开洛夫斯基书》中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变作一种历史通则，应用于俄国史
的研究上面。这一强烈抗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四卷《文集》所收的史学论著，虽然写作的时
间有迟有早，大体上都是从上述的立场出发的。我诚恳地盼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余英时　　2004
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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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四卷《文集》大体上都是关于中国史学、文化史、思想史方面的论文，但也有几篇是讨论西方
历史与文化的。写作的时间上起 20世纪 50年代，下迄近一二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作者自己的知识和
思想都有很多的变化和进展。如果作者以今天的理解重写这些论文，它们当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但无论是重写或彻底修改，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只好让旧作新刊，以存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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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书，余英时总是很有深度，具有启发性
2、印刷清晰，版式大方
3、趁当当打折的时候买的全套。全部43折，全套只花了160多块。

余先生的大作值得好好读一读。真正让我决心买下这一套书是因为看了他的《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立论有据，平心而谈，娓娓道来，治学踏实严谨，有钱先生之风。
4、余氏仿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着重从文化（意识形态）来讲明清时
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他的结论与韦伯截然不同，认为，儒家等意识形态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余氏
对该书较为满意，曾经一度想翻译成英文，但后不了了之。
5、明朝期间商人与士之间相互影响日深，士为商人写墓志铭、贺寿帖；由士从商或由商入士日多，
甚至商人的思想也在影响士的观念。
6、这卷主要是儒家伦理方面，读先生文章，发人深思，受益良多。
7、大家的书就是不一样，就是贵了一点
8、好书耐读。余先生写思想史，并有自知之明，书中对自己研究之不足，多有表述，嘱咐读者细心
分辨。
9、广西师大的这套《余英时文集》上次当当对半砍活动时买了1、2、4、5、6了，再有优惠活动时就
只有这第三卷了。而且当当又把折扣提高了，可不买呢怕又没有了！！
10、余先生是国外研究中国文化思想的著名大家，本文集史料丰富。认识独到，分析透彻，引人深思
。
11、依样画葫芦之作。先生的治学态度有很多可学之处。
12、考证不少，但总觉得不可深信... ...
13、大学的课堂，不能不提余英时。也可以不提，因为有些大学，你懂的。好书，推荐细看。质量也
很好。
14、儒家思想的研究很熱門，也是影響中國人很深的一種思想
15、是十卷本《余英时文集》的一本，为了买齐，单独买的一本。
16、传说中的强人，这书有意思~
17、经典好书，值得珍藏
18、大概是有点高深，看起来比较无趣
19、帮同学买的，他很喜欢余英时的书，想趁着优惠，把全套都买下来，爱读书的学吧啊，不过余英
时确实是国学大家，喜欢过学的推荐一一吧
20、诶。。不知道为毛，看完韦伯，就觉得其他这样的书感觉怪怪的诶。
21、书没的说，很有意思，就是这套书开本比一般书要大一些
22、不是士阶层本身尊贵，是经营都在士阶层中，所以显得这个阶层尊贵，即士尊贵是表象，本质是
精英一般都有士的身份。
23、: �
C53/8946#3
24、直接影响我的历史观！向老人家致谢！
25、书写的非常好,希望能给多读这样的书籍.
26、需要静下来看的书，有内容
27、3.8星。文化史、思想史的考证与政治史不同，我还不算很习惯。
28、余英时的书很有价值，他是钱穆的弟子，继承了大师精辟的历史眼光，很多文章都特有启发性。
29、中研院士，值得一看。
真正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早已经不大陆了。
30、还没看，慢慢看着
31、不过还差7、8两卷。估计得到别的城市书店去看看了。
32、很喜欢余英时先生的书，分析精辟，议论深刻。书很不错，是正版。
33、儒家伦理、商业精神，这是中国过去与现代之间的核心问题，故，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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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4、余英时先生的书一直以来都是我所青睐的。作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问题透彻，富有见地。
35、余英时的作品值得一读。
36、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37、书的质量和内容都满意
38、之前对半折时未下手，后来补上，当然增加了成本。人就是这么奇怪
39、价格便宜,是我喜欢的类型
40、余老梳理士商一体的观念，对于重新阐释中国文化的意义，尤为重要。
41、这个系列的10本基本囊括了余英时除专著外的所有论文了，纸张印刷不错，可惜没锁线。
42、值得一读的书，国内学者少有。
43、大家文集，待读后再评
44、大家作品，争取购全这套书。
45、余先生的该作品应当可以被看作是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对应文本，探讨中华商业文明的精
神基础，在两个不同价值系统中探寻中国文化的现代，确是一本力作。
46、两天就拿到，非常快。
47、余先生的书很好，就是定价太贵了！无奈啊
48、切中
49、打算收全，趁活动买的，非常划算，余英时的东西适合有点小资思想的人读，不过有些还是很有
启发性的，拓展思路用还不错
50、《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51、究天人之际，通中西之变
5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这套《余英时文集》10卷，我已经买了7卷，质量内容装帧印刷都非常好
，而且趁着活动，价格便宜。余英时先生的作品不待说的，钱穆先生的弟子
53、这个评论我写不了，根本不是一个精神档次的人，如何去评论他的书呢？
只能说，学习。
54、本套书收集中，还缺几本，很好的书
55、余英时的文集，价格合适赶紧拿下。
56、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质量非常好，而且又这么便宜，还是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买时必
须的
57、一场难得的对话
58、怎么说这本书呢 前言有点牵强附会 但正文真心不错
59、灵感源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类似研究还有杜维明《儒家伦理与东南亚企
业精神》《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金耀基葛兆光等都有所涉猎，以及还有关于温商的老板基督徒现
象··· ··· 
60、书本纸张质量不错，干净
61、将思想与社会史结合，是此书一大亮点。
62、开吾茅塞
63、余老的书都是经典
64、书很好⋯⋯送货也比较快⋯⋯很喜欢这本书⋯⋯正在阅读中⋯⋯
65、广西师大重排版的，质量很好
66、于先生作品，不错
67、可以结合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看，比较中西文化在商业的差异，或许对于思考
世界近代化的中西差异不无裨益。
68、地球人都知道
69、余英时的某些文章，虽然很耐读，但也不乏一些瑕疵。比如这部文集中涉及韦伯的部分，老先生
在正文中引的是韦伯著述的英译板，俺找到原书想仔细看个究竟，结果发现余引文中的所写的页码和
原书对不上啊⋯⋯您老引的文字到底在哪啊⋯⋯
70、余先生此书受马克思·韦伯影响，以韦伯式的发问方式探究了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间的关系。既
有理论分析又不乏历史资料的支撑，可谓大师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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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余英时是大家
72、“余英时文集”只买了1-6，9-10，还有7-8没有买到⋯⋯
73、论历史学与社会学治学方式之差异
74、我老公买的，我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75、读点余英时
76、有附和韦伯之嫌，出发点就输了。
77、lots of great information and ideas
78、余英时的文集很好，很不错，值得拜读！
79、韦伯世俗化的问题只是论证的契子，因为这一问题确有普遍性。后文的论述实为辩难韦伯中国史
解释之误，并非对新教和儒家强作比附，相反作者反复强调的正是用西方模式强套中国历史之忌。但
是余受胡适影响太深了，还是难摆脱西术分析中国文化不可避免的问题。
80、大家著作，学者风骨。内容自不待言。书的印装质量也横棒！赞一个，对于喜欢严谨学术的朋友
值得收藏。重要的搞活动的时候买到的。只有15块一本。很划算！
81、虽然不是很喜欢这系列书的封面颜色，不过，内容是真的好。
82、大师的书，不错
83、余先生书本身不说。装帧还是不错的
84、特别收益于这本书的第一部分&quot;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quot;
余英时老师在这部分从哲学,信仰及思维范式层面展示了东西方文化区别的的本质原因.
全球化时代人们物质关系的紧密化远远超过心灵的贴和,而只有理解精神层面的互补性,相互尊重,相互
理解,相互合作才有支点.
有关东西文化的话题很多,浅薄庸俗的不少.余英时老师的这部分讲解是比较有深度的.

85、喜欢的人就是喜欢，不喜欢的怎么也看不上眼，这就是学术书籍的魅力吧。
86、余英时先生的这套书都买了，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应该读。
87、余老，余老，虽百读亦有新意出。
88、很清晰得给我们展现了儒家伦理的发展历程，跟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一条古代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融
通之路，多少可以启示我们怎样在面对现代社会的茫然中做出选择、、、
89、这一系列书籍很经典，发货速度快，包装也好！
90、明清时期的士贾融合是我首次听说，还有唐朝时期的儒释相互影响，这些构成了今天中国人性格
的重要部分。
91、原始儒家的思想，有普世精神，价值永不可磨灭。
92、一看书名就想到韦伯，果然。
93、这套文集编的实在是好
94、静不下心来的人看不了。
95、09年耶鲁课程读的。形似韦伯而自成一派。
96、经典之作，不管争议多少，这本书的价值很难否认~
97、余英时文集 不错
98、余英时先生的作品，非常好，趁搞活动买了一套。
99、作者书中通过比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方法论，主要阐述儒释道在唐以后的变化，以及明清以
来商人阶级的兴起，但作者没有探讨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产生，余英时先生是钱穆先生的学生
，思想有钱先生遗风。
100、学术之灵魂在于创新。耐心原是不可多得的。
101、趁着当当的活动。收下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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