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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革命前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在东西方学术界均没一致的共识。然而，对于其

发展的方向似乎存在着两种主导的学术倾向，一种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审视，认为那个时期的英

国仍是一个农业社会或农民社会，但一切的变化正朝着工业化的方向演变；另一种主要是从社会

形态的视角出发，认为那个时期的英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或过渡时期的社会，一切社会要素都在朝

资本主义方向演绎。以上两种理论架构往往容易忽视英国前工业时期社会其他因素的发展，诸如

社会农业化、商业化抑或政治化的进程，容易忽视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一些基本动力，商业化就

是这样一种动力。为此，张卫良先生的《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历史进程》一书，通过对1500－1750

年间英国社会商业化的考察，重新诠释了英国的前工业社会。  

  在1500－1750年间，交通网络的改进、市场结构的调整、海外市场的开拓、土地市场的发

展、农业经济的专业化、乡村工业的商业化、新型城市的出现、重商主义政策的加强、商人财富

的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等等，都与英国社会的商业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商业化促进了英国社

会的变革或转型。所以，作者认为，就1500－1750年的英国社会来说，既不是一个一切趋向工业

化的社会，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或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或商业起着主

导作用的社会。  

  除了前言之外，该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 导论 。作者阐释商业化的基本涵义，探讨了英国商业化的契机，着重介绍了学术界

关英国商业化研究的状况和必要性。  

  第二章 英国商业化的条件。作者考察了英国商业的条件，认为英国商业化的一些必要条件是

在16世纪以后才具备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新航路的开辟，它促使了西欧市场中心的转移，

这种转移激活了英国的商业贸易。在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双重刺激下，英国的民族市场日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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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一方面英国的国内市场渐趋成熟，另一方面，英国的海外市场迅速扩张，从而为英国社会商

业化的迅速启动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三章 英国经济的商业化进程。在该章中，通过考察大量翔实的史料，作者的结论是在16、

17和18世纪，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在最基本的经济部门农业和工业中启动，进而反映在全国各地城

市的快速发展中，而后三驾马车互动并进。具体表现为，英国农业以商业化为契机不断改变着传

统的农业生产制度、组织和方法，使之向现代生产的制度、组织和方法迈进；英国的乡村工业也

以商业模式发展起来，“外放制”或“家内制”正成为英国原工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在那个时

期，英国各地城市在国内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的带动下，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张期。  

  第四章 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在该章中，作者考察了在工业革命前的几个世纪中，商人阶级

的队伍是如何迅速地膨胀，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重商趋商如何成为了一

个社会的时尚；而英国的政府部门、议会组织和财政机构又是如何适应商业社会的需要，采取重

商主义的政策，使国家政策商业化的。概而言之，所有这些变化反映了那个时代英国社会结构的

商业化过程。  

  第五章 英国商人财富的积累。作者着重探讨了前工业时期英国商人财富积累的主要方式和重

大作用。作者特别指出，商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前工业社会原始积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但商人

资本的积累不同于学理上的“原始积累”。关于英国商人大量财富积累的作用，作者认为它不仅

刺激了生产和消费，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大大地推进了英国的商业化进程。  

  第六章 余论：英国社会商业化与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作者着重指出，没有商业化的发展，

就没有工业化的扩张。没有商业化的发展，自然也就没有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商业化是现代生

产方式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即使工业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商业化。由此，作者对英国前工业社会

进行了大胆的再诠释，认为商业化既促进着英国社会的变革或转型，也促进着英国社会关系的变

化；就历史事实而言，商业化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也是那个时代英国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英国社会的商业化似乎是一个老套的命题，但绝不是一个过时的主题。该书作者正是通过对

这一时期英国交通网络的改进、市场结构的调整、海外市场的开拓、土地市场的发展、农业经济

的专业化、乡村工业的商业化、新型城市的出现、重商主义政策的加强、商人财富的增长和资本

积累的加速等商业化具体表现的描述和分析，为我们展现了英国社会从商业化走向工业化的历史

画卷。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几乎成了人们衡量社会发展的惟一尺度，但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并

非能向单向度地实现其现代化。前工业时期英国社会的商业化同样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逻辑起

点。1500－1750年的英国商业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我国这样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实

现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前车之鉴。  

  （感谢魏秀春先生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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