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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问丨陈晓霞：
儒商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上)

中新社北京11月
7日电 题：儒商文化
如何走向世界？

作者 陈晓霞 尼
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
研究院院长

中华传统文化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
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
儒家文化历史上曾被
成 功 运 用 于 商 业 领
域，形成了独特的儒
商文化。随着经贸发
展及国际交流合作的
增加，儒商文化逐渐
走出国门，并在世界
多地生根开花结果，
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与发展发挥了独特而
重要的作用。

儒商文化的内涵
与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
儒商阶层初步形成，
其典型代表人物是“
儒商始祖”子贡。据
《史记》记载，作为
孔子的著名弟子，“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
之币以聘享诸侯，所
至，国君无不分庭与
之抗礼”，“与时转
货赀……家累千金”
。

作为有德行和文
化素养的商人，儒商
创造了“以人为本、
义 以 生 利 、 尚 中 贵
和、诚实守信、勇于
创新、为政以德”等
为 核 心 理 念 的 儒 商
文 化 。 “ 生 财 有 大
道 … … 仁 者 以 财 发
身 ， 不 仁 者 以 身 发
财 。 ” ( 《 礼 记 · 大

学》)
儒商文化信奉以

人为本、诚实守信的
准则。如在《论语·
为政》中就提到过“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 ” ； 《 论 语 · 学
而 》 中 也 有 “ 礼 之
用，和为贵”这样的
经营行为基本准则。

尚中贵和，做到
人际关系和睦，合作
经营，和气生财，是
儒 商 竞 争 的 道 义 原
则。“义者，宜也。
尊 贤 为 大 。 ” ( 《 礼
记 · 中 庸 》 ) 义 以 生
利是儒商文化的道义
观。“苟日新，日日
新 ， 又 日 新 。 ” ( 《
礼 记 · 大 学 》 ) 趋 时
而动，与时俱进，“
顺时而变”“因变而
变”“时中之变”“
权宜而变”，这是儒
商文化的经营策略。

儒商文化具有鲜
明的“和平”性与“

利他”性，主张“以
和 为 贵 ” “ 和 气 生
财”“以和济争”“
和以利人”，主张规
范 世 界 经 济 秩 序 ，
使 全 球 经 济 互 补 共
荣。“君子之争”的
儒商文化倡导公平竞
争，合作共赢，达到
利 益 共 享 、 平 衡 发
展。“以人为本”“
仁者爱人”“天人合
一”“仁民爱物”的
儒商文化，倡导尊重
生命，尊重自然，要
求人与自然和谐、友
善、协调、统一融合
发展，经济发展与自
然 环 境 保 护 协 调 一
致，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尊重子孙后代
生存发展的权利。“
顺时而变”的儒商文
化 ， 与 现 代 科 学 技
术 、 时 代 精 神 相 契
合。

儒商文化对世界
的影响

古往今来，中西
之间的商品贸易浸润
着儒商文化，并对世
界产生影响。汉朝开
通的丝绸之路，将中
国的丝织品、铁器等
传至西亚、欧洲等区
域，东西文化初步交
流。

唐宋时期火药、
指南针、造纸术和印
刷术传向西方，东西
文化交流逐步深入，
到了元代，更为开放
的政策吸引了罗马、
日 耳 曼 的 旅 行 家 、
商 人 等 。 意 大 利 商
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275年左右来
到中国，将亲身游览
感受写成《马可·波
罗游记》，该游记扩
展了欧洲人的视野，
拉开了西方人认识东

方的序幕，为后续儒
商文化的传播奠定了
基础。

16世纪，以利玛
窦(Matteo Ricci)为代
表的耶稣会士入华，
将西方科技文化介绍
到中国，亦把儒家经
济思想及儒商文化等
传至欧洲社会，开辟
了“东学西渐”与“
西学东渐”的时代。

17世纪经济学尚
未成为独立学科，西
方经济学萌芽及儒家
典 籍 的 译 介 ， 成 为
儒 家 经 济 思 想 及 儒
商文化海外传播的前
奏。17世纪30年代至
18世纪60年代，西方
社会需求及经济学的
发展，助推儒家经济
思想及儒商文化走出
去。

苏州包山禅寺内的天下第一文财神
范蠡。文财神是中国儒商鼻祖范
蠡，集道德、儒雅、财智于一身，
世人皆誉其“忠以为国；智以保

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李俊锋 摄

安徽省合肥市，两名学生展示“言
而有信”、“诚实守信”书法作

品。安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