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者介绍

聂宝璋先生传略

朱 荫 贵

聂宝璋先生河北省蓟县马道庄人
。

19 22年生
, 194 1年北京市

立一中毕业后
,

考入私立天津工商学院
。

时值日本侵略者对沦陷

区的统治日益加紧
,
出于对侵略者的愤恨和青年学生 的爱国热

忱
, 1 9 4 4年初他毅然弃学

,

辗转逃到大后方
。

1 945年初就读于昆

明西南联大
。

翌年抗战胜利
,
西南联大复校

,

遂转读于天津南开

大学
。

194 7年毕业
,

获学士学位
。

同年考入南开经 济研究 所
,

1 9 4 9年毕业
,

获硕士学位
。

毕业后参加华北人民政府举办的
“

大

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
” ,

结业后即分配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

究所 (即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 )任助理研究员
。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该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

生导师及南开大学兼任教授
。

19 4 9 年进所迄今将近 40 年的时间里
,

聂宝璋先生一直孜孜

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

在这块土壤里辛勤耕耘不辍
,

尤其在

买办
、

航运及洋行领域的研究里
,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

聂宝璋认为
,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这门学科中
,

洋行买办问题

的研究
,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

其所以重要
,

是因为买办是半

殖民地社会所特有的阶级
。

在旧中国国民经济中
,

买办经济 日益

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

因此
,

早在 5 0年代初参与编辑 《中 国 近

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一书时
,

他即开始注意这个间题
。

随后他

与他的老师陈振汉教授合作
,

着手收集整理编辑中国近代航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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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

不料在19 57年的政治风暴中陈先生未能幸免
,

被误 划 为
“

右派
” ,

工作也随之被迫中辍
,

聂宝璋遂转而全力研究近代中国

买办阶级问题
。

由于长期积累
,

他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即完成专题

论文三篇
,

但直到十年动乱后才得以补充修改
,

汇集成书
,

是为

《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 , 197 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出

版
,

并于 19 84年再版
。

在这部著作中
,

聂宝璋对买办阶级的发生
、

发展和演变过程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他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商可以自由雇

用买办与公行时期的买办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

中国近代社

会的买办乃是侵略势力扩张的产物
。

在方法上他从买办职能的发

展变化着手
,

具体地分析论证了在早期外商势力急骤扩张中洋行

买办从雇员身份进而由兼营商业到独立商人的发展变化进程
。

充

当买办者
,

不仅需要保证金
、

营运资金
,

往往还开设自己商号
,

同洋行联手经营
,

有时还要为洋行经销经购
,

包购包销
。

因此
,

洋行离不开买办
,

买办也离不开洋行
,

买办与洋行的经济势力大

体取得同步发展
。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

随着洋行势力的大扩

张
,

买办商人开始以一个阶层的力量崭露头角
,

在很多重要领域

里
,

都能察觉到买办活动的踪迹
,

特别在商品流通领域里
,

19 世

纪后期一个
“

买办的商业高利贷剥削网
”
已经开始形成

。

这部书出版以后
,

很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注目
。

1 9 8 2年第

6期《天津社会科学》上
,

国际知名学者傅筑夫教授以
“

进一步 加

强经济史研究
”

为题发表文章评论说
: 《中国买办资产阶 级 的 发

生》一书
, “

是以丰富的中外文资料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
,

潜心研

究的科学成果
,

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

无疑起着良

好的作用
” 。

在《读书》 1 9 8 4年第 g 期
,

徐盈撰写的《旧时代的 新 研

究》一文指出
,

聂书
“

早已引起国际的重视
” 。

确实
,

此 书 问 世 以

后
,

欧美及 日本学者反应良好
,

例如 日本青年学者黑 田 明伸 在

《东洋史研究》第40 卷第 1 号发表评论说
, “
聂先生着眼于金融

,

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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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卓见
” , “

以旗昌轮船公司为对象所作的个别经济的分析
,

可以

说为今后的研究方向作出先驱性业绩
。

其它方面的论述
,

多数也

超过了目前的水平
” 。

(此文已译载于《经济学动态》 1982年第 5期 )

197 9年下半年起
,

聂宝璋重新开始搁置多年的航运史资料的

收集整理工作
。

经过三年多的紧张劳动
,

终于编辑成书
,

是为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 ( 1840 ~ 189 5年 )
。

此书分为上下册
,

198 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

全书计达 120 万字
。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
,

是继中国近代工业史
、

农业

史
、

手工业史
、

对外贸易史和铁路史等资料书之后的又一部大型

经济史资料书
。

外商引进的轮船
,

是资本主义各国从事海外殖民

地掠夺的有力工具
。

外商在华航运势力的扩张
,

在很大程度上表

明外国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
。

轮船的引进
,

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

经济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
,
因而对中国近代航运史研究的意义

,

远不限于航运业本身
。

然而
,

国内对中国近代航运史的研究十分薄

弱
,

见于成果的文章不多
,

专著更少
。

各有关部门保存的大量珍

贵的早期航运史档案
,
至今未见整理出版

。

相比之下
,

国外近年

来却开展了规模可观的档案资料的收集编辑工作
,

出版了多种有

关中国近代航运业的文献资料
,

发表了不少论文专著
。

甚至长江

线旧式木船及旧中国的河道管理等更为专门间题的研究
,

国外也

有著作出版
。

台湾方面也曾发表有关中国早期轮船经营的论著
。

因此
,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一书的向世
,

可以说填补了建国以

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席空白
。 ①

;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一书
,

是聂宝璋在三十年的时

间中断续收集资料
,

沙里淘金
,

付出极大精力的心血结晶
,

特别

是在十年动乱期间
,

他在研究条件尽失及身患重病的厄境中
,

依

然发愤治事
,

不肯中辍
。

录入书中同读者见面的虽仅 120 万字
,

① 思毅
: 《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一席空白的填补— 评介聂宝璋编

<

中国近 代

航运史资料
》 》 ,

见
《
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

》 198 弓年第 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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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征引的文献却在 200 种以上
,

摘抄的原始资料当以千万计
。

所

选辑的资料
,

大都出自档案
、

函犊
、

笔记
、

奏章
、

中外文报章等

多种中外文献
。

此外
,

还尽可能地根据录入的文字资料
,

制成统

计图表
,

使读者一 目了然
,

得到明确的数量概念
。

其所用功力
,

自不待言
。

聂宝璋是一位经济学者
,

但他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优良

传统
,

治学态度极为严谨
,

对所征引的资料反复校勘
,

即使是一

个标点符号或一个页码的错误也决不肯放过
。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虽然是一部资料书
,

但在该书的前言

中及章节标题
、

材料编排上
,

同他过去发表过的关于航运史研究

的专题论文一样
,

表明了他对航运业乃至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经济

发展历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
。

作者认为
,

西方侵略者

依靠暴力手段
,

既破坏了中国的航权又攫取了中国的 土 货贩 运

权
。

在这里
,

外商的保险行号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

通过保险控

制中国引水权
,

打击中国旧式运输业
,

从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外国在华轮运势力获得迅速的扩张
。

中国自己的近代轮运企业
,

是在外国轮运势力已经垄断了中

国江海航线的条件下出现的
,

它以后的发展始终未能摆脱后者的

垄断
。

从轮船招商局创办的前前后后
,

大致可以看出在错综复杂

的阶级和民族矛盾中
,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演变的进程
。

至于中国

民族资本小轮业的出现与发展
,

则走着一条十分崎岖而曲折的道

路
。

虽然早在19 世纪 50 年代就有个别华商投资于轮运业
,

但在中

外反动势力的重重压迫下历经近半个世纪
,

才得以小轮公司的形

式正式出现
。

在对大量历史资料整理研究的基础 上
,

聂 宝 璋 认

为
,

对外商强行引进的轮船
,

既要看到在外国侵略势力扩大中国

市场中它所起的核心作用
,

也要看到它对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以及

封建政治
、

文化各方面所起的深远影响
,

否则就是不全面的
。

它

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及其对中国近代航运业产生的促

进作用
,

不是一眼可以望穿的
。

轮船是由外商强行引进的
,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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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并不是如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是应产业革命过程中的需要而

产生
、

发展的
。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远未达到这个阶段
。

从航运

业进行考察
,

可以看出
, “

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能通过轮船体现

出明显的封建经济体制对资本主义的
`

异体排它性
, ” 。

聂宝 璋进

一步强调指出
,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
, “

封建主义的反动

性丝毫不亚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
” 。

①

洋行史的研究是聂宝璋多年来辛勤耕耘的又一个重要领域
。

在长期研究的实践中
,

他深切感到在中国半殖民地深化过程中深

入研究洋行间题的重要性— 在华洋行势力的扩张同封建社会经

济的发展
、

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
、

文化各方面都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

洋行问题不搞清楚
,

很多问题也不容易搞清楚
。

但洋

行间题的研究恰恰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有待开 拓的领域
。

因

此
,

近年来他耗费不少精力时间
,

写出三篇专题论文
,

大致从 18

世纪中叶起至 19 世纪末叶
,

分阶段地
、

系统地论证了在华洋行势

力扩张的过程和特点
。

聂宝璋认为
,

到鸦片战争前夕
,

广州公行形同虚设
,

对洋行

商人的猖狂活动
,

特别在走私贩毒方面
,

已经无力约束
、

管制
。

鸦片战争后五 口通商时期
,

公行制度被迫撤消
,

洋行势力急骤扩

张
,

但商品贸易并未能打开局面
,

暴力掠夺是这一时期洋行势力

扩张的主要特点
。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

船运及同它直接间接

联系的码头
、

仓栈
、

保险
、

银行
、

船舶修造的各种行号企业纷纷

创办起来
,

他把这一时期的洋行区别于前此以暴力掠夺方式暴发

起来的
“

商业大王
” ,

概括为在华洋行商人的第二代
。

第二代外商

势力扩张的基本特点就是轮船运输体系的建立
,

在这个体系中
,

由洋行母体离析出来的各个独立企业逐步形成独立的行业
,

各个

企业间的
“

交叉投资关系
”

中
,

开始出现洋商资本垄断集团
。

这些

① 聂宝璋
: 《
轮船的引进与中国近代化

》 。 《
近代史研究

》
198脾第 2期

,

第 16 1 页
。



都为在华洋行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
。

进入70 年代后
,

在华洋行势力的扩张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

为

适应新情况
,

洋行经营方向与方式都有了变化
。

投资领域的扩

大
、

资本的集中
、

由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换
、

由商业领域向

政治领域的渗透
,

都是值得注意的动向
。

同时也应看到
,

届至甲

午战争
,

洋行商人不断遭到封建经济结构及政治体制的阻碍
,

难

以为所欲为
,

例如上海洋行商人对上海织布局染指的企图
,

就始

终未能得逞
。

聂宝璋的这些论述
,

有些是对流行观点提出质疑的
,

有些则

是发前人所未发的论证
。

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在华洋行势力扩张史

的研究
,

给人以清晰的脉络与轮廓
。

他对洋行史的研究
,

不能不

说是对开拓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贡献
。

四十年来
,

聂宝璋在自己的研究岗位上作了大量的工作
,

他

之所以能有上述贡献
,

是同他严肃认真的学风和扎实严谨的史料

功底分不开的
。

他常对他的学生讲
,

搞科学研究就要有科学 精

神
,

所谓科学精神
,

就是严肃认真
,

一丝不苟
。

有时碍于主客观

条件
,

作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

因而科研工作者需要有一颗科学的

良心
,

执着地追求科学的真理
。

科研工作者要对得起科学
,

这就

是科学的良心
。

但是
,

科研又是一个无底洞
,

每个人的能力都是

有限的
,

因此
,

科研工作者经常保持谦虚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

或许是因为他烙守
“

科学良心
”

的精神与谦虚谨慎治学态度的缘

故
,

他在科研成果中体现的严谨作风
,

颇获学术界的称道
,

而他

自己却常常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
,

并且常常以近乎挑剔的态度去

反思 自己过去的研究
。

他说
,

科研工作者要有 自我否定的勇气
。

他毫不讳言自己在学术研究中也曾受到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这一类

左的思潮的影响
,

因而在著述中不无
“

否定一切
”

的痕迹
。

他认

为
,

在学术领域中强调
“

政治挂帅
” ,

就容易偏离科研轨道
,

政治

与科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

他曾表示在他的 《中国买办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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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 一书中
,
就有些间题需要重新考虑

,

只有实事求是才能

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室素来以重视史实而颇获

好评
。

葺宝璋就一贯强调资料工作的重要性
。

他常说 , 无扎实资

料功底的研究
,

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

只能成为
“
丫风吹

”

的过眼

烟云
。

他从他的叔父— 已故历史学家聂崇歧先生的教 诲 中获

益良多
: “

研究工作者切不可轻视资料工作
” ,

资料的收集
、

整理

与编辑
, “

好汉子不愿干
,

赖汉子干不了
” 。

叔父的话语他至今未

忘
。

实践证明
,

编辑一部专题资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

它不仅需

要广泛的涉猎
、

去粗取精
、

去伪存真的功力
,

而且它同研究工作

一样需要有一个消化资料
、

提炼间题的过程
。

对个人来说
,

编辑

资料是引向深入研究的条件与阶梯
,

对社会来说
,
又是

“

修桥补

路
”

为人提供方便的
“

善举
” 。

因此
,

保证资料书的质量是首要 前

提
。

为此
,

`

在编辑《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代辑时
,
为挖掘资料

,

他二下江南
,

赴上海面壁经年
,
逐 日检阅盈室累案的中外早期报

纸期刊
、

档案卷宗
。

在目前编辑航运史资料第二辑的进程中
,

他

不顾年老有病之身
,

为获取
“

真经
” ,

又四处奔波
,
远至东北的哈

尔滨和号称锅炉的武汉
,

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

凡收集到的资料
,

他均一一细细审阅
,

反复比较裁定后方才收用
,

力求尽量完善
。

可以告慰的是
,
约 10 0万字的《中国近代航运更资料》第二辑 ( 189 5

~ 19 2 7 )今年即将脱稿完成
。

热心助人和奖掖扶助新人是我国许多老一辈优秀知识分子的

优良传统
,

聂宝璋也同样如此
。

还在《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

辑出版以前
,
很多单位和个人即不断洽商参考利用

。

他常常收到

其他单位和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的求教信
,

对于这些信件
,

他总是

认真对待
,

有问必答
。

在繁重的工作和抱病的情况下
,

他还常常

给素不相识的青年人解答间题
,

修改论文
。

一次为一个素昧平生

的青年人提出的修改论文的意见竟达数千字之多
,
连错别字

、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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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符号都细细改正
,

知者无不钦佩
。

《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

辑出版后
,

对一些科研单位和个人特别是各省市港口史
、

江海内

河航运史编写工作者的请求解答问题
,

聂宝璋更是多次给予指导

帮助
。

对于自己多年辛苦收集的资料
,

他常常慷慨无私地提供给

别人使用
。

有感于经济史研究的不景气局面
,

他总想通过自己的

努力
,

去扶持帮助那些有志于此的年轻人
。

聂宝璋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自己的学生
。

相反
,

他不仅

要求学生不受他的著述中观点的限制
,

而且鼓励学生在认真研究

的基础上有创新精神
。

他常说
,

在师生之间要彼此尊重
,

学生在

某些方面超过先生
,

这是先生的荣誉
。

聂宝璋为人耿直
,

嫉恶如仇
。

他非常关心国家的四化大业
,

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
、

官僚主义深恶痛绝
,

他十分厌 恶 等级 制

度
, 扮非常钦佩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孙冶方同志的

“

不唯书
、

不唯上
”

的知识分子优良品质
。

对于不利于四化建设的现象
,
他在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秉笔直陈
,

不计个人得失
。

从 1 9 8 2年起
,

聂宝璋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

同时应南开兼任

教授之聘代培研究生
。

1 9 8 6年国务院学术委员会通过他为博士研

究生导师
,

1 9 8 8年起准备博士生
。

聂先生虽已年逾花甲
,

身体不很健康
,

但仍每日伏案工作不

止
。

我们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

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做出更

多更好的贡献
。

. 3 1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