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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代中晚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时期。面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统治者却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让中国错失近代化的机遇。那么,介于统治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高

级官员,应得到关注。他们身为统治阶层,其思想主张会有加强皇权、维护统治的倾向；而作为知识分子,其布衣出身或早

年游历的经历,会使他们在经济、民生等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王士性仕途坎坷,“宦辙几遍天下”,其经济、民生等方面

的思想在《广志绎》中得以充分体现,具有典型性。对其思想进行梳理,有助于理解明王朝为何在商业繁荣的情况下没有

走向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 明代中晚期；王士性；广志绎；民生；近代化 

 

1 时代背景与作者其人 

正如余英时所言,明朝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

会与文化变迁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空前发展,以及传统重

农抑商政策的松动,使得明后期的商品货币经济逐渐繁荣。

但在中国即将迈进近代化的门槛时,明王朝中央却进一步加

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那么,介于统治的主体和

客体之间的文人阶层,因其特殊身份,便应得到我们的关注。

一方面,明代文人可以通过科举等形式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

其思想主张会有加强皇权、维护统治的倾向；另一方面,作

为知识分子,其布衣出身或早年游历的经历,会使他们得出

自己独有的、有别于朝廷的结论。对明代末期文人阶层的思

想考察,不仅有助于对明代思想史的梳理,也有助于理解明

王朝为何在商业繁荣的情况下没有走向现代化道路。 

文人阶层因其统治和被统治的双重身份而具有研究价

值,应选择出身布衣,历经宦海沉浮,并且游历广泛的中级官

员为研究对象。这类官员曾是百姓中的一员,相比于贵族乃

至皇族,其立场相对贴近人民,并且能够发现王朝社会,尤其

是底层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相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

则受过更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思想见地。而如果历经官场

的起落,并有外放任职的经历,那么他们便会对各地的风土

人情、政策有着更加深入的理解,看得更加实际而长远。王

士性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王士性,字恒叔,号太初,宗沐侄。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王士性出生在临海城关的一个早已

落魄的官宦之家；但因勤奋好学,被其族人王宗沐收养为继

子。《临海县志》记载王士性“为诸生,读书过目成诵。性磊

落,不群不冶……家甚贫”1。他于万历元年(即 1573 年)中

举人,四年后又中进士,由此开启了为官生涯 2,直至万历二

十六年(即 1598 年),卒于鸿胪卿任上。因得罪皇帝而被外放

做官的坎坷经历,和“足迹欲遍五岳”的志向,使得王士性观

察了各地的风土人情。研读其著作是了解王氏思想的最好方

法。《广志绎》作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是王士性晚年

的作品,其中第六卷《四夷辑》的内容已散佚。现存的五卷

记录了塞北、江南、江北、广西、云贵等地的名山大川、风

俗习惯、社会历史状况,描写细致入微；并且通过对比、寻

访等方式探究当地习俗、生产方式的成因,交叉互证,评价客

观,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广志绎》也因此被世人所重视,

广泛引用或整本收录进《浙江通志》、《日知录》、《翠娱阁评

选十六名家小品》等著作。 

2 研究现状 

关于王士性及其《广志绎》的研究,始于 1985 年,著名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徐霞客研讨会上发出的倡议。这

篇题为《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地理学家——王士性》的

倡议,被朱荣收入《纪念徐霞客论文集》3。三十余年来,各

方学者对王士性的定性是“人文地理学家”和“旅行家”。

前者以周振鹤 4、孙光辉 5 等人为代表,后者以李跃军 6、陈

宝良 7、姜丽丽 8等为代表。虽然对于王士性及其《广志绎》

的评价相对中肯,研究也比较深入,但忽略了官员、文人身份

的特殊性。当下研究者对于《广志绎》定位,也常是“人文

地理学著作”,并盛赞其为“不可多得的奇书 9,有失偏颇。

现有的对《广志绎》的研究,多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已

散佚的《四夷辑》进行文献学上的考究 10；二是注重还原当

时的历史风貌,侧重于地理学与地方志的探讨 11；三是对王

氏旅游思想的“深度挖掘”,生硬地证明王氏具有“现代旅

游”乃至“发展现代旅游业 12”的意识。而将王氏与《广志

绎》放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基于王氏的个人经历与

笔记体散文的特殊性而对其政治思想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

目前尚未出现。 

《广志绎》的点校者吕景琳先生将此书定性为“关于地

理的笔记 13”。关于其他描写地理、风俗的作品,王氏认为“谈

玄虚者,以三车九转”,不可信；而“揽风雅者,多花间草堂,

而道德之旨溺”。王氏“宦辙几遍天下 14”,书中内容多是早

年在各地为官时的见闻,回忆录的性质,然有详略、深浅之分,

但始终带有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教化、管理眼光。因此在研究

时,我们应该将其视为笔记体著作,并对作者所持的立场、态

度进行关注。 

笔记体著作的可贵之处在于书写者“信而有征地表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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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具体特定的社会事实”,展现“生活的真实塑像 15”。而

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作品是作者心态的投射与反映
16。清代杨体元在提到《广志绎》时,说王氏“可谓有天下之

志 17”。这句中肯的评价被中华书局收入《广志绎》,作为

其序言的一部分。而王士性本人也提到了该书“解颐”和“经

世”的双重作用。因此我们不应沉迷于《广志绎》的文学性,

也不能将每个字都奉为信史；而应透过该书看出作者的思想

和态度。 

3 民风与民生 

《广志绎》记录的是王士性在各地为官、游历时的见闻。

王氏说书中内容“皆身所见也 18”,宁缺毋滥。而各地的风

土人情,是王氏关注的重点。目前许多研究者也看到了这一

点,并展开了初步的探究。例如范宜如在《文化图景的形构：

王士性<广志绎>之地方知识与叙事》中引用了和辻哲郎在

《风土：人间学的考察》中的理论,即,“风土”并非仅是自

然现象,而是人相应于气候、地形、风俗等景观,在历史脉络

底下所积累的与环境相融的智慧 19。但范氏对《广志绎》的

研究仍然没有人文地理的学科桎梏。而作为外来的官员,王

士性面对不同风俗的态度正是我们窥探其立场主张和价值

取向的窗口。本文拟采用范宜如的思路,梳理《广志绎》中,

王氏隐藏在风土人情背后的民生思想。 

文中王士性到过许多地方,面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生产方

式,他的第一反应是考察当地自然状况,而非妄加评议,例如

“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

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强也 20”。对各地的不同风

俗,他极少表态,也不强求每地的民众都要整齐划一地按照

同种方式来生活。“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奶

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

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 21”的看法,可以看出其

作为地方官员开放包容的心态,和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性。 

王士性对各地的不同风俗持开放态度,极少褒贬。这不

代表王氏远离政治中心后就不再关注民生。相反,《广志绎》

中有很多内容可以体现出他不尚空谈,关注民生的思想。全

书中,“民”字出现了 143 次,多出表现民生艰难,例如“土

州民既纳国税,又加纳本州岛赋税……又土官有庆贺、有罪

赎,皆摊土民赔之,稍不如意即杀而没其家,又刑罚不以理法,

但随意而行,故土民之苦视流民百倍 22”的描写等等。 

王士性对民生的关怀是建立在实地考察和尊重规律的

基础上的。《两都》卷中记录了淮阳地区连年水患的状况,

“建闸修渠,金钱以万计,不两年为灶丁阴坏之。又盐城民惑

于堪舆之言,石舸镏闸启闭亦虚,止庙湾一线通海耳……尚

幸主议者见其难而中止耳。若从其请,欲尽从庙湾一线出,

则高宝五郡邑沮洳昏垫之民永无平陆之期,畎亩赋税公私不

将尽废矣乎！23”王士性虽未偏袒官民中任意一方,但他对群

体性运动的看法,除同情之外,也是带有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的考虑的。 

他徘徊在官民之间的感情,在面对好争斗、好诉讼的新

都 24 人民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其地本勤,人本俭……若巨

家大狱,至推其族之一人出为众死……至于商贾在外,遇乡

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无非亦为己身地也
25”。在这种有节制的同情之外,王氏也并没有提供行之有效

的改革策略。从《广志绎》来看,王氏对人民的批评也不在

少数。中州“诸果品味胜,为沙土所植……其田土甚宽 26”,

却无人耕种,“真惰农也”。 

王士性虽未明确指出官民对立,也不像《种树郭橐驼传》

中乱指挥的官吏,但其爱民思想,也是站在维护统治的基础

上的。 

4 商业思想 

中国古代的商业思想一直是思想史,尤其是明清思想史

的研究热点。而封建社会末期,商业是最能推动社会变革的

一股力量。此时统治阶层对于商业的态度,将对未来社会的

发展方向起到很大的影响。现有的从明代文学作品中分析当

时商业发展的研究成果 27,大多集中于《金瓶梅》、《三言》、

《二拍》等作品,没有对《广志绎》中的商业进行研究的。

此外,对于明代知识分子商业思想研究的成果,多集中于倪

岳、高拱、庞尚鹏、李贽 28 等人的主张,而对于明代中层官

员商业思想的分析则比较缺乏。在以往观点看来,以王士性

为代表的明代中层官员,既没有明确阐释自己商业思想的著

作,官阶又不够高,难以影响整个王朝大政方针的走向。但在

笔者看来,这批官员往往是维持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而他

们又因为布衣出身、仕途坎坷,而对这个社会有着更加清醒、

全面的认识,其商业思想反而可以反映这个时代对商业发展

的主流态度。《广志绎》体现了王士性的一部分商业思想。 

王士性对商业和贸易的看法,大多来自于实地考察,并

且有一定先进意识。宣府和大旁 29 两地常年困苦,“本今互

市定,则宣、大为缓 30”。可以看出王士性意识到了商业的好

处。在王士性看来,商人在西南地区的开发上也有一份功劳,

“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 31”。 

但同时,他对商业的态度并不是一味提倡的。即使是在

宣府和大旁,王氏依然认为,“然此事非王少保崇古在外担之,

新郑相在内主之,中外安得享数十年太平？新郑良险诈恣横,

然胆略当为盖世才子,而互市一断,实有功于国家 32”。全书

以记叙、说明为主,王士性难得的一次议论便是否定商业,

其态度可见一斑。王士性对于海运也有担忧,“长山、沙门

诸岛……往者皆有禁,后郑中丞因新兵乏饷,疏垦以助

之……此田皆当于农时搭厂以居,隙则毁之以归,若架屋常

住,恐窝引海寇,为患浙、闽间矣 33”。而在考察商业发达的

扬州时,王士性的关注点既不在当地有没有出现新的生产方

式(例如雇佣关系)、生产设备,而是当地豪民富商“其势足

以动摇上官 34”。 

王士性与其堂弟王士琦、王士昌,都曾中进士,入朝为

官。《明史》中《列传第一百八十一·忠义五》、《列传第一

百二十》、《列传第一百三十五》、《列传第二百四川土司二》、

《志第七十三》、《志第七十五》35等篇目都有关于其兄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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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的记载。可以说,王士性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官员的典型

代表。他的看法可能就是很多人的心声。作为统治者而言,

对民众最大的忌惮不是缴不上税,而是暴乱。愚民、抑商、

海禁等政策,都源于此。因而可以推断出,明朝的中后期的顶

层统治者在面对日益蓬勃的商业和逐渐壮大的商人群体时,

会采取压制而非鼓励的政策。 

5 结论 

我们不能说王士性不是一个好官员。他的笔记体著作显

示他是一个有同情心的,谨遵格物致知传统,不尚空谈并且

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不是不关注民生,《明

史·志第六十·河渠二》36 中,记载了他关于治理水患而与

同僚辩论的事迹： 

初,黃河由徐州小浮橋入運,其河深且近洪,能刷洪以深

河,利於運道……嗣後水發,河臣輒加堤,而河身日高矣……

給事中王士性則請復老黃河故道。大略言：“自徐而下,河身

日高,而為堤以束之,堤與徐州城等。束益急,流益迅,委全力

於淮而淮不任。”紛紛之議,有欲增堤泗州者,有欲開顏家、

灌口、永濟三河,南甃高家堰、北築滾水壩者。總不如復河

故道,為一勞永逸之計也。 

面对富豪袁广汉逾越礼制兴建豪宅的事情,他的态度不

是死守等级制度,而是同情普通百姓 37。 

茂陵富民袁廣漢,築園於北山下,構石為山,高十餘丈,

養白鸚鵡、紫鴛鴦……奇草異樹,重閣修廊,移刻行不能

遍……袁園稱東西四里,南北五里,則亦周十八里。今極稱吳

中佳麗,然縉紳中何得有此,況民間乎？ 

只是囿于政治立场与知识水平,他难以描绘出对未来社

会构架的蓝图。但在中国长期以来的集权制度和农业立国的

经济体制下,我们这样要求一位靠熟读四书五经而走上仕途

的官员,也未免太苛刻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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