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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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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合作思想在清末传入中国。1920年代出现研究与传播的潮流。清末民初对合作思想的引

介，主要是放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讲述，侧重于行业内部的分工协作。五四时期对合作思想的宣传，则着重

于其救济与互助的一面。作为一种救国方略，合作思想经由五四时期的传播之后，迅即国家化，走上了与西

方合作思想不同的中国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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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合作思想早已有之。【t】堵论但作为

具有特定含义的合作经济思想与运动，发轫于自由

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德等欧洲国家。哈作思想在20
世纪前后传人中国．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目

前，合作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不多，仅有的研究

也大多集中于1920年代以后思想人物的言行上。①

一、清末至五四运动前合作思想的引介

20世纪初期，随着西学东渐的进行，我国的一

些知识分子在介绍西方经济思想的同时。将合作思

想引入中国。清季，京师大学堂仿效日本学界，在教

学科目中开设了“产业组合”的课程，转引介绍西方

的合作经济制度。1312当时的一些经济学教科书，都

对合作思想有一定的介绍。⑦

清末翻译的《经济学概论》对合作主义做了较

为详细的介绍。该书为美国学者所著，译者认为，

“经济学为今Et重要之学科，而经济政策，又为今日

当局所极宜研究”，译者“不忍吾国社会初期圈弱，

恩竭绵力”而翻译此书。问序该书分“历史之序论”、

“私经济学”、“公经济学”与“经济学史”等四编，多

次讲述了分工合作的理论。

《经济学概论》认为，19世纪的经济组织，相对

于以往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生产要素的重

新组合。分工合作而产生了几个阶级：“专供劳力者

为一阶级，此阶级为最大。供土地与资本者为一阶

级。组织而兼管理企业者又为一阶级”。一个现代企

业必须包含这三阶级．其中供给资本者为债券所有

者，他们坐收企业收益(interest)。企业的管理依靠管

理者，他们的报酬为企业的利润(profit)。劳力的报

酬有赁金与俸给(salary)。即1这就是生产中的“组

合”。如果说“组合”是生产要素的流动组合，那么现

代企业中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的完成则依靠“分

业”。“分业”又称“协力”。是现今企业生产要素的特

征。“制造工业生产之顺序．分几多之小部分，其各

部分更歧为几许之枝叶。各劳动者所担任，为其全

体之零细部分，⋯⋯协力者以多数人员共同劳作为

意味，被区散之各小部分，终必至集而为一体。”14P3-簦

《经济学概论》不仅详述了合作方式，而且讲述

了合作的利弊与救治的方法，对合作思想的介绍较

为全面。这里更多的是从企业内部经济利益的角度

来阐释，侧重于成员间的分工协作，以取得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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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在五四运动前出版的几部经济学教科书中，

对合作思想大多是以这种方式介绍的。③

稍后出版的《救危三策》中，则专门谈到了合作

问题。《救危三策》由留日学生谭寿公所著，分“序

论”、“军队问题”、“交通问题”、“产业问题”和“结

论”5个部分。对合作思想的介绍主要在第4部分

“产业问题”中。而又以“信用结合”为重点。信用结．

合的组织分为3个层次：(一)地域。在一定地域内，

例如一乡一村或数村，一市一区或数区，在这个地

域内，为一信用结合单位。(二)成员(结合员)。成员

要有自立自助之精神，而为勤俭之储蓄。(三)结合

资本。成员在一定时期内，缴纳一定的资本，“于是

乎依于其集合或借入之资本，而为资金之通融，应

于集合员之请求，用对人信用之方法，而以小款低

利者贷与之也”。至于信用结合的利益：使中产以下

之小企业者得金融方便之门，得储蓄之便利，养成

勤俭储蓄之良俗，又可以长其自助自立之精神，并

且能令一国社会之中坚部分．一致协力对抗于大企

业家，而维持其命脉。印嗍

《救危三策》对认识合作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

重要意义。一是作者对合作思想的介绍，是将之作

为一种救国策略来说明的。如序文中所说：今国家

当危而复存之后．世界竞争已由政治竞争转为经济

竞争，《救危三策》以经济眼光看待政治问题，所提

的皆为救危之办法。这与前述莫利《经济学概论》的

翻译动机一致。可见合作思想进入中国，一开始就

是作为一种实际的救国方法予以引介的。二是注重

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救危三策》认为，产业

结合办法，不取放任主义而取干涉主义，使地方自

治团，负起实行之责任。地方行政长官，负监督实行

之责任。陌船西方合作思想注重个人间的互助与救

济，《救危三策》则把合作事业的成败倚重于地方政

府。这种倾向与当时朝野流行的地方自治思潮有

关，当时出版的合作思想的著述，多有主张把合作

运动与地方自治相结合。@这与西方注重团体内个

人间的救济互助有所不同，预示了五四后合作主义

中国化之路。

二、1920年代合作思想的传播

合作思想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还是在五四运

动时期。与清末民初将合作思想夹杂在经济学理论

进行介绍不同的是，五四时期合作思想是作为一种

专门的理论进行宣传。除了一些人积极宣传合作思

想外，也出现了一些以合作主义为指导或研究方向

的团体。合作思想的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一是合作思想的译著逐渐增多。这方面主要有

于树得的《信用合作社经营论)(1921年)、戴季陶的

《协作社的效用)(1921年)、《产业协作社法草案》

(1921年)、耿匡的《俄国协作公司及其联合会条例》

(1921年)、孙锡麒的《合作主义)(1924年)、林验的

《消费合作运动)(1924年)、楼桐荪的《协作}(1925

年)、《苏俄治下的消费协作》(1928年)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合作学社编辑出版的

“合作丛书”。到1929年“合作丛书”已经出版或计划

出版的近20种：1．《合作法规》(寿勉成)，2．《合作大

纲》(王世颖)，3．《合作经济学》(寿勉成)，4．《中国农

业合作论》(王世颖)，5．《中国合作运动小史》(伍玉

璋)，6．《什么是合作》(温崇信译)，7．≮民生主义与合

作运动》(侯源骏)，8．《薛仙舟先生遗著》，9．《妇女与

合作运动》(张廷灏)，10．《实行合作的三大步骤》(寿

勉成)，11．《合作商店管理法》(王世颖)，12．《合作会

计》(章鼎峙)，13．《信用合作社实施法》(章鼎峙)，14．

<合作商店实施法(王世颖)，15．《各国合作事迹概

况》(朱朴)，16．《世界合作运动鸟瞰》(王世颖)，17．

《消费合作浅说》(侯厚培)，18．《合作原理》(寿勉成)。

另外，中国合作学社还编辑有《合作月刊》，闷颥广告这
套合作丛书包括合作运动的总论、历史、外国的合作

思想、中国合作运动与研究等多个方面。对合作思想

的传播有重要意义。

二是宣传合作主义的团体增多|o五四时期，在

中国成立的合作主义团体．主要有北京大学消费公

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上海合作同志会、湖南

合作期成社、湖南大同合作社、上海职工俱乐部、四

川中坝农业协社、同孚消费合作社、上海合作联合

会、武昌时中合作书报社、湖北仙桃镇消费合作社

等。1316-7中国最早的合作主义团体，一般认为是成立

于1918年的北京大学消费公社，而影响最大的当

推复旦的平民周刊社。平民周刊社是1920年5月

在复旦公学内成立，发行《平民周刊》，1921年底改

组为平民学社，以研究合作主义，提倡平民教育，发展

平民经济为宗旨。171平民学社成为当时在中国宣传

合作理论的重要阵地。

这一时期对合作思想的宣传与研究。除了合作

社的组织方式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合作

社译名的确定和对合作社性质的认识。“合作”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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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拉丁文，中文“合作”译名是从英文Co—operara．

tion来的，Co—operaration又有“互助”、“公社”、“合

作”、。协会”、“共济社”等译名，也有用日本译名“组

合者”0 1919年，留美归国的薛仙舟将“cooperative”

译为“合作社”，从此这一译名就成了标准译名。邮

另外，对合作主义的组织——合作社有了更清楚的

认识。“协作社乃经济上之弱者，对于经济上之强者，

为自己保存及发展计，以协作共享为目的。结合其资

本及劳力，以为经济活动之团体，寄生于资本主义之

社会中，而超然于资本主义之外。其外的活动，虽受

制于自由竞争，与其他营利的法入相同；而其内的活

动，则避去自由竞争之弊害。在生产上，在分配上，以

协作共享为其理论的基础。然惟其为资本主义的社

会之寄生物。故组织法及经营．仍不能完全脱出营利

法人之范畴。仅其出发点及归宿点与营利法人大相

径庭耳”。即。18这里更注重合作思想中的救济与互

助。

其次，对合作主义从理论上进行了界定，将它

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进行了区分。对合作主义

的界定，影响较大的当属平民学社。该社认为。合作

主义是基于“连带主义”，使“个人与个人，社会与国

家，以及国家与世界”连带而成为一体。或者说，使个

人和团体、社会的利益融为一体．实现“我为人人．人

人为我”的合作主义者的理想。合作主义应有四项

目标：第一，解散阶级、解放奴隶，使消费者摆脱生产

者控制、劳工摆脱资本家的控制；第二，用合作制度

来取代现行的自私竞争；第三。以合作制度来消灭资

本主义制度中的不平等，使劳工获得生产的全部利

益；第四，用合作制度来连接所有的利益，由此而终结

不同利益间的社会冲突。研平民学社对合作主义的

界定，是通过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而得

出的。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学说较

为流行，他们与合作主义有一定的相似性．以致有

人易于将三者混淆。社会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实行

其目标，强调的是“国家万能”；无政府主义通过个人

自由来改变社会，强调的是“个人万能”。社会主义是

一种经济的革命。而无政府主义则是一种经济的政

治革命。合作主义不是革命，而是一种通过团体互助

来实现其社会经济目标的制度。l埘

这一时期，宣传合作思想影响最大的，当是被

誉为“中国合作之父”的薛仙舟。上述的平民学社。

就是在薛仙舟的指导与影响下转向合作思想宣传

的。另外薛仙舟还在上海成立合作同志社，汇萃合作

人才，研究合作理论，一时竟成为中国合作运动的摇

篮。1111合作主义者意识到合作运动要生产实际的救

世效果，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时要借助

国家的力量来扩大影响，中国合作思想与运动开始

与政权相结合，并达到了国共两党的支持。t121

● ．

三、结 语

合作思想是作为一种救亡方式被引介到中国。

清末民初对合作思想的介绍，主要停留在学校教育

这一层面，其基本受众是留学生及学校学生，对中

国劳工大众的影响极为有限。五四运动后社会思潮

激荡，合作思想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合作主义与其

他主义都作为改良社会的尝试．在知识分子中激起

了一阵兴办合作社热潮。合作运动从一开始就有着

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剥削的特性，呈现出劳动人民的

经济组织功能，11al合作制及其组织形式——合作社，

其本来面目是弱小者的经济自救手段，是经济上的

联合与合作，是对抗资本的工具。当合作主义中国

化之后，依靠国家与政府的力量来推行时，农村社

会成为中国合作思考的中心．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将

社会主义与城市消费合作社运动作为合作主义思

想的焦点。合作主义开始泛政治化。作为实现政治

目标的手段。

注释：

(D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陈意新：<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合作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历史研 )2001年第6期。赵

泉民：(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学术

月刊)2004年第8期。

(参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在1910年代就被介绍到中

国。克氏的互助论印互助的进化观，属广义的进化理论的

范畴。其互助思想将另文详述。

③参阅欧阳淖存‘中华中学经济教科书>(中华书局1912

年)；杨年<法制经济教科书)(中国图书公司1914年)；刘

秉麟<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19年)等。

(蓟如在1919年出版的<银行新论)中，对,q4现于1849年、由
德国人雷法逊和休采尔分别创设的信用合作机构进行了

介绍。名之为“人民银行”：。人民银行者，也称信用组合，是

由中产以下之产业者所组织之团体。为相互救济之机关

也。其组织也，集无资产者之细民，结合而为连带无限责任

之团体，其营业也。则以银行之信用借款，充运转之资金，

以低利贷与团体中之乏于资本者。为运用资金之方法。”作

者认为当今应该学习西方人民银行的信用方式，特别是雷

法逊武的银行．更能够体现自治精神。(汪廷襄：<银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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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170-171页。) ， 部。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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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 in China of the Thoughts of cooperation

Liu chao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233041，China)

Abstract：The Western Thoughts of Cooperation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End of Qing Dynasty．It

Was studied and spread in 1 920’s．The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Thoughts of Cooperation are mainly ex—

plained in Western Economics and focused on the collaboration of internal partners．While in Period of

May 4th，the propaganda to Thoughts of Cooperation Was focused on the relief and interdependency．After

the spread during Period of May 4th，the Thoughts of Cooperation was State Characterized soon as a state-

saving strategy and lean a Chinese way which is different way鹪western thoughts．

Key words：Thoughts of cooperation；Collaboration；Interdependency

·徽州文化小资料·

汪直

汪直是明末歙县柘林村人，号五峰。<辞海》误为王直。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直乘明朝海禁政策松缓

之时，与同乡叶宗满等人一同赴广东，在当地建造了大型海船，装载了硫磺、丝棉等当时禁止出口的货物，赴

日本、暹罗等海外诸国从事贸易，积蓄了巨额财富，深受外国人的信赖。后来朱纨任浙江巡抚后，推行严厉的

海禁。无法充分进行贸易活动，特别是在走投无路时，迫于日本外商的压力，纠合亡命之徒。以宁波双屿为大

本营，进行武装走私。号称“五峰船主”。明朝朝廷多次派兵围剿，都是败多胜少，收效甚微。嘉靖三十一年

(1552年)前后，汪直将大本营移到日本的松浦津，自称徽王，并不时派部下引导倭寇袭击中国内地。嘉靖三十

六年0557年)，浙江总督胡宗宪设计诱降，汪直被抓入狱。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初在杭州被处死。

在中国，汪直被称为海盗首领和倭寇头目。但在日本，汪直却是一个深受欢迎的商人，并对促进日本福

江市的发展作出贡献。日本福江市还将两处与汪直活动有关的遗址“六角井”、“明人堂”定为与中国进行贸

易的重要文物遗址加以保护。2000年日本福江市议会代表团访问歙县，捐款35万日元，用于在汪直的故乡

柘林村修建汪氏祖墓纪念汪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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