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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去论证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与西方的
新教相比较，试图去寻找中国在各种条件都好于西方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为什么没能发展起来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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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
，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因其独特的学术研究视角而被西方学术界奉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
、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鼻祖。
代表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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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货币经济制度　　与日本截然相反，在我们心中，早在史前时期，中国这个国家便拥有巨大的城
池。
地方的神灵只在城市受封，并在此接受祭礼。
城主便是诸侯最初的身份。
&ldquo;贵都&rdquo;或是&ldquo;敝邑&rdquo;直到战国时期，仍然是官方文书中对&ldquo;国&rdquo;的
称呼。
与古罗马在公元3世纪以前的做法一样，在19世纪末期，即1872年，苗族被彻底征服，并被整体迁入城
市，留下了强制城市化的印记。
中国的行政税收政策向城市倾斜，城市得益、农乡受损是这种做法最明显的后果。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自己的贸易市场。
对于广大地区来说，这种贸易在满足他们需要的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即便如此，农业生产在中国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使得中国的货币经济并不发达。
直至近代，其货币经济仍然达不到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32～前30年）时期的水平。
关于这一点，最为有利的证据就是货币体系。
它的产生被看做由衰败造成的，当然，这是从某方面出发的观点。
由于行会手中掌握着对铜币和银锭成色的验证权，所以，导致了铜币与银锭之间汇率的不稳定，频繁
地变动。
这就是所谓的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
　　在看起来颇有现代成分的表象中，非常古朴的特征依然被中国的货币制度保存着。
&ldquo;贝&rdquo;这个古老的含义，仍然保留在&ldquo;财&rdquo;字之中。
据说有这样一种情况：作为一个出产矿石省份的云南，直到1578年，纳贡时使用的还是贝币。
&ldquo;币&rdquo;这个字的含义中包含&ldquo;鳖甲&rdquo;的意思。
早在周代，&ldquo;布帛&rdquo;就已经存在了。
所谓的&ldquo;布帛&rdquo;就是&ldquo;绢币&rdquo;，而且在历朝历代，它都可以用来缴纳赋税。
另外，珠、玉、锡都曾经做过古老的货币，体现过货币的功能。
　　公元7年的时候，王莽篡权后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货币等级，将货币分为28个品级，让龟甲和贝拥有
金、银、铜的功能，都可以作为支付的手段。
秦始皇&mdash;&mdash;一个帝国理性主义的统一者，他的做法则刚好相反。
不确切的资料显示，他禁止了一切其他的交换支付手段，只允许制造镒与钱，即一种&ldquo;
圆&rdquo;形的铜币、金币。
不过，最终这种做法也失败了。
　　银成为铸币使用的金属是在公元前2世纪末的汉武帝时期。
直到1035年，即宋仁宗景祐二年，南方的省份才把它作为通行的税收方式。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必然是由于技术的落后。
从金沙中可以直接淘得金子，与之相比就技术而言，必须通过实实在在地开矿，才能得到银，而开采
铜则要容易很多。
而且，在采矿和铸币方面，中国人的技术长久以来都处于一种十分原始的状态。
有一种说法，从公元前9世纪，或许是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中国人就开始制造硬币。
不过，一直到公元前200年，钱币上才开始出现文字。
而且这些文字不是压刻上去的，是浇铸而成的。
因此，这些硬币仿制起来非常容易，在成色上悬殊也很大。
这种成色的差异直到17世纪，也比各种欧洲硬币大得多。
当时，英格兰金币的成色差异约为10%。
鲍特曾经对一些面值相同的铜币进行称重。
18枚制造于11世纪的铜币中，最重的4.08克，最轻的0.7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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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20年的铜币6枚，最重的4.39克，最轻的2.50克。
仅是从这一点，这些钱币就不能作为唯一的流通尺度。
　　鞑靼人手中积聚的大量黄金造成黄金储备先是急剧增加，而后又急剧下降。
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金银的稀缺。
尽管在相应技术条件下，银矿的开采价值很高。
而日常交易使用的通用货币则一直是由铜币来充当。
　　在西方，流通中所需贵金属的数量十分庞大。
编年史的作家非常清楚这一点，尤其是汉代的编年史作家。
在当时，每年都有大型的商队，依靠供应大批的丝绸和实物贡品，从西方带回大量的黄金。
曾经发现过的罗马铸币可以作为这一事实的证明。
不过，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这种贸易也停止了下来。
到后来，进入蒙古帝国时期后，这种贸易才逐渐恢复。
　　在墨西哥至秘鲁一带的银矿开始开采后，西方国家的贸易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转好的现象。
这是因为作为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的等价物，大部分开采出来的银子流入了中国。
由此，白银兑换黄金开始出现贬值。
例如，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白银对黄金的兑换比例旬4：1；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是8：1
；明思宗崇祯八年（1635年）是10：1；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年）是20：1；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
年）是18：l；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年）是14：1；清德宗光绪八年（1882年）是18：1。
不过，铜对银比价下跌的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
造成这种下跌的直接原因是银身价的倍增。
而银身价倍增则是由于货币经济对白银不断增长的需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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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马克斯&middot;韦伯是唯一能同卡尔&middot;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mdash;&mdash;美国社会学家 根瑟&middot;罗斯　　韦伯就像几乎和他同时代的涂尔干一样，在
任何一套论及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
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涂尔干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
。
　　&mdash;&mdash;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 弗兰克&middot;帕金　　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
获得了对社会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能达到他那样的深度。
他带来的是对人类和社会的深刻理解。
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成功的冷眼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方面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
　　&mdash;&mdash;德国社会学家 刘易斯&middot;柯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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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社会学的传世经典，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近代中国为何会贫弱交加，为什么没有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
走进《时代阅读经典文库：儒教与道教》，去探求中国从世界强国，到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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