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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艳萍所著的《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从学科史的角度，对近代中国商学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较为
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全书采用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在搜集整理清末民国时期的相关档案、商务类报刊
和商学类译著、教科书等史料的基础上，梳理了商学学科从引进、传播到自觉构建知识体系的发展脉
络，《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系统揭示了这一时期该学科在中国兴起和确立的历史面貌，包括近代
商学的历史内涵、学科体系构建和走向社会化等，进而分析了其对近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等问题的意义
，希望借此为当下商学学科的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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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该辞典初版于1935年10月，由陈稼轩主编，商务印书馆发行，总计百余万言，收录中国古代、现
代及欧美、日本之商业名词约1万条，其中非中国所固有或已为国际通用的名词，都加注有英文或德
文，以便读者考证。
编者在例言中列出所收辞类共34种，详细如下：商业及商人种类、商业组织管理及经营、商品、簿记
及会计、商业算术、商业文件、民法及工商法规、国际公法、广告、商业历史、商业地理、经济及财
政、统计、关税、市政、一般商业、国际贸易、货币、票据、度量衡、银行及金融事业、铁道业、海
运业、保险业、仓库业、交易所、合作事业、工业、农业、林矿渔牧及其他实业、商业补助机关、商
业交通机关、实业机关及成功人、商业实务用具。
　　从中不难看出，与现代商业相关的各类名词基本上均已涵盖。
此后，正文中按商业名词首字笔画顺序排列收录的上述各类商业名词，逐个详尽诠释各名词之由来与
含义，相近词条则互相参见，前后呼应，还搜集政府有关商业之法律规定，各国度量衡、货币及其他
各类表等共26个附录，最后有王云五氏四角号码之索引于卷末，并附英文索引及商用略语词汇，真可
谓“包罗宏富，诠注翔实”。
因此，宋汉章、王志莘、李权时、潘序伦等商界或学界名流为之作序中均评价甚高，认为其不但“定
义确当，诠释详明”，而且“选辞属类，以切合实际应用者为主；取材举例，以本国固有者为先”，
①故而“可于一切商业名词得深悉其意义与原委也”。
②　　这部辞典之所以能够作为商学学科术语体系定型的标志，更重要的缘由不仅在于该辞典中以“
商”为首的近百条词条，远多于1915年《辞源》之30条，对于商学学科和相关词条的诠注条目清晰、
言简意赅，既详细诠释商、商行为、商事等含义，也列出商业教育、商科大学和商业专门学校所指，
而且编者对于商业和商学的认知足以成为这一时期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见解。
其中“商业学”一条，则尤为详尽深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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