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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小說在地先聲：《市聲》對晚清 

「商戰思維」的修正與反思∗ 

潘芊樺 ∗∗ 
（收稿日期：111 年 6 月 27 日；接受刊登日期：111 年 10 月 13 日） 

提要 

商務印書館曾於 1904 年 12 月 6 日公開徵求描述「工商現狀，述現時工商實在之情事，

詳其不能制勝之故，以籌改良之法」的實業小說。由姬文所著，於 1905 年開始連載的《市

聲》，便是基於上述目的，通過商務印書館徵文競賽活動的作品，亦是現存中國文壇上第

一部自著實業小說。 

本文以「實業小說在地先聲：《市聲》對晚清『商戰思維』的修正與反思」為題，觀

察晚清文壇意圖於小說此一文類之下，創造特定書寫題材之舉措，聚焦此作如何展演藝文

界對於商戰議題之回應與反思，並凝聚藝文界對此時代思潮的應對策略，以及《市聲》一

作在題材處理的創新性與文學價值，藉此開拓晚清小說研究版圖與視野。 
 

 
關鍵詞：《市聲》、實業小說、晚清、商戰、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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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商務印書館曾於 1904 年 12 月 6 日公開徵求描述「工商現狀，述現時工商實在之情事，

詳其不能制勝之故，以籌改良之法」1的小說，此徵文告示為現存中國文壇對實業小說最

早、最詳細的定義。而姬文（？-？）於 1905 年開始連載的小說《市聲》，便是基於上述

目的，通過商務印書館徵文競賽活動篩選而出的作品。 

細數收於「實業小說」標示下的晚清小說，2除《市聲》之外僅有 1907 年《愛國二童

子傳》、1908 年《工界偉人》以及 1909 年《商界鏡》，但這 3 部均為譯作，內容雖論及商

業發展，但未能反映中國商情。3因此在現存的晚清小說範疇中，《市聲》無疑是中國第一

部實業小說，亦是晚清藝文界首度以特定標準篩選而出，針對彼時工商業現況做出回應的

作品。 
《市聲》內容講述上海商人群體互動，反映近代中國工商改革期待，作品最初應商務

印書館的徵文活動所撰，並拿下第五名，得到 30 元的獎金。4後於《繡像小說》第 43 期

上，以實業小說之標示開始連載第 1 回，直到雜誌結束時共載 25 回，連載時間落於 1905

                                                        
1  清•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商務印書館徵文〉，《申報》第 11366 號（1904 年 12 月 6 日），頁 4。 
2  數量統計與標示分類主要參考樽本照雄所著《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第 10 版》所載錄之內容，詳見日•

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第 10 版》（滋賀縣：清末小說研究會，2018 年），頁 1-6403。 
3  《愛國二童子傳》由林紓翻譯自法國作家 Augustine Fouillée-Tuillerie 的 Le tour de la France par deux 

enfants，內容講述兩位孤兒遊歷法國的見聞，書中含涉地理、歷史、工業技術等多種知識，但在林

紓的譯文中，將該書作為學生群體應提倡實業的小說代表，並大發愛國之議論，更在序文提及「須

知實業者，強國之糧儲也」，展示晚清知識分子對於「實業強國」、「求富救國」理念的認同，詳見清•

林紓：〈《愛國二童子傳》達旨〉，收入薛綏芝、張俊才編：《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代卷•林紓研

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 年），頁 101。《工界偉人》一書筆者未能取得文本，就《清

末民初小說目錄第 10 版》上所載錄，小說內容載於《漢口中西報》（1908 年 4 月 1-8 日），標著「哈

著 雄訳 報演」之字樣，故本文認為該書屬於譯作。見日•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第 10 版》，

頁 1326。另與此書同名者，為蒼園於 1908 年 3 月 4 日至 4 月 17 日間，連載於上海《時事報》的副

刊《圖畫雜俎》之上，後於 1909 年成冊出版的《繪圖工界偉人》（又名《新中國之偉人》），該書共

計 10 回，描寫貧戶出身的姚思審發跡過程，但內容以主角獲利後，投資興辦晚清新式學堂為主，並

未針對中國工商業的現況有所書寫，且作品以「時事小說」為分類標示，詳見清•蒼園：《繪圖工界

偉人》（上海：時事報館，1909 年），頁 1-45。1909 年《商界鏡》由石牕山民譯述，小說最初於《萬

國商業月報》上連載，標註「最新實業小說」，但僅連載兩次，連第一章「雪夜觀劇」都未刊完，僅

知小說人物在劇院中要與一位大商人會面，全文不見與中國工商產業有關之內容，或是值得中國效

法之處。 
4  佚名：〈上海商務印書館徵文題名〉，《中外日報》1905 年 4 月 4 日至 4 月 9 日，轉引自張天星：〈1904

年商務印書館徵文活動小考〉，《台州學院學報》第 32 卷第 4 期（2010 年 8 月），頁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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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到 1906 年 12 月間，直到 1908 年 4 月，由商務印書館改以新撰小說、社會小說之

標示刊印成冊，5全文共計 36 回。 
小說內容不脫《繡像小說》所提出，小說當有「對人群之積弊而下砭、或爲國家之危

險而立鑒」6知識啟蒙與批判時事之用，但《市聲》更聚焦中國工商產業發展，圍繞晚清

社會盛行的「商戰救國」思維，不斷對彼時重商與商戰之說提出質疑與思辯，這其中包含

了對早期洋務派「官督商辦」政策成效的檢討、修正，以及九零年代對「商辦企業」成果

的認同，7並嘗試在商辦民營的角度對「商戰」概念作出詮釋，釐清大眾對於商戰誤解，

更將科技新知及商務改革政策穿插其中。同時，小說內容亦圍繞著「述現時工商實在之情

事，詳其不能制勝之故，以籌改良之法」的框架，描繪出各類工商業界人物典範，利用人

物際遇轉變，提出中國產業改革方針，造就出可稱之為商戰教科書的實業小說，也無怪阿

英在談論晚清小說關於工商業的書寫時，直指晚清的商人小說「也只有一部姬文的《市聲》」

其他是「無足稱的」8。 
就目前對於實業小說與《市聲》的研究成果觀之，該作品多為研究者探論晚清商業風

氣時被舉出討論的案例之一，9或針對書中的種種現象，對應晚清商業活動。10此外，亦有

                                                        
5  《市聲》的宣傳廣告在 1908 年初版時標為新撰小說，在 1919 年廣告中則歸類為白話小說中的社會

小說，已不見實業小說之標。詳見清•上海商務印書館：〈廣告〉，《申報》第 12754 號（1908 年 8
月 3 日），頁 6，上海商務印書館：〈白話小說〉，《申報》第 16670 號（1919 年 7 月 17 日），頁 15。 

6  清•商務印書館主人：〈本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

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51-52。 
7  中國的重商、商戰以及商務改革思想，實際上歷經了長期的變化，先後有以官本位為主的「官督商

辦」、以商本位出發的「商營商辦」，兩者目標都是求富強以救國，但立場又略有不同，前者的本質

以維持官方利益、國家穩定為基礎，主要由官員來領導，而後者則是由民間商人為主導，在實質意

義上、專業思維上以商人立場出發，實有助中國商務自由發展。詳見陳李順妍：〈晚清的重商主義〉，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 期（上）（1972 年 7 月），頁 214、216-218。 
8  阿英：《晚清小說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 年），頁 84。 
9  《市聲》除了在阿英的《晚清小說史》中作為工商業小說被提起，劉炳澤與王春桂《中國通俗小說

概論》一書，以「講史、商界及其他」為一類別，認為《市聲》是該類別中最好的一部作品。歐陽

健《晚清小說史》提及晚清商業活動，則以「民族資產階級初登歷史舞臺的心聲」為題，概略介紹

《市聲》一作，並未有深入分析。鄭大情談及《市聲》時，著重在買辦階層描寫以及工人階層首度

進入小說舞臺。在單篇論文上，賴芳伶則延續阿英「工商小說」之說，於進一步探討商界小說的過

程中曾提起《市聲》一文，而施曄則是論及商業小說時，將《市聲》當作案例略提，另外，楊國明

則就經濟思想的角度來觀察《市聲》對於傳統商業的反思，但該作僅提出現象，並未深入討論。詳

見劉炳澤、王春桂：《中國通俗小說概論》（臺北縣：志一出版社，1998 年），頁 231-232、歐陽健：

《晚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240-251、鄭大情：《廣州與上海：近代小說

中的商業都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161-165、賴芳伶：〈論晚清商界小說的實質

意義與價值〉，《幼獅學誌》第 19 卷第 2 期（1986 年 10 月），頁 148-172、施曄：〈本土視角與邊緣

維度——近代城市商業小說〉，《都市文化研究》2013 年第 1 期（2013 年 7 月），頁 197-199、楊國

明：〈晚清小說《市聲》中的經濟思想〉，《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3 年第 3 卷第 1 期（2003
年 3 月），頁 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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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其中的商戰思維做出討論與評價，將《市聲》認為是作者姬文搶占新鮮題材的創作，

不過是「《盛世危言》的文學版」。11但這些討論大多忽略了《市聲》並非純然出於作者意

志，而是先服膺於徵文活動需求，再透過出版方篩選得以出版，實為被刻意塑造出的新題

材典範。因此，該作品對於商業脈動的詮釋，不單是作者個人，更可視為晚清藝文界對於

時代重商、商戰風氣的反思與回應，其中也隱隱透著商務印書館對於此一新題材、新「標

示」12經營之企圖。 

雖然從文學史發展觀之，實業小說此一標示在晚清文壇並被未成功推動，《市聲》之

後，晚清文壇上再無其他同標示的自著小說作品問世，使得《市聲》一作無論初版或是再

版，均被歸在社會小說標示下，但在《市聲》之中所凝聚出的種種商業議題與活動：諸如

商戰、辦學、商業公會、絲茶貿易、軍備採購以及商務詐騙活動等，卻在 1905 年後的各

類小說作品中頻繁被使用，甚者出現更多以商業題材為核心的作品。因此，本文以「實業

小說在地先聲：《市聲》對晚清『商戰思維』的修正與反思」為題，主要以晚清藝文界意

圖創造新題材、新標示的舉措為觀察，聚焦此作如何展演藝文界對於商戰議題之回應與反

思，凝聚出藝文界對此時代思潮的應對策略。 
本文將先自晚清時期對於商業之重視與商戰之說談起，進而論及商務印書館的徵文活

動與《市聲》的得獎來探查藝文界的商業關懷，並以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典範，推敲在重商

時代之中，小說對於清末商戰風潮，所體現之反思與修正。本題並非針對單一文本的價值

做出詮釋，而是欲以一被刻意創造的題材標示作為切入點，藉此追溯出晚清知識分子對商

戰的想法以及理想化的工商典範、實業小說是何模樣？藉此完滿晚清小說中商業圖景之研

究，並追探晚清小說中商業題材使用、重視的起點從何而起？這是過去晚清小說研究中未

曾留心之處，亦是本文想嘗試之突破。 

                                                                                                                                                           
10  學位論文有不少針對晚清商業活動與買辦形象研究的成果，在這些成果之中，《市聲》中所描述的商

業內容經常被提起，但均未注意到該作品生成背景與徵文活動之關聯性。詳見林慧君：《晚清小說中

所反映的中國商業界》（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頁 1-200；陳玲

芬：《晚清小說中的買辦形象研究》（臺中：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頁

1-141；徐明：《晚清商業小說研究》（南昌：南昌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58。 
11  范伯群在〈從《市聲》看晚清與帝國主義的「商戰」〉一文之中，對於《市聲》的文學評價並不高，

一者是范氏認為《市聲》的創作手法無法走出晚清譴責小說的範圍，二者則是認為該作品當中對於

商戰的看法，是參考鄭觀應（1842-1922）於 1893 年所出版《盛世危言》一書中若干對於商務、商

戰的看法為基礎，混雜彼時流行語所湊成，其獨特之處僅在題材之新穎。詳見范伯群：〈從《市聲》

看晚清與帝國主義的「商戰」〉，《中國現代文學論叢》第 12 卷（2017 年 6 月），頁 1-11。 
12  題材類型標示是晚清小說的特色之一，如在作品前面特意標註為政治小說、偵探小說、冒險小說……

等，便是小說標示的一種。小說標示除了能展示創作題材的選擇之外，也能引起讀者注意，為商業

操作手段之一，亦具有將作品內容分類「細化」之作用。詳見陳大康：〈關於「晚清」小說的標示〉，

《明清小說研究》2004 年第 2 期（2004 年 6 月），頁 125、12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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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富救國：重商與商戰觀念在晚清藝文界與文學中的表現 

在中國文學與歷史發展過程中，並不乏商業活動與商人的描寫，13但真正讓整個時代

由官方到民間，上下一致重視商業發展，並將商業經濟理念大規模呈現在文學之中，進而

提出「商戰」之說，則是晚清時期特有之情況。追溯晚清這重商風氣，當由以商業問題為

開端的鴉片戰爭（1839-1842、1856-1860）切入。 

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後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上海港通商，中國史上第一個租界區

於 1843 年 11 月 17 日成立，海外新式的商業活動對清廷「舊有的價值跟靜態的農業」造

成顛覆與挑戰。14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欲藉科技、軍工以及商業來救國的洋務運動

（1861-1895），才正式啟動，當清廷與彼時知識分子面對肇因於商業活動的「三千餘年一

大變局」15，終於意識到戰爭與經濟活動類型已改變，國家整體財政岌岌可危，必要從根

本改革才能有所轉機。在「師夷之長技」以「求富」的號召之下，由官方開始推動一系列

官督商辦的商務改革。16隨後在士紳群體對此議題的響應與支持，更有了「我之商務一日

                                                        
13  商業活動與民生息息相關，就史料方面在《漢書•食貨志》、《史記•貨殖列傳》中均有相關的記載，

至於在文學面，關於商人的詩文、小說更是多不勝數，無論在《太平廣記》、《三言》、《二拍》、《聊

齋誌異》之中，均可見到相關的書寫，可見邱紹雄《中國商賈小說史》、邵毅平《中國文學中的商人

世界》……等專著的介紹，因本文旨不在文學史梳理，於此僅簡單略舉。詳見邱紹雄：《中國商賈小

說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289；邵毅平：《中國文學中的商人世界》（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512。 
14  日•平野聰：《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臺北：八旗文化，2018

年），頁 283。 
15  奏摺內文節錄：「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

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

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詳見清•李鴻章：〈復議製造輪船未

可裁撤折〉（1872 年 5 月），轉引自清•梁啟超：《李鴻章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6 年）頁

76-77。 
16  清代洋務運動經歷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在器物軍事方面「自強」，於同治四年（1864 年）李鴻

章在〈致總理衙門涵〉中提到：「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外國利器；欲學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

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將國家自強希望寄託於軍工業開展；接而則追求商務財政上富有，

也就是將洋務的推動從國家軍事層面轉向大眾實際民用領域中，隔年（同治四年八月初一，1865 年

9 月 20 日）所陳〈置辦外國鐵廠機器折〉中，便把購置機器的利處推展到民用上，甚至認為「臣料

數十年後，中國富農大賈，必有仿造洋機器製作以自求利益者。」，漸漸帶出「求富」理念，時至同

治十一年（1872 年），李鴻章在〈試辦輪船招商局（致總理衙門涵）〉一文中，倡議應在官督商辦下

推動民營企業，期待可以「為中土開此風氣，漸收利權」，從這些信件公文中，可觀察到洋務運動從

「自強」到「求富」之變化，對於中國近代工業與商業的革新影響。信件原文轉引自雷頤：《李鴻章

與晚清四十年》（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254、26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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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興，則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17之疾呼，更斷言「習兵戰不如習商戰」18，於是在「重

視商務」、「追求改革」的風氣中，「商戰」概念逐漸在知識分子的救國議論中凝聚成形。19 

「商戰」之說最早於 1862 年由曾國藩（1811-1872）提出，隨後汪康年（1860-1911）、
鄭觀應等人不斷推衍討論，延伸出工戰、學戰等論述。20簡言之，商戰乃指重視商業理當

視同作戰，如 1905 年副墨子於《第一晉話報》上發表〈商戰兩字裏面的解釋〉所述： 

 
這兩個字，並不是說有了商業，就可以頂了陸海軍的戰鬪，也不是說商業就果真如

陸海軍戰鬪的一樣，只是因為今日戰事與商業有密切的關係，因為要極言他關係的

重要，就把戰事與商業和在一塊，叫做個商戰世界了。21 

 
這論述顯示出晚清面臨的存亡危機與國際商業活動有密切關聯，因此要說「可知欲制

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安得為商務為末務哉？」22的說法是舉國上下一致認同並不

為過。在此概念下，學商務、習商戰之用意，在於使國家基礎體質進化、產業型態轉變，

讓農業社會轉為工商業社會，以便有能力藉由商業交易，重新取回中國主權——達到求富

以救國的目的。於此同時，「實業」一詞也被提出討論，成為挽救國家的方法之一，最合

適的定義便是王爾敏所提出： 

 
實學乃屬學術領域，而實業則在於種種生產經營活動，原屬不同範疇。但在晚清十

九、二十世紀之交，原納於實學的科技知識，付之行動，促之實現，遂創生包羅一

切新科技生產事業與經營之綜攝總稱，命之為「實業」。23 

 

                                                        
17  清•鄭觀應：〈商戰•上〉，《首為商戰鼓與呼：盛世危言》（鄭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292。 
18  清•鄭觀應：〈商戰•上〉，頁 292。 
19  晚清對於重商議題的探討，約於 1861 年左右始有先聲，但真正於官紳之間形成風氣之說，約於光緒

十年（1884 年）至光緒二十年（1894 年）間。詳見王爾敏：〈晚清通商論與商貿經營之變革〉，《輔

仁歷史學報》第 30 期（2013 年 3 月），頁 101。 
20  商戰此一詞彙在中國歷史上的出現，目前追溯最早見於 1862 年，由曾國藩提出，指「商鞅以耕戰，

泰西以商戰」之論述，但其詳細流變非本文重點核心故不多提，王爾敏已有完整考據成果，詳見王

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348-362。 
21  清•副墨子：〈商戰兩字裏面的解釋〉，《第一晉話報》第 3 期（1905 年 9 月），頁 34。 
22  清•鄭觀應：〈商務•三〉，《首為商戰鼓與呼：盛世危言》，頁 309。 
23  王爾敏：〈晚清實學所表現的學術轉型之過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2 期（2006 年

6 月），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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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是將實學（科學）加諸於工商產業之上改良後的產業型態，亦即投注新式技術的

製造業，也正是實業小說定義中所提到「述現時工商實在之情事」中的新式「工」業。在

晚清的時代氛圍中，商戰被視作推動國家富強願景的期待與方針，實業則擴大了對商業題

材的關懷，將工業發展含納入其中，這也是鄭觀應在談論中國商務發展時，認為除了傳統

商業的「貿遷有無」24之外，還需要「講求格致，製造機器，種植礦物諸學」25理念之展

現。 

回顧此階段中國政策發展，於商律正式成立前，主要的重商表現在於「官督商辦」的

企業之上。這類新式企業、新式工廠雖然朝著現代化的方向前進，但整體仍以官本位來作

思考，「祇是很簡單的要求華商相信政府，出款投資於他們業已規劃好的企業上。」26並

無法回應時代真正的需求。這樣的情況，直到清廷在 1902 年籌備成立商部，並於 1903

年推出中國第一部獨立商事法《欽定大清商律》之後，才讓晚清的商業正式受到法律保護，

變得合法化與合理化。27時至 1905 年，科舉廢除之舉，又進一步由根本撼動傳統「士農

工商」四民結構，帶動傳媒產業和「士」階層的轉型，28凡此都證明了晚清時期的重商思

潮，並非單純思想層面變化，更包含有實質律法面改動，正如馬敏所言： 

 
晚清重商主義的特點，還在於它不僅僅是一種思潮，而且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歷史行

動和經濟行為，並體現於清末國家機器的經濟法令和政策之中。29 

 
晚清時期「重商思潮」在救亡圖存的大義下，徹底地改變了整個社會運作與思維方式，

文學領域亦是其中之一。就小說文類變革觀之，早在甲午戰爭（1894-1895）隔年，文壇

展現出對「時新小說」之追求時，已先為晚清小說發展埋下蛻變的種子，30時至 1902 年，

梁啟超（1873-1929）等維新派人士主張「小說救國」之說，強化小說於教育、救國上的

工具性，賦予知識分子創作小說之正當意義，讓小說成為理念、想法宣達的道具之一。31 

                                                        
24  清•鄭觀應：〈商務•二〉，《首為商戰鼓與呼：盛世危言》，頁 303。 
25  清•鄭觀應：〈商務•二〉，頁 305。 
26  陳李順妍：〈晚清的重商主義〉，頁 214。 
27  陳李順妍：〈晚清的重商主義〉，頁 214、219。 
28  湯克勤：《近代轉型視域下的晚清小說家——從傳統的士到近代知識分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12 年），頁 129。 
29  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71。 
30  黃錦珠：〈甲午之役與晚清小說界〉，《中國文學研究》1991 年第 5 期（1991 年 5 月），頁 238-254。 
31  清•飲冰（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

料（1897-1916）•第一卷》，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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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晚清時期報刊出版業興盛，小說發表與經濟發展、報刊媒體發展息息相關，32

報刊不但成為新式知識分子展現自己的舞臺，加上稿酬機制穩固，拉抬彼時小說作品總

數，甚至出現專職小說創作者，33顯示出此時期的作品與作家對於商業機制運作的熟稔與

依賴遠比傳統作者還要高。加之時局衝擊以及重商思潮的全面性影響，這時期對於商業／

商人／商界主題描寫，已打破傳統書寫商業／商人／商界的小說作品，大多圍繞在神助命

定、家庭中心、因果報應三種結構上的框架，34小說內容不但將商人、商業與整個社會脈

動緊緊相扣，在小說是「今社會之見本」35的創作概念下，彼時作者更在這類題材中，展

露出在商業時代與國家危機之中的價值觀，以及對於商戰議題的討論。 
就現存紀錄觀察，晚清小說中直接以「商界」、「商人」、「商場」作為標題命名或書寫

題材核心者，除了以實業小說為標示的《市聲》之外，多收在社會小說、警世小說或譴責

小說標示下（詳見文後表一及附錄）。這些作品證明晚清社會對於商業活動的關懷，使得

這類題材大量進入小說創作中，至此可知重商與商戰觀念在晚清時期，不單是整體時代氛

圍，在晚清藝文界中，作者們也以不同方式在文學中展現對此議題之關懷。然而在這多數

描述商業題材的作品中，《市聲》是唯一以「實業小說」標示，並針對商戰議題做出深度

思辨的作品，這亦是本文以此作為研究對象之主因。 

三、眾商之聲：《市聲》在徵文活動下所展現的商戰關懷 

（一）徵文活動給予的框架 

在小說是「社會之見本」的情況下，商業題材反覆出現在晚清小說之中，但真正涉及

到「商戰」主題，並走出純社會批判的作品僅《市聲》一作。由於此作並無序跋，且姬文

                                                        
32  楊國明認為，晚清小說的崛起不單是文學內部倡議，更重要的是社會經濟轉型，提供給晚清小說蓬

勃發展之條件。楊國明：《晚清小說與社會經濟轉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5 年），頁 3。 
33  根據鄭集田在書籍中所整理，晚清至民國年間 50 年左右所出版的文學作品數量，相當於現存古典文

學書籍的總和。詳見鄭集田：《中國現代文學出版平臺：晚清民國時期文學出版情況統計與分析

（1902-1949）》（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 年），頁 4。另據陳平原的統計，晚清 1898-1911 年

間所出版的小說數量，遠比此前 250 年所出版的小說還要更多。詳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

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77-78。 
34  謝志遠、楊虹：〈中國古代商界小說創作的三種結構類型〉，《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4 卷第 1 期（2013 年 1 月），頁 127-131。 
35  清•曼殊：〈小說叢話（節錄）〉，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1897-1916）•

第一卷》，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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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無其他可供今人推測《市聲》創作理念的文章留下，因此在作品之外，商務印書館於徵

文活動中所設下的框架，將是觀察《市聲》的切入點之一。 

商務印書館是晚清時期中國最大商業出版機構，36其在徵文、選題以及出書的傾向

上，對於原創選題之要求，有其指標性與前瞻性。汪家熔論及近代出版文化時便認為： 

 
除了低品味的書，哪個門類的第一本書都是商務印書館出的；他的原創性選題數量

之多，一點也不誇張，當時所有出版社加起來也超不過他。37 

 
循此觀察 1905 年以前，晚清文壇上與商業題材相關作品（如表一），可知彼時文壇中，

可歸為自著／述的作品中，僅《胡雪巖外傳》跟《商界第一偉人》明顯以商業為核心主題，

其餘多是講述社會百態時，將商人的活動作為背景描寫，因此筆者欲提出一猜想，商務印

書館的徵文活動，當有創造新題材標示的意圖在。 

表一 1905 年以前晚清小說與商業題材相關作品列表 38 

序號 年代 小說名 作者 標示 39 關聯度 與商業相關內容 初版刊物 

1 1903 
胡雪巖外傳／雪

岩外傳 
大橋式羽（陳蝶

仙） 
近代白話章回小説／白話

長篇小説／歷史人物傳記 
與商業主題密切相關 商人胡雪巖的家庭生

活 東京愛善社 

2 1903 
商界第一偉人

（戈布登軼事） 
佚名／憂患餘生

（連夢青）述 未標 與商業主題密切相關 海外商人傳記 繍像小説 

3 1903 文明小史 南亭亭長（李伯

元） 
新編小說／社會小說／譴

責小說 
社會批判為主，旁及官

商勾結與商人生活 
批判社會現況與官商

勾結之醜惡 繡像小說 

4 
1903-1
905 官場現形記 南亭（李伯元） 章回小說／譴責小說 社會批判為主，旁及官

商勾結與商人生活 
官商勾結、商人與妓

女群體互動 世界繁華報 

5 
1903-1
906 

二十年目睹之怪

現狀 
我佛山人（吳趼

人） 
章回小說／社會小說／譴

責小說 
社會批判為主，旁及官

商勾結與商人生活 官商勾結的醜態 新小說 

6 1905 廿載繁華夢 黃小配 近代章回小說／社會小說

／譴責小說 與商業主題密切相關 廣州海關官員生活及

各種商業活動 
香港時事畫

報 

7 1905 市聲 姬文 實業小說／社會小說 與商業主題密切相關 上海商人群像，工商

業改革與實業發展 繡像小說 

8 1905 苦社會 
佚名／海上漱石

生（孫玉聲）叙 
政治小說／反美華工禁約

小說／章回小說 描寫華工生活為主 廣州豬仔販賣 上海圖書集

成局 

                                                        
36  鄭集田：《中國現代文學出版平臺：晚清民國時期文學出版情況統計與分析（1902-1949）》，頁 105。 
37  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張元濟、陸費逵、王雲五的文化貢獻》（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頁 67。 
38  本表部分參考施曄、徐明所整理的書目為底，並對照樽本照雄《清民初小說目錄》、陳大康《中國近

代小說編年史》交互對照整理增補調整，詳見施曄：〈本土視角與邊緣維度——近代城市商業小說〉，

頁 197-199，徐明：《晚清商業小說研究》，頁 4，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史》（北京：人民文學

出版社，2014 年），頁 569-938。 
39  此處標示以《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上所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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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 1904 年 12 月 6 日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徵文訊息之上，小說項目中徵選了教育小

說、社會小說（以反迷信為主）、歷史小說、實業小說 4 類，徵文活動並不要求繳交完稿，

只要以「章回體或白話或文言，聽人自便先作數回，並用別紙將全書結構及作書宗旨曁全

書約有幾回，先行示及。」40即可，隔年徵文結果公布，姬文獲得小說類第五名並得酬金

三十元。循此可知，《市聲》這一作品的孕生，除了與報刊小說市場成熟有關聯之外，在

獲獎的同時，小說全書架構應已完成，且鋪排之內容必然符合徵文條件中「述現時工商實

在之情事，詳其不能制勝之故，以籌改良之法」41之要求，故能脫穎而出。 

但是，該次徵文活動的競賽名次並無個別計算，總計有 97 位獲獎者，就現有資料觀

之，小說類被選文刊登在《繡像小說》之上的僅有姬文《市聲》以及丁逢甲（1864-1929）

《掃迷帚》。42關於這點，可進一步回到出版社立場思考，下轄於商務印書館的《繡像小

說》，從 1903 年創刊緣起便曾提起小說有醒民、針砭積弊、為國家危險立鑒之作用，也認

為自身刊物具有「藉思開化夫下愚，遑計貽譏於大雅」的教育性，此外更有對作家與讀者

群體的愛國精神訴求： 

 
庚子一役，近事堪稽、愛國君子、倘或引爲同調、暢此宗風、則請以此篇爲之嚆矢，

著者雖爲執鞭，亦忻慕焉！43 

 
這些呼喚無不道出《繡像小說》的立場，並非是基於文學熱愛或是提供作者發表平台，

而是以救國期待與目的為基準的載體，因此《市聲》得獎，還能以實業小說之標示連載於

上，可知這部作品在當時出版方的期待上，屬於擁有「裨國利民」效用的救國之作。 

回到《市聲》本身，小說第一回的開卷詞也呼應上述的推論，開宗明義地宣告作品的

預設讀者群當為知識分子以及紳商群體： 

 
陶、頓今何在？只倕、般員規方矩，千年未改！ 

誰信分功傳妙法，利市看人三倍？但爭逐錐刀無海。 

安得黃金憑點就，向中原淘盡窮愁海？ 

剩紙上，空談詭。 
                                                        
40  清•商務印書館：〈上海商務印書館徵文〉，頁 4。 
41  清•商務印書館：〈上海商務印書館徵文〉，頁 4。 
42  張天星：〈1904 年商務印書館徵文活動小考〉，頁 73-75。 
43  清•商務印書館主人：〈本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

論資料•第一卷》，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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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羊飾彘徒能鬼，又何堪歐商美賈，聯鑣方軌？ 

大地英華銷不盡，歲歲菁茅包匭。有外族，持籌為宰， 

榷稅征緡成底事？化金繒十道輸如水。 
問肉食，能無愧？44 

 
小說寫這詞是「是商界中一位憂時的豪傑填的」45，詞的前半大抵說了中國商務現況，

後半則將中國要面對的貿易入超、稅賦以及政府失能之情況一併指出，已然顯示出作品對

商戰議題之關懷。且「有外族，持籌為宰」，更是聚焦上海開放通商後，各國租界對於中

國土地與權益瓜分，及民族對於亡國危機之憂慮，這內容所論及的議題，顯然不是能引起

下層社會讀者興趣且富含大量娛樂性的題材。 

由此再與商務印書館的徵文訊息、《繡像小說》發刊詞相對，在沒有作者序跋的情況

下，可知《市聲》有三個立場是確定的：一者是作品具有裨國利民之目的，二者則是小說

以觀察中國工商概況，提出改良方針為要，藉此展演對於商戰思維的多層次反思，三者，

小說的受眾群體，當是有一定知識水準的讀者，甚者是紳商群體。由此回推，《市聲》此

作反映出對工商業的期待與做法，實際上反映出的是晚清知識分子及藝文界對於中國工商

業改革的看法，也就是說，關注《市聲》，背後可以剖析的是晚清藝文界對於商戰以及實

業議題之解讀。 

（二）主、支線下的眾商之聲 

《市聲》全文 36 回，小說裡登場人物與發生事件眾多，但大致上可分為三部分，一

者為主線主角群體發展、二者為支線配角群體際遇、末者則是針對工業技術提供相關知識

補充，共同交織出上海商業活動全貌，展現對於商戰議題之關懷。 

《市聲》主線圍繞在鋼鐵廠小老闆范慕蠡身上，小說敘寫范慕蠡與其他商人合夥經商

（第 3 回），認識有志挽救中國商業的豪商李伯正（第 6 回），在對方邀約下入股造廠活動

並學習實業（第 11 回），逐步開拓了自身眼界。後來碰上海外留學歸來的工師劉浩三（第

13 回），被對方才學與見解說服，認同推動教育才能改善中國商業現況，遂投身進入創辦

工藝學堂行列，並與匠人余知化合作（第 32 回）。隨後碰上留學東瀛的楊成甫、杜海槎，

被說動開始準備負販團、工品陳列所的籌備（第 33-35 回），於是幾年過後，范慕蠡等人

經營的工藝學堂為中國的市場帶來正面助益，成為彼時上海商戰外商成功的案例之一。 

                                                        
44  清•姬文：《市聲•第 1 回》，收入《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 年），頁 1。 
45  清•姬文：《市聲•第 1 回》，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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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條主線劇情，實際上是從單一商人之蛻變，講述中國工商業轉型的可行性，作者

藉著范慕蠡在小說中的多種商業策略與困境，對應晚清上海現況，進而思辨「商戰」意義、

策略與方式，最終實現「商戰救國」目的。 
支線部分，小說回到晚清小說敘寫整體社會以及對於現況批判上，只是論述主題仍聚

焦於商業領域中。譬如在小說前 12 回，有不少篇幅寫商人錢伯廉如何從江蘇的鄉村到上

海謀求發展，以及賺取不當利益發跡的經過。當情節聚集在錢伯廉這號人物身上時，讀者

便能隨著這種帶著點小奸小惡的傳統商人，理解商人如何在社會中鑽營牟利及商界中的種

種陋習。 

在第 15 回中，范慕蠡等人要買地擴建學堂，小說寫了土地掮客汪步清在上海的發跡

過程，並藉汪步青將劇情線向外延伸，展演上海攤上靠收糞便起家的糞大與種花致富的花

大，如何從原先的粗人，靠著發財捐官，擠入紳商階層，但卻難掩本身的粗魯無文，以至

於鬧了許多笑話（第 17-20 回）。隨後又在 21-25 回的內容，利用汪步青細寫商人捐官卻

遭詐欺的事件，一舉說出晚清商人群體與官場的互動關係。在 26-30 回則用單子肅、魯仲

魚兩個角色的活動歷程，細寫晚清官員在軍購採辦過程中的種種弊端，以及遭遇到的詐欺

事件，藉此批判社會歪風。 
支線劇情乍看雜亂無章，但實際上作者藉著支線劇情之描繪，反映上海這座商業城市

對於外來人口的吸引、對於新式學堂之追求，以及在面對商業轉型時，傳統商人、新式商

人之間的差異、士商階層的流通以及各種商業現況。相對於主線不斷思辨「商戰」的多種

可能性，支線劇情主要圍繞在現況敘事，亦即是發現問題、批判惡行，但並不嘗試解決問

題。 

除了主、支線之外，小說中刻意安插了三則關於養蠶、製茶、燒玻璃的內容，藉此展

示科技之昌明以及西洋學論之優點，值得注意者，這三則知識性內容，對於晚清社會有獨

特意義，並非是隨機挑選。以絲、茶二者來說，是中國主要外銷品，但在 19 世紀末，因

國際貿易競爭，外銷量逐漸降低，馮桂芬（1809-1874）曾於〈籌國用議〉一文中，針對

晚清一面倒的貿易困境提到：「設使彼有鴉片，我無絲茶，中國早不支矣」46，鄭觀應在

〈商戰〉論述中，更將振興絲、茶這兩個產業，堪稱為商務的「綱目」47，足見此二者的

重要性。 
因此小說針對此二者在書中談起，大有提出建言改良之意圖，如小說第 4 回講述范慕

蠡為了收購繭子前往無錫，在當地遇上養蠶名家孫拙農，小說裡寫：「他養的蠶，沒有一

                                                        
46  清•馮桂芬：〈籌國用議〉，《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一輯第二分冊》（臺北：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年），頁 1089。 
47  清•鄭觀應：〈商戰•上〉，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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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兒病的，做得一個個又厚又好的繭子」48，理論上有好的技術，應當會有好的銷售成果，

可是小說回目上卻寫〈話蠶桑空談新法 查帳目訪悉弊端〉，以「空談」來說，孫拙農的目

的不在獲利，而是「把這個養蠶法子試辦」49，因此面對范慕蠡等人，細細說了養蠶的方

式： 

 
拙農道：「……西洋人是把那蠶身用顯微鏡細細照看，內中有什麼一種微粒，西語

叫做『克伯司格』。這個病，叫做『椒末瘟』，西名「伯撇靈」。……巴斯陡想出一

個法子，候那兩蛾成對時，用小木槅或小竹圈，把它一對對的隔開，編了記號，待

它生下了子，把那蛾一個個的放在乳缽裡磨碎了，拿顯微鏡照看。那個有微粒的，

就棄掉了不用，所以永遠不出毛病，這法叫做『種蠶分方法』。」50 

 
這段書寫實際上用了近千字的篇幅，讓孫拙農娓娓道來他國養蠶方式，此番鋪排，筆

者認為有兩種用處：一者是傳達絲織產業這一中國出口強勢貨品，何以缺乏競爭力，並說

出外國勢力與技術如何強大；二者，則是藉由小說傳達科學新知，完成小說教育目的。但

無論何者，觀察絲料的書寫，小說鋪排技術是薄弱的，全書僅在此回提出，並無其他回內

容相互承接，單純是「空發議論」。但從孫拙農的議論可注意到小說作者對於中國蠶業有

一定程度之認識，1897 年代左右，報刊上便有相關養蠶情況、顯微鏡養蠶法相關報導，51

但直到 1903 年再次提出來「空議論」，倒也能看為小說別出心裁的抱怨。 

比起絲織養蠶業，小說鋪寫茶葉的安排相對仔細，分別在第 5 回跟第 8 回之中都有所

描寫。第 5 回廣東茶商歐戴山找上張老四，希望可以一起創立製茶公司，歐戴山初登場時，

小說費了五百字左右，論說中國茶業現況、茶園經營之法，以及中國茶農缺點，至於機器

製茶法的優點則在第 8 回提出。但這些問題，早在 1898 年間，政府訪查茶葉情形時，便

已提出中國茶葉外銷成績下滑的四大問題：茶質不耐放且茶味淡薄、茶葉中混有雜葉、包

裝不夠穩固以及實品與訂購之樣品不相符。52小說第 8 回中，茶商歐戴山再次登場時，已

開設了茶葉公司並向錢伯廉解說機器製茶的好處： 

                                                        
48  清•姬文：《市聲•第 4 回》，頁 26。 
49  清•姬文：《市聲•第 4 回》，頁 27。 
50  清•姬文：《市聲•第 4 回》，頁 27-28。 
51  在 1882 年時，《萬國公報》已刊載法國利用顯微鏡養蠶之事，詳見清•佚名：〈各國近事：大法國：

養蠶得法〉，《萬國公報》第 707 期（1882 年 9 月），頁 15。1897 年時，《知新報》上也刊載了外國

養蠶學校的訊息，詳見清•佚名：〈京外近事：農事：養蠶學校〉，《知新報》第 20 期（1897 年 5 月），

頁 20。 
52  據光緒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1898 年 9 月 9 日），總稅務司申呈總理衙門，訪察茶葉情形文件中所

載：「具商云，近來中茶之遜前，其說有四：一則其茶自摘取之後，距熏烤之時，曠日已遠，且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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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山道：「……我國的茶葉，都是用手足揉搓的，卷來不能勻淨。我們收了青葉，

曬得棉軟，把來倒入機器，每兩刻時卷得勻淨圓緊，然後用機器烘焙。這機器名為

押皮杜拉符，有抽氣管，叫葉味不散。從前用爐火烘焙，那煙氣都貫入葉裏。如今

用了這機器，安好煙囪，烘焙起來，免了許多弊病。……漢口茶商，歸入我們一氣，

都是這樣辦法，很要多銷出口，這利益是被我們挽回轉來的了。」53 

 
小說中的機器製茶非是憑空杜撰，1863 年便有俄商在福州、漢口一代經營磚茶廠，

並改良中國舊式製茶磚方法，引入蒸氣壓力機製茶，後來也吸引英商加入，大幅提升漢口、

福州茶葉出口銷量。54以機器製茶之法，在晚清時期已出現於市場之上，小說於此處提出，

並將由外商所經手改良的產業，改為由本地茶商經營，是小說對於產業改良的樂觀期許。

由此可知，《市聲》針對製茶產業所提出觀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根據現況觀察之後，重

新雜揉入小說中。不過值得注意之處，歐戴山「想挽回利權」的目標，是小說中少數有把

利益「挽回轉來」，且商戰成功的案例，其做法也是小說中最理想的實業操作方式——透

過學習西方技術，改良傳統製茶產業藉此獲利。 
與絲、茶的外銷不同，玻璃是自西洋流入中國的物品，尤其是在 1870 年清廷免稅之

後，玻璃更成為中國清末民初時期重要的生活用品，在 19 世紀後半，更是中國進入「玻

璃時代」的時間點，有其物質性上的重要意義。55小說在第 13 回中，寫李伯正有意開辦

玻璃廠，找來了西洋玻璃工師，但內容並非是敘寫製造玻璃如何致富，而是單純講述玻璃

工藝技術與歷史發展。小說安排李伯正、范慕蠡、西洋工師以及翻譯 4 人，用一問一答的

方式，針對設計圖上鍋爐器具，逐一解說其功能： 

 
慕蠡道：「玻璃是吹成的麼？」翻譯又合外國人咕咕一陣，然後說是玻璃質料，熔

化過後，便如糖質一般，軟而粘的。他們的吹法是用一支管子，吸取了這鍋裡的料，

把口對著那管盡吹，管端就結一個泡，合電氣燈頭似的，滾在桌面上，再把這泡放

                                                                                                                                                           
炮製，則茶質不能耐久，茶力亦薄，茶味已失；一則裝箱之時，其殘敗之葉，不能撿去，致與茶葉

同有汙染之味，並茶沫太多，又有他項之葉摻雜其內；一則所用之箱，不能堅固，一則照原看之茶

樣訂購，即訂妥，而後來到手之茶，與原式懸殊。是茶葉之遜前如此。」詳見：彭澤益編：《中國近

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289。 
53  清•姬文：《市聲•第 8 回》，頁 61。 
54  原載於美•威廉•烏克斯：《茶葉全書》上冊，頁 165、下冊，頁 54，轉引自彭澤益編：《中國近代

手工業史資料•第二卷》，頁 286 
55  曹南屏：〈玻璃與清末民初的日常生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6 期（2012 年 6 月），

頁 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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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內，就成了瓶杯各種器具。如今有人得了甚麼新法，可以不用口吹？這舊法是

都要口吹的。慕蠡這才恍然大悟。56 

 
小說讓范慕蠡代提讀者提問，娓娓道來技法精妙之處，並刻意指出「你們中國出砂的

地方很有，這玻璃的料子，不消採自外洋，只制法須我們指點罷了。」57，暗示中國本身

既有的能力。這內容實際上在《北華捷報》中可以找到相關紀錄，據報載資料，1883 年 4

月 4 日上海已有外商設置玻璃製造廠，同年 5 月 25 日，該玻璃製造廠設置化學實驗室，

挑戰使用中國原料燒製玻璃，8 月 1 日（資料見報日期為 1883 年 12 月 19 日）該公司開

始製造玻璃，除了機器來自倫敦之外，更聘來化驗師與玻璃吹匠教導中國工人吹玻璃技

術。58至此可知《市聲》對於中國工商產業之發展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小說將《北華捷報》

上的外文新聞資訊，置換改寫入小說之中，除了再次提供新知給讀者之外，也彰顯出中國

產業進步的可能性，與發展實業的能力。 

統合來看，《市聲》一作藉著主線事件推進、支線人物的際遇，忽而插入科技新知、

忽而藉小說人物之口講述商戰方法以及推動實業的重要，挾敘挾議完成了「實業小說」任

務，展示出《市聲》在徵文活動下繞扣著「述現時工商實在之情事，詳其不能制勝之故，

以籌改良之法」的商戰關懷，同時又把各色人物的生命際遇參入其中，收納了眾商之聲於

一作之中，在反映上海工商業情況之餘，亦將彼時商人生活的縮影保留於筆墨之間。 

四、典範組合建構：商戰關鍵人物與四民結構變化 

《市聲》對於商戰救國此主題的求索與討論十分詳備，不單在理念推展上能與時事相

扣合，更提供具體人物形象與工商業發展解說作為指引，亦即在小說中建構出足堪效仿的

人物為典範。《市聲》在典範建構時注意到晚清工商業活動生態的幾個特點，首先是四民

階層地位變化，這可於 1907 年的議論來理解： 

 
近十年來，有所謂新名詞商界云云者，百駕於農、十駕於工、五駕於士，且一駕官

而上之矣。上而立商部、下而設商會，有能爲商人盡力者，其在政府，常欿然以爲

                                                        
56  清•姬文：《市聲•第 13 回》，頁 100。 
57  清•姬文：《市聲•第 13 回》，頁 100。 
58  原載於《北華捷報》卷 30，頁 363、574、卷 31，頁 703，轉引自孫毓堂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

第 1 輯•1840-1895（上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56 年），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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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商人亦軒軒然以商界自雄也，誰不曰中國商業，庶幾有望乎其有望也。59 

 
從此回推，約於 1897 年左右，商人階層對於自身價值之認同已大幅度提升，甚至進

一步成為大眾寄託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姬文在處理商人階層一躍成為四民之首時，並未

忘卻作品主軸要收納於商戰旗幟下，得不斷思索晚清工商業發展的可能性。因此作者在深

入理解工商產業運作後，意識到商戰的英雄典範無法由單一角色完成，而是要透過職能分

工、團隊合作才有辦法達到目標。為此，小說挑選出了三種人物類型——具有足夠資本的

出資者：商人、具有專業技術或是目光遠大的執行者：留學歸國的工師、工藝技術精湛的

落實者：匠人，小說藉著展示出這幾類人合作後的成果，建構出合作的完美藍圖。 
以出資者商人這類角色觀之，《市聲》中顯著屬於正面優良商人者，有李伯正、范慕

蠡，這兩個角色一改商人因貪財而罔顧道義的形象，積極投身於公眾事務之中。以李伯正

為例，初登場於第 6 回，該回回目以「豪商出世」60來形容。李伯正登場後第一起事件，

便是利用高於市價五兩的金額收購蠶繭，維護上海絲市，因此解決了錢伯廉、范慕蠡等人

在販售蠶繭上，因為延誤採購期而面臨到價格大跌的危機。但這樣「豪商」、「豪舉」61的

行為，背後理由竟是：「我這吃本國人的虧，卻教本國人不吃外國人的虧，我就不算吃虧

了」62，李伯正犧牲自身利益，展現出自身對於「公眾利益」的重視，這行為雖違背了商

人以獲利為主要目的之核心，但小說刻意地將傳統商人所談「一行一店，或個人的利益」

63改換為「各行各店，一國的利益」64無疑是將商人追求私利的行為，轉為大眾公義與公

利，將原為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提升到與心懷天下的士階層相同。除了行為以追求公義

為目標之外，李伯正的出身也具有濃厚文人氣息： 

 
原來他是鹽商的兒子，從前請過極高明的先生，上過六七年學，他天資又很聰明，

早已通透的了。一出應考，便中了第一名商籍秀才。後來只為專心商務，不去鄉試，

他喜的是看那新翻譯出的書，裝得滿肚皮的新名詞。65 

 

                                                        
59  清•季：〈論中國商業之前途〉，《申報》第 12178 號（1907 年 3 月 19 日），頁 2。 
60  清•姬文：《市聲•第 6 回》，頁 40。 
61  清•姬文：《市聲•第 6 回》，頁 40。 
62  清•姬文：《市聲•第 6 回》，頁 44。 
63  清•姬文：《市聲•第 36 回》，頁 262。 
64  清•姬文：《市聲•第 36 回》，頁 262。 
65  清•姬文：《市聲•第 6 回》，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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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儒從商又喜好新學，奠定李伯正「商紳」的位置，也同時串接了士人與商人兩種階

層的價值觀。若說李伯正從出身、學養、性格都是天生的商人典範的話，那麼於第 3 回登

場的范慕蠡，當屬於後天可塑成之典範。 
范慕蠡出身無錫、是華發鐵廠的小老闆，書裡只稱他「素性是伉爽的」66，並未有其

他家學描繪。在內容發展上，范慕蠡一開始便攬下收繭子的工作，只是初登場的他並未改

去富家子習氣，在第 5-6 回發展中，先因為貪戀溫柔鄉，錯失船期與商機，甚至對於精良

的養蠶技術不屑一顧，乍看與普通商人無二。但在第 13 回中，初次見識到外國人製作玻

璃工藝的反應是：「他們外國人，何以那般精明，能創出無數法子；我們連造玻璃的法子

都不知道，定要請教他們呢？」67范慕蠡是位只要親眼見識到差距之後，便會激起好奇心

與求知慾的人物，當他遇上不得志的工師劉浩三時，立刻為對方的學養知識所折服。 

小說藉著一問一答的方式（第 15 回），讓范慕蠡理解中國無法崛起之因，以及該如何

改進之法，隨後他便信任專業指引，展開一連串開辦學堂的舉措，逐漸改變自身習性： 

 
原來慕蠡本是富家公子，平時嫖賭吃喝，沒一件歹事不幹的；這時遇著幾位有學問

有思想的人，談的都是正大話，漸漸把他舊習慣暗中移換了，專意研究實業。只是

素性起得甚晚，浩三勸他起早，吸受新鮮空氣，於衛生上極相宜的，慕蠡就學起早，

天天限定七下鐘起身。68 

 
因為接觸實業、接觸了有學問思想的人，富家公子搖身一變成為位被期待「將來中國

的實業，在他一人身上發達」69的商人，與李伯正這位典範相比較，范慕蠡代表了逐步蛻

變，最後改變成功的典範。小說同時提供了兩種協助中國蛻變的商界偉人典範，一位是天

生優秀的商紳，另一位則是自身學養條件不足，但願意信任專業的普通商人，無論何者，

都是本身家底雄厚且願意為了大眾利益付出心力與資源的人物。 

小說讓商人來擔任推動者，這追求大眾利益的敘寫，實際上是承繼了商人在傳統中於

公領域的作用性，余英時曾指出： 

 
由於商業在中國社會上的比重日益增加，有才智的人便漸漸被商業界吸引了過去。

又由於商人擁有財富，許多有關社會公益的事業也逐步從士大夫的手中轉移到商人

                                                        
66  清•姬文：《市聲•第 4 回》，頁 23。 
67  清•姬文：《市聲•第 13 回》，頁 101。 
68  清•姬文：《市聲•第 34 回》，頁 243。 
69  清•姬文：《市聲•第 36 回》，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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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上。70 

 
自明清時期起，造橋鋪路、民間賑災、地方團練……等公領域，長久以來便依賴著紳

商協助。時至晚清，這些紳商群體也大幅度在市政、禁菸、疏運以及城市防災上活躍。71

亦有多位結合了儒家理念的商人，如鄭觀應、張謇（1853-1926）、經元善（1840-1903）、

穆藕初（1876-1943）等人，他們不但抱持著「救國理念」，將儒家以及士階層的理念投注

於商業之中，72同時也是晚清重商風氣之下，商辦企業的支持者、執行者，只是在論及商

人活動的晚清小說中，較少見到這類紳商活動痕跡。因此《市聲》一書特別樹立了兩種豪

商義舉作為優良的指標典範，意圖於讓更多商界中的「憂時豪傑」，在讀了此作之後，能

夠理解務實的改良之法應從何而起，進而願意「有志做個商界偉人」，共同讓中國商業改

革進步。 

但回到職能分配之上，無論是李伯正或是范慕蠡，他們最重要的功能是出資，這類人

物之所以能成為典範要角，核心原因之一在於晚清中國面臨到的是嚴苛的金融財政考驗，

因此握有大量財富資源的商人群體，得以成為時代主角，再者則是官督商辦成效不佳，但

民營企業的成績卻顯著成長，73因此有能力可以興辦企業的商人被期待成為推動產業的改

變者。 

第二類典範角色，則是以學為用的執行者，《市聲》比之同期談到商業的小說作品，

更加在意工藝技術發展，且對於「留學歸國」人才情有獨鍾。這其實也是晚清時期上海這

座城市的風景之一，自 1871 年起，清廷陸續派出幾批官派留學生，這些留學生主要肩負

了海外文化與知識的傳遞任務，將科技新知引入中國，而這類留學生群體，歸國後更是大

量聚集於上海。74 
綜觀小說全部發展，主要提供實業指引方向與辦學方法的人物，均為留學人才，譬如

海外學成歸國的工師劉浩三與留學日本的楊成甫、杜海槎都是如此。在第 13 回登場的劉

浩三本為秀才出身，留洋工業學校 3 年，習得一身機械製造的知識與理念。這類人才對於

希求工業改良的中國，應當是不可多得。但小說裡劉浩三歸國後先到北京、再去南京，雖

然理念受人欣賞，但在官場上四處碰壁（第 13 回），甚至窮困到被客棧主人驅逐（第 14
                                                        
70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社，2013 年），頁 98。 
71  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頁 225-249。 
72  馬敏：《商人精神的嬗變——近代中國商人觀念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24-335。 
73  陳李順妍以張騫大生紗廠的成功為例，指出：「張騫成功的事例在當時很明白的昭示國人，興辦企業

可以改善國民生活，改進社會觀念，使國家得到富強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另方面亦證明了商辦企

業勝於官督商辦的老辦法。」詳見陳李順妍：〈晚清的重商主義〉，頁 218。 
74  鄭大情：《廣州與上海：近代小說中的商業都會》，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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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最後落魄歸鄉。對於留學出洋的人而言，回國之後除了實現理想，也需要兼顧現實

面溫飽，因此劉浩三這個角色回應了中國早在洋務運動時期，便派有留學生出國學習，何

以至今成效不彰的問題，也說出晚清歸國留學生經常遇上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困境，甚者是

歸國之後在環境的影響之下逐漸腐化之窘境。75同時，劉浩三的際遇也是小說「詳其不能

致勝之故」的展現，指出官場風氣未能跟上整個產業更新運作，才會發生空有人才卻無舞

臺的情況。 

在《市聲》全書中，與劉浩三相同屬於留學生的角色還有第 33 回登場的楊成甫以及

第 35 回的杜海槎。但楊成甫在小說中主要的作用在於提出對於實業之看法，並未實際加

入范慕蠡的團隊中，反倒是杜海槎，其本質與劉浩三極為相似，小說裡范慕蠡與楊成甫決

定要成立負販團，需要可以協助管理的人才，便在汪步青牽線下，由杜海槎接手負販團的

工作（第 35 回）。小說寫這杜海槎是一位「曾經到過東洋，學過三年工藝」、「極想做個有

名譽的人」76，出身更是「牖智學堂卒過業的」，小說在這個人物之上，刻意說他「慨然

有興工藝的思想，只是苦無資本」77。筆者認為，此人物在小說範圍裡當是劉浩三這類歸

國卻不得志的類型之延伸，這類角色反覆指出有理念的人，因為缺乏舞臺而無法施展手

腳，相對於商人典範空有資本，卻無正確執行之方針，恰好是兩個極端。這兩個極端的際

遇，正說出中國工商無法振興之因，在於學養能力無法全面落實、技術與資本未能準確對

接，同時也指出留洋工師返國後，若無法投身進入朝廷之中，亦可以與商人群體合作，轉

去推動教育，協助解決當前產業轉型困境。 

除了有資本的商人以及有知識的工師之外，小說全書也塑造出不少掌握實體技藝的匠

人／專業技術者，譬如魯大巧、孫拙農、花大……等人均是，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有能力

自製器械的余知化。小說裡說他是一位「上海鄉下人，務農為業」，只是因為「喜留意這

工藝上面的事情，略能製造罷了」78，從這些敘述來看，可以曉得他既非資本雄厚的富翁，

也非飽讀詩書之秀才，或是出洋留學歸國的菁英階層，可是他卻能看懂西洋算學，這意味

著余知化雖非是傳統價值中的成功文人典範，但藉著學習反倒成為商戰之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人物。 

譬如在第 32 回，余知化替兒子報名工藝學堂，劉浩三知道余知化有自造機械的能力

後，積極邀請對方加入教學行列，甚至要求「你把造成的割麥機器合耙車，賣給我們學堂，

                                                        
75  鄭大情：《廣州與上海：近代小說中的商業都會》，頁 166-168。 
76  清•姬文：《市聲•第 35 回》，頁 251。 
77  清•姬文：《市聲•第 35 回》，頁 252。 
78  清•姬文：《市聲•第 36 回》，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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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陳列品，當我們這裡的試驗機器的教員不好麼？」79而范慕蠡，更是稱余知化是「有

學問的人」80。 

在 36 回中，余知化接受了劉浩三跟范慕蠡的建議，加入了工業學堂開課與學習行列，

且在余知化及其兒子一起加入後，也得到了亮眼成效。該回回目使用的〈提倡實業偏屬鄉

愚 造就工人終歸學業〉這裡所說的鄉愚便是余知化，余知化這個典範代表了具有工藝能

力，但不屬於知識分子階層的群體。小說寫這樣的人物，若能與商人以及有專業學養的工

師合作，便能有推動實業之力量，甚至說這樣的人物才是推動實業發展之關鍵。 

小說形塑出這一屬於大眾階層之典範，本文認為這樣的人物除了具有號召力之外，更

能藉著這類人物與商人、知識分子的互動，向讀者傳遞只要透過培養，原屬於「鄉愚」的

工人，亦可有優秀之表現，因此有意推動商業改革的商人與知識分子，萬不可輕忽這類匠

人所具有的能力。除此之外，觀察 1905 年以前的晚清小說作品，《市聲》確實是第一個重

視工人群體的書寫，也無怪鄭大情的研究中，稱《市聲》的特色之一便是讓工人階層首度

登上小說的舞臺。81 
整合來看，《市聲》小說所樹立出典範，分別是擁有資本的商人，其責任在於提供商

戰與推動實業行為時的資金；再者則是具有知識力量的工師，提供知識教育技能之傳承，

並立下正確的執行方向；末者則是喜歡工藝的匠人，他們是具有把技術實際落實的群體。

這些典範的樹立，若對讀回文前所提到的小說讀者群，以及實業小說的徵文目標，可曉得

作品試圖利用這些典範，號召具有相對應能力的群體響應商戰活動。 

五、反思商戰：《市聲》對「商戰救國」思維的回應 

《市聲》一作於開篇論及商戰，也圍繞著「詳其不能制勝之故，以籌改良之法」的要

求來回應晚清對面國際商業局勢之困境。小說經由「理解原因」、「提出策略」、「勾勒願景」

等步驟，回返往復地向讀者舉出各種解決之法，而後再逐一否決，於是在舉例與否定的過

程中，最後解答逐漸被辨明。 

在小說辨明與否定的過程中，作者亦在對彼時盛行的商戰之說進行反思，小說並非單

純地把救國希望投射於商業發展與商人群體上，反倒是不斷在傳統價值、商業現況之中來

                                                        
79  清•姬文：《市聲•第 32 回》，頁 228-229。 
80  清•姬文：《市聲•第 32 回》，頁 228-229。 
81  鄭大情：《廣州與上海：近代小說中的商業都會》，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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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穿梭，同時針對 19 世紀至小說出版期間推出的時若干政策方針提出看法與關懷，最後

才在小說末回以「自此中國人也知道實業上的好處，個個學做」、「工商兩途，大受影響，

外國來貨，幾至滯銷，都震驚得了不得」82這般中國實業發達的願景，給出「學習知識、

提倡實業」這商戰之法的最終解答。 

以《市聲》前十回觀察，小說利用不同層級商人的經商際遇說明商戰本質，並探討實

業跟傳統買賣生意之差異。譬如第 1 回，小說寫一位「世代經商為業，家道素封」83的商

人華達泉，眼見國事傾頹，便「算計著要合洋商爭勝負」，於是「挾了重資，乘輪北溯」

進入上海租界中開設公司。但沒想到用人不當、經商失敗，最後「把百萬家私，折去了九

十多萬，所存五六萬銀子，想留著做個養命之源，不敢再談商務了。」84小說用這位商人

經商失敗的案例，展示出多數商人最對商戰的錯誤認知：以為只要有雄厚資本便具有商戰

本錢。因此小說藉魯大巧在上海的經歷，向華達泉轉達工人藉由學習可以製造出精巧商

品，這些精巧商品才是獲利主因，最末讓這位失意豪商下了此番結論： 

 
達泉道：「怪道我聽人說，報上載的，我們京城裏開了什麼工藝局，還有什麼實業

學堂，只怕我們經商的，也要學學才是。我一些不知道這蹊徑，難怪折閱偌大本錢。

我回家去，倒要拼幾位財東，開個商務學堂才是。」85 

 
從華達泉這段發言對比經商失利的際遇，小說第一回已簡明回覆「詳其不能制勝之

故，以籌改良之法」這問題，不能致勝在於商人們誤解了商戰的本質，只想憑藉著資本與

誠信來與洋商爭鬥，卻不知道真正的改良之法在於重視工業、學習實業。作者所提出的這

理念，早在 1898 年《湘報》上便出現相關的論述，如〈兵戰不如商戰，商戰不如學戰論〉

一文中便提到： 

 
中國自同光以來，言自強者，曰兵法、曰塞漏巵。言兵法則聘洋弁、購器械，事事

皆仰給外人。言商政於茶葉，則有美國之照會，而銷路將絕。於蠶業，擇友康發達

之條陳，而蠶種將絕。於稅務，則試辦多年，仍須聘用西士，數十年派學生、立學

堂、設譯局，籌所以謀自強，敵外人者，曰兵也、曰商也，而國家曾不收一草一之

效者，何也？一言以蔽之，曰不學之故也。86 
                                                        
82  清•姬文：《市聲•第 36 回》，頁 266。 
83  清•姬文：《市聲•第 1 回》，頁 1。 
84  清•姬文：《市聲•第 1 回》，頁 1。 
85  清•姬文：《市聲•第 1 回》，頁 2。 
86  清•曹球典：〈兵戰不如商戰，商戰不如學戰論〉，《湘報》第 165 號（1898 年月不詳），頁 65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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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一切未能有成效的原因在於學習不足，早已得出解答的作者，在小說最初藉

著華達泉的際遇揭示一切走向，但在情節鋪排之上，仍選擇回到基礎面，從傳統商人錢伯

廉的際遇開始講述傳統「生意」與商戰「實業」之間的不同。 

錢伯廉出身蘇州，在第 3 回初次登場，他第一份工作是去嘉定收購棉花，小說不寫商

人收購物品的辛勞或是旅途經歷，只說錢伯廉在過程中如何排除異己，並且累積個人財

富。後來又接上第二樁差事，便是與范慕蠡等人合股採購蠶繭，走筆至此，小說營造出傳

統商人的買賣生態，如文中錢伯廉與范慕蠡商討收繭時的說法，便相當清晰地說明傳統商

人的生態樣貌： 

 
伯廉道：「這收繭子，第一要趕早，如今收的人多了，遲一會，價錢就要漲起來，

將來賣不到本，定然折閱；再者我們究竟初次做這買賣，不好放出手段。據我的意

見，還是盡三萬銀子小做做吧。」 

慕蠡道：「三萬銀子幹得出什麼事業？家君說得好，要做買賣，總須拚得出本錢。

他做的事，沒有三萬五萬的，至少也要十萬八萬，他又道：『做買賣不好怕折本，

這次不得意，下次再來，總有翻身的日子，要是膽寒，定然折閱。』他們老做買賣

的，都是這般說。……」87 

 
從錢伯廉的說法來看，採購買賣的要訣在於時機，抓準時機後便可買低賣高從中賺取

利潤；范慕蠡對於買賣之認知，先是認為本錢一定要足，再引用家族「這次不得意，下次

再來，總有翻身的日子」之經驗，彰顯出傳統商人在做買賣時，所在意的時機、收益、本

金以及機運，而這一切行為的最終目的便是達到「獲利翻身」，也正是「生意」本質——

累積個人財富。 

但這與晚清求富之後要「救國」的目標卻大不相同，因此小說在錢伯廉不斷獲利，資

本豐收到足以自行開業之後，再讓另一位只求富、求利、求生意發財的王小興登場。王小

興是錢伯廉的內弟，憑藉著家族關係到上海幫錢伯廉打理生意，小說藉著他與人爭執時的

自我辯白，進一步勾勒《市聲》所說的「生意」面貌： 

 
我去年替他賺到一萬，今年又賺了六千多，你來做做看，有這個本事沒有？大滑頭

小滑頭，我都共得來，我自有本事，叫他滑不出我手心底去！像你這樣，只好在櫃

                                                        
87  清•姬文：《市聲•第 3 回》，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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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裏秤二兩香片，一兩紅眉，那裡配得上說做生意！那做生意，是原要四海的，怕

折本那裡能夠賺錢？88 

 
王小興的「生意」不外是帳目、營利與人週旋等，而他的「本事」則是讓大小滑頭滑

不出他的手心底，一切以賺取利潤為主。在這些平凡商人眼中，生意新舊改變的只有態度、

手法跟場合，本質上不脫「買賣」二字，也就是說，小說利用錢伯廉跟王小興的際遇與態

度，向讀者展示常見商人心態。但傳統商人並無法正面回應小說對於商戰與實業的期待，

於是王小興最後捲款潛逃至香港，而錢伯廉這樁看似不差的「生意」也無疾而終（第 11

回），這情節安排正暗示了傳統買賣無法在此多變的時局中長治久安。 
在這起案例中，錢伯廉代表的是一個傳統的、以營利為主要目標的商人，然而在這個

時代中，傳統買賣／生意無法長久經營，收場後他想到的新方向便是實業，遂找上正在辦

廠的李伯正，將觸手伸入「李伯正辦的機器織綢南北兩廠，正要開張，還是去找他，比這

茶棧的買賣活動些」89的行業中，這也是小說為產業改變，指出一個可行的方向，藉此強

化產業與經商變革之重要。 

以小說前 12 回的內容變化來看，在第 1-2 回的內容裡概說上海市況，第 3-10 回的內

容中，鋪墊出傳統商人錢伯廉如何藉著買賣獲利，從中穿插傳統經商的方法，對比經營實

業才能在這多變世道中求生存的反差。這裡值得注意的有幾件事，作為實業典範李伯正在

第 6 回登場，錢伯廉的生意問題則從第 7-8 回的假藥與合約作廢事件開始，隨後在第 11

回寫到王小興倒帳，讓錢伯廉的買賣畫上句點，進入推動實業發展的過程，小說正是利用

「傳統經商」來寫買賣的落敗，再由講述創辦實業好處的內容串接，完成小說中的商業轉

型。 
但在行文的鋪排上，則是到了第 36 回，小說才更明確地對比「生意」與「實業」的

差異，首先是藉著擁有農民跟匠人身分的余知化之口說出：「中國人雖說商務精明，只能

賺取巧的錢，實業上競爭不過人家，終歸失敗的。」90指出中國傳統的經商方式無能應付

市場的變化，這呼應整體時代氛圍，也就是小說意識到中國與列強在技術層面的差距，因

此利用傳統商人生意失敗，指出實業救國之寄望，並將挽回權益、使洋貨滯銷的期待，投

注在轉型之上，提出「惟有研究實業，制出各種新式器物，人人愛買，個個爭收，拿穩賺

錢」91才是長久之道的想法。 

                                                        
88  清•姬文：《市聲•第 10 回》，頁 81-82。 
89  清•姬文：《市聲•第 11 回》，頁 87。 
90  清•姬文：《市聲•第 36 回》，頁 262。 
91  清•姬文：《市聲•第 36 回》，頁 263-264。 



國文學報第七十二期 

 

- 206 - 

循此看來，小說在回應商戰的第一步驟，乃是藉由商人的失敗經驗，逐步解開一般商

人對於商戰誤解，並以成敗相對，導出推動實業才是商戰成功的方法，且此法並不與商人

追求利潤的目的有所衝突。 
接著第二步，小說指出「學習」的重要性。譬如在小說第 12 回中，寫商人李伯正投

入資本要建廠興實業，可是在空有資本、熱情和正確目標，卻沒有專業學養情況下所建造

出來的廠房，竟讓前去接手的錢伯廉發出：「不知從前這圖，是誰畫的，有些外行；及至

造成，晚生才看得出他種種弊病。」92的感嘆。細看造廠出弊端這件事，背後指出的便是

學習困境，因此小說在第 12 回先讓李伯正的廠房設計出問題，隨後在第 15 回，安排劉浩

三與范慕蠡合作，從對話中導出提倡實業之前，辦學堂的必要性以及方法。 
在小說中，劉浩三心懷救國大志，對於中國振興工業一事，主張「凡事都要在源頭上

做起」，極力說服范慕蠡出資開設工藝學堂，更勾勒出「不到十年，工人有了學問，那學

成專門的，便能悟出新法；那學成普通的，也能得心應手，湊攏來辦事，自然工業發達。」

93的美好願景。其實透過藉由開設工藝學堂來學習西方技術與知識的措施，在彼時是屬於

全國性的教育風潮，其中又以上海的新式學堂數量名列全中國前茅，且教學內容多元。94

但其中值得留心處，在於作者基於現況的發展，進一步作了反思與考量，小說藉著范慕蠡

之口，對晚清的工藝學堂提出「為什麼總沒效驗，造就不出什麼人才？」95的質疑，隨後

再讓劉浩三直指出問題的核心，認為中國的工藝學堂只重視知識理論性質的算學、理化、

繪圖等，缺乏實驗，因此進一步提出學堂必須與工廠合一的理念： 

 
浩三道：「……所以學工藝必然要在廠裡，離了工廠，開不成學堂；不開學堂，又

不能改良廠務。工人懂得學問，自然藝事益精，製造品愈出愈奇，才好合歐洲強國

商戰。」96 

 
由上文可知，小說並非單純地要求興學，而是基於現有學堂之不足，指出肇因於實驗

技術上的缺乏，才導致「總沒效驗」，並進一步提出產學需要結合的理念，修正時下現況。 

行文至此，可知《市聲》的理念引導是先提出實業與生意之別，轉而指出工業的重要

性，然後再從做生意、興實業卻不小心出問題的案例，推導出最重要的核心：學習，也就

是商戰要成功的方法是興實業，但推動實業的本質當屬於學戰的理念。小說最末回，亦藉

                                                        
92  清•姬文：《市聲•第 12 回》，頁 93。 
93  清•姬文：《市聲•第 15 回》，頁 114。 
94  鄭大情：《廣州與上海：近代小說中的商業都會》，頁 79。 
95  清•姬文：《市聲•第 15 回》，頁 114。 
96  清•姬文：《市聲•第 15 回》，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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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知化說出相關癥結來做總結：「工藝上的事，全靠會翻新花樣。李先生別的做法，都精

明，只這翻新上鬥不過外國人，因此貨色滯銷，本利上都吃了大虧。」97從錢伯廉的失敗

到李伯正的吃虧，無不意味著在新的時代中，舊有商業型態無能肩負起國家富強的責任，

因而從學生意走向了興實業的道路，但興實業若只停留在開設工廠，而無法在技術本質上

「翻新」，即便資本雄厚或是精明萬分的商人，亦無能完成整體的產業轉換。這種看似前

後矛盾的起落安排，乃是小說希望從中指出「學習」的重要性，也呼應第一回華達泉返鄉

是因為「未學」而失敗的原因，當然，這理由也是在回應徵文主題的「詳其不能致勝之故」。 

六、結論 

「商戰」此一概念對於晚清時局有其特殊的時代意義，包含了鴉片戰爭後，中國對於

抵抗外來侵略的積極作為，因而與「救國」理念產生緊密結合。當這個概念落實於小說上，

該主題書寫所開拓之面向也與過往「商賈」題材僅是社會環節的展現有極大不同。在此風

氣下，商務印書館率先定義了實業小說意涵，並以徵文活動為號召，冀望推出由中國本土

作家所撰寫，合於國情的實業小說。 

循此回到本文的命題中，《市聲》大抵是基於對現實商業活動的觀察、彼時各類報刊、

書籍資訊之彙整，並在「觀察－舉例－否定－建言－舉例」的思辨迴圈中不斷修正晚清政

府的商業政策以及大眾對於商戰概念之誤解，進而在細節處展露自身對於時代商業脈動的

關懷與期許，也正是這一點，使其能在徵文活動之中脫穎而出。小說別出心裁之處，在於

作者塑造出了多種的人物典範，並明確地指出實業操作的方向，意圖使讀者可以效仿小說

人物，或是依照書中內容所作，書中更夾敘夾議地穿插了科技新知以及政策論說，用以滿

足小說的教育意義。 

由此觀之，《市聲》這部作品，不單純是買辦商人生活的側寫與社會黑暗的批判，而

是藉由諸多案例成敗的安排，試圖在眾聲喧嘩的時局中，為「商戰救國」的議題凝聚出解

答以及期待。但是，作為開創性題材的先聲，《市聲》在內容上仍然有不可迴避的缺點，

如文前所提到，小說中有許多關於時弊與商戰的建言，都是藉著角色之口來大發議論，但

在情節之上卻無法有更深入的書寫，也正是如此，使范伯群認為《市聲》在商戰議題之上

僅能做出「概念性」的敘說，甚至認為姬文對於商戰的理解並不深入。98但筆者認為，這

                                                        
97  清•姬文：《市聲•第 36 回》，頁 262。 
98  范伯群：〈從《市聲》看晚清與帝國主義的「商戰」〉，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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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不深入以及概念性，如果放置於整個晚清小說中來觀察，這現象所回應的正是阿英的

推測：「大概是由於智識階級和商人不大接近。」99所造成，但也因為這層距離，《市聲》

所展現出的可能是晚清藝文界對於商戰議題最努力、最深刻的嘗試。 
無論如何，《市聲》作為實業小說的先聲，雖無能造就後繼創作風潮，但在小說問世

之後、清朝帝制結束之前，卻開始大量出現了與商人活動、商業詐欺以及各種金融題材的

小說作品（詳見附錄）。因此，若從文學史題材發展上來觀察，《市聲》的價值在於它對新

題材的嘗試、拓展並且實現了商業題材的多種可能性，這部作品值得獲得學界更多的關

注，即便它可能是個「敗績」100，但它仍是晚清藝文界首度在商戰與實業題材上的嘗試與

代表，因此它所創造的價值不單屬於姬文個人，而是彼時整個藝文界的試驗成果。 

 

 

 

 

 

 

 

 

 

 

 

 

 

 

 

 

                                                        
99  阿英：《晚清小說史》，頁 84。 
100  范伯群：〈從《市聲》看晚清與帝國主義的「商戰」〉，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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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05 年後與商業題材相關作品列表 101 

序號 年代 小說名 作者 標示 102 關聯度 與商業相關內容 

1 1906-1910 九尾龜 漱六山房（張春帆） 

章回小說／

狎邪小說／

醒世小說 

妓院生活為主，旁及商人群

體 
商人與妓女互動 

2 1907 商界鬼蜮記 
新中國之廢物（陳

景韓） 
社會小說 與商業主題密切相關 

商人販售假藥、商業詐欺事

件 

3 1907 發財秘訣／黃奴外史 吳趼人 

近代章回小

說／社會小

說 

與商業主題密切相關 批判買辦階層 

4 1907 黃金世界 碧荷館主人 

政治小說／

章回小說／

社會小說 

描寫華工生活為主 華工生活史、商人惡行 

5 1907 淒風苦雨錄＊ 廢物（陳景韓） 
章回小說／

社會小說 
描寫華工生活為主 廣州、香港豬仔交易 

6 1907 孽報緣／孽緣錄＊ 西湖情俠 歴史小説 可能有關，但未取得文本 
上海市面商業活動，娛樂業

興旺 

7 1907-1908 劫餘灰 我佛山人（吳趼人） 

苦情小說／

寫情小說／

章回小說 

描寫華工生活為主 廣州、香港豬仔交易 

8 1908 紳董現形記 白蓮室主人 社會小說 與商業主題密切相關 批判紳商惡行惡狀 

9 1908-1909 繪圖工界偉人 蒼園 社會小說 與商業主題密切相關 
工界人物力爭上游辦學助

人 

10 1909 
近十年之怪現狀／最近社

会齷齪史 
我佛山人（吳趼人） 

章回小說／

社會小說 

社會批判為主，旁及官商勾

結與商人生活 

上海商界、中國官商勾結的

醜態 

11 1909 黑籍冤魂 彭養鷗 醒世小說 
社會批判為主，旁及官商勾

結與商人生活 

講述鴉片毒害、商業百態以

及官商勾結的醜態 

12 1909 新七俠五義＊ 治逸 社會小說 描寫華工生活為主 廣州、香港豬仔交易 

13 1909 七載繁華夢＊ 蘇大闊（梁紀佩） 
章回小說／

蘇大闊新小説 
可能有關，但未取得文本 

洋行、商行、博弈公司的投

機行為, 

14 1910 新上海 陸士鄂 
章回小說／

社會小說 
與商業主題密切相關 

上海的商業、金融活動及各

種陷阱 

15 1910 
最近社會秘密史／最近上

海秘密史／四凶之惡史 
陸士鄂 

章回小說／

社會小說 
與商業主題密切相關 

上海商業活動中的各種騙

局 

16 1910 商界偉人列傳 九華山人 未標 與商業主題密切相關 羅列人事物事蹟 

17 1910 六路財神／鬼世界 陸士鄂 
章回小說／

社會小說 
與商業主題密切相關 商人生活與商業黑幕 

18 1910 商場蠹＊ 化民 社會小說 可能有關，但未取得文本 不明 

19 1911 商界現形記 雲間天贅生 
章回小說／

社會小說 
與商業主題密切相關 商業騙術、商人的妓院生活 

 

                                                        
101 本表中標註「＊」者，則為筆者未取得小說內文，僅列表於此，不列入討論。 
102 此處的分類以《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上所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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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December 6, 1904, the Commercial Press publicly solicited industrial novels that 
“described the status quo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discussed the current dilemmas faced by 

businesses, delved into their failures, and sought feasible solutions”. The story Shi Sheng, 

written by Ji Wen and first serialized in 1905, stood out i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became the first industrial novel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Pioneer of Industrial Novels: Shi Sheng’s Rectification of and Reflection on ‘Saving 

the Nation by Boosting Busines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its title, this article offers insight 
into the special themes of the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literary commun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Ji Wen’s work shows the response and reflection of the literary and art community on the 

pressing reform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summarizes the solutions of intellectuals to deal 

with current thought at that time, and shows the creativity and literary value of the manner in 

which Shi Sheng handles its subject matter. This article thereby opens up the scope and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on the late Qing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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