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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从两条定义说起

中国词典中关于“资本家”的定义有两种：1.“占有生产资料，自己不劳动，依靠剥削雇佣劳动、榨

取剩余价值为生。”[1]2．“占有生产资料，依靠雇佣劳动取得剩余价值的人。”[2]这是被安置于统一话语之

下的“资本家”定义，但其意涵已发生变化。较晚的第二条定义虽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表述，但其中去

掉了“剥削”和“榨取”这样激烈的用词，且有意突出了“资本家”的资本运作而淡化其“剥削性”。为何

会有这种转变？简单来说，这是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解决了困扰当时中国改革中姓“资”姓

“社”问题之后的结果。被视为“春天”的“南巡讲话”使人们对“资”的最后一点恐惧彻底消除，曾长期

遭受压制的“资本”被释放出来。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对“资本家”的定义做出去“阶级化”的调试成

为可能。但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语境中，官方在表述上却一直规避“资本家”这个概念，更多地

近 代 中 国 的“ 资 本 家 ”

——以其概念之生成、演变为中心

徐天娜

内容提要 早在“洋务运动”后期，西方语境中的 capitalist即已进入中国，在华传教士开始以“资本人”、

“资本主”、“富翁”、“财东”等对译之。明治中后期，日本学者在中国译词基础上创制了“しほんか資本家”

（shihon-ka）一词，逐渐被作为固定的社会经济学术语广泛使用。甲午中日战后，“資本家”开始进入中国，

随后不同的群体出于不同的诉求赋予其不同的意涵，“资本家”渐成一个惯用术语。“五四”之后，李 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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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民营企业家”或“私营企业主”、“实业家”或“民族资本家”等概念。这些情况正好说明，人们耳

熟能详的“资本家”概念，其历史过程可能并不那么简单。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语境中的“资本家”概念始 能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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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完成概念定型。

甲午中日战后，“资本”（shihon）开始进入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西语词 capital在汉语的译

词有多种形式，如在1885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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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资本主”也远不及“资本家”有影响力，“资本主”的地位很快被削弱，其定义不再被使用。这里的

地位削弱就是福柯所说的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断裂，也意味着概念在时空中的转化与更新[1]。

大致在19世纪末，日语中“资本家”（shihon-ka）完成概念定型。但日本知识分子最初给“资本家”

的定义都比较直接，且基本局限在社会经济学领域中，这与后来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对“资本家”的

再定义、再概念化是有区别的。稍后，“资本家”（shihon-ka）开始在中国传播。1899年，梁启超在一篇

文章使用了这一术语：“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力者，……，其阶级尚未去。”[2]这里“资本家”是“劳力者”

的对立词，两者是基于经济实力的阶级对立关系。1902年，康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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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capitalist”对译起来的则是1913年印行的《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1]。到1916年，“capitalist”的
中文译词依然是一对多的局面，在德国人赫美玲编的《官话》中，还有“赀本家”、“赀主”、“财东”、“赀

本主”等译词，但已在“赀本家”的后面加标了一个“新”字 [2]。可见，至少在 1916年汉语中“资本家”

概念尚未被确定下来。

1917年以后，尽管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快速传播，但马克思主义中众多术语概念的翻译和使

用依然极不稳定，存有很大的争议性和随意性。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风行中国时，已开

始与具体的社会政治行动及思想变化相衔接。“五四”以后，“资本家”的抽象意涵不断被马克思主义知

识分子诠释和再定义，这促使“资本家”发生“概念变迁”。这一过程可以《新青年》杂志为例说明[3]。在

《新青年》中，“资本家”一词

共出现了 1300多次，有近百

位学者使用。与“资本家”直

接相关的词“有产者”出现了

近 30次，有近 10位学者使

用。此外，至少到 1920年为

止，使用“资本主”的人也不

在少数。通过对《新青年》中

涉及“资本家”一词的 190多
篇文章统计分析，可见“资本

家”在 1919年前后出现使用

高峰，和反义词“劳动者”的使用频率基本一致[5]。如图1所示。

二、“资本家”的阶级化履历

王力曾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6]但当语言为“言者”服务时，“言者”必然会选择强而有效的方

式去塑造语言[7]，会通过语言赋予他们所精心构建的概念以某种特别的属性，这其中即包含阶级性。

1.“资本家”与“阶级”的关联

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最早把“阶级”和“资本家”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资本

家”以阶级意涵的，但实际历史过程并非如此。早在1899年，梁启超在接受了用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

图1 《新青年》中“资本家”、“劳动者”和“有产者”的使用次数（1915-1926）[4]

次
数

[1]商务印书馆编印：《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72页。

[2]K. Hemeling，English-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1916.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p.187.
[3]金观涛和刘青峰认为，“单独分析《新青年》，不仅是因为该刊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刊物，而且还因为《新

青年》知识群体分化以后，其左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该刊也变成中共机关刊物。”《新青年》的这种转变正好与思

想观念的转变同步。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388页。

[4]该图及后文图2、3均参照《观念史研究》一书中的相关图例制作而成，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

[5]具体数据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在1998年联合出版的《新青年》之电子版得出。

[6]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0页。

[7]特伦斯·保尔（Terence Ball）指出：“概念变迁是由政治行为主体促成的”，“在某种程度上，政治行为主体可以变革

他们的语言”，即所谓的“‘言者’塑造语言，语言反过来塑造‘言者’。”具体见特伦斯·保尔：《“概念史”和“政治思想史”》，

载〔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lain Hampsher-Monk)：《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122-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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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后，就已把具有现代意涵的“资本家”和“阶级”联系起来了[1]。随后，在1905年，朱执信对马克

思主义二元对立的“阶级”观念介绍时，有意把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和“资本家”关联起来：“马尔克

（马克思）之意，以为阶级斗争，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彼资本家者，啮粱肉刺齿肥，饱食以嬉，

至于今兹，曾无复保其势位之能力，其端倪亦既联矣，故推往知来，富族之必折而侪于吾齐民，不待龟

筮而暸也。”[2]

到了1919年，陈独秀已明确指出：所谓的社会解放“就是人民对君主贵族，奴隶对于主人，劳动者

对于资本家，女子对于男子，新思想对于旧思想，新宗教对于旧宗教解放的历史”[3]。陈独秀认为资本

家和君主贵族、男子及旧思想和旧宗教都是压迫者，推翻他们的压迫才是真正“自由自动的解放”。之

后，陈独秀有意地把中国“资本家”阶级化：“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

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

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

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苦不堪的人。”[4]

在1922年左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说法已经广为流行，胜过之前一直使用的“资本家”

和“劳动者”。以《新青年》中“劳动者”、“资本家”和“有产阶级”、“有产者阶级”、“资本阶级”、“资本家

阶级”、“资产阶级”等词的使用为例，在 1919年以前，这些词的使用频率都极低。在经过 1919年至

1921年用词的混乱期后，到1922年时，具有明显马克思主义阶级意涵的“资产阶级”、“有产阶级”、“有

产者阶级”、“资本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使用开始超过了“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使

用。到1926年《新青年》停刊时，后者已降到近8年来的最低点。具体如图2所示：

至 1920年，共产主义理论中的阶

级二元对立论影响已相当广泛了。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明

确宣布其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引导无

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

家手里获得政权”，“用强力打倒资本

家的国家”[5]。此处或可解释在后来共

产党的一系列阶级斗争都以资本家为

对象，并极力将资本家阶级化进行概

念改造和暴力打击的动因。

之后“阶级”斗争被中国共产党人

大规模地宣传：“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

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7]1925年“五卅”

运动之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瞿秋白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倾向：“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大中产

[1]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3页。

[2]朱执信（笔名蛰伸）：《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甲）马尔克》，载《民报》1905年11月第2号，第6页。

[3]陈独秀：《随感录：八三，解放》，载《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2号。

[4]陈独秀：《告劳动界》，载《晨报》1919年12月1日。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48-550页。

[6]图中所有数据在1925-1926年呈下降趋势并不代表用词的整体下降，而是《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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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

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1]

2.“资本家”到“资产阶级”

从“资本家”到“资产阶级”用词的转变历程，首先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例来说明[2]。陈

望道早年在留日期间（1915-1919年），结识了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他们都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翻

译马克思著作方面对陈望道影响较大。1919年6月陈望道回国，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院，1920年春

应《星期评论》的约请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在后半年的时间里，陈望道据日文本和英文本《共产党

宣言》全文译出了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并于同年8月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刊出，反响很大。

陈望道把马克思原文中“bourgeois”一词译为“有产者”，并在译文中特别指出“有产者就是有财产

的人，资本家、财主，原文bourgeois。”[3]“bourgeois”除了被陈望道译为“有产者”和“绅商”外，还有两处

被分别翻译成“财主”和“富豪”。陈望道虽在译本中明确指出“有产者”就是指德文原文中的“bour⁃
geois”，但是和“有产者”一词相比，他在译文中更多的用了“资本家”这个词。

与“bourgeois”的翻译情况相似，陈望道对“bourgeoisie”和“bourgeoise”两个词的翻译也是相当混乱

的。在英文译文中前者译为“bourgeoisie”，后者译为“bourgeois”，日译本中两个词都被翻译成“绅士

阀”，在陈译本中则有“资本家”、“资本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有产阶级”等形式。与以上三个词的译

法差不多，“bürgerliche”（资产阶级）和“bürgerlichen”这两个词在最初的日本学者中被译为“绅士（的）、

绅士阀”，在英文中都被翻译成“bourgeois”，陈译本中则有“资本家（的）”、“有产阶级”和“资本阶级”等

翻译形式。也就是说，“bourgeois”和“bürgerlich”在汉语中最初都没有确定的翻译形式，基本上是仿效

日语以“富豪”、“富绅”和“资本家”、“绅士（的）”来对应。在这点上，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的《共产党宣

言》译本用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用词影响很大。他们把“bourgeois”和
“bürgerlich”也翻译成“绅士（的）”，“bourgeoisie”被译为“绅士阀”。日语中用“绅士（的）”和“绅士阀”、

“资本家阶级”这样的译词，在汉语中引起了混乱，也易与汉语原有词在意涵上发生冲突。

以上这些翻译形式都没有普及并不代表它们就彻底消失了，在《新青年》中，“绅士阀”一词还出现过

十多次，其中有两次与“资本家”连用，组成“绅士阀资本家”。不过1919年河上肇在翻译《共产党宣言》

时为术语“bourgeois”重新找了一个日语译词——“有产者”，与“proletarier”的日译词“无产者”相对立。

相应地，“proletariat”和“bourgeoise”分别被译为“无产者阶级”和“有产者阶级”。这两对译词很快被中

国学者借用到汉语中，如尹宽在翻译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时直接使用了这两组译词[4]。

差不多同时，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也直接使用了这两组概念[5]。李大钊所借用的术语

其后开始被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改造和使用，他们将这个词组缩略成了“有产阶级”[6]。

最早使用“有产者”和“有产阶级”去对译“bourgeois”和“bourgeoise”的是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译

本和西方一些社会类文章的中文翻译以及列宁文章的第一批中文译本，如李汉俊翻译的《女子将来的

[1]秋白（瞿秋白）：《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载《向导周报》1925年9月11日第129期，第1185页。

[2]陈力卫指出：“《共产党宣言》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发展的指导纲领，更是改变中国的主要动力之一。”“其语言

上的冲击力是唤起群众、激发革命的一股无穷的、直接的力量。”而且，随着版本的不断变迁，“《共产党宣言》的中译词趋

向尖锐化。”具体参见陈力卫：《〈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由版本的变迁看译词的尖锐化》，〔香港〕《二十一世纪》

2006年2月号，总第93期。

[3]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版。

[4]〔日〕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录“晨报”》，尹宽译，载《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

[5]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载《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

[6]〔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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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1]和袁振英翻译的《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2]等文章。但实际上，陈望道和日本知识分子

们显然没有能够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bourgeoise与kapitalisten这两个专业术语，在某种程度上把它

们混为一谈了。此外，由于在英译本中德文原文中的法语词“bourgeois”和德文“bürgerlich”都被翻译

成英文词“bourgeois”，而日译本中对它们又未做明确的区分，这就造成陈译本中以“资本家”一词对译

“bourgeoise”（7次）、“kapitalisten”（5次）、“bourgeois”（13次）、“bürgerlichen”（15次）、“bürgerliche”（14次）
和“bürger”（2次）等多个词汇的状况，也造成如前文所述这些词有多个汉语译词的混乱状况。

“bourgeoise”的中译词除“有产阶级”之外，还有“资本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强劲的对手，尤

其后者更具竞争力。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及戴季陶等人是第一批使用这两个新词的人，只不过他

们最初是按照这两个词的具体含义来理解的。当然，“bourgeoise”还有根据法语音译的“布尔乔亚”以

及使用“资产”一词新造的“有资产阶级”[3]这样的译法。在后来的发展中，除“资产阶级”最终被作为特

定术语固定下来之外，其他词都没有

取得广泛的意义，它们逐渐被湮灭在

历史长河中。这一过程如图3所示：

此后，“资产阶级”的使用激增，

“资本家”在最大程度上被赋予了激烈

的阶级意涵，“资本家”概念中带有剥

削性的意涵得以确定并得到越来越多

人的认可。结合图 2可看到，到 1926
年，“资产阶级”不但取代了“资本家”，

而且占据了概念的至高点。至此，在

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中，资本家已经完全被排斥在了国家发展复兴的设计之外。

三、“资本家”的他者身份

意识形态化的“资本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批判

色彩，定义为一种“剥削者”的反面社会角色，这与日本语境中“资本家”最初的意涵相似。但是在近代

中国语境中，“资本家”的指涉主体并不稳定，且总是被以“他者”的身份言说。

在20世纪初，“资本家”刚传入中国时，主要出现在少数批判性的社会经济文章中，如康有为和梁

启超的文章。在许多报刊杂志中，“资本家”也多被用来指代外国商人。知识界用到“资本家”更多的

是关注这个概念背后的社会实际问题，最初指涉的主体基本上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形成的

劳资关系的主导方，是占有资本、控制整个生产过程的人，用于称呼中国人自己非常有限。对本国富

有者的称呼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中国传统的语言表述方式，以“财东”、“富翁”、“财主”、“商人”、“商民”、

“商者”、“赀主”、“财东”等具有浓厚古汉语色彩的名称为主。

把“资本家”与“劳动者”看成是天然的对立关系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也就是说“资本家”概念

在此时此刻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社会经济学术语，它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

化问题联系紧密，被赋予的含义较少。此后十多年间，“资本家”的使用都较单一，且一直处于经济社

[1]汉俊（李汉俊）译：《女子将来的地位》，载《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1期。

[2]震瀛（袁振英）译：《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载《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3、4期。

[3]顾兆熊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使用了这个词：“马氏所称的‘无资产阶级’proletariat包含极复杂的群众。他们与

‘有资产阶级’相对，并不能自成一个团体。”见顾兆熊：《马克思学说》，载《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

图3 《新青年》中“资产阶级”取代“有产（者）阶级”和
“资本（家）阶级”的过程（1915-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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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术语范围之内，其社会化的政治性运用并不明显。至少在“五四”之前，还是遵循了以往从词义表

面理解的具体用法，但在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之后，“资本家”概念的指涉趋于复杂化了。但其中不

包括中国商人对“资本家”的自我认同。

1920年《新青年》第7卷第6期上陈独秀特别刊出一篇关于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讨论的文章，

在文中，很多人对资本家的理解还不完全是后来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概念，他们认为的资本家多是

劳资关系中的雇佣方，而且也很明确的认为国外的资本家与国内的实业家是有明显区分的，例如就有

人特别指出该问题的中心人物穆藕初“不算资本家”，而“是个有体面的商人”[1]，他“是受过新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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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派。”[1]为了团结像穆藕初这样的商人群体，毛泽东避开了“资本家”这一指涉不明的概念，把他们的

身份定义成“具有反军阀的民主派特性”的“新兴的商人”。

“国民革命”之后，“资本家”一词获得了完整的概念表述和明确的身份指涉。李季在1929年总结

马克思主义中“资本”和“资本家”的概念时，已经十分自然而准确地把“capital”、“kapital”和“资本”，

“capitalist”、“kapitalist”和“资本家”这些概念对应起来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

产关系，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的社会的生产关系”的论述。“只有剥削和宰割劳

动者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才是资本”，“只有凭藉此等工具和资料不劳而获的人，才是资本家”[2]。

在文学界，“资本家”基本上也是一个“他者”的身份，这在19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论战中

有所体现。论战中鲁迅把“资本家”定义成是一个反动的概念，用以攻击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

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

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

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

‘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3]论战最后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资本家”的他者身份在中国左翼文学创作领域中也有不同体现，如1931年茅盾在写实小说《子

夜》中塑造的吴荪甫这个形象，他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心想要振兴民族工业的“资本

家”；另一方面又是“食利资本家”，他镇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天然对立。茅盾以“革命

文艺”的手法创作的“资本家”形象，反映的即是当时中国社会中对“资本家”体认的一个侧面。

结 语

以上通过对“资本家”概念的诞生过程及其社会实践的考察可看出，现代汉语中的“资本家”是一

个日语反借词，在1920年代以前，中日语境中“资本家”概念使用基本相同，开始都用于指称“资本或

金钱的拥有者”，是一个相对中性客观的概念，之后“资本家”都转变成一个用于批判社会贫富分化和

不平等的贬义概念。但在1920年代以后，中国语境中的“资本家”概念阶级化趋向日益明显，随后转

换成近代中国“政治话语”中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概念，且被纳入近代中国的革命和政治斗争中加以

叙述。此外，中国语境中的“资本家”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他者身份”，指涉更加广泛。

此外，本文虽然考察了“资本家”这一个概念，但它却不是孤立的，它与“有产者”、“有产阶级”、

“小有产阶级”、“资本主”、“资本阶级”、“资产者”、“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

“中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近义的概念和“劳动者”、“劳动阶级”、“劳工阶级”、

“工人”、“工人阶级”、“无产者”、“无产阶级”等反义的概念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概念群。若想更深刻地

了解“资本家”这个概念，还须关照与之相关的整体概念群。

〔责任编辑：肖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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