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期的金融游戏密码

—

《赛查 ？ 皮罗 多 盛衰记 》 中 的信贷模型

李征

内容提要 在 １９ 世纪法 国 从农 业 型 封建社会 向 工 业 型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转变 的过程 中 ， 信贷成 为 一个核心 问 题 。 巴 尔 扎克将金 融纳 入历

史 范畴 并呈 现在文 学 文本 中
，
在 小说 《赛查

？ 皮罗 多 盛 衰记 》 中 集 中

阐述 了 他对货 币 非物 质化带来 的金融 革命的 独特理解 。 透过转 型期 新 旧

金融现象 ，
巴尔 扎克 以其敏锐 的观察力 刻 画 出信贷对 现代社会 与 个体的

巨 大支配作用 与 影 响 以及所谓
“

金 融 精神
”

对现代人认知 世界的 改 变 ，

同 时他对转 型期 复 杂 的金融 游戏 密码 的
“

破译
”

也 丰 富 了 信 贷 主题 文

学 的叙事 。

关键词 巴 尔扎克 转 型期 《赛査
？

皮罗 多 盛衰记 》 金融

“

信贷
”

又称
“

信用
”

（ ｃｒｅｄｉ ｔ ） ， 从经济学角度讲 ， 是从属于商品交换和货

币流通的一种经济关系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肯定了英 国政治经济学家托马

斯 ？ 图克 （ ＴｈｏｍａｓＴｏｏｋｅ
） 对信用含义的表述 ：

“

信用 ，
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 ，

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 ， 它使
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 ，

以货币形式或以估

计为一定货 币价值的商 品形式
，
委托给另一个人

，

这个资本额到期一定要偿

还 。

” ① 在 《新编经济金融词典》 中 ，

“

信用
”

的经济含义被解释为
“

以偿还为

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 ，
多产生于货币借贷和商品交易的赊销和预付之中 ，

① 马克思 （资本论＞ （ 第三卷 ）
， 恩格斯编 ， 中共中央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 人民出版社 ， ２ ００４

年 ， 第 ４５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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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有商业信用 、 银行信用 、 国家信用和消费信用
”

？
。 信贷的历史源远流长 ，

而现代意义上的法 国信贷体系主要是在 １９ 世纪才建立起来 。
１ ９ 世纪的法国

“

由

一

个农业型的专制落后的封建社会发展为
一

个工业型 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 ？

，

信贷作为法国社会这
一

重要经济转型期的核心问题 ， 成为不同政治派别 、 不同利

益群体之间争论的焦点 ， 它甚至关涉
一场实实在在的金融革命。

海勒 ？ 戈玛特说 ：

“

１９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力图全面表现人 ， 在感觉、 情感 、 变

革 、 戏剧性的背后发现物质的规定性 。 个人 、 家庭 、 群体 、 不同阶层 、 历史时刻 、

政治体制 、 技术以及经济在这里进人了
一场复杂的游戏 。

” ③
现实主义小说对社会 、

０才事的高度关注使之丰身与金融革命天然地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 作家通过观察与

体悟微观经济的各种技术手段 ，
使其作品对金融现象的呈现成为文本戏剧性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 。

“

信用
”

的同类术语
“

信贷
”

、

“

债权人
”

、

“

放高利贷者
”

、

“

高利

贷
”

、

“

债务人
”

、

“

债务
”

、

“

扣息
”

、

“

贴现
”

等在 １８００
－

１ ８６９ 年间问世的 ２５３ 部法

国文学作品中频繁 出现 ， 其频率在七月王朝时期 （
１ ８３０

－

１ ８４８ ） 的文本里达到顶

峰 。
＠ 在此期 间 ， 与私人信贷及公共信贷 （ 即公债 ， 又称国债 ） 相关的文学作品

大量涌现 ， 在人们开始意识到
“

信贷是商业的灵魂
”？ 的时代 ，

“

信贷现象
”

成

为 当时文学作品 中的首要征象 。

正是在这样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的背景下 ， 巴尔扎克创作了与信贷主题相关

的重要作品 ，
将金融纳入历史范畴并呈现在文学文本中 。 巴尔扎克书写信贷的持

久兴趣与独特手法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 。 由于母亲一方的亲友都是巴黎沼泽区的

商人 ， 从小的耳儒 目染使巴尔扎克对这个行业的运作相当熟悉 ；
另一方面 ，

“

巴

尔扎克对商业有
一

种敏锐的直觉与洞察力 和不可 比拟的理解力
”？

， 他经过商 ，

经历过破产 ，
负债累累 ， 经常陷入财务危机 。 因此巴尔扎克对信贷非常在意 ， 将

其视作一种金融手段 。 统计显示 ， 信贷的相关术语在 《人间喜剧 》 中 的 出现频

① 杨明基主编 《新编经济金融词典》 ， 中国金融出版社 ，
２０ １ ５ 年 ， 第 ９５２ 页 。

② 郭华榕 《
１ ７８９ －

１ ８７９ 年法国政治危机浅析》 ， 载 《史学月刊＞１ ９９８ 年第 ６ 期 ， 第 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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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金融游戏密码 ： 《赛杳 ？ 皮罗多盛衰记》 中的信贷模型

率是 １９ 世纪文学作品中的最高纪录 。
① 更重要的是 ， 《人间喜剧 》 的叙事被彻底

置于信贷模型之下 ， 借助借贷与债务系统 ，
人物与人物 、 小说与小说之间建立起

了联系 ， 并由此构筑了 《人间喜剧 》 这
一鸿篇巨制 的有机统一性。

当代研究者对 １９ 世纪文学中信贷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普遍存在偏差 ， 认为

信贷要等到 １９ 世纪末随着现代经济的到来才真正开始在文学中发挥作用 ， 因而

与学者们热衷于揭示货币在文学中的巨大作用相比 ， 信贷在文学研究中一直处于

被遗忘的角落 。 譬如 ， 就 《人间喜剧 》 中 的代表作 《欧也妮
？

葛朗台 》 来说 ，

长久以来 ，
学界一直将其定义为

“
一部关于金子的神秘小说

” ②
， 主人公菲利克

斯 ？ 葛朗台被单纯地框定为贪婪地积攒金币 的传统吝啬鬼形象
——只会在他那一

大堆一大堆的金子 中找到
“

不 可言喻的快乐
”？

， 而他 的双重身份 中 的另 一

面——
“

惯于利用资本赚取厚利
”

１３ ） 的金融投机者身份却被明显地

忽视了 。 事实上 ，
葛朗 台囤积黄金恰恰是为 了能够抓住一切绝佳的金融投机机

会 。
？ 与此同时 ，

１９ 世纪信贷史长期被
“

置于一种严格的经济学视角下
”？

，
直

到 ２００８ 年后 ，
随着金融危机 、 欧债危机的发生 ， 信贷才 日益成为人文社科研究

者要面对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 从而开启 了对 １９ 世纪信贷现代化过程的跨学科

研究 ， 新近出版的托马斯
？ 皮凯蒂的重要经济学论著 《２

１ 世纪资本论》 即体现

出这种研究趋势 。

《欧也妮 ？ 葛朗台》 虽是巴尔扎克的名作
，
其主人公却并不是体现信贷在 １９

世纪社会新作用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 本文选取巴尔扎克的小说 《赛查

？

皮罗多盛衰记》 为研究对象 ， 该作品动笔于 １ ８３３ 年
——

《欧也妮 ？ 葛朗台 》 首

版的同年 ， 完成于 １８３７ 年 。 与 《欧也妮
？ 葛朗台 》

一样
，
该小说 中的故事也发

生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 （
１８ １５

－

１８３０
） 。 虽然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并不是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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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扎克最为读者熟悉的作品 ， 却是 《人间喜剧 》 中最深刻地体现法 国经济转型

期里发生的
一

场
“

货 币危机
”

的文本 ， 商业扩张面临的金融困境 、 信贷 （ 包括

私人信贷与公共信贷 ） 、 破产的操作 、 银行与交易所事务等 １９ 世纪的各种金融现

象都汇聚在这一文本中 。 信贷模型如何通过
一套金融游戏密码的运作在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中成为文本的组织原则并推动叙事的发展 ？ 它所呈现的种种金融

现象如何反映出信贷对现代社会的 巨大支配作用与影响？ 所谓
“

金融精神
”

又

是如何改变甚至重构了现代人的认知体系 ？ 本文将借助跨学科研究视角 以及西美

尔的货币
－

文化理论回答这些问题 。

一

、 信贷模型对叙事结构的规定性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全名为 《赛査

． 皮罗多
——花粉商 、 巴黎第二区副

区长 、 荣誉勋位骑士等的盛衰史》 ， 讲述了正直善良的主人公皮罗多从外省家乡

来到巴黎 ， 在法兰西第
一

帝国时代 （
１８０４

－

１８ １ ５
） 成为花粉店老板 、 颇具创造力

的化妆品制造者与零售商 ，
后来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 因举办铺张奢华的舞会 ， 同

时又投资了一笔缺乏依据的地产投机生意而经历破产 、 崩溃与恢复公民权的故

事 。 正如西美尔在 《货币哲学》 中所说 ，

“

信贷使货币 的
一系列观念扩展得更

宽
” ①

，
与金钱在巴尔扎克小说中体现出 的张力相 比 ， 信贷显示出 了更加强大的

支配性 。 在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中 ， 作者将整个文本的叙事结构置于信贷

模型之下 ，

“

借 － 偿
”

机制构成了文本的两段式叙事
——

“

欣快的欠债
”

与
“

沉

重而充满负罪感的还偾
”

， 两者分别对应了文本的第
一

部
“

赛査的巅峰
”

与第二

部
“

赛査被不幸所困
”

。

第一部 中
，
皮罗多在 １ ８ 年里积攒起 １６ 万法郎 ，

却在一天 内挥霍掉 ２０ 万
，

欠下债务 。 但这并不是导致他破产的致命原因 ，
而是他长期信赖的公证人罗 甘

推荐的
一

笔投机生意使他落人了
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 在第二部中 ， 由于罗甘

携款潜逃 ， 皮罗多无法收回投资 ， 于是资金周转陷人窘境而宣告破产 。 正如 罗

甘的诈骗在 《欧也妮
？ 葛朗台 》 中导致主人公葛朗台在巴黎的弟弟吉约姆

？ 葛

朗台
一

家遭遇苦难进而改变 了小说中几乎所有主要人物的命运
一样 ， 这

一

推动

了 《人间喜剧 》 中三部小说？叙事发展的事件也导致了债权人皮罗多
一家的危

① 西美尔 《货币哲学 ＞
，
陈戎女等译 ， 华＊出版社 ， 年 ， 第 ３９０ 页 。

② 即 Ｃ欧也妮 ． 葛朗台 》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和 《搅水女人＞ 。

？

５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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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与不幸 。 他们为清偿欠下的债务 ， 夜以继 日 地打工 ， 终于还清 了债务 ，
恢复

了名誉 。

在这里 ， 信贷模型对叙事结构产生了强大的控制作用 ，
债务的清偿是叙事完

结的前提 ，
而且清偿一旦实现 ， 叙事便迅速结束 。 巴尔扎克的许多文本都体现出

这一特点 ， 所清偿的不仅是主人公的债务甚至还涉及其他人的债务 。 在 《交际花

盛衰记》 的结局 中 ， 男主人公 吕西安在 自杀前留下的遗书中交代如何安排他继承

的财产 ：

“

请我的遗嘱执行人帮助偿还欠款… …我留给济贫院
一

笔用于购买年息

为 ５％ 的 ３ 万法郎的注册公债的款项 。 利息每半年发放一次 ， 给予那些因负债而

被拘押的人……济贫院的管理员将在因负债而被拘押的人中挑选较好的人作为受

惠人 。

”？ 同时 ， 债务的账 目 审核在 巴尔扎克的文本 中也处理得十分严谨 ， 往往

是戏剧性地清偿了全部债务后才能结束叙事 。 在 《欧也妮
？ 葛 朗台 》 中 ， 主人

公菲利克斯 ？ 葛朗台去世后 ， 欧也妮代其堂弟——负心汉夏尔偿还 了叔父吉约

姆 ？ 葛朗台
“

所欠的全部债务 ， 包括本金以及从欠债之 日起到付款之 日 为止的利

息
”

（
￡ｕｇ如ｉｃ

：２６２ ） 。 在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 中 ， 主人公不但清偿了 自 己所

有的债务 ， 甚至连法律已减免他的那份债务也
一

并清偿完毕 。

信贷模型以借
－

偿两段式支配叙事 ， 影响情节的推进 ， 决定叙事的结束 ， 而

且巴尔扎克常常突出债务偿还的迟到与徒劳性 ， 更加强化了信贷对人物命运的强

大支配力 。 在 《幻灭 》 的结尾部分
，
主人公大卫夫妇被债务所累 ， 不得不同意

将塞夏印刷厂的所有权出卖给库尔泰兄弟 ， 并放弃在发明执照上署名 ， 然而
“
一

式两份的契约刚刚交换完毕……科布的声音就响彻楼梯 ， 同时运输公司 的
一

辆货

车也轰隆隆地开到门 口停下
——

‘

吕 西安先生寄来 １ ． ５ 万法郎 ， 全是现钱
’ ” ？

。

如果这笔钱款早几分钟到达 ， 就会改变整个故事情节 ， 使大卫夫妇的事业出现转

机。 又如 ， 在 《交际花盛衰记》 的结尾 ， 对 吕 西安一往情深的女主人公艾斯黛

尔因出身贫困卑贱无法与吕西安在一起 ， 在她为了成全吕西安的前程而 自杀后不

久 ，

一笔来 自高布赛克的巨额遗产却奇迹般地划归于她名下 。 吕 西安作为艾斯黛

尔的继承人 ， 瞬间成为了有钱人 ， 不必再为债务所纠缠 ， 但这迟到的偿还并未打

消万念俱灰的 吕西安追随艾斯黛尔而去的念头 。 与上述两例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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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 皮罗多在清偿所有债务并恢复名誉后苦尽甘来 ，
当女儿订婚舞会的乐声响

起时 ， 皮罗多这位
“

为诚实而殉道的商人
”

？ 的生命在悲喜交加中旋即走到 了终

点 ， 皮罗多的结局更多地体现出 了
一

种慷慨 、 悲壮的色彩 。

不过 ， 巴尔扎克的文本所揭示的信用类型和本质与过去的文学文本不同 ， 其

中经济因素远远大于道德因素。

② 巴尔扎克的
“

金融小说
”

不仅见证了经济科学

与金融科学在初始时期的状态 ， 而且以更加广阔的历史画卷见证了一种或多或少

具有 自觉意识的金融文化 。 支配 《赛查
？ 皮罗多盛衰记》 文本叙事的信贷模型

不是从理论家的著作 中照搬而来 ， 而是从新旧时代的各种金融经验中孕育生成

（
ｓｅｅＯｐ卢ｒａｔｉｏｎｓ

：１０
）〇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中的信贷从何而来 ？ 小说开篇 ，

公证人罗甘介绍给

皮罗多
一

桩地产投机生意？ 。 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 ， 地产仍然在财富中处于支配

地位
，
于是皮罗多及其合伙人

“

打算买进玛德莱娜大教堂附近的一块地皮…… 目

前的价格仅是三年后有望升涨的价格的 四分之
一

”

４５
） 。 可是皮罗多手

里的现钱远远不够投资所需要的资本数额 ， 于是他想到了信贷 。 信贷不同于普通

货币 ， 具有两个特殊的构成元素 ： 时间与欲望 。 信贷形成的债务
“

可以使人随时

随地满足欲望 ， 却可以在之后支付其价格 ， 因而信贷是以金钱为介质的欲望 ， 是

以时间为模式的金钱
”？

。 信贷及时满足 了皮罗多的投资欲望 ，
却可以延迟支付 。

然而正如当时大多数工商业家一样 ， 皮罗 多无法指望在银行得到投资需要的短期

贷款 ， 于是便有了非正常使用商业票据的 冒险操作以及后来破产的疆梦 。

现金的匮乏与银行信贷的短缺有其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根源 。 《赛査
？ 皮罗多

盛衰记》 中的故事发生在 １８ １８
－

１ ８２０ 年间 ，
此时的法国经历 了多年战争 ，

虽然

捍卫了大革命的成果 ， 但也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

“

财税上横征暴敛 ， 政府本

身涉足商业企业 ， 私产充公 、 破坏公物 、 残酷迫害 。 总而言之 ，

一个贪婪成性并

与人民利益水火不容的政府 ， 使得所有企业遭遇到最大的 困难 ， 冒着最大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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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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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

巴尔扎克在不动产投资上拥有敏锐的直觉 ， 他预见 巴黎的急剧扩建 ， 并认为可以借此机会进行
一

些绝佳的交

易 ， 他尤其预感到玛德莱娜附近或没建好或仍被闲置的地皮一那里将是首都未来的中心 。 巴尔扎克在其作品 ［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与 《 小有产者＞ ］ 里多次重复这
一商机 。

”

（
ｓｅｅＢａｔｅ ：１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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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 同时还要遭受最大限度的损害 。 国家资本总量处于大幅下降的趋势 ， 然而资

本的有效利用不仅变得更加渺茫 ，
还伴随着更大的风险 。 经济环境达到萧条的程

度
”？

。
１９ 世纪上半叶 ， 法国各地银根紧缩 ， 政府的金融政策 日 趋保守 ， 不仅现

金缺乏 ， 而且银行在信贷的发放上限制重重 。 此外 ， 法国人对信贷的反感 由来

已久 ，

一

方面 ， 民众对借贷的态度受到 天 主教教会 的直接影 响 ， 另 一方面 ，

１７ １６ 年苏格兰人约翰 ？ 劳在法国实践他的银行改革计划 ， 成立 了中 央银行 ， 由

中央银行印行钞票 ，
以钞票取代金银在市面上流通。 这种投机性经济政策彻底

失败后约翰
？ 劳逃离法国 ， 法国民众由此不再信任政府发行的纸 币 。 而 １７８９

－

１７９６ 年大革命期间 ， 由 于过度发放作为货币流通的指券而促发极度通货膨胀 ，

法国人对政府直接发放的纸币 、 信贷心有余悸 。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
？

布洛代

尔 （
ＦｅｒｎａｎｄＢｒａｕｄｅｌ

） 与经济史学家恩斯特
？ 拉布鲁斯 （

ＥｒｎｅｓｔＬａｂｒｏｕ ｓｓｅ
） 在著

述中认为法国人历史上显示出对信贷的怀疑 ， 或者对其使用过度 ， 或者使用

不足 。

？

１８００ 年法兰西银行在巴黎创建 ， 到 １８ ３８ 年以前 ， 在政府的许可下 ， 省级发

行银行纷纷在鲁昂 、 南特 、 波尔多 、 里昂 、 马赛 、 图卢兹 、 奥尔 良 、 勒阿夫尔与

里尔成立 ，
使得各大区的银行家也可以开发 、 利用大城市的金融需求 ，

但是这些

银行都在纸币发行与信贷发放上谨小慎微。 在复辟时期
，
非金属货币 的增长受到

严格控制 ，

“

１ ８２８ 年法国流通的现金总额被估算为 ２７ １
．３ 万法郎 ， 而，收人则为

８０ 亿
”

６３
） ，
二者之间有逾 ７９ 亿的巨大差额 ，

显示 ｄ货币总量

严重不足 。 银行还努力将纸币与金币相挂钩 ， 避免机器超速运行而失去控制 。 法

兰西银行的资产在 １ ８０６ 年达到 ９０００ 万法郎 ， 虽然它被政府赋予发放纸币的特

权 ，
而且还将巴黎主要的银行集合起来

，
以抵消民众对国家直接发放纸币的不信

任感 ， 但是法兰西银行过于保守的方针政策大大限制了纸 币 的发行 。
？ 纸币发行

的延迟与有限的面额种类 、 贵金属 的不足 以及大革命时期融资机构的崩溃使得

① 让 ？ 巴蒂斯特 ？ 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 ， 赵康英等译 ， 华夏出版社 ， ２０１４ 年 ， 第 ３２６ 页 。 后文出 自同
一著作

的引文 ， 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 ， 不再另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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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的法国社会遭受信贷短缺 。
①

在这种情况下 ， 当时的法国企业在商业交易中往往缺乏切实的保证 ， 难以调

动资金 ， 既缺少流动资金
一￣

正如巴尔扎克文本中常常出现的那样 ，
也缺少储备

资金 ，
而且也不能进行必要的分期偿还 ， 法国企业的这种脆弱性使它们

一旦遭受

风雨便摇摇欲坠 。 为筹措资金 ，

“

法 国企业常常不切实际地依靠 自 己解决资金问

题
”？

， 它们获得的资金大多来源于私人机构 。 在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 中 ，

主人公投资时遇到
“

１４ 万法郎的资金缺 口
”

（ Ｃ＆ｗ ：４６ ） ， 采用 的融资方式是
“

我 ［皮罗多 ］ 可以签几张票据 ，
交给银行老板克拉帕龙办贴现 ，

利息扣得少

些
”

４６
） 。 此后 ， 他的经济状况在经历 了

一系列 资金周转的失误后陷人

窘境 ， 最后虽然
“

资产总额很可观 ，
而且也很有出息 ， 但是眼下却不能兑现 。 在

一定的期限里
，
必垮无疑

”

２４９
－

２５ ０
） 。

这里涉及金融领域的四个重要概念 ：

“

票据
”

、

“

贴现
”

、

“

利息
”

和
“

兑

现
”

。

“

票据
”

是
一

种
“

代货币
”

， 是借贷关系的凭证 ， 在 １９ 世纪主要包括汇票

与期票等 ， 都是
“

以书面形式写成的证明 ， 约定在未来某一时期或在不同地区支

付或命人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
”

（ 《政》 ：
２３ １

） 。 信贷通过
“

票据
”

实现了货币 的

虚拟化 ， 票据的使用促进了商品流通 ， 加速了资本的周转 。

“

票据
”

作为中世纪

的金融工具并不是 １９ 世纪的一项发明 ， 但是却在 １９ 世纪上半叶出现了 票据滥用

的情况 。 数据显示 ，

“

１９ 世纪前期 ， 法国城市小资产者无力还清债务 ， ［
以致 ］

巴黎的到期票据总值达到 ２ １００ 万法郎 ， 外省为 １ １００ 万
”？

。 当时没有到期的票据

想要
“

兑现
”

， 需要请银行或个人对商业票据预垫款项 ， 扣除从垫款那 日 起至到

期以前的
“

利息
”

，这个过程就是
“

贴现
”

。 票据持有者有时不等到债务人归还欠

下的债务就将票据转手来支付 自 己的消费 ， 这样就涉及
“

再贴现
”

。 票据持有人

在票据转让时要在其背面签字 ，
称为

“

背书
”

， 如发票人将来不能偿付 ， 背书人

就必需负担付款责任 。 正如巴尔扎克在 《欧也妮 ？ 葛朗 台 》 中所说 ，

“

既然金钱

是一种商品 ， 那么代货币 自然也是
一

种商品 ， 既是商品 ， 就免不了价涨价跌。 票

据签上了这个人或那个人的名字 ， 就也像别的货物
一样 ， 由市场… …决定价格的

高低
”

（
￡喂如ｉｅ

： １３ ８
） ， 票据的价值实际上是不确定 的 。 这种代货币作为

一

种商

①Ｓｅｅ Ｐ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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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卡洛 ？

Ｍ ． 奇波拉主编 《欧洲经济史》 第三卷 《 工业革命＞ ， 吴良健等译 ， 商务印书馆 ，
１ ９８９ 年 ， 第 ２２７ 页 。

③ 郭华榕 《 １ ７８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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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金融游戏密码 ：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中的信贷模型

品 ， 被编号 、 估价 、 缩减为一个代数量值 ， 通过创造责任的强制体系 ， 可 以在签

发人或背书人不知情的状态下流通 ， 并逐渐贬值 ， 甚至变得
一

文不值 。 票据不是

普通的货币 ， 在影响它的价值的主要因素中 ，
不仅包含票据本身 ， 更包含这一票

据的签发人 、 背书人 ， 他们的信用成为衡量这
一既虚假又真实的货币 的重要尺

度 ， 可以说 ， 人的因素发挥了更大的决定性作用 。

在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中

，
皮罗多的伙计兼准女婿包比诺为挽救皮罗

多破产的命运而开出 ５ 万法郎的票据 ，
却被经验老到的叔叔皮勒罗夺下并付之一

炬 ：

“

你 ［皮罗多 ］ 连
一个钱的信用都没有了 ……每个人都料定包比诺会开 出期

票 ， 认为你帮他 ［ 包比诺 ］ 开店纯粹为了 利用他滥开學据
……你知道凭你手上

这 ５ 万法郎的票据最大胆 的贴现商愿意给你多少现钱吗 ？
一

２ 万
！２ 万

！

”

２５２ ） 而信用的建立与维护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

“

在巴 黎 ， 扩大信用范围

的过程十分缓慢 ， 可如果让人起 了疑心 ， 信用范围 的缩小速度却非常之快
”

（
（ ：＆？

？

：２０ １
） 。 在金融家那里贴现 ，

不是被暴力盘剥 ， 就是被不理不睬 ，
而要在

法兰西银行贴现就更难了 ：
“

法兰西银行的贴现一直要遵守严格的规则 ， 这种规

则阻碍了贴现的发展……实际上票据贴现只限于大商人和再贴现人 。

”？ 在如此

严苛的信贷环境下 ， 理性的信贷组织机构的短缺导致了非正常的短期金融信贷运

作
，
使信贷模型在文本中更多地显示出其强制性的

一

面 。 信贷秩序的混乱 、 现金

的长期不足 、 票据的通货膨胀使复辟期的法国商业陷人了深重危机 。

“

１ ８２６ 年 ，

法国在该年度的最后
一

个季度拒绝承兑 ８００ 万法郎的票据
”

（
Ｂａｆｃｏｃ

：３０
） ， 这种

情况的持续人为地导致了大批工商企业的破产 ， 皮罗多的破产仅仅是当时法国万

千中小型零售商经历的
一

个缩影 。

二
、 信贷模型对人物的链接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中主人公的投资发展计划所面临的是 １９ 世纪法国信

贷机构严重短缺的现实 ，
他唯一可以求助的 、 貌似可以突破银行信贷障碍的方法

是一种
“

金融流通策略
”

６３
） 。 这种策略涵盖了复辟期法国工商企

业发展所采用的多种金融技术手段 ，
既包含长期存在于过去时代的融资手段 ，

也

包括 １ ９ 世纪前后才出现的新型融资手段 。 这些金融技术手段与策略都是通过人

① 弗 朗索瓦 ？ 卡龙 《现代法国经济史＞ ， 吴良健、 方廷枉译 ， 商务印书馆 ，
１９９ １ 年 ， 第 ４９ 页 。

？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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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的 ， 这些人在 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分别处于不 同的时代 、 不同 的社会阶层 ，

拥有不同的身份属性 。 正如西美尔所说 ，

“

货币 把各种性质 、 形态迥异的事物联

系在
一

起 ， 货币成了各种相互对立 、 距离遥远的社会分子的粘合剂 ； 它又像中央

车站 ， 所有事物都流经货币而互相关联
” ？

， 以 票据这一虚拟货币 为线索构成的

信贷模型将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中 的诸多人物紧密地连接起来 ， 使不同人

物的命运相互交织 。

主人公皮罗多破产的主要原 因不是因为他的轻率 ， 而是因为他过于天真质

朴 ， 过于轻信他人 。 将其引入诈骗 圈套的公证人罗甘便是皮罗多特别信赖的人 ，

皮罗多
“

很佩服这位公证人 ， 经常向他讨教 ，
还和他交上了朋友 。 和拉贡、 皮勒

罗一样 ， 皮罗多对公证人这
一职业相当信任 ， 对罗甘更是推心置腹 ， 毫不怀疑

”

（ Ｃ＆ａｒ ：６２ ） 。 因而
，
当罗甘介绍给皮罗多

“
一笔如此可靠的投机生意

”

（ Ｃ＆ｗ ：

４５
） 时 ， 皮罗多便欣然上钩 ， 将大量现金委托罗甘投进去 ， 结果罗甘携款潜逃 。

但罗甘却并非诈骗圈套的幕后推手 ， 杜 ？ 蒂耶
——

皮罗多昔 日 的店内伙计才是该

地产投机圈套的设计者 ， 同时也是信贷模型中 的金融中间人 。 杜 ？ 蒂耶掌握了公

证人罗甘的弱点 ，
通过罗甘等人对皮罗多实施了诈骗。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中 出现的金融 中间人是在缺乏短期信贷机构 的背景

下产生的 ， 在资金融通的过程中 ，
金融中间人是在资金供求者之间发挥媒介或桥

梁作用的人 ， 他们是第二等级的银行家 ， 在文本里 ， 金融中间人位于银行家 、 放

高利贷者与借贷人之间 。 巴尔扎克尖锐地指 出了复辟时期法国银行机构的机能障

碍 ， 银行几乎禁止小企业的
一

切信贷行为 ， 迫使小企业只能通过 冒险手段 自筹资

金 ，

“

生意场上 ， 有时候你得站在众人面前三天不吃饭 ， 就像患了 消化不 良似的 。

到第 四天 ， 人们才会让你进伙房 ， 给你
一点贷款 。 可就是这三天 ， 你休想挺过

去 ： 问题就在这里
”

２５２
） 。 金融中 间人替代了信贷机构 ， 为小企业提供

短期信贷 ， 是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的主人公无法绕开 的人 。

该文本中 的金融中间人有两位 ，

一位是杜
？ 蒂耶 ， 另一位是克拉帕龙 ， 前一

位是幕后的掌控者 ， 后一位是前者找来的傀儡 ：

“

杜
． 蒂耶不打算亲 自 出 面 ，

只

想躲在暗中指挥 ，
以便在吞进赃款时无需感到羞耻

… …他在交易所伪造的傀儡 ，

必须死心塌地地效忠于他 ， 于是他公然侵占上帝的权利 ， 凭空造出这样
一个人 。

克拉帕龙是个掮客 ， 既无财产也无才能 ， 唯
一

的本领是对任何事情都能滔滔不绝

① 西美尔 《货币哲学》 ， 译者导言 ， 第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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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金融游戏密码 ： 《赛杳 ？ 皮罗多盛衰记》 中的信贷模型

地说
一通没有任何实质 内容的废话 。

”

（
Ｃ＆ａｒ

：９０ ） 克拉帕龙的身份具有多重性 ，

他在购买玛德莱娜土地时代表杜 ？ 蒂耶及其同伙一方
，
在跟皮罗多签署票据时又

代替放髙利贷者髙布赛克 ， 其复杂身份被含混 、 不合常规 、 不可控制的连篇废话

所掩盖 ， 主人公很久以后才明 白他是作为障眼法的工具 。 杜 ？ 蒂耶与克拉帕龙 出

现在文本中的重要位置 ， 在论及玛德莱娜地皮生意之初进人故事 ， 在皮罗多筹措

资金时出现 ， 尤其是在皮罗多的贷款计划被银行家凯勒兄弟拒绝后 ， 杜
？

蒂耶又

对皮罗多百般耍弄 。 皮罗多后来走投无路 ， 又在克拉帕龙那里碰壁 ， 金融中间人

与银行家相互配合 ， 从信贷系统的漏洞中获取利益而兴旺发达 。

“

十九世纪上半叶 ，
工业家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拜访银行 。 到他们上银行大

门时 ， 企业情况总是已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

” ？ 皮罗多陷入资金周转 困境时 ，

需要 １０ 万法郎贷款作为周转金
，
他先后找到银行家凯勒兄弟和纽沁根 。 他哪里

知道杜
？ 蒂耶早已和银行家们沆瀣一气 ，

做好圈套等着他往里钻 ， 根本不可能将

那
“

包治百病的万灵药
——

贷款
”

（
Ｃ＆ｗ

：
２０８ ） 给他 。 银行家的趋利性与投机

性在杜
？ 蒂耶亦真亦假的言语中也可见一斑 ：

“

这些商界屠夫诡计多端……他们

既无诚信亦不受法律约束…
… 当您有一桩好买卖时他们给您一笔贷款 ， 可您一旦

在经营中被困住 ， 他们就向您关闭信贷的大门 ， 并迫使您 以极低的价格出让企

业 。

”

（
Ｃ＆ａｒ

：２ １６ ） 这
一

时期法国银行组织结构很差 ， 既畏首畏尾又充满投机

性 ， 无法为商业发展注人资金 ， 正如巴尔扎克借主人公之口所作出 的尖锐批评 ：

“

法兰西银行每年公布盈余时常常为其在巴黎商界的损失只有
一

二十万法郎而洋洋

得意 ， 它本该扶植巴黎的商业 ， 而我认为它一直脱离了这个 目标 。

”

（
Ｃ＆ａｒ

：２ １５ ）

“

１ ８ 世纪法国经济可以说是和英国齐驱并驾的…
…但由于政治的动荡和与英

国处于战争状态 ， 法 国的工业化未能取得大的进展和突破 。 波旁王朝复辟时期 ，

法国的工业化才重新启动 ， 但发展过程甚为缓慢 。

” ② 上文 已谈过 ， 这一时期的

法国本就缺乏流通货币 ， 更重要的是 ， 银行继续使本就匮乏的货币改道 ， 加剧 了

货 币的匮乏 ，

“

金钱本应是新经济发展的
一

种手段 ， 却在小说里与历史重合 ，
成

为了金融家的一个标的
”？

。
１ ８ 世纪至 １ ９ 世纪初在法国 出现的银行 ，

如法兰西银

行 、 罗特希尔德银行 、 富尔德银行 ， 多为富商巨贾经营的私人性质的银行 ， 银行

① 卡洛 ？Ｍ ？ 奇波拉主编＜ 欧洲经济史》 第三卷 （工业革命 ＞ ， 第 ２２６ 页 。

② 董煊 （圣西门的实业思想与法国近代的工业化＞ ， 栽 《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００ 页 。

③Ｐｉ
ｅｒ ｒｅＢａｒｉ＞６ｒｉ８

，
Ｐａｒｉｓ ：Ｌ ｉｂｒａｉｒ ｉｅ ＡｒｍａｎｄＣｏｌ

ｉｎ
，１９７２ ， ｐ

． １ ６ １ ．

？

６１
？



外国文学评论 Ｎｏ ．２
．２０１ ６

家们将资金多用于非生产性的投机行为 ：

“

投机是
一种抽象的买卖 。 照 咱们金融

界的拿破仑
——

伟大的纽沁根的说法 ， 再过十几年 ， 也不会有人了解这一行的秘

密 。 搞投机的人手上掌握着全部数字 ， 收益的影子还没见到 ， 就先捞到油水

了……懂得这套奇妙手段之奥秘的高手也就十来个 。

”

（
Ｃ如ｒ２４ １

－ ２４２
） 巴尔

扎克在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 中 已经意识到金融在现代社会 中 的 巨大作用 ，

同时也看到
“

金钱在不工作的手与非生产性的手之间的集中
”

６４ ） ， 并预见了非生产性资本的过度膨胀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 他对于金融问题

的深刻思考影响了 西美尔 ， 后者在 《货币 哲学》 中强调应将货币视为用来促进

社会发展的
一种手段而非 目 的 。

在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 的信贷模型 中 ， 金融中 间人杜 ？ 蒂耶与克拉帕

龙作为当时金融游戏密码的习得者 ，

一方面为银行效力并取得银行的支持 ，

一方

面也是放高利贷者的同谋 。 由于银行信贷机构的缺失 ，

“

经济被置于放高利贷者

的盘子里
，
因为不受监管 ， 这些人以极其高昂 的利率出 借金钱

”？
。 高布赛克就

是 《赛查
？

皮罗多盛衰记》 中放高利贷者之一 ，

“

向高布赛克借钱好比将巴黎的

刽子手请来当医生 。 他一张嘴就要你百分之五十的利息……你要是让他接受无人

担保的票据 ， 就得把老婆 、 女儿 、 雨伞 、 帽盒 、 木底鞋 、 铲子 、 火钳 ， 连同地窖

里的木柴 ， 你所有的东西 ， 都作为抵押物交给他
”

（ Ｃ＆ａｒ ：２４３ ） 。 高布赛克 、

杜 ？ 蒂耶与克拉帕龙这三个人物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 最早杜 ？ 蒂耶替高布赛

克去国外监督
一

次资金运作 ， 结果杜 ？ 蒂耶利用这次机会
“

掌握了 巴黎最精明 的

投机家的奥秘
”

（ Ｃ＆ａｒ
：８９ ） 。 同样 ， 克拉帕龙全靠杜

？

蒂耶的关系进人金融界 ，

被杜 ？ 蒂耶安排去监管玛德莱娜的业务 。 从髙布赛克到杜 ？ 蒂耶 ， 再到克拉帕

龙
，
体现出放高利贷者的

“

分蜂
”

？种浓厚的前后演变关系 。

由于受到经济发展与现金缺乏 的双重影响 ，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法国到处都

存在高利贷这
一陈旧 的金融现象 。 放髙利贷者像幽灵

一般出没在城市与乡 村 ， 当

铺则发放抵押贷款给小商人等贫困人士。

③ 在信息统
一

化与现金流通性二者均未

实现的情况下 ， 当时大额信贷只面向大工业家或大商人 ，
要想获得小额信贷 ，

只

能求助于公证人 、 当铺或金融中间人以及放高利贷者 ， 经济停滞的恶性循环
一

日

①ＢｒｕｎｏＢｌａｎｃｋ ｅｍａｎ
，Ｌｅｒｏｍａｎ

ｄｅｐ
ｕｉｓｌａＲｅｖｏｌｕｔ ｉｏｎ

ｆｒａｎ
ｇ
ａ ｉｓｅ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 ｓ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 ｔａｉ ｒｅ ｓ

 ｄｅＦｒａｎｃｅ ，
２０ １ １

，ｐ
．６７ ．

② 也称分群 ，
旧的蜂王和一部分工蜂离开原来的蜂巢 ， 到别处组成新的蜂群 （

ｓｅｅ６０
） 。

③Ｓｅｅ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Ｒａｂａ ｕｌｔ
－Ｍ ａｚ ｉｆ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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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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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的金融游戏密码 ：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 中的信贷模型

甚过一 日
：

“

贪赛 、 冷酷的高利贷束缚了工商业的发展 ， 如同
一

种毁灭性的细菌 ，

扰乱了货币的 自 由流通 ， 但却作为一种得以摆脱信贷限制 、 货币 流通停滞的手段

控制着 当时的整个时代 。

”

（
ｆｌａｆｅｏｃ

：２９
－

３０
） 杜

？ 蒂耶与克拉帕龙作为放高利贷

者的子孙 、 伪装的
“

银行家
”

独揽短期信贷大权 ， 掩盖了银行在商业功能上的

机构缺失问题 。

支配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的信贷模型

？是围绕着中心人物皮罗多建构起

来的 ， 它形成一种活跃而 自律的运行机制 ， 规约着人物的命运 。 债务形成的叙事

密度与张力下皮罗多内心不安感的螺旋形上升与急剧的破产相呼应 。 皮罗多在文

本一开头就表现出对 自 己生活状况的不甘心 ， 为 了改变现状 ， 他制定了三项计

划 ：

一是与包比诺联手生产并销售新的化妆品 ；
二是扩建住宅 ， 重新装修并举行

一场盛大的舞会 ，
邀请有地位的朋友与顾客前来参加 ； 三是参与地产投资 。 第

一

项计划属于皮罗多职业范围内的实业扩充
，
没有脱离他原有的知识谱系 ， 因而获

得了很大成功并为其带来了资本收益 ， 另外两项计划 ，

一个带来庞大的花费 ，

一

个带来破产的灾难并几乎构成了其负债总量的全部 。

“

负债为 了投资 ， 这就是资

本年代
”？

， 但这种金融游戏密码的复杂性却是皮罗多在经历
一

系列的打击与挫

折之前无法深切体悟与认知的 。

西美尔在 《货币哲学 》 中谈到 ， 货币作为衡量社会经济价值乃至个体价值

的标准 ， 渗透经济 、 文化和精神生活 ， 统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 他指出 ， 货币

及其制度化的现代发展对人类的文化生活尤其是人的内在精神 品格有影响 ， 货币

经济对社会关系的转型负有责任 ， 是现代生活的根源 。
？ 这一点在 巴尔扎克的金

融小说中 已现先声 ， 文本中呈现的资本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 以及不动产投机对中

小资产阶级世界的侵入 ， 说明作者已经意识到当时正在发生的 由金融业带动的商

业领域的一场重大变革 ， 同时也意识到金融业将对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 。
一

方面 ， 信贷文学认可 了
“

作为规定借款人和贷出者之间条件的契约
”

（ 《政》 ：

３２０ ） 这样一种模式 ， 借贷对经济的正面作用被肯定 ， 承认借贷资本是
“

可凭借

给社会或个人 ， 转化为博得巨大收益的手段或工具
”

（ 《政》
：

３２０
） ； 另

一方面
，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 中更加突出的是社会的发展与主人公个人生活轨迹的不

① 通过被热奈特命名为
“

假省笔法
”

的方式 ，
巴尔扎克赋予信贷模型在文本中创造高潲 、 旧事重提或重新＃活的

能力 （
ｓｅ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Ｐ６ｒａｕｄ ，

“‘

Ｌａ
 ｐ

ａｎａｃ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
， ｌｅｃｒ ｅｄ ｉｔ

！ 

’

［ Ｃ＆ｏｒＫ ｒｏｔｔｅｏｕ ］Ｑｕｅｌｑ
ｕｅｓ ｅｘｅｍｐ ｌ

ｅ ｓ ｄ
’

ｉｎ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 ｎｎａｒｒａｔ ｉｖｅ

ｄ ｕ ｃｒｅｄ ｉｔ ｄａｎｓ ｌａ ｌ
ｉｔｔ６ｒ ａｔｕｒｅ ｄｕ ｐ

ｒｅｍｉ ｅｒ Ｘ ＩＸｅｓ ｉｆｅｃ ｌｅ
＂


，ｐ

．４６
）〇

（ＤＭａｒｃｅ
ｌＨ＾ｎａｆｆ

，
ＬｅＰｒｉ

ｘ
ｄｅ ｌａＶｉｒｉＵ

ｔＰａ
ｒｉｓ ：Ｓ ｅｕｉ ｌ

， ２００２ ， ｐ
．

３ １ ２．

③ 详见西美尔 《货币哲学＞ ， 译者导言 ， 第 ３ 页 。

？

６３ ？



外国文学评论 Ｎ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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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性 ，
后者的习惯 、 思想甚至还有信仰在经济转型期遭遇 了冲击 ， 令他眩晕而

不知所措 。 在经济 的人 （ ｈｏｍ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 ） 的规范尚未标准化为人的行为规范的

情况下 ， 对利润的追逐充满了对未被驯服的猎物的杀戮欲 使得皮罗多成为扭

曲了的信贷模型的受害者 。 面对 自 己不甚 了解的资本集 中的玄机 ， 皮罗多进入了

一种进退两难 、 紧张焦灼的状态 ， 成为信贷模型中 的独特承载者 。 信用使皮罗多

这
一

个体的生命全部呈现为金钱 的生命 ， 他的语言被
“

票据
”

、

“

延期
”

、

“

债

务
”

、

“

信贷
”

、

“

价格
”

、

“

担保
”

、

“

签字
”

等词语所缩减 、 束缚
，
表现为

“

价格

与数字
”

（ Ｃ６Ｓａｒ ：５６ ） 的语言 ， 令他感到丧失了真正的话语 ， 丧失了一切与他人

的交流 （
ｓｅｅ Ｏ／

Ｗｒａ ｔ ｉｏｎｉ
：８４

） 。 落入杜
？ 蒂耶设计的信用陷讲后 ，

丨目用模型在皮

罗多身上引起混乱 ， 犹如
“

塞纳河上的
一

个船夫突然接到大臣的命令 ， 去指挥一

艘大型战舰
”

１ ８ １
） 。

围绕着信贷模型 ， 巴尔扎克在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 中构筑了 生命 、 货

币话语的循环 ， 使皮罗多与贪婪重利 、 机会主义的金融家形成对比反差的美好

品德得以延续 。 皮罗多
“

正直诚实 ， 做事谨慎细致
”

６７
） ， 他从不赊欠

别人 ， 却允许别人在一定情况下对 自 己赊欠 ，
他

“
一生中 每做

一

件事 ， 都闪烁

着仁慈善良的光辉 ， 使人油生敬意
”

（
Ｃ办 ７０

） ， 皮罗多的这些品德以 及遭遇

欺骗陷人信贷危机后所表现 出的
“

从头再来
”

的勇气与坚毅都在包 比诺的身上

得到继承 。 包比诺以其勤劳与忠诚取得 了皮罗多 的信任 ， 正如皮罗多早年取得

老店主拉贡的信任
一样 。 皮罗多对荣誉 、 信念的追求也影响到包 比诺 ，

后者对

事业的孜孜以求 、 对新的现代营销方式的探索以及其感恩与慷慨甚至超越 了皮

罗多 。
② 信贷模型建立的时间流动性凸显 了德行的传承 ，

体现出作者对品德 、 抱

负 、 人格的肯定 ， 对道德传统的信念 ：

“

倘若
一个民族丧失了信仰 （ 这里不是指

宗教 ） ， 孩子们在接受启蒙教育时只让他们习惯于冷酷无情的分析 ， 松开了所有

传统的纽带 ， 这个民族就会解体 。 因为这样的民族只是靠物质利益使人们卑鄙龌

龊地凑合在
一

起 ， 靠崇拜利己主义苟合在
一起。

”

（Ｇｉａ ｒ
：３ ０４ ） 正是这

一点构成

了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不 同于作者其他金融小说的特质 ，

一

种不可遮蔽的

向上能量 。

① 详见泰奥多
■

威森格隆德 ． 阿多诺 《读巴尔扎克——给格营特尔 ＞
， 赵文译 ， ｈｔｔｐ ：／／ｂ ｌ〇

＆
ａｉｎａ＊ ｃｏｍ ． ｃｎ／ｓ／ｂ ｌｏ

ｇ一

５ １ ５７ ｃ５６８０１ ００ｘ３ ｃｘ ．ｈ ｔｍｌ

② 在 《邦斯舅舅 》 中 ， 巴尔扎克对包比诺后来在商业与公共事业上的发展有所交代 。

？

６４
？



转型期的金融游戏密码 ：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中的信贷模型

从马克思的 《资本论》 到塔尔科特 ？ 帕森斯 （
Ｔａｌｃｏ ｔｔＰａｒｓｏｎｓ ） 、 于根

？

哈贝

马斯 （ Ｊｔｔ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 尼克拉斯 ？ 鲁曼 （ Ｎ ｉｋｌａｓＬｕｈｍａｎｎ ） 的一系列理论著作

都力图从多种角度研究金融现象 ，
以期比在经济学单

一

语境下进行思考获得更加

客观 、 深刻的成果 。 巴尔扎克在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中正面描写商业 ， 反

映法国资本主义前期 的发展状况 ， 呈现出他对信贷作用的独到理解 。 同时 ， 他
“

破译
”

转型期复杂的金融游戏密码也丰富 了信贷主题文学的叙事 ， 围绕着信贷

模型构筑了文本的灵与肉 。 巴尔扎克不是简单地运用金融术语 ，
而是将小说创作

建构在对货币 的非物质化带来的金融革命的深刻理解之上。

“

１９ 世纪的巴黎成为

金融世界最混杂 、 危险的地方
”

（ ｆｌａｆｃｏｃ ：２８ ） ， 信贷在 《赛査 ？ 皮罗多盛衰记 》

中表现出双面性 ：

一方面它可 以是一个圈套或陷阱 ， 产生负面的影响 ；
另一方面

它被视为资本集中的有效手段 ， 可 以产生社会动力与财富 。 在前
一

点上 ， 皮罗多

的兴衰反映的是作者对 １ ９ 世纪信贷问题的抨击 、 对国家改革与监管信贷体制的

呼吁 。 直到 １９ 世纪末 ， 随着大力推进信贷系统的规范化与统一化
，
银行家对社

会规范的 内化才得以实现 ， 过去长期存在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的信贷关系 、

放高利贷者与借髙利贷者之间的信贷关系
——

这些被历史学家称作
“

人际信贷
”

的现象才逐渐被银行信贷边缘化 。 信贷 自 由化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斗争与考验终于

在 ２０ 世纪初得以实现 ， 信贷成为推动法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解放的工具。 在

后
一

点上 ，
巴尔扎克在嘲讽的外表下隐藏着对信贷规则的敏锐洞见 ， 他对过度投

机颇为担忧 ， 认为金融业应向生产性资本倾斜 ，
应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工商业领域

的发明创造服务 。 这
一

理念在今天仍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与瞀示作用 。

［ 作者简介 ］ 李征 ， 女 ，
１ ９７８ 年生 ，

法 国 巴黎第 一 大 学 艺 术学博士 ， 中 国 社会

科学 院外 国 文学研 究所东南欧拉美室助理研 究 员 ，
主要研究 领域为 法 国 文 学 。 近

期发表 的论文有 《坚 守 的 力 量——蒙 田对现代性 问题原初 的思考 》 （ 载 《 中 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学报》 ２０ １４ 年第 １ 期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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