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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谈 敏 赵晓雷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前四卷古代部分评介

由赵靖教授担任主编、石世奇教授担任副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古代部分，从1991年

出版第1卷，到1998年出版第4卷，历时7载，煌煌182万字，纵贯中国古代数千年经济思想发

展全过程，立论新颖，见解高远，史料丰富翔实，分析精湛周详，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
“

通古今

之变，成一家之言
”

的恢宏巨制。 通览全书，深感其博大精深，兹不揣浅疏，予以评介如下。

（一）这部著作的主旨之 一 ，是通过系统的整理和发掘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来弘扬中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论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中的重要地位。 长期以来，

国内外有不少人对中国经济思想的遗产存在着种种误解和偏见，认为中国历来没有什么值得

重视的经济思想。 有些西方学者断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没有
“

足以与中世纪西方的经

院学者们在经济分析方面所作出的良好开端相娘美的东西
”

。 有些中国学者也认为，中国的经

济思想与欧美之经济科学比较，
“

本无一 顾之价值
＂

。 对此，从事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学者们前赴

后继，提出了一系列开拓性成果，有力地回击了这些荒谬论调，并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形成为一门

独立学科，奠定了研究的基础。 但从总体上看，尤其是与哲学、文学等学科相比较，中国经济思想

史的研究仍显得势单力薄。而《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前四卷的出版，无疑大大加强了这门学科在学

术界的力量，也使那些坚待欧洲中心论或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鼓噪之人感到汗颜。

正如赵靖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从现存的一些古文献看，早在公元前8世纪以前，中国已经

出现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经济观点。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

已达到一个群星竞辉的阶段。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探讨和论述，成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百家争鸣

的重要内容之一。 儒、墨、道、法、衣、兵诸家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见解，一些

重要的学者对经济问题的论述已形成了初步的学说体系。 在财富、分工、交换、价格、价值、货

币、赋税等范畴以及某些经济原理方面的分析，较之古希腊学者并无逊色，而且具有自己的鲜明

特点。秦汉以后，中国经济思想继续有所发展。对封建社会基本经济问题如土地制度、地租、赋税、

摇役、高利贷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历代不断有人探讨和论述，积累了大量宝

贵的文献资料；对税负、屯垦、漕运以及土地兼并等问题的探讨，更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所特有

的内容。许多重要的经济、 财政方面的观念和原理如合理利润率、货币数量说、货币流通速度、量

出为入的财政原则以及经济政策方面的干预主义和放任主义等，中国人的发现都早于欧洲。事实

表明，在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前，中国在经济思想方面的成就长期处于世界前列。

而且，中国的经济思想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了一些一 脉相承的传统。 其中，强调求富的传

统，重视均富的传统，从整个国家的角度考虑经济问题的传统以及伦理和经济相结合的传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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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所以，那些对中国经济思想的虚无主义态度是毫无根据的。

赵先生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 门仍在开拓中的年轻学科。 从19世纪90年代末起，中

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从初步涉猎到专题论述，大体处于尝试探索阶段。这门学科真正的大发展

是在建国以后，形成了一 些具有标志性的重要研究成果，宣告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从史料的发掘、体例的创新、思想的剖析乃至

方法的应用上来看，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撰写一部总结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体现

新的时代水平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部通史由赵先生担纲，以北京

大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学资料和教材为基础，组织雄厚的研究力量合作撰写，无论是从规模

还是从内容看，都反映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最新发展成就，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向

世界介绍中国经济思想光辉成就，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这部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科学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研究模式，并用这一研究模式构筑起整个理论框架。赵先生认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经济关系有本质的区别；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经济关系的基本性质是

相同的，但在许多方面仍会存在差别和特点。 这些差别和特点必然会在经济思想方面表现出

来。因此，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的经济思想，不仅在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上有差

别，在性质和内容方面也各不相同。 根据这一认识，《通史》为了区别于西方经济思想史一般以

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思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形成的
“

商品 —一 资本
“

研究模式，强调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史所研究的对象是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 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以封建土地所有制

为基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典型形态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上层建筑是

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权，在这种经济政治制度下，农民的剩余劳动又表现为地租和赋役两种

基本形式。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不能采用
“

商品 一资本
“

模式，而只能采用
“

地产 ——

地租、赋役
“

模式，如此才能把握住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中心，才能找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

变化的条件和规律。这也是《通史》古代部分在研究模式或体例上成一家之言的 一 个显著特点。

运用
“

地产一一－ 地租、赋役
”

这一研究模式，《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1.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基础，地租和赋役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剩余

劳动分割的两种主要形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众多经济问题的探讨就不能不与封建土地

所有制和地租、赋役这一基本问题相关联。 封建地产以及地租、赋役既然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中

心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议论和论证，自然也就构成了封建社会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

2．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多是国家本位的经济思想，少有西方奴

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
“

家庭经济学
”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着重谈论
“

富国
”

而较少谈论
“

富家
“

,

都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相关。 由此所决定，财政、围绕着与国家有关的土地、货币、漕运、屯

垦、轻重等问题的讨论，遂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鲜明特点。

3. 前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一般都受道德规范所制约。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更是较多地受

哲学、政治、伦理等思想的影响。 因此，强调
“

利
”

必须服从
“

义
＇

＼经济活动须受伦理和政治准则

支配的
“

贵义贱利
“

论，成了中国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主要教条之一。而
“

义
”

、“利
”

之辩，也就成

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发展线索之一。

4．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经济思想遗产丰富的国家，经济思想研究中的纵向和横向联系

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从纵向联系看，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长期积累下来的经济思想，总是深

深地影响着后代经济思想的发展； 一 个时期经济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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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讨论的问题的继续。 春秋、战国至西汉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 这一时

期的经济思想对后代的影响尤为重大。在此后两千余年中，保守的经济思想一直把这一时期的

经济思想和论点奉为传统教条；先进的经济思想则继承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所具有的批判精

神进行新的变革。 从横向联系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多，但对周围国家则

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直至中国近代，由于经济和经济思想的发展都已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才受到外来思想的巨大影响。

总之，把经济事实作为经济思想产生的基础和根源，揭示经济思想的性质和社会内容；注

重政治制度和其他意识形态与经济思想的相互联系，研究这些因素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考

虑经济思想在发展过程 中的纵向和横向联系以及对特定阶段经济思想发展变化的作用等，是

这部著作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的特色。

三、这部著作结构恢宏，内容丰富，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线索和

总体面貌。 该书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春秋末年以前中国古代经济

思想的萌发时期。 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是简单的或初级的，主要表现为 一 些零散

的、片断的、个别的、相互之间缺乏联系的，或者只有粗浅、表面联系的经济观念和见解。二是春

秋末期至西汉末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从春秋末期开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

进入了一个异常活跃的时期。 许多学者对经济问题的论述，已经把若干方面的经济观念、原理

和范畴互相联系起来，企图探求和说明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儒、道、法、墨等主要学派

的著名学者，多半能就当时所面临的一 些主要社会经济问题提出较为系统的方案，并且从理论

上进行 一定的分析。三是西汉末期至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正统观念居支

配地位的发展时期。 西汉末年，保守倾向在封建主义经济思想中开始占了上风，形成一种维护

大地主阶级既得利益的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在此后将近两千年中，这种封建正统经济思想一直

居于支配地位；而一 些异端的或非正统的经济思想与正统经济思想的论争则成为这一时期经

济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 其间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歉的增长和部分内容的深

化，未能在整体上发生质的飞跃。这种状况直到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解体，

致使封建正统经济思想渐趋没落，才逐渐发生了变化。

从体系和结构安排上看，《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一则在时期划分上不是单纯以朝代作为经

济思想史发展阶段的标志，而是以经济思想本身的发展过程作为分期依据。二则采用了综合论

述和专论相结合的编列方式，既以时间为序对各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经济观点进行

综合论述，又对 一 些特殊或重要的经济思想列为专题进行研究。 如第一卷对轻重论、第二卷对

南朝的货币思想和北朝的均田思想设专章考察。 第三卷和第四卷更是各单列一编对汉传佛教

的经济思想，纸币思想，农书中的经济观点，明清时期地主和商人的治生之学，明清时期的货币

拜物教思想等，作了专门研究。 这些新颖之处，都令人耳目 一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通史发掘和整理了同类著作未曾涉及的许多经济思想资料。如对

《太平经》的经济观点，晚唐五代的经济思想，辽、金的经济思想，宋、元时期的治生之学，汉传佛

教的经济思想，明代家训中的地主治生之学的分析和研究，都属别开生面。 在发掘资料的基础

上，一 些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也相继成为新的研究对象。 这样，就大大拓展了中国古代经济思

想的研究空间，推动了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单位邮编为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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