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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交融的经济学视角

一（（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评介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 博士生副导师谈敏教授

的新著（（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巳由上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是在作者博

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充实而成， 由上海市马

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会资助出版。 概而论

之， 该书具有如下特点：

1. 研究课题的不同凡响

在经济学说史领域内， 法国重农学派的理论来

源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未曾圆满解决的问题。

历史上有一种重要的观点， 认为重农学派曾受到中

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中外学术界对这一观点的研究

也历时长久。如法国经济学家季德与李斯特在1909

年出版的«经济学说史）〉中就承认重农学派曾受中

国思想的影响。 日本学者珑本诚一在其1931年出版

的«欧洲经济学说史）〉中， 以及奥籍美国经济学家

熊彼特在其1953年出版的名著《经济分析史〉〉中，

都就中国古代文化对重农学派理论的影响进行过研

究。 国内也曾有人对此问题作过考证。 但是， 这些

探究多系泛泛而论， 且多从文化艺术或政治方面着

眼， 很少有从纯经济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 因此，

这一问题至今未曾有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成果和基本

一致的意见。 谈敏教授选择了这样一个既具学术意

义、 又具现实意义， 且悬而未决噜 难度颇大的世界

经济学说史上的重要课题进行研究， 从巳有研究成

果的前沿出发， 从经济学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考察中

国古代思想文化、 尤其是经济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

及西方近代经济学说的影响， 探讨重农学派理论与

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 科学地论证重农学派经济学

说的起源。 这一研究课题的意义不仅在于重农学派

的理论作为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噶矢对其后的经济理

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还在于它涉及到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的地位， 以及经济

学说史研究中 “ 欧洲中心论 ” 观念的科学与否。 正

因为这一课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所以该研究成果

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著名经济学家胡寄窗

教授称该课题 “具有世界意义
”

，在为该书所作的

《序〉＞中， 胡教授指出此书对这一问题论证的深度

和广度均较前人的同类著作迈进了一大步。 因为它

不只是泛泛地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去搜求对重农学

派学说的影响， 而是直接从经济理论中去寻找重农

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流， 进而科学地论证了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不仅是独竟于西方经济学之外的一个理论

体系，也是组成现代经济学说的先行思想因素之一，

应同古希腊罗马分享荣容。 胡教授称该书 “ 拨开了

二百多年来笼罩在经济学说史上的一层迷雾， 圆满

地解决了重农学派学说渊源千中国的问题， 在经济

学领域具有重大的国内和国际意义” 。 陈岱孙教

授、 巫宝三研究员、 赵靖教授等著名学者都认为该

研究成果在中外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和

填补空白的意义， 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

的水平。

2.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关千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教授历来

认为， 要使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科学性、 现实性和

世界性， 必须走中西经济思想或经济学说结合、 比

较研究的路子。 谈敏同志长期师从胡寄窗教授， 深

谙胡教授的方法论原理。 他在该书的（（导言〉）中指

出｀从方法论上看，中国经济思想史与西方经济学

说史的比较研究包括两层涵义。 第一， 是将中西经

济思想史作为两个完全独立的理论体系， 分别就两
．

者的经济观点及理论的相同或相异之处进行对比分

析，第二， 是考察中西经济思想史之间的相互影

响、 相互渗透关系以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 该书从

中西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 在全面深入地

把握重农学派理论体系及其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内

在关系的基础上， 以考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西方

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以及对其的影响为研究方向， 以

重农学派学说体系的基本理论如自然秩序论 、 «经

济表）〉、 自由放任观念、 纯产品学说、 土地单一税

概念等作为基本线索， 依次考察这些主要理论观点

的思想来源， 着力解决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中国渊

举问题。 在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 这种研究方法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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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一种发展方向。
另外， 该书在理论分析上的中西兼通以及资料

的全面、 充实方面给人以深刻印象。 由千论题涉及
中西经济思想的交融关系， 因此对其的研究必须同
时掌握中西经济思想、 经济学说的系统知识和理
论， 并能将其融会贯通、 互相比照。 同时，资料范
围的广泛， 给收集资料造成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然通览全书， 其中所展示的对中西经济理论、 概
念、 范畴的娴熟驾驭和运用， 以及对有关资料收集
之丰富和全面， 反映出作者坚实广博的经济学理论
造诣及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这是学术研究能取得
重大成果的关键要素。

3. 体系结构合坦严谨
该书以17、18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为历

史背景， 将视角固着于经济思想这一文化交流的重
要方面， 以重农学派的主要理论范畴为基本线索，
逐一考察这些理论范畴的思想来惊， 深入分析了中
国古代经济思想文化对这些理论范畴的影响和作
用， 在此基础上对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渊源与中国
古代经济思想的关系作出结论性意见。 这种体系安
排使全书线索清晰、 层次分明， 全部论述紧紧图绕
中心论题展开， 旁证博引而重点突出， 分析详尽而
结构紧凑。

4． 观点结论新颖独到
该书指出， 从16世纪起， 从儒家为代表的先秦

诸子著作以及宋代理学和其他有关中国典章制度的
文献， 相继由传教士传入欧洲。从17世纪一直到18
世纪前半期， 中国文化的西传达到高潮。 这 一时
期， 法国是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18世纪法国
一些重要的启蒙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文化
的影响。 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是将中国文化
直接向欧洲传播的主要人物，存当时被脊为 “ 欧洲
的孔子 ” 。 魁奈以及重农学派的其他重要经济学家
如杜尔阁等都崇尚中国文化， 在他们的重农主义经
济思想的形成过程中，都深深地受到中国古代文化
的影响和启发。

该书认为， 在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中，来自中
国渊源的思想文化要素几乎渗透到这一学说体系的
各个方面。＠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学说与中国古代
崇尚自然、 “天道” 的思想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特
别是魁奈受孔子道德学说的启发， 提出道德规律或
道德秩序的定义， 将它与物质秩序一逍纳入自然秩
序范畴。 另外， 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显示了各种因
素互为依存的有机体性质， 这是它与西方主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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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一个独特之处， 却与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特
征相吻合。 自然秩序学说中这两个与西方传统甚为
隔膜的重要涵义， 均系吸收了中国古代思想观念的
产物。 ＠重农学派对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
成果一一 （（经济表〉〉包含着中国古代的顺乎自然思
想、 «易经〉〉六十四卦、中国的表意文字、以及中
国古代的循环观念等文化要素。 ＠重农学派从自然
秩序论引出的 “ 自由放任 “ 观点与中国古代 ＇， 顺天
之道” 、 “无为而治 ” 的思想传统极为相近。 “自
由放任“ 思想所包涵的各种观点如自然主义的个人
自利观点、 贸易上的自由通行原则、 反对政府干
预、政府职能主要是认识和遵守自然秩序法则的主
张等， 均能从我国先秦以来的自利观、 关市无征、
“善者固之” 、 “为政以德 ” , “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 、 “无为而无不为 ” 等思想传播中发现其端
倪。 ＠ “纯产品 ” 学说是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 这
一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中国古代重农思想的要义在千宣扬农业是 “能生天
地不生之财 ＇＇ ， 即认为农业是财富生产的唯一来
源，农业 “生财 ” 意味名创造生产剩余，剩余农产
品形成整个社会财富的物阮基础，丁商业或者有助
于农业之 “生财 ＇， ， 或者仅将农业所生产的财富
＂遽相取予“， 扣负着财富流通的职能， 但两者均不
能生产财富。 这一要义与亟农学派的 “纯产品 ” 理
论逻辑大体契合， 说明了它们之间所具有的渊源关
系。 ＠重农学派的土地单一税学说深受中国古代财
政思想及财政政策的影响。 根据魁奈对中国文献资
料的理解和阐释， 重农学派受中国租税观念的影响
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租税系由自然秩
序来指示和决定，二妃i`l土地收入或地租作为唯一
的征课对象；三是地租以外的共他征课最终仍会通
过租税转嫁间接地归于地主，匹是须按照 “规则 ”

或 “有秩序 “ 地课税， 租税负担耍合理， 等等。 魁
奈提出的这些论点几乎都要援引中国的例证或思想
作为其理论依据， 而以土地单·一税思想最为突出和
明显。

总之， 虽农学派的经济学说之受中国古代经济
思想的影响，决非浅显而狭窄， 而是相当广泛而深
远的， 几乎所有重要的担农学派理论， 都在不同程
度上留下了中国文化的印记。 因此， 可以认为， 中
国古代思想文化是西方蜇农学浓经济学说的一个重
要来沥。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不仪以它自身的光辉成
就， 而且应当作为现代经济科学的直接思想起椋之
一而载入世界经济思想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