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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寄宵敖授外＠径跻学说史研究的方攸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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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对胡寄窗教授有关外国经济学说史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胡寄窗教

授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的方法论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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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寄窗教授不仅是新中国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同时也在外国经济学说

史的研究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外国经济学说史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

本文旨在对胡寄窗教授在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中的方法论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

胡寄窗教授对于外国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40年代胡老撰

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向中国介绍了包括无差异曲线、凯恩斯理论、费雪的货币数量说等西方经济

理论；1984年以后在胡老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又积极展开了对

外国经济学说史的研究。 胡老认为自己重新进行外国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将着重于
“

结合中西经

济学说进行理论对比分析，弘扬祖国古代的光辉遗产在世界范围内的贡献，并藉以丰富世界经济

学说史的内容”

。©因此，胡老研究外国经济学说史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地对西方经济理论和学

说进行介绍，而是以展示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所达到的高度以及中西方经济学说之间的

差异为目的。 这一主导思想充分体现在胡老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前史》一书中。 虽然当时国内外

已经出版了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学前史的著作，但
“

它们大多从欧洲中心论出发，着重研究古希腊

罗马以及西欧各封建国家的早期经济思想，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成就一向无人问津。
”气胡老

的《政治经济学前史》是第一部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成就列入世界古代经济思想史体系之中的

专著，该书首次在世界范围内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经

济学说史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
“

欧洲中心论
“

偏见。 胡老在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中贯穿始终

的主导思想是：在向国内传播西方经济学说最新动态的同时，确立中国经济思想史在世界经济思

想史范围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构建起完备的经济学说史研究体系。 围绕着这一中心，在研究方法

上胡老也力求创新，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

在胡老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并且在科学地把握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模式和研究体系。 胡老以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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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原则来分析、解释问题、评判是非得失，同时以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考察经济思想演进过程，并强调政治经济条件对经济思想的决定作用。

他认为世界各民族经济思想的兴衰取决千政治和经济条件，“政治上的安定和统一是经济思想持

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否则如不为另 一民族所吸取，就会中断。 但是仅有政治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其

充分条件，必须有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为其客观基础，它才可能持续下去并取得新的成绩。”©

胡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如对哈耶克的经济理论进行评析

时，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中认为哈耶克是完全反动的判断是不客观、不公正的，不应该对其进行

全盘否定。 胡老辩证地阐明：“他的根本错误在于：盲目地迷信个人自由，尤其是财产制度之完美

无缺，……不懂得任何事物均有其优点和缺点，尽善尽美的事情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哪一种社

会经济体系能给它的社会成员带来较多的自由和幸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对资本主义制

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比较判断：
“

如果它（资本主义制度）真是尽善尽美，为什么数百年来还

有无数的先进的人们为争取一种能够替代它的新经济体制而斗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之

诞生只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在创建过程中出现一些缺点是势所难免的，可以通过逐步改善，使缺

点不至于发展到较资本主义为多为大的程度
“

气

胡老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评价各种理论学说的得失，在方法论上也始终坚持着马克思

主义的原则。 例如，在论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时，胡老指出，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

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才能体现出经济思想史的特点，”这是编写经济思想史所必须采取的

表达方式，也是各种学科的思想史所必须采取的表达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各学科自有其应阐述的

特有的范畴而已。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否从社会主

义立场出发，并非运用经济范畴作为经济思想史的体系就是受到什么框框的局限。”©正是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使胡老的研究始终保持着科学性与先进性，从而不断地给人以进步的

启迪与反思的智慧。

二、强调中西比较研究

在胡寄窗教授的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中，他特别注重中西比较的方法，认为不仅要对具体的

思想、学说进行对比，还应注重对中西方不同体系的特征以及产生的原因进行综合、系统的比较。

胡老通过对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古希伯来以及古印度经济思想的不同传承方式进行比较，认为古

希腊、古希伯来和古印度的经济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与传统的西方经济思想交织融合，在思维方法

和名词术语方面基本上与近代经济学一脉相承；而中国的经济思想一直以特有的思维方法和名

词术语构建起自己固有的体系而独立于西方经济思想传统之外持续地发展继承，数于年未有中

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西经济思想毫无共同之处，从而毫无比较的可能。 胡老指出，中西方古

代的经济思想虽然各具特点，但由于它们所研究的同为商品、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现象，故能

得出不少类似的
“

创见
“

，因而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胡老在研究中还非常强调对不同经济思想所产生的背景和客观条件进行对比。 譬如，在论

述公元5世纪到15世纪的经济思想时，胡老指出：这一段时期中国和西欧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

经济条件，欧洲中世纪的前数百年是一种残破的自然经济，后来随着新兴城市的出现，整个西欧

经济才逐渐繁荣起来。 而中国虽然在王朝更替时有短暂的破坏，但新王朝的建立在使经济迅速

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基本上都利用同样的传统哲学思想来进行统治，因此和西欧在很大程度上不

同的是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过程没有中断。＠由此，胡老认为中国经济思想的连续性不仅与商品

经济缓慢向前发展有关，而且与中国基本上是大一统的政治条件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中国的经济

思想处于一种不断发展前进的态势。 从这一角度来看，欧洲中世纪正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政治、经

济环境，故在经济思想方面，“先是让古希腊的经济思想成就中断了数百年
“

，而直到14世纪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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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出现了与近代经济学相接近的观点。

正是通过对中西比较方法的大量运用，胡老在研究中不断坚定了自己的观点：和西方同一时

代的经济学说相比较，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毫不逊色甚至有所超越，因此中西方经济思想应该共

同、平等地构成世界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

三、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

还原历史的同时又对其进行适当的评价和分析是胡老在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中的又一方法

论特征，这使得胡老的著述不仅仅局限千对经济思想进行单纯地展示，而是对经济思想和经济理

论产生的背景、特点、方法体系、合理性以及所起的作用等内容的综合阐述和分析。《1870年以

来的西方经济学说》一书在研究体系上即鲜明地体现了胡老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书中除了对

经济学家和各经济学流派的理论观点进行综述之外，对这些理论都辟有专目进行评价。 胡老的

“史论结合
”

既不是僵硬死板地遵循形式化的格式，也不是简单地判断某一理论的对错，而是在翔

实地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夹叙夹议，在辩证、客观评价的基础上积极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胡老的评

述也不仅仅局限于所讨论的理论或学说本身，还常常会引发出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的议论。例

如在对凡勃伦进行评价时，胡老指出，凡勃伦虽然对很多理论进行了攻击并提出了挑战，但他并

没有提出可替代的内容，因而不足以保持其学派的长久存在。并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经济学

派，如不能提供较突出的一些经济理论观点，以丰富经济学内容，总难望得到长期流行。同时，胡

老还十分强调客观历史条件对于经济思想的影响和决定作用。

四、注重把握理论前沿

胡老在研究方法上非常注重对理论前沿的把握，他不时地向国内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界的最

新成果，为国内学术界了解和研究国外的经济理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 20世纪40年代，胡老

即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向国内广泛地介绍了包括凯恩斯理论、货币数量说等在内的西方经济理论

的前沿成就。 在编写《西方经济学说史》一书时，胡老本着兼收并蓄的态度，不围于个人的主观看

法，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系统完整的西方经济学说的研究体系。 该书将其他同类著作中不常涉及

的盖莱茨基、莱荣霍夫、激进学派的理论和学说进行了专门的介绍，甚至还以一定的篇幅介绍了

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斯蒂格利茨的信息经济学等前沿理论。20世纪9 0年代，胡老已届耄

耋之年，他却没有因为年龄的原因丝毫减弱对前沿理论的关注。1992年，胡老撰写了《徘徊歧路

的西方经济学》，对于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陷入的困境进行了剖析产他指出，20世纪70年

代以来世界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包括科学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的发展、货币流通的国际化以及

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等，使得西方经济理论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形势，从而出现了理论的困境。＠胡

老在提到导致世界经济形势产生巨大变化的诸因素时，特别强调了世界信息网与交通网的飞速

发展这两个因素。提出西方经济理论应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建立起更为开放的、动态分析和静

态分析相结合的新的理论体系。”时隔1 0年之久，我们依然可以从胡老的这篇文章中感受到他对

于前沿理论敏锐的把握能力和对最新动态的观察能力，这也许正是胡老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术

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

五、不围成见，追求学术公正与公平

胡老在自己的治学过程中，不受既有的学术观点的束缚，坚持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

来评价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对于历史人物和他们的理论观点进行分析评价时，主张客观

把握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时代特征以及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不能进行片面地贬低或者拔高，应该

极力避免盲目的学术跟风和人云亦云的态度。胡老在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一书中对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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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简单地否定和忽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及其学说的做法，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提出了自己独到

的看法：“数十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在经济学说史研究方面，一般都将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以后的经

济学说一律视为
｀
庸俗 ＇而予以全盘否定。 对此时期的大多数具有一定影响的经济学家都只字不

提，即使提及极少数几个经济学家，对他们的学说的理解不够准确，并持讽刺和否定的态度，给人

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此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已是一片空白，本书将这些已被遗忘或语焉不详的

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先对它们作客观的

真实表述，然后实事求是地批判其缺点或指出其可能的优点，体现较为公正的评议。
”
＠又如，对

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学术界一贯持批判和否定态度。 胡老在系统地考察了马尔萨斯的经

济学说之后，中肯地指出：”这种批评是对马尔萨斯的一种误解。 尽管马尔萨斯本人有意无意地

使人们相信世界人口在按几何级数增长，但他从未在任何地方明确指出现实的入口增长遵循几

何级数规律。《人口论》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恰恰是人口增长的这一可能性为何未成为现实性
”

, @

实际上
”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他所涉及各种问题上几乎都有独特的分析和见解，对经

济问题的直觉常常可与斯密相婬美
”
。@

不圃成见，敢于破除学术成见并不意味着追求标新立异、特立独行，而是指在学术的道路上

应该永不停息，将对真理的探求作为最终追求的目标，胡老正是身体力行。 而实事求是的学术态

度，扎实严谨的学术作风，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和科学公正的学术方法也成就了他在经济思想史

这门学科中的功绩。

注释：
O胡寄窗：《胡寄窗文集》，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J)@胡寄窗：《政治经济学前史》，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第571页、第26页、第373页。
@@＠@＠胡寄窗：《西方经济学说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页、第372页、第408页、第3页、第

95页第99页。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载于《学术月刊》1986年第3期。
＠胡老根据权威的经济理论刊物英国的《经济杂志》在1991年第1期上发表的20余篇有关西方经济理论发展

的历史与展望的论 文，得出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有史以来处境最为困难的时期。
＠胡寄窗：《徘徊歧路的西方经济学》，载于《经济评论》1992年第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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