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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周明武

胡寄窗先生主要学术贡献略述

在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界，胡寄窗先生(1903-199 3)是一 位在多重领域里拥有非常旺盛的

学术生命力的入物，他凭其个入之勤勉和博古通今的扎实根基，在他所从事的学术领域焚膏继
晷，勇千拓荒，笫路蓝缕，新作迭出。 在长达近70年的学术生命里，无论是在中国经济思想史、

外国经济学说史，还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研究领域，胡老都颇显造诣。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胡老首先是以一个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师而著称。具体说来，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
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笫一，撰写《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卷本，树立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

胡老《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卷本，是其在这个领域的代表作，也是整个这一学科的代表作之
一。它是解放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写出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是第一部探讨中
国三千年经济思想演变的思想通史，填补了对秦王朝以后至鸦片战争前夕两千年经济思想研
究的空白。据考察，解放前，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与近代两段时间，秦汉

至鸦片战争前夕长达二千年的漫漫岁月，虽有少数人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对其间一些著名思想
家的经济思想进行探讨，但缺乏整体感和系统性，并未构造起这门学科的框架。 即使是对先秦 、了

与近代的研究，在观点与材料上也都存在明显的缺陷。 因而，胡老在“三卷本”《序言》中说：＂中
国经济思想这门科学在目前基本上还是一片待开垦的园地”，解放前关千这方面的著作，”所引
用的史料既有许多遗涌和谬误，而观点立场更是大成问题，至千秦王朝以后两千多年的经济思

想，迄今尚无系统的著作间世，因此，这门科学的研究，几乎需要从头开始。”4

此书对历史资料的分析．最见作者发现问题的犀利目光。 作者从史料中挖掘思想，每每进
展到“ 山重水复疑无路 ”处，笔锋一转，又出新见。 此外，作者的突出创见，还在于发现和阐明古

代经济循环论，阐述包括史学界也聚讼不己的井田思想的实质，明白晓畅地分析《管子》的轻重
理论，等等。 无怪乎国外学术刊物上如此评价胡老的“三卷本” :”在它的范围、深度和对学术的

热忱方面是没有先例的。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中，还存在着对一些时期的研究不足，有的还

需要继续加以精炼和修改。 但是，他在未经探索的航程领域中开辟出一条路径，和他对许多空

白的填补以及对大扯未见分晓的间题的澄清，则胡氏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实树立了一

块里程碑。”2

笫二，撰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钢》，又补研究空白。
这部专著是胡老”三卷本”的姊妹篇，是其所撰《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一一1850到1919》一稿

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修改、扩充和延展，叙写上自第 一次鸦片战争，下至新中国成立时期的经济
思想，承接“三卷本“，自成一体地总结先秦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为止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工作基

本完成了。尤其是此书用五分之 一的篇幅，对“五四 ”运动到解放前夕经济科学的发展作了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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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系统的论述，填补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笫三，打破经济学领域“ 欧洲中心论 ”的传统，展示了中国经济思怒的光辉成就。

胡老认为：我们的祖先不仅有文学、哲学和科学上的光辉成就，也有卓越的经济思想。＠

他对经济学说中的“欧洲中心论 ”者一向嗤之以鼻，并以其卓越的学术成果予以回击。1981
年胡老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一 书出版，1984年此书的英文版间世，通过近60个

经济概念的中西对比分析，说明17世纪以前的中国经济思想绝不逊色甚至领先于西洋经济思
想，实际上打破了经济学说中的“欧洲中心论兀胡老不但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实
事求是地挖掘并大加颂扬，而且，他还认为未来的世界经济学更不必以西方为中心。”虽然我们

在过去二、三百年中是落后了，却谁也阻挡不住我们在未来世界中重新在经济思想方面做出贡

献。”也介绍l7世纪以前中国经济思想的中英文版著作间世后，在国内和国外如美、英、法、荷｀

日等国所引起的反应甚至比“三卷本 ”更大。

胡老打破“欧洲中心论”的另 一学术创举，就是在撰写《政治经济学前史》时，把中国等东方
国家的经济思想放入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中考察和总结，客观地、历史地评价它们在人类经济
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

胡老还肯定，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对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之一的法国重农学派有一 定

的影响。 他说：＂任何一个学者只要不抱成见，均可能发现重衣学派的所有赋要经济概念，都可

以从中国旧经济思想中极容易地找到它们的近似祥品；相反的，在它们的欧洲先行思想材料中
倒不易碰到这种情况。这一情况之出现，似难仅以 ｀巧合 ＇ 来解释。 ”他又说：＂弄清这个问题的任
务，不能由我来完成，只好留待有志之士。”©时隔不久，其学生谈敏博士著成《法国重农学派学
说的中国渊濒》一书。胡老欣然为之作序，认为 ＂谈敏博士的这一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拨开了二百

多年来笼罩在经济学说史上的一层迷雾，使人们终于理解到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的先行思

想均曾在世界经济学说发展的航程中起过各自的启示作用。”&
胡老及其弟子的努力耕耘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古典经济思想能够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同一

时期的经济思想相比较。且愈是追溯到古代愈是如此。中国经济思想是人类经济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思想不仅是独立千西方经济学之外的一个理论体系，而且通过影响重农学

派学说从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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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 “ 气胡老
还用英文著了另 一大作《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汃也是出于打破“言必称

希腊＂的传统，向海外宣传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的目的。
笫四乒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方法和发展方向上的独到见解。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方法，胡老阐述过如下一些看法：1．编写任何思想史尤其是中国
古近代经济思想史总须以个别主要历史人物、学派或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为线索。2．在叙述一

定历史人物、学派或阶段的经济思想史时，虽然中国经济思想自有其发展的特点，但是，诸如财
富、生产、分配、货币及其他经济范畴仍然应该运用的。3．古今、中外对比分析的方法是研究经
济思想史不能不用的重要方法之一。4旗帜鲜明地赞成“古人思想现代化 ” （特指将古人的思想
以及有关文献按现代通用的理论范畴和词汇加以诠释，不是把近现代人才能有的思想强加在
古人头上）。 这些见解，即使不是绝对正确，也是值得深思的。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上，胡老强调过两点，其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
扭转只 “向后看 ＂的倾向，应抓紧总结现代经济思想。 现实的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现

存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和范围，必须有所改变。”根据国外经济学说史研究的经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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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的经济理论形成后，在10年或最多20年的时间内就会被总结到学说史内容中去。”“新中
国的经济思想到本世纪末将有50年的历史，无论如何也必须予以整理了。”勺其二，胡老强调，
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仅有中国经济史和古汉语的知识是不够的。他对新一辈研究中国

经济思想史学者的知识结构作过如下概括：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素

养。 其次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西方经济学说史。又次，一定程度地掌握当代西方经济学。 最

后，除应具备中外经济史和古汉语基础知识以发掘古代经济思想成就外，还须一定程度地掌握
外语和高等数学知识。

胡老以一个经济学家睿智的目光，预见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必将面临的挑战后强调如
上两点，无疑流露出作为本学科开创者的责任感。 此外，1979年胡老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中国

经济思想史教师进修班，亲自讲课。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队伍有今天的阵容，与胡老的贡献自
然是分不开的。1980年在胡老等人倡导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为推动本学科的进一步
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外国经济学说史的研究

胡老在基本完成了对先秦至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中国经济思想的整理之后，除了继续向海

外传扬中国经济思想外，将绝大部分精力致力千外国经济学说史和当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其外
国经济学说史研究的主要著作有《 政治经济学前史》、《18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和《 西方

经济学说史》。

《18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是一部系统阐述最近百余年西方经济学史的专著，在此书

间世前，国外的经济学说史专著，专门论述自1870年以来百余年西方经济理论发展的已是寥

寥无儿，国内就更为少见，个别著作虽曾介绍过两次大战间的经济学说，但却语焉不详，或持全

盘否定态度。 胡老著书填补了国内这一 空白，具有开创性。
此著作的另 一重大意义还在于其内容本身。 在1870年以前，亚当·斯密等人创建了古典

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直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论述重点和范围上
并不曾有重大突破，并且 “许多经济范畴尚无精审的涵义”气但是，自19世纪 70年代的“边际
革命”到二战，西方经济学面貌大为改观，许多传统的名词和概念逐渐有其较确定的内涵，产生

了一些新的理论内容、分析方法和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正如胡老说：“当代西方经济学兴起的

渊源，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联系，远不如1870年而后新兴起的经济学说的
联系之直接和密切。”©由此可见，此书的内容对于我们理解、批评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理论，
是很有帮助的，因而，此书出版的意义和影响之大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胡老主编的《 西方经济学说史》“在学术界、出版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妙在此书中，胡老

对学术界否定和忽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学说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说：
“数十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一般都将英国李嘉图和法国西斯蒙第以后的经济学说一律视为 ｀庸
俗 ＇而全盘予以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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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几个经济学家也对他们学说的理解不够准确，并待讽刺和否定态度，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
似乎此时期（指上世纪中叶尤其1870年以来到两次大战－�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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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有的优点，体现较为公正的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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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老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态度，我们看到了这位经济学家求实、求真
的学术公心，这大概是他具有旺盛学术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吧。

三、对中西当代经济理论的探索

胡老对当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部著作之中，一是《当代西方基本经济理论》，
一是《经济理论歧见的剖析》。前者是编译之作，全书分导论、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三部
分，是改革开放以来介绍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较早之作。 全书的特点之一，是把当代流行的
许多重要西方基本经济概念作了概括而系统的阐述。特点之二，力求对西方当代经济理论作如
实介绍，这对80年代初进一步扭转我国长期以来把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列为禁区或把它视为庸
俗的、反动的、非科学的东西而纯粹加以批判和否定的局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点之三，
本书在介绍西方基本经济理论之后，分章进行了“批判和探索“，试图给西方当代经济理论以恰
当的评价，纠正过去经济学界有失偏颇的看法，使人看清哪些是足资借鉴的成份，哪些是庸俗
反动的部分。例如，胡老分析机会成本，认为“机会成本概念从整个社会角度考虑是一个很有意
义的概念，但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它应用到个人在每日 一、二小时的工作与休暇之间，或轻微的
获得与牺牲之间的选择，那就是既庸俗又不易确定的。”@

类似的＂批判和探索”还很多，其中有些观念今天早巳为人们普遍接受，有些还待进一步讨
论，但我们对胡老等人在80年代初的批判和探索的勇气是不能不佩服的。

胡老另 一部研究当代经济理论的大作，是《经济理论歧见的剖析》。本书对当前我国经济学
界所存在的许多重要的争论性观点，进行了剖析。 作者着重指出各争论问题的歧见观点中，哪
些是完全或部分不必要的，哪些是值得注意的，目的在于把争论集中到有意义的分歧观点上，
使真理愈辩愈明。 全书所讨论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所有制及其有关问题、计划经
济与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劳动力商品、价值规律与价值决定、投资规模、经济周期、地租及财政
问题等约20个方面。 这部著作的出版有助千提高我国经济理论研究水平。 此外，本书间接地
为总结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学说史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重要方法。

．胡寄窗先生是我国当代中外兼通、古今兼擅、著作等身、成就卓著的经济学家。其学术思想
之深邃，其分析间题的独抒己见、勇辟蹊径，其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和探索，无疑将成为我国
学术研究领域里的宝贵财富。

＠＠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序言》。

＠美籍华裔教授张立容《（评述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原文载《美国政治经济学季刊》1987 年第3 期，

译文见《财经研究》1988 年第 4 期。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结束语））。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前言》。

＠©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胡寄窗所作《序言》。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回顾和展望》。

＠胡寄窗《 1870 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前言））。

＠朱肖鼎《一本研究西方经济学史的力作一一评胡寄窗教授主编（西方经济学说史〉》，《经济学动态》，

1992 年第9 期。

＠胡寄窗《西方经济学说史·前言》。

＠胡寄窗《当代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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