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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非常荣幸有机会将我2001年的著作《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呈
现给中国的读者们。
我相信，本书中的有些观点与中国的实际情况非常相关。
　　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一般化的理论方法是重要的，但是其价值有限。
这些一般性方法必须由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保持敏感的分析方法加以补充。
这一观点的一个最早版本来自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抨击了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普遍的、非
历史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没有充分关注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
我相信，中国的读者对于马克思的观点很熟悉，也完全了解毛泽东等人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坚持：在经
济发展问题上坚持走“中国道路”，这一道路对于中国的历史条件、制度条件、文化条件的特定性给
予了肯定。
　　但是，在某些方面，我将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推进得更远。
参照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者的思想，我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众多的市场制度和
许多可行的制度结构。
马克思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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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经济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展开论述，计论了德国、历史学派是如何研究历史特性问题的，描
述了历史特性的本质和作用，同时也指出其他经济学派对历史特性问题的态度。
在此过程中，作者强调了历史特性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最后，作者针对如何把历史特性问题重新提上经济学的研究日程提出了有益的可行建议。
    本书为创立一个新的，建设性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扫平了道路，这种方法使得我们可以更为深刻地理
解我们所生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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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杰弗里·M·霍奇逊曾任教于剑桥大学，现为赫特福德郡大学的研究教授。
他是演化经济学的卓越代表，是英国当代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涉猎广泛，研究视阈包括制度
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和经济学方法论。
同时他还是一位高产的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10余部专著和160余篇各类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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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离开某些较为一般性的概念，我们就无法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
使用一些超历史的和非历史的概念是不可避免的，这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也有说明。
问题是，在他的方法论中，并没有给这些概念以明确的定位。
马克思不可避免地在其著作中使用了超历史的和非历史的概念，却没有就这些用法给予理论说明。
　　对于那些适用于多种不同历史时期，或者适用于不同社会构成的概念或者理论，我们使用“超历
史”这一术语来定义。
对于那些声称适用于所有社会-经济系统的概念和理论，我们用术语“非历史”来表示。
这两个概念都超越了任何单一的社会形态。
　　仔细研究《资本论》可以发现，在论述的关键阶段，马克思也经常依赖一些超历史的和非历史的
概念。
最明显地，资本主义概念本身就援引了生产方式这个非历史的一般性概念。
然而，问题不止如此。
例如，在第1章中，马克思在讨论商品和交换时，引用了使用价值这个非历史性概念。
确实，特殊的使用价值可能有其社会的和历史的条件。
但是，与商品的概念不同，“使用价值”被看做是一个对所有可能的社会经济系统都适用的概念。
这样，马克思并没有完全遵守我们早先引用的、他自己关于方法论的总禁令，也就是视所有的经济“
范畴为过渡性的、历史性的实际社会关系的抽象”。
的确，认为所有经济范畴都是历史特定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样就不存在分类的或元理论的框
架来安放特殊分析概念。
　　马克思的分析中充满了相似的例子。
例如，在第1卷的第7章中对生产过程的分析，利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上的区别。
一方面，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渗透到了所有种类的社会-经济系统之中；另一
方面，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组织和过程的劳动。
同样，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在概念上是相当一般性的，尽管劳动力被雇佣这个特定的现象远不是普遍
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马克思的两个概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他的一般性和超历史的理论中：这在他著名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被描述出来，这个理论表明，当生产力的发展超越陈旧的生产关系时，社会经
济就会发生变化。
　　的确，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劳动概念的一般陛和普遍性，帮助他为一切社会经济系统的生命血液
：劳动进行了超历史的描述。
马科·里皮（Maarco Lippi，1979）敏锐地观察到，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值”进行分析时
强调历史特性，但是价值却在本质上依靠劳动这个非历史的和“自然主义”的概念。
同样，伊莱亚斯·哈利勒（Elias Khalil，1990b）表明，马克思的超历史的社会劳动概念，意味着个体
的行为能够按照普遍的理性来事先计算。
普遍理性假设本身就是19世纪特有的西方精神文化的反映，而且，值得一提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个假设在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同样占据显赫地位。
　　需要蕈申的是，我们在此并没有批评马克思引入了普遍的和非历史的范畴。
相反，这样的援引是不可避免的。
任何涉及延绵的历史的研究，都必须援引这样的一般性范畴。
任何建立历史特征范畴的努力本身，必须依靠一个超然的规则。
这是无法避免的。
然而，马克思在研究方法的层面上没有足够重视这个问题，并对涉及的元理论问题只做了有限的讨论
。
在不多见的一段文章中，马克思（1971，p.214）给出了一个简短的介绍：“故而,一般性的抽象定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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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形式。
”另外，他还写道，“劳动过程”的“简单和抽象的因素”对于“人类生活的所有社会形式都是通用
的”（马克思，1976，p.290）。
　　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使用了超历史和非历史的范畴，而在于他没有给出有关它们重要性或者选择、
建立它们的方式的方法论上的指导。
没有这样的指导，我们可能会在稀缺和效用这些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抽象概念中迷失方向。
虽然马克思批评了这些所谓的一般性范畴，但是却依靠其他有待商榷的、非历史性的范畴，而对于为
何采用它们却没有给出恰当的理由。
　　逻辑上讲，离开先验的一般，我们无法正确地建立任何特殊。
特殊范畴的确立，需要可以对特殊范围进行划分的一般性分类。
没有一般性分类，我们就不能定义这些特殊性所适用的范围。
进一步说，特殊性的语言和方法论需要一个普遍性的框架。
我们不可能在没有事前假定“社会构成”的普遍概念的情况下，确立“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特殊概
念。
特殊性的方法论必须来自普遍性的元方法论。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对这此问题进行详细描述。
　　马克思需要做的是，至少在两个层次上进行深入分析。
一个层次是资本主义系统的特：马克思在著作中对这一部分的分析相对来说是非常详尽的。
而他的另外一个层次，也就是比较一般性层次的分析却是不充分的。
这个层次的分析可以为考量更具普遍性的、系统的动态和演化提供一个框架。
　　另外，这种分析可能有能力更加详尽地阐述一个社会形态向另外一个社会形态的过渡。
关键是，马克思缺乏关于过渡的恰当理论。
在方法论和分析上仅仅侧重于一个系统的特定概念，使得马克思没有足够的概念原料供其加工，进而
分析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的变迁过程。
　　重要的是，在马克思对既定的社会形态，例如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中，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占据了
分析的主体。
虽然马克思意以到了个人的存在，但是他相信人们是在系统的制约下行动的。
这个理论缺少对个人的分析，用系统的制约来解释全部问题。
人们的确行动，但是他们行动的范围极大地受到既定系统的限制。
这种限制被看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在分析中，人类行为的心理和文化源泉被低估了。
“资本主义不过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在运转着，正如工人无非是人格化的劳动”（马克思，1 976
，p.989）。
　　马克思现代的追随者们会否认他的分析是决定论的，并声称人类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一定意义
上是首要的。
然而，对一种决定论的否定，却从后门引来了另外一种。
人类被当成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囚犯，故而监狱的墙壁决定了结果。
那么问题就是解释结构怎样发生变化。
如果系统的制约解释了一切，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解释这种制约如何变迁。
　　马克思声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一直在其中运作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
盾”（马克思，1971，p.21）。
他认为一个系统的消亡源自于内部的张力或者矛盾。
但是他没有给我们讲述变迁本身。
当他讨论一个社会形态向另外一个社会形态过渡的时候，唯意志的、政治性的人类活动突然就走到了
解释的前方。
社会革命既是社会矛盾的解释，又是社会“矛盾”的结果。
这时，未被决定的个人超越了他们的环境，并且开始掌控历史的进程，填补了不完整的系统发展分析
的部分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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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遗憾的是，一旦这些工作完成，一旦革命变迁结束.他们又被新的结构制约了。
我们需要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来解释这种个人本质和定位的转变。
结果是，一个关于变迁的恰当理论需要一个超历史的方法论和跨越不同社会形式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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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部卓越的思想史著作。
霍奇逊将新的气息带入到过去的思想以及与它们有关的问题之一中。
这些复活的思想对于当代的经济学家——包括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本能够将复杂的历史主义纳入学术背景之中的著作。
它的主要贡献是证明了奥地利学派在方法论之争中的胜利只是表面现象，并且说明了历史特性问题是
如何继续困扰经济学研究的。
　　——保罗·戴尔·布什（Paul Dale Bush）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在这部卓越的、具有启发
意义的著作中，杰弗里·M·霍奇逊探讨了经济理论和历史之间的重要关系，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学遍
主义教条提出了挑战。
他令人印象深刻地建立了一个理论平台，将从特定的空间一时间背景申得到的特殊的历史特性与一般
原则融为一体。
这部著作对准备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理论构建的经济学家来说，提供了有效的指导。
　　——库尔特·多普菲（Kurt Dopfer）瑞士圣加仑大学　　经济学具有两种思维和分析模式。
一种是以纯粹的、抽象的．非制度的，先验的体系研究经济学；另一种是以历史的制度来研究经济学
。
杰弗里·M·霍奇逊在他的这部著作中探讨了后一种模式的历史、内容和概念问题。
这是一部卓越的著作，分析独到并具有启发意义。
　　——沃伦·塞缪尔（Warren Samuels）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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