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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始终紧密地连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
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蜚声中外的知名学
者、教授。
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作出了杰出在贡献，写下了一部又一部的中国学术史上
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的著作。

   “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精选北大知名学术者撰写的人文主科类的学术著作，旨在反映北大几代学者
的学术成就，展现他们的治学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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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靖，山东省济南市人，1922年9月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
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常委等。
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已出版1－4卷）、《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管理思
想史教程》（以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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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 册 ）   自序   上篇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第一章 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中国
经济思想遗产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宝库    第二节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中国古代经济
思想探讨的中心问题    第四节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的两种对立传统   第二章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滥
觞    ——孔丘和春秋末期的贤大夫    第一节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第二节 地
主阶级改革要求的反对派    第三节 贵义贱利论的形成    第四节 贵义贱利论是孔丘经济思想的核心   第
三章 早期小生产者利益和愿望的表现    ——墨翟、许行    第一节 战国前期小生产者的特点    第二节 墨
翟是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思想家    第三节 节用论是墨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 农家许行、陈相
等的主要经济观点   第四章 战国时期地主阶级的两个阶层和两种    对立的经济思想    ——商鞅和孟轲    
第一节 战国地主阶级的两个阶层和两种对立的政治主张    第二节 商鞅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    第三节 
孟轲的经济思想的性质和特点    第四节 商鞅和孟轲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一致性和分歧   第五章 先秦没落
社会势力的意识形态    ——道家各派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道家经济思想的产生    第二节 老聃 环渊派道
家的经济思想    第三节 庄周派道家的经济观点    第四节 道家经济思想对后代的影响   第六章 东方法家
的富国、富民论    —— 战国时代的管子之学    第一节 管子 东方法家的旗帜    第二节 重视经济问题是东
方法家的突出特点    第三节 东方法家论富国、富民的主要途径   第七章 统一的封建帝国建立前夕各种
经济思    想的斗争和综合    荀况、韩非    第一节 战国末期的时代形势对思想、理论所提出的要求    第
二节 荀况对先秦各家经济思想的综合和总结    第三节 韩非的经济思想及其主要思想来源   第八章 汉初
为恢复经济、巩固统一封建政权    服务的经济思想    ——陆贾、贾谊    第一节 西汉前期“与民休息”
的经济政策及其思想基础    第二节“与民休息”政策的重要思想奠基人陆贾    第三节 贾谊和西汉经济
思想发展中的新趋向   第九章 西汉经济思想从“无为”向“有为”的    转化    ——轻重论    第一节 轻
重论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    第二节 西汉轻重论的主要文献 ——《管子》“轻重”诸篇    第三节 轻重论
的出发点 “轻重之势”    第四节 轻重论的基本原理 “轻重之学”    第五节 轻重论的实施手段和方法    
——“轻重之术    第六节 西汉轻重论的成就和局限   第十章 轻重论的主要反对者    —— 司马迁    第一
节 轻重论的各种反对派    第二节 司马迁的“善因”论    第三节 善因论和轻重论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第
四节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根源   第十一章 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盐铁会议和
《盐铁论》    第一节 西汉时期关于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的    第二次大辩论    第二节 关于轻重政策的功
过利弊问题的辩论    第三节 关于轻重政策的是非善恶问题的辩论    第四节 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形成   
第十二章 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怪胎    王莽    第一节 王莽和王莽改制    第二节 王田制的性质，兼论
禁奴    第三节 封建政权垄断工、商、虞各业的“六管    第四节 历史上最荒唐的货币改革    第五节 王莽
“不能无为”的秘密   第十三章 大地主阶级既得利益的早期批判者    ——王符、荀悦、仲长统等    第
一节 东汉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反映    第二节“务本”论 王符经济思想的基础和中心    第三节 王符的“盗
天”论、“浮侈”论和“爱日”论    第四节 荀悦、仲长统等对豪强土地兼并的批判   第十四章 魏晋社
会大动乱在经济思想领域中    引起的反响    ——鲍敬言、鲁褒等    第一节 魏晋时期经济思想的主要特
点    第二节 傅玄要求恢复曹魏经济政策的主张和理论    第三节 魏晋时期乌托邦思想的发达    第四节 讥
刺统治阶级贪婪腐朽面目的《钱神论》   第十五章 古代少数民族在经济思想方面的    重要贡献    ——
北魏均田制所体现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中国封建时代田制思想的基本模式之一    第二节 均田制所体现
的主要经济思想    第三节 均田制和均田思想对后代的影响   第十六章 唐中叶后轻重思想的新的发展变
化    ——刘晏、白居易    第一节 安史之乱后唐政权的财政经济状况和    刘晏的理财活动    第二节 刘晏
理财活动所体现的主要经济思想    第三节 白居易对轻重问题的新见解   第十七章 北宋时期批判土地兼
并的卓越思想家    ——李觏    第一节 北宋财政经济危机在经济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第二节“富国”论 
——李觏经济思想的中心和主体    第三节“平土”论和李觏对土地兼并的批判    第四节“轻重”论和
李觏对商人的态度    第五节 从“去冗”论看李觏的人口思想   第十八章 变法派和变法反对派之间的经
济思    想斗争    ——王安石、司马光等    第一节 王安石及其新法    第二节 关于理财问题的两种对立观
点    第三节 关于摧抑兼并问题的论战    第四节 在赋役制度改革方面的主要分歧   第十九章 南宋时期封
建正统经济思想的重要批判者    叶适    第一节 南宋经济思想领域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第二节 叶适“
保富”论的性质和特点    第三节 叶适的“理财”论 “保富”论的运用和发挥    第四节 叶适在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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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成就和局限   第二十章 元代大规模民族征服时期的经济思想    　——耶律楚材、卢世荣、邓牧
等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民族大征服    及其在经济思想领域的反映    第二节 耶律楚材、卢
世荣等的财政经济改革    所体现的经济思想    第三节 邓牧的经济观点和社会理想    （下 册 ）   第二十
一章 十五世纪中国经济思想中的曙光    丘浚    第一节 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要求的较早反映    第二节“
各得分愿”论——丘浚经济主张的总纲    第三节 丘浚田制论的特点    第四节 丘浚在工商业问题上的基
本主张    第五节 丘浚论货币和价值问题   第二十二章 明清之际启蒙主义者的经济思想    黄宗义、唐甄   
第一节 明清之际卓越的启蒙主义者    第二节 黄宗羲的经济思想一 市民的利益和    要求的典型表现    第
三节 唐甄富民思想的性质和特点   第二十三章 清初反对土地兼并的激进思想家    —— 王源    第一节 王
源和颜、李学派    第二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先声    第三节 王源的币制改革方案及其矛盾    第四节 
重本而不轻末论   第二十四章 清初的治生之学·    张履祥、张英    第一节 所谓“治生之学”    第二节 
张履祥的“治生唯稼穑”论    第三节 张英的“保恒产”论    第四节 封建制度更加腐朽的反映    第二十
五章 清代闭关政策的早期反对者    ——蓝鼎元    第一节 康熙晚年对封关禁海政策的实施    第二节 蓝鼎
元对封关禁海论的驳斥    第三节 蓝鼎元论对外贸易的利益    第四节 蓝鼎元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
国的预见   第二十六章 清代乾嘉之际的人口思想    ——洪亮吉、恽敬、包世臣等    第一节 乾嘉之际甚
嚣尘上的人口思想    第二节 洪亮吉的绝对人口过剩论    第三节 乾嘉之际的其他人口观点    下篇 中国经
济发展思想的先驱   第二十七章 中国昨天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新的经济思想的出现    第二
节 新的经济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和思想条件    第三节 新的经济思想在表现形式方面的特点    第四节 中
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阶段   第二十八章 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思想前驱    ——论林
则徐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林则徐是近代初期的伟大爱国者和先进思想家    第二节 林则徐的主要经济观
点    第三节 林则徐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第二十九章 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承先启后的人物    
——论魏源及其经济思想    第一节 近代初期影响最大的经济思想代表人物    第二节“缓本急标”论 魏
源的基本经济观点    第三节“师夷制夷”论及其历史意义   第三十章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文献中的光辉
篇章    ——《天朝田亩制度》经济思想述评    第一节 洪秀全和《天朝田亩制度》    第二节《天朝田亩
制度》中的土地纲领和社会理想    第三节《天朝田亩制度》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第三十一章 要求发
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早方案    ——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第一节 挽救太平天国危机的方案    第二
节《资政新篇》中所包含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    第三节 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认识    第四节 中
国农民起义文献中的独特篇章   第三十二章 中国近代最先传到国外的货币文献    ——论王茂荫的货币
改革方案    第一节 王茂荫是什么人    第二节 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    第三节 王茂荫货币改革方案的理
论基础   第三十三章 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学说    ——评郑观应的“商战论”    第一节 早期资
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    第二节 郑观应论“兵战”和“商战”    第三节 以商为中心发展资本
主义经济的思想    第四节“商战”的前提问题   第三十四章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唐 吉河德式    人
物    ——论刘锡鸿及其经济思想    第一节 中国近代的地主阶级顽固派    第二节 刘锡鸿——地主阶级顽
固派经济思想的典型代表    第三节 刘锡鸿的主要经济观点   第三十五章 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重要
理论基础    ——论康有为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    第二节 发展资本主义
经济——变法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第四节 康有为后期的经济思想   第三十六章 政
治经济学方面向西方寻找真理的    标本    ———从《原富》按语看严复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从严复翻
译《原富》说起    第二节 严复为什么大力宣扬经济自由主义？
    第三节 对本末论和奢俭论的改造    第四节 摆脱资本主义矛盾的幻想   第三十七章 封建主义的激烈批
判者·    ——论谭嗣同及其经济思想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期的伟大启蒙思想家    第二节“人我通”和
“中外通” 谭嗣同经济思想的    主要内容    第三节 谭嗣同的其他经济观点   第三十八章 洋务派经济思
想的典型表现    ——论张之洞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张之洞——洋务派经济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    第二
节 利权分离论    第三节 张之洞的买办观点   第三十九章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工业化方案    ——论张謇
的棉铁主义    第一节 张謇 一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    典型代表人物    第二节 棉铁主义    第三节 
张謇在农业方面的思想    第四节 张謇的实业救国论的破产   第四十章 中国近代最重要的经济思想遗产  
 ——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第一节 孙中山和他的民生主义    第二节 平均地权：理论和措施    第三节 节
制资本和孙中山的大同理想    第四节 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宏伟方案——《实业计划》    第五节 孙中山经
济思想的历史地位   结束语   附 录   初版自序一   初版自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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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孔丘把礼制所规定的等级消费标准作为区别奢和俭的界限，主张人们在食、衣、住、行、交际
、陈设以及丧葬、祭祀各方面’都应严格遵从礼的规定，只有严格符合这个标准，才是正当的消费行
为。
超过礼所规定的标准就是“奢”，低于这个标准的则叫作“俭”，孔丘认为，“奢”和“俭”都偏离
了正当的消费标准’但二者相比较，“俭”比“奢”要好一些，因为“俭”只是显得固陋即小气一些
，而“奢”则是“不逊”的表现。
“不逊”也就是对上层等级的人傲慢、不尊敬的意思．孔丘认为。
消费如果“奢”了，就会超越礼所规定的等级标准’而按上层等级的标准进行消费．这是对上层等级
特权的侵犯，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他说．“礼，与其奢也。
宁俭。
”    孔丘的这种黜奢崇俭论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新兴地主阶级的。
春秋时期。
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经济、政治势力的增长’他们越来越把奴隶主贵族的礼制看作是他们发展的限制和
束缚，而从各方面加以突破，因而越来越多地发生了大夫、陪臣在生活享用方面用诸侯礼甚至用天子
礼的情况．管仲有“塞门”、“反坫”’季孙氏“八佾舞于庭”。
威孙辰‘鲁大夫’山节藻税。
    在屯活享用方面采用诸侯，天子等上层皖治者的标准’这不止是经济上多一些花费的问题。
而首先是对上级“不逊”即目无上级的表现，孔丘正是从这种角度看问题，所以他不厌其烦地对消费
方面的任何超越礼制的行为进行谴责。
    孔丘不但以礼为标准来评论别人的消费行为是否适当’他自己在生活享用方面也一丝不苟地严守礼
所规定的标准．《论语》中有一篇专门记述孔丘在食、衣、住、行、视、听、盲、动各方面的情况，
其中除了一部分是合乎卫生要求的做法(如不吃腐坏了的鱼肉，不直挺挺地睡觉等)外。
主要都是显示孔丘怎样在生活方面严格按礼行事．例如’在饮食方面，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肉块切得不方正不吃’不是时鲜的东西不吃等。
在衣饰方面，他内外衣服颜色要协调一致，紫羔皮袍配黑色外衣，狐皮袍配黄色外衣，鹿皮袍配白衣
等。
行动时，他出门必坐车。
《论语》中所以不厌其详地记载这些情况，说明孔丘是把严格按照礼来生活作为他平日对学生进行身
教的一项重要内容，处处以自己的行为为人们树立“典范”。
    孔丘认为，礼的规定和义的原则是一致的，在消费方面严守礼的规定，也就是体现了义的原则。
因此，孔丘的“用之以礼”的消费思想也是以他的贵义贱利论为依据的，是贵义贱利论在消费问题上
的表现。
    行“度于礼”和“使民也义”的赋役思想  在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自然经济占主要地
位，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以两种形式取得：赋税(实物)和徭役(直接的强迫劳动)。
孔丘的赋役思想主要包括两个论点：在征收赋税方面，他宣扬行“度于礼”；在征调徭役方面，他强
调“使民也义”。
    行“度于礼”就是在行：事时即征收赋税时必须要合乎“义”和“礼”。
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税收，主要是对国家颁赐的井田征税，称作“籍”；税率十分取一，又称为“彻”
。
春秋时期，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所进行的赋税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
亩征税，这是对“籍”的破坏；另一方面是提高税率，这是对“彻”的破坏。
    儒家提出行“度于礼”的论点来反对这类赋税改革。
所谓行“度于礼”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税制本身必须遵守“周公之典”，即遵守“籍”法；另
一方面是税率要按照“彻”法，十分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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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打击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赋税改革，孔丘打出了反对“聚敛”的旗号，鼓吹“敛从其薄”
。
有些研究者因此认为：孔丘赋税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主张轻税。
    孔丘主张轻税，这是事实。
但历史上要求轻税的人有不同的出发点，轻税主张有不同的具体内容。
从而轻税论也有不问的性质。
在先秦各学派中，墨家、道家都主张轻税，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更全部是轻税论卉．各家、各人的轻
税主张在内容上和性质上都互有差别。
因此，对轻税论必须做具体的分析，笼统地说某人主张轻税是没有意义的．    墨家是从减轻小生产者
负担、改善小生产者处境出发而提倡轻税，道家是从减少同家活动(无为)和防止矛盾激化出发主张轻
税；战国儒家的代表人物孟轲和苟况的轻税论则主要是从“富民和有利于生产出发，所反映的是新兴
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孔丘的月轻论是为维护奴隶制国家的古老赋税制度、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赋税改革服务的。
他的轻税主张的具体内存是把征税办法恢，复到在井田上：征税十分之一，即恢复“籍”法和“彻”
法，井 役有进一步降低的要求，更不曾从有利于生产的角度沦述过赋税问题。
    孔丘讥刺税亩和反对以田赋．都是因为它们“非礼”和违背“周公之典”。
《论语》所记载的鲁哀公和孔丘弟子有若的一段对话，也表明了这一点．    鲁哀公因财政收入不够用
，问计于有若。
有若建议恢复“彻”法。
鲁哀公认为：当时税率已提高到十分取二，还不够用，恢复十分取一，就更不够了。
有若回答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话的意思是说：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取之于民的，赋
税减轻，百姓的经济状况改善了，国家财政就有了更可靠的来源，而不愁不足。
    有若的这个论点实际上指出了国家财政对国民经济的依赖关系，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对这种关系的
最早的表述，自然应该加以重视。
但是，有若提出的轻税标准还是恢复彻法，因而主要还是从反对当时地主阶级的赋税改革立论的。
    “使民也义”就是主张征调民丁为国家服徭役时要按照礼的规定或义的原则，不可任意征发，造成
徭役过重。
    孔丘反对公布成文法，反对以法律限制奴隶主贵族的行动，而以义和礼来限制徭役又是很不确定的
事情。
“使民也义”在实际上能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伹它毕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限制徭役的思想，而且它多少包含着防止徭役过重破
坏生产的意图，是有进步意义的。
    孔丘还主张“使民以时”。
使民以时的主要意义是“不违农时”，即在农闲时征调民丁从事徭役，以免妨碍农业生产。
派徭役要考虑农时，这个思想也不始于孔丘。
但首先以明确的形式提出这个论点。
并且把它作治理国家的一项重要原则来看待的，却是孔丘．    “使民以时”的论点，明确地从有利于
生产的角度提出限制徭役的问题。
这就多少超越了孔丘以礼、义为标准考虑经济问题的局限，有更大的进步意义。
    行“度于礼”、“使民也义”，这些提法本身就表明孔丘的赋役思想是建立在他的贵义贱利论基础
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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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自序本书是由作者以前在人民出版社发表过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和《中国古代经济
思想史讲话》(1986)二书合并而成的。
合并后改名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
    本书在基本内容、框架以及论述方式等方面，都保持原书风貌，不作大的更动。
这一来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的通例；二来是我自己在仔细重读原书之后，也
认为还不需作重大的修改。
    当然，由于《述要》是将两《讲话》合为一书，而两者原本是独立成书的，出版的次序又是先近代
后古代，在合为一书时，不作一些局部修改、调整，也是不行的。
修改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改编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述
要》的上篇，并将篇名定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的1—14讲改编为
下篇，篇名为“中国经济发展思想的先驱”。
    第二，上篇26章，章名及序号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相同；下篇14章，章名与《中国近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前14讲同，但序号改为27—40章，以保持全书在体例方面的统一。
原书关于“讲”的名称，一律改称为“章”。
    第三，原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的“结束语”(第15讲)取消，另写一全书的结束语，放在
全书最后，与上、下篇处于并列的地位。
    第四，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的第一讲《中国昨天的经济思想》，为了同本书上篇相衔接
，也作了改写，章名仍旧。
    第五，《述要》的自序是新写的。
原来两《讲话》的自序，都作为附录保留下来，以便参考。
    读者也许会感到，《述要》同《讲话》的名称有相当差别：《述要》应是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之要，
即对中国经济思想遗产精华的论述；《讲话》则往往是指对有关学科基本知识的通俗介绍。
如果两《讲话》的基本内容、框架及论述方式都尽量保持原貌，改名《述要》，能否名实相符?    此不
足虑。
我当初写《讲话》，当然有便于普及之意，但我自始就不是只想把这门学科的知识性内容向读者普及
，而是想把中国经济思想遗产中的精华，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尽量介绍给更多的
读者。
两本《讲话》，本来就可说是“讲话”其形而“述要”其实的。
现在以《述要》的书名重版，决不意味着在内容和理论深度方面需作大跨度的改变。
    两本《讲话》的出版，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颇为重要的一个事件。
由我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高校教材，中华书局出版)，是我进入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个学术
园地之后的头，一个重要成果，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是此书主要内容的进一步凝聚。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的写出，标志着我“已经初步确立了自己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体
系”(《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序》)。
所以，在它问世之后，由我主持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的一项巨大工程——《中国经济思想通史
》，随之就破土动工了。
    我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写出后曾经表示：将来再版，当将两《讲话》合为一书。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恰恰在最理想的时机帮我实现了十年前的这一想法。
    此书即将付梓之际，距香港回归伟大祖国怀抱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只有十天了。
我谨荣幸地以此书作为迎接香港回归的献礼!                                                                赵  靖                                             
              1997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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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对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份弥足珍视的宝藏。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在世界各民族的同样制度史中，发展水平是较高的，近代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
统治与外国殖民的奴役后，形成的经济思想也是丰富多彩的。
学习和研究经济思想史，可以获得重要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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