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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杰

《婚姻经济学 》
’

序
还是在今年春季

,

谭仁杰同志告诉我
,

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婚姻经济学的书
,

并且希

望我能为他这本书写几句话
。

我当即慨然允

诺 当时
,

我还只是为他的这种精神和毅力

所感动
,

以为一个青年教师
,

特别象他这样

一个 自大学毕业后就一直承担繁重的党务工

作的青年教师
,

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
,

孜孜

不倦地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和写作
,

的确是难

能可贵的
,

也是很不容易的
。

及至前不久
,

谭仁杰同志把他书稿的主要章节部分同全书

的内容提要送给我
,

在我概略浏 览 一 遍 之

后
,

才深深感到
,

他在婚姻经济学这块尚未

完全为人们所注视的学术原野里
,

做到了真

正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开拓性的
、

富有成效的

探索
,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婚姻问题往往较多地被人们认为是一个

社会问题
、

伦理道德问题
、

人类心理甚或生

理问题
,

或者说
,

婚姻间题所引发的社会问

题
、

伦理道德间题
、

人类心理或生理间题
,

容

易较多地为人们所关注
,

因而
,

人们也就较多

地从社会学
、

伦理学
、

心理学甚或生物学的角

度来研究婚姻间题
。

但是
,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告诉我们 从人类社会婚姻关系形成

的那一天起
,

婚姻的选择与决定
,

婚姻的变

化与发展
,

婚姻关系的产生
、

存续和消亡
,

始

终与经济相联系
,

并最终表现为经济问题

人类社会所存在过的各种婚姻制度和婚姻形

式
,

无不是受一定的生产方式
、

一定的所有

制关系及其财产关系所决定
,

并反过来影响

经济的发展
。

正如马克思
、

恩格斯所曾经指

出过的
“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
,

历史中的决定

性因素
,

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

谭仁杰著《婚姻经济学 》
,

河南人民出版社
,

· ·

产
” , “

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

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
” ,

这在婚姻制度和婚

姻形式上
, “

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
,

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
,

以通奸和

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

应的
” 。

而
“

导向一夫一妻制的动力是财产的

增加和想把财产转交给子女
,

即合法的继承

人
,

由婚配的对偶而生的真正的后裔
”

①

在原始社会瓦解后
,

家庭制度
,

包括婚姻制

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
。

因此
,

把婚姻间题

仅仅局限在社会学
、

伦理学的范围内来研究

是不够的
,

把有关婚姻经济问题仅仅作为家

庭经济学
、

人口经济学的一个局部经济间题

来研究也是不够的
,

婚姻经济间题有其自身

的独立性和特定的意义
。

正是从这种认识出

发
,

作者萌发了建立婚姻经济学 ,

把婚姻经

济间题作为一个系统
,

从不同层次
、

不同侧

面
、

较为全面地加以研究的构想
。

《婚姻经济

学 》的出版将会向读者表明
,

作者的这个构想

及其研究的实践
,

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

它

不仅使我们能够认识有关婚姻经济间题的各

个方面及其内在联系
,

在婚姻实践中较好地

处理这些关系
,

而且在学科建设上
,

恰如作
·

者自已所说的
,

它将有可能填补经济学科和

婚姻研究学科的双重空白
。

我以为
,

它至少

是向这个方向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

作者在《婚姻经济学 》这部学术著作中

给自已提出的任务和 目标
,

不在于建立婚姻

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

而只是想给婚姻

经济的研究提供一种方法和理论思路
。

这是

很明智的
,

它表现 了作者谦虚谨慎
,

实事求

是的作风
。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

它的理论

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概念
,

只能是在不断的学

术研究中和实践的校正下才得以建立
,

一开

始就要建立什么完备的理论体系之类
,

那只

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
。

当然
,

这并不排

除即使是在编著与阐述属于某一新学科的基

年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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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容与问题的起始阶段
,

也应当具有科学

的
、

明晰的主题思路
,

同时照顾好所论及的

各相关间题的内在联系
。

事实上
,

《婚姻经

济学 》的作者在创作这部著作时
,

是有着明

晰的主题思路的
,

那就是 以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两种社

会生产的理论为指导
,

从婚姻经济问题的历

史起点开始
,

把婚姻经济问题放在历史的视

野中
,

放在与社会经济关系
、

社会经济结构

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

中
,

来考察婚姻经济发展运动的历史进程及

演变规律
,

用以揭示经济对婚姻发展的决定

作用以及婚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

位 应当说
,

《婚姻经济学 》的这个主题思

路
,

是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
,

通过

阅读和掌握大量的有关婚姻经济的历史文献

和现实资料
,

并且经过深入的思考才得以提

炼和抽象出来的
,

它扣住了婚姻经济间题的

本质和内核
,

把握住了婚姻经济间题的主脉

络
, 可这使得 令婚姻经济学 》的写作

,

从一开

始枕具有了二个 良好的基础
。

它使作者能够

根据所确定的主题思路
,

按照经济发展所涉

及的基本间题及其内在的联系
,

去逐个展开

对婚姻经济问题的分析
,

因而
,

尽管《姻婚

经济学 》作为这门学科的一本最初的学术著

作
,

它仍然显示出了较强的逻辑 性 和 层 次

性
,

让人读后具有浑然一体的印象
。

给我感觉较深的一点是
,

在《婚姻经济

学 》这部著作中
,

作者阐发了许多有关婚姻

经济问题的具有价值的见解
,

其中也不乏作

者个人独到的见解
。

例如
,

作者提出 婚姻

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所有制关系
,

是一种经济

关系
,

·

婚姻行为就是经济行为 婚姻制度也

是经济制度的一种体现 婚姻经济关系是一

种在一定的所有制形式和财产个人 占有关系

条件下的交换关系
。

作者进而提出并论述了

作为体现婚姻交换关系的有关婚姻市场的诸

多间题
,

例如婚姻市场的一般规律
,

婚姻市

场的需求和供给
,

评价婚姻市场的配偶资源

配置及其市场效应
,

等等
。

作者 还 提 出 了
“

婚姻力
”

的概念
。

我赞赏作者所提出或阐

发的有关婚姻经济间题的一些见解和观点
,

与其说是赞赏这些见解或观点的成熟性或新

奇性
,

倒不如说是赞赏作者深入挖掘和开拓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

积极思考
、

勇于探索

的精神
,

这对当代青年人来说
,

是非常可取

的
。

当然
,

就这些见解和观点本身而论
,

有

很多也是很有见地的
,

有很强的说服力
,

特

别能开拓人们的思想
。

《婚姻经济学 》绝不是一本纯学术性的

著作
,

它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

它的

任务不止是在于探讨婚姻经济运动的一般规

律
,

揭示婚姻行为同经济行为之 间 的 内 在

的
、

本质的
、

辩证的关系
,

而且还在于回答

现实婚姻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

因 此
,

《婚姻经济学 》把诸如婚姻政策对婚姻发展

的导向和控制作用
,

当代老年人婚姻经济和

妇女婚姻经济问题
,

作为自已考察和研究的

对象
,

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

《婚姻经济学 》不能算是一部大部头的著

作
,

但也不是小个头书
,

它有三十万字
。

经

济学著作 主要是学术性著作 向来被人认为

是读起来最枯燥乏味的
,

可《婚姻经济学 》以

其流畅的文笔
,

生动的语言
,

严密的论证
,

丰富的资料
,

让人读起来虽然谈不上引人入

胜
,

但也绝无索然乏味之感
。

喜闻《婚姻经

济学 》即将问世
,

我确实感到由衷的高兴
。

我对婚姻经济间题没有专门的研究
,

只是以

读者的身份写了上面这些体会和感受
。

作为

老师和朋友
,

我衷心期望谭仁杰同志在婚姻

经济研究的宽阔领域里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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