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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商品与经济管理研究》评介

林幼平

尹进教授所承担的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
“

七

五
”

科研规划第一批重点科研项目一一《中国古代

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研究 》一书
,

经多年同其研究

梯队成员共同努力
,

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

此

书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
,

为现实服务的 目的十 分明确
。

这部新著

的书名表明
,

乃是一部中国古代史书 但其著述的

立意
,

完全是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

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

主编者在 书 的
“

前

言
”

中明确提出
‘

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中
,

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

经济为改革方向的
,

是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为总要求的
” , “

只有探索清楚这个方面我国

特有的历史国情
,

才能真正有利于当前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从实际出发
,

做到有针对性地改革 只有对

我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从产生到成长发展来一个全

面的大检阅和总结
,

也才能为当前改革提供历史依

据
、

借鉴或教训
,

便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
, 。

表明著述此书
,

不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
,

而

是适应时代迫切需要
,

古为今用
,

为建设社会主义

经济服务 江泽民总书记在同出席七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讲话中说到
‘

不但要对广大

青少年学生进行国情和近代史的教育
,

还要进行民

族气节和民族 自尊心的爱国主义教育
’

这部新著

不但具有新的学术价值
,

而且在对青少年一代进行

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也将起着重要作用
。

第二
,

本书挖握和阐述 了我国古代商品 经 济的

管理忍 怒与方法
。

建国以来
,

为了适应一些专科学

校的教育需要
,

我国出版界出版了一 些《中国手工

业商业发展史 》
、

《中国古代手工业史》
、

《中国古

代商业史 》
、

《中国商业史 》和《中国商业简史 》等书
,

但还没有出版过将有关中国古代手工业 和 商 业 乃

至部分农业融为一体的商品经济全面研究的专著

在管理方面
,

近些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国家宏观经

济管理和企业微观经济管理的重要
,

我国出版界确

实出版了不少管理图书
,

但其内容多结合外国事例

论述
,

尚少以结合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的经营管理

事例为主的书籍
。

由于外国
,

特别是 日本很注重中

国古书中所反映出来的有利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运用

之研究
,

因而近年来我国出版界也出版了《中国古

代思想与管理现代化 》
、

《中国历代经济管理反思 》
、

毛中国管理思想史 》和《中国管理思想概要 》等书
,

由

于这些作者研究的领域和占有的材料不同
,

因而基

本上都是从思想史角度进行叙述分析
,

很少结合历

代商品经济发展和经营管理各方面的实例进行研究

和论述
。

而尹进教授主编的这部新著
,

是
“

努力发掘

这些方面的资料
,

分析研究这些方面的历史事实
,

阐

述其客观效果
,

辨识其精华与糟粕
,

以为探索出当今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营管理科学
” 。

第三
,

以 马克思主 义哲学和政治 经 济学理论为

指导
。

例如
,

《夏商周时代商品经济的产生及其最

初的经营管理 》一题
,

显然是以思格斯《家庭
、

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中有关论断为理 论 依 据

的
,

同时在分析论断各项问题中
,

又有不少处运用

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和其他著作中的有关理论
。

对于一些长期有争论的疑难问题
,

则提出了自己的

新见解
,

并有较强说服力
。

其他各专题也均如此
。

由此可见
,

作者并未沉沦于复杂的史料
,

而是用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分析理顺各种史实
,

正确回答

各种疑难问题
。

第四
,

重 实证
,

占有丰富而典型的文献史料

该新著属于史书
。

评价史书价值
,

一是看占有史料

情况如何 二是看理论分析如何
。

该书在占有史料

方面
,

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

首先在占有考古史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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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

前几个专题
,

大量地引用了我国多年来发掘的

考古资料
,

而且越是上古
,

引用越广越多
,

从而使

读者领会到我国占代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的产生和

发履等一系列的真实情况
。

其次在占有 古 文 献 方

面
,

全书九个专题
,

更是普遍地引用
,

并在引用中

对有的古文献进行了考证
,

以便读者确切掌握
,

相

信无疑
。

再有
,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大国
,

现代史学家们经常运用历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法
,

根据民族学资料
,

证明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实况
。

这

部新著在这一方面
,

做得也很出色
,

占有了丰富的

民族学资料并很好地运用了这些资料
。

如例举了
“

云

南独龙族在社会生活中就曾以猪作为等价物进行交

换
” , 景颇族的

“

水牛就成了交换中的 一 般 等 价

物
”

等
,

表明
‘

猪和牛正是我国最早的原始货币
, ”

使读者对照考古和古文献资料来看
,

更是相信著者

的科学论断
。

此外
,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著者们吸收

了多年来中外有关研究的成果
,

在运用中
,

有的以

增强自己的观点 有的则用以适当阐明学术动态
,

使读者博学广闻
,

比较研究
,

从论辩中
,

更信服书

中所论述的新意
。

第五
,

本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位
。

如就第一专

题来看
,

关于我国历史上第一
、

二次社会大分工
、

交换和货币的出现
,

商品生产的产生
,

商人阶层的

出现等等
,

本来都是我国上古时代重大 的 研 究 课

题
,

学术界的看法
,

一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

这部

新著都对之进行了研究
,

予以精确的考证
,

分析解

说
。

就第二专题来看
,

其内容不仅全面地详述了春

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盛况
,

而且探索了 其 兴 盛 的

原因
,

发掘了商品经济的经营管理多方面的珍贵文

献资料
,

活现出了我国早在战国时代
,

商品经济者

们就已经懂得注重生产技术
、

产销对路
、

商 品 包

装
、

行情预测
、

薄利多销以及运用招牌广告招揽生

意了
。

再就第三专题来看
,

所述大量的历史事实表

明
,

秦全西汉时期
,

继战国之后
,

商品经济依然很

发达
。

且其经营管理的某些方面
,

具有更高水平
。

著 者 根据 我国考古工作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

墓出土的
‘

中贩共侍约
”

犊史料
,

明确断定
,

我国
‘

合伙经商
”

历史悠久
。

又根据一些竹 筒 帐 目资

料
,

明确断定
,

我国早在西汉时期
,

就巳经
‘

既有

明细帐备专簿
,

又有流水帐和早期成本核算帐
”

等

等
,

显示着我国早在封建社会初期的会计业务巳有

一定水平
。

再就第四专题来看
,

在结合大量史料分

析阐述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 之 后
,

于
“

结论
”

部分中提出
, “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一

个战乱频繁的分裂割据的时代
,

但是
,

商品经济及

其相关的工商经营管理仍然继续存在
‘ ,

靠拢
“

并

获得新的发展
’ 。

这种新的分析
,

对人们通常认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说法
,

提出了不同新见解
。

总之
,

这部新著不仅为我国当

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具有提供历史国情

的重大现实意义 , 且在中国古代史研究诸多方面
,

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

第六
,

本书满足读者求知的愿望
,

给人以 精神

食根
。

这部新著虽然是大学
“

中国古代经济史专题

课教材
’ , “

还不是全面的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与经

营管理史
” ,

但从其体系结构来看
,

还 是 很 完 美

的
。

前有
“

前言
” ,

说明著书立意和成书经过
。

中

间共设九个专题
,

按时序编排
,

以显示中国古代商

品经济与经营管理之史的发展
。

最后殿 以
“

结 束

语
, ,

进行总结
。

层次分明
,

结构严谨
。

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
,

书的最前面还列有八幅图版
,

以珍贵的

古文物照片显示着我国古代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情

况
,

滋长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
。

而最后 的
“

结 束

语
‘ ,

虽然字数不多
,

但言简意赅
。

运用比较历史

研究法
,

就书中九个专题所讲历代商品经济与经营

管理事实
,

同西方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 纪 有 关 情

况
,

进行对比研究
,

使读者于读完前面九个专题之

后
,

进而全面系统地掌握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特点

及其发展的特殊规律 , 并掌握其中经营管理的特点

及其历史作用
。

既有着滋长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

一个方面 又有着全面总结经验教训
,

以利
“

古为

今用
”

的一个方面
。

第七
,

老
、

中
、

青结合研 究
,

集体 出成果 这

部新著是老
、

中
、

青相结合的集体研究成果
。

这样

的结合
,

既有利于青年人成才
,

也有利于发挥各自

所长
。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位著名经济史专家看到这

部新著以后来函称
“

有计划地培养人才
,

组织力

量
,

多年辛勤
,

终结硕果
, ‘

毕路篮缕之功
,

令

人敬佩
” ,

正好道出了这部新著成功的实情
。

这部新著的美中不足之处是
,

东汉历史时期有

一百九十五年之久
,

不同于一般短期的动乱历史年

代
,

其时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也有值得探索研究之

处
,

不应节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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