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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西方经济学名著

介绍 》

陆 碧

在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
,

名著林立
,

佳作似海
,

普通读者自然难以逐本览阅
,

即便是专

业经济学者也不可能一一精读
。

面对时贯古今
、

卷

快浩繁的理论著述
,

人们往往不知怎样去寻觅西方

经济学家的思想踪迹
,

不晓从何处去查考某些理论

观点的确切出处
。

因此
,

人们需要一本阅读的指导

书
、

介绍书
。

朱形书教授主编
、

国家十多所大学的

专家数授和青年同志参加编撰的《西方经济学名著

介绍 》 以下简称《名著介绍 》
,

正是这样一本

书
,

该书已于最近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这本书介绍的西方经济学名著
,

都是被公认为

学术价值较高
、

地位较重要
、

影响较大
、

并且大多

是国内已有译本的著述
,

同时还兼顾了不同时代
、

不同流派和不同的学术倾向
。

在写作的编排上
,

原

则上按时代先后为序
,

集中了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精

华
,

基本反映了直到当今的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发展

的历史脉络
。

纵观《名著介绍 》
,

它在写作上有如下特色

既有别于一般的教科书
,

又不是各

部名蒋的选辑或缩编
。

不拘泥于名著本来的章节编排与顺序
,

而是在

遵循名著原意的前提下
,

按照名著内在的逻辑结构

展开理论阐释
,

从而避免了选辑或缩编 式 的
“

介

绍
”

所带来的阅读与理解上的困难和不便
。

这一特色可以从《名著介绍 》一书的编写体例

上看到
。

该书的编写体例分为三部分 扼要

地介绍著作者的生平
、

主要经历及社会时代特点
,

以便为理解原著作者的经济思想提供背 景 材 料
。

先叙述原著的体系结构
,

再概括原著的主要

内容和基本观点
,

力求客观
。

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

实事求是地评价作者的理

论观点
,

学术地位及其思想影响
。

这种评价是简明

的
,

免去了喧宾夺主之虞
,

而且在每本名著的介绍

之后
,

还列出了供读者作进一步深入研读之用的若

干参考书目
。

名签背最材料的介绍与名若的介绍

紧密结合
。

社会时代背景的介绍意在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

这样一部著作诞生于这一时代 著作者生平
、

经历

的介绍意在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这样一部著作是由

他所撰就
。

本书关于名著背景材料的介绍正紧紧围

绕着这两点来展开
。

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带有浓厚的

浪漫主义色彩
,

同时又弥散着伤感
、

失落和恋古的

情调
,

除了法国的社会动荡
、

他的家庭破产以及他

的阶级立场使然外
,

《名著介绍 》还认为与他的童

年生活也不无关系
。

西斯蒙第的童年是在 日内瓦度

过的
,

这里有着与法国大革命前相似的社会经济条

件
,

但又仍保持着传统的宗法式的浪漫主义环境
。

日内瓦又是思想巨匠卢梭的乡故
。

西斯蒙第从小深

受卢梭的影响
,

当他还只有十岁时
,

就与同伴玩为

卢梭所倡导的怀念过去的
“

共和国
”

树 立
“

纪 念

碑
”

的游戏
。

自己的渐趋没落的贵族家庭
,

日内瓦

宗法式的浪漫主义环境
,

卢梭的
“

共和国
”

思想的

影响
, “

在西斯蒙第幼小的心灵中
,

埋下伤感主义

和复古主义的思想萌芽
”

本文中的引文 均 出 自

《名著介绍 》一书

哈罗德曾经师从凯恩斯
,

然而师生之谊并未导

致他盲目地附和于凯恩斯
, “

相反
,

却为他以后反

思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

特别 是 凯 恩 斯 的 研 究 方

法
” ,

撰写《动态经济学 》一书提供了契机
。

有些著作的写作与出版还有着十分 直 接 的 诱

因
。

如当年有两位中国学生在法国完成了学业行将

回国
,

杜尔哥希望通过他们不断地了解中国的情况
,

曾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
, “

为了使这两位青年学生

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
” ,

因此在这些问题的

前面写下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这本

学术名著
。

注盆对原着内在逻辑结构和体系框

架的介绍

《名著介绍 》都较为详尽而又不失简明地为读

者勾勒出各本名著的内在逻辑结构和体系框架
。

例

如
,

在介绍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这 本 篇 幅 不

凡
、

内容庞杂的理论综合性著作时
,

《名著介绍 》

写道
,

第一篇
“

导言
”

和第 二 篇
“

若 干 基 本 概



念
’ ,

可以看作是全书的绪论
,

主要阐述了经济学

的研究对象 方法
、

目的和主要课题 ,
并对若干基

本概念作了解释
。

第三篇
“

论欲望及其满足
” ,

阐

述了消费论 第四篇
“

生产要素一一土地
、

劳动
、

资本和组织
”

以及第五篇的部分章节
,

阐述了供给

论 , 第五篇
“

需求
、

供给与价值的一般关系
” ,

集

中地阐述了均衡价格论 , 第六篇
“

国民 收 入 的 分

配
”

阐述了分配论
。

在这四篇当中
,

第 五 篇 是 核

心
,

是全书篇幅最大的
,

共用了 章
。

第三篇和第

四篇是为第五篇作理论上的准备
,

第六篇是第五篇

的延伸和进一步的运用
。

它们综合起来构成了马歇

尔经济学说的理论体系
。

书后的第 一一 附录
,

是对正文中各篇有关问题的补充论述 , 第 个 附

录
,

即
“

数学附录
” ,

则是对正文各篇有关的经济

理论或规律运用数学公式和几何图形作进一步的分

析和论证
。

这样的介绍虽着墨不多
,

但《经济学原

理 》的理论结构都跃然纸上
,

一览无遗
。

又例如
,

《名著介绍 》在述及《资本实证论 》

时指出
,

这本书在宏观上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讨论

作为生产工具的资本
,

另一部分讨论利息问题
,

即

讨论作为利息来源的资本
。

资本是贯穿全书的一个

中心范畴
,

书中所阐述的理论都是由其生发出来并

围绕它展开的
。

边际效用是论整个理论 体系 的 基

础
,

利息理论则是全书的重点
。

如此介绍对于读者

而言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

注皿对各部名著的独特分析方法的

介绍

分析方法是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经济理

论的发展往往是与分析方法的更新联系在一起的
。

几乎每一部经济学名著都花了不小的篇幅来阐述其

分析方法
,

不少名著的出版不仅表明了一些重要理

论观点的问世
,

同时宣告了某种分析方法的诞生
。

对于其中一些很具独特性的分析方法
,

《 名著 介

绍 》并未吝借笔墨和篇幅
。

配第在《政治算术 》中不单纯作思维的推论
,

而是依据可靠的客观事实进行分析
,

不满足于重商

主义者对事物表面现象的研究
,

而是力图深入事物

的内部
,

考察事物的本质
,

寻求事物内部的因果联

系
。

正是由于这一分析方法的创新
,

使经济学走上

了科学发展之途
,

并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
。

林达尔在《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 》一书中
,

赞成用不均衡分析法来代替静态均衡经济学的均衡

分析法
,

在分析经济动态过程时
,

把某些主要经济

变数的数值 如投资
、

储蓄
、

消费等 区分为事前估

计与事后计算两种
,

从而建立起动态的序列模型
,

‘

用以分析各个相关时期的经济变动过程
。

根据名著的主题和体系阅述理论内

容

《名著介绍 》在阐述《国富论 》的主要理论内

容时
,

依据理论主线的逐次展开
,

按如下几个层次

来进行 关于增加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和社会

各阶级的收入分配 , 关于资本的积累和资本

的合理使用对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作用 , 关

于不同的经济制度
、

理论和政策对国民财富增长的

影响 关于国家对增进国民财富的作用和赋

税原则
。

在每一层次上
,

又分为若干小目来介绍
。

这样层层推进
,

脉络清晰
,

既不完全受囿于《国富

论 》原有的章节编排
,

又不反斯密写作《国富论 》

的衷意
,

读后令人不禁击掌叫好

再例如对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的

主要内容的介绍
,

是按以下九个部分来 一 一 进 行

的 财富源泉和财富享受的关系 , 生

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关系 , 资本与劳动
、

收

入之间的平衡关系 , 人口和财富
、

消费
、

收

入的平衡关系 , 国家干预和市场 经 济 的 关

系
。

这样的介绍独具慧眼
,

与对《国富论 》的介绍

可谓有同工之妙
。

理论内容的介绍注意全面性

《名著介绍 》对各名著的理论内容 进 行 介 绍

时
,

在据主线
、

依主题的前题下
,

力求较为全面地

介绍著作的所有重要内容
,

这里的
“

全面
”

意谓既

不遗漏独领风骚的理论观点
,

也不舍弃举足轻重的

实证材料
。

声称要
“

用数字
、

重量和尺度的词汇
”

来表述

学术思想的配第
,

在《政治算术 》这本书中运用了

大量的数字资料进行实证分析
。

如配第调动了大量

的数字资料从近四十年来权力和财富的增长 某些

赋税和义捐
,

会使王国的财富增加而不是减少 英

国的财力能够承受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 开发

新的产业和就业门路
,

解决游闲人员问题
,

为王国

创造更多的财富 , 英国国王的臣民有充裕而方便的

资本
,

经营整个商业世界的贸易等方面说明了英国

的强盛之道
。

《名著介绍 》在阐述配第的这些观点

和采用的大量数字资料时
,

从容道来
,

清晰不乱
,

既没让大量的数字资料淹没理论观点
,

又未使众多



的理论观点排挤那些可贵的资料
。

这样
,

读者清楚

地看到了配第的分析风格和《政治算术 》的理论面

貌
。

介绍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 》的书
、

文不可渭

不多
,

但介绍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抑制的例证的论述

却鲜见
。

《名著介绍 》对这部分内容未有歧视
,

而

是慷慨赐墨
,

其 中的 资料 至 今也仍富 有 参 考 价

值
。

读者透过对这部分内容的览阅
,

可以了解马尔

萨斯对于广泛的人口资料的占有状况
,

尽管他所提

出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
。

汉森是凯恩斯学派中的一位得力干将
,

他从诸

多方面发展了凯恩斯主义
。

他的《经济政策和充分

就业 》阐述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一系 列 经 济 政

策
。

《名著介绍 》逐一论述
,

周全不遗
,

但又条理

清晰
,

层次分明
,

使读者能很好地了解凯恩斯主义

的政策库
。

了 理论评价客观
、

中肯
、

兼顾理论的

毯定性和学术的创新性
。

本书对于各名著所提出的主要思想观点以及各

名著本身的学术地位的评价
,

本着实事 求 是 的 原

则
,

集中现今较为成熟的新的研究成果
,

又不随意

丢开传统的看法而轻率论断
,

而是将两者很好地结

合起来
,

这从《名著介绍 》谈到的下列评价中是不

难看出的
,

该书谈到

李嘉图试图把合理的社会分工能节 约 劳 动 时

间
、

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客观规律
,

引伸到国际经

济关系中去
,

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

但比较成本论是

以一系列假设条件为基础的
,

只强调单项商品进口

和出 口的经济效益 ,

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

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 》自成体系
,

独 树 一

帜
,

阐述必由己出
,

征确引凿
,

自出机抒
。

但简洁

性与准确性欠缺
。

它对几乎所有影响大的贡献大的

或分析意义上有成就的经济学家都加以评价
,

并且

从不人云亦云
,

但书中贬褒失当
,

判断有失公允之

处则多处存在
。

加尔布雷斯在《经济学和公共目标 》中对传统

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那种重物轻人
、

重产值轻福利

的理论趋势提出的挑战
,

大大深化了以人为本位的

经济学研究主题
,

这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

影响
。

然而
,

他用超阶级的研究方法来探讨经济学

的价值标准
,

造成许多概念和命题含混不清和空洞

乏力
。

他在研究中过于偏重规范分析
,

轻视实证分

析和数量分析
,

从而削弱了理论的说服力
。

当然
,

本书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

由于本

书的写作出自多人之手
,

写作风格不尽完全一致
,

如对于凯恩斯《通论 》的介绍就有悖于全书的写作

习惯
。

因为篇幅所限
,

少数在西方经济学史上有突

出地位的名著未被选入介绍
,

如庇古的《福利经济

学 》
、

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 》等
。

但这些丝

毫不妨碍我真诚地向广大读者朋友推荐这本难得的

好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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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页 累
,

增加投资
,

抓好一批骨干工业

企业的建设和改造 , 要以橙汁厂为龙头
,

实现柑桔

的生产
、

加工
、

销售一体化
,

从市场上突破
、

带动

生产和加工 集中资金和劳力开发自然资源
,

扩展

煤
、

电生产规模
,

提高其效益
。

发展经济的根本是

要提高劳动生产率
,

提高 社 会 经 济效益
,

为此不

仅要引进现代技术
,

还要 引 进 现代管理
、

现代意

识 要动员全体干部
、

镇
、

乡居民自尊自强
、

投资

创业
,

因地因人制宜创建 各 类 加 工业
、

采掘业
、

建筑业
、

运输业及商业
、

服务业
,

让第二
、

第三产

业的总产值和就业人数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

使全县

的剩余劳动力和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都派上合理

的用场
,

为振兴柿归作贡献
。

广集资金和 农业 利余劳动 力 ,
加速环坑

改造工程
,

改善生产条件
。

发展经济要有适宜的环

境
。

现在柿归至少有四大制约经济发展 的 环 境 问

题 交通不便 虽有黄金水道长江
,

但在县城无深

水码头 , 汽车虽能通宜昌和武汉
,

但由于 绕 道 太

远
,

道路质量又差
,

实际未发挥陆路运输作用 , 县

内还有三个乡不通客车
,

个村没有公路
、

水

土流失严重
、

土地贫膺和抗灾能力差 即近 肠的

耕地不能旱涝保收
,

靠天吃饭没有限本解决
。

这

些自然环境因素一一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
,

不迅速

改变
,

株归的经济实难起飞
。

通过环境改造工程改

善土壤质量
,

提高地力
,

保护生态环境
,

改善交通

和供水
、

供电系统
,

增强抗灾能力
,

优化生产和生

活环境
。

要完成这些基础建设工程
,

应该由国家
、

县和农民共同合力
,

资金以国家为主
,

劳力投入以

农民为主
。

这对国家来说是扶持梯归脱贫的根本措

施
,

对称归来讲是造福子孙的大计
,

在当前又是开

发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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