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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凤　刘志英

　3 颜鹏飞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 就沿

着自身的演变逻辑不断完善。整理这一人类经济思

想中的宝贵财富, 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推

导其发展趋势, 对于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经济学理论

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颜鹏飞教授的新

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正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

我们认为该书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第一, 善于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

勇于提出自己的新见解

19 世纪初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解体后, 西方经

济学开始沿着两条主要思路发展: 一条是以“边际革

命”为标志, 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已任的新古典主

义思路; 一条是站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立场

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剖析和

扬弃的马克思主义思路。后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吸收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精华

的基础上,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 以创立狭义

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为标志拓展出来的。作者通

过对马克思创作《资本论》几部手稿的深入研究, 挖

掘出了许多理论遗产, 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狭义政

治经济学涉及到的问题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例如

作者认为, 在马克思构筑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

系过程中,“六册结构”比“五篇结构”计划更成熟, 不

仅其中的很多逻辑学术语演化为经济学术语, 而且

更突出了马克思的分篇原则, 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从研究阶段进入到叙述阶段的标志。

作者还认为, 马克思是较为系统地研究广义政

治经济学的第一人, 而恩格斯则是这一学说的奠基

者。他们不仅探讨了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未来共产主义经济

形态, 而且马克思提出的社会机体发展一般规律还

为广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

“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 也

不是从空中, 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

母胎里发展起来的⋯⋯。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

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 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

就在于: 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 或者把自己

还缺少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 有机体制在历史

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 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

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①但这一规律过去未

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作者看来, 马克思的这段

经典论述, 批判了唯心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机械的社

会机体发展观, 阐明了社会机体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的过程, 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第二, 善于总结和概括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发展各主要阶段的新观点、新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

展面临着以下 4 个问题: (1)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基本原理? (2)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

新情况? (3)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 (4)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究竟有无存在的必要? 在第一和第二个问题

上, 作者突破了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书籍中

的传统框架, 不仅着力介绍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的捍卫和发展, 而且还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以伯

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以卢

莎·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 以及以庞巴维克为代表

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各种观点和思想, 并力图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别给予恰如其分

的评价。对于第三和第四个问题, 作者以前苏联的社

会主义建设实践为主线描述了从列宁对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的初步探索, 到 1954 年前苏联出版《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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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教科书》为止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过程,

客观地评价了“取消论”者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

立者之间的思想斗争, 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

50 年代初, 前南斯拉夫根据本国经济建设的具

体情况, 率先突破了斯大林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模式的束缚, 创立了“南斯拉夫学派”。50 年代后半

期, 前苏联和前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对传统的

经济体制作了初步改革。60 年代中期和 70 年代中

期, 又掀起了两次经济改革的浪潮, 促成了前苏联的

改革学派和前东欧经济学诸学派的崛起, 形成了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多元化发展的格局。作者详细评

价了前东欧的“南斯拉夫学派”、锡克—考斯塔模式、

兰格模式、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科内

尔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 以及前苏联的科

别尔曼改革学派和西伯利亚改革学派的理论, 既肯

定了它们对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贡献,

明确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中的作用和

地位, 也指出了各自的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传播和发

展分为 4 个阶段: (1)沉默—围攻阶段。自 1867 年起

至《资本论》各卷的相继问世, 西方经济学界企图用

沉默以示抵制, 其后又转向围攻。 (2)“第一次复兴”

阶段。20 世纪 20～ 30 年代, 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经

济危机, 新古典经济学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理论在西欧、美国、中国、日本等世界各国得到

广泛传播和发展, 并出现了一批力图运用马克思主

义经济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和探讨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的西方激进派经济学家。 (3) 短暂的沉寂阶

段。由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50 年代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在西方有过短暂的沉寂。(4)“第二次复兴”

阶段。60～ 70 年代以后, 西方重新掀起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的热潮。其历史背景是凯恩斯主义的失势、西

方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马克思一系列经济学手稿

的出版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改革。主要表现是:

美国、西欧、日本等国的大学争相开设有关马克思主

义经济理论的课程, 并出现了许多研究和宣传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组织和刊物, 如美国的“激进政治

经济学派”及其主办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

等。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传播

和发展的这 4 个阶段的评介, 依据大量关于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 不仅客观、恰当, 而且从

一个侧面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强大生命力。

第三, 融学术、知识、系统性为一体

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

人物和流派都作了详尽阐释, 使得整本著作脉络分

明, 清晰易懂, 但并不因此回避对有争议疑难问题的

探讨。在这些问题上, 作者往往根据研究心得作出有

理有据的分析和判断, 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使得本书

既是针对经济学高年级学生而作的教科书, 又具有

很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作者以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等主要经典作家经济学说的产生、继承和发展为

主线, 兼收并蓄, 即使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发展

过程有一定联系乃至反对者的经济学说或思想, 也

不放弃对其作出客观评价, 这种实事求是的处理方

式, 更增强了本书的知识性、学术性和系统性。

第四, 资料翔实、新颖

颜鹏飞教授数年来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史, 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 特别是近期他利用中美

经济学教育和交流委员会 (CEERC ) 及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 )的资助去美国考察、研究和学术

交流的机会, 又收集到了许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新成果的第一手材料。书中所依据和选用的资料不

仅丰富翔实, 而且许多材料和观点在国内还是第一

次出现。例如作者紧紧跟踪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或社

会主义同情者研究市场经济的新动向, 专辟一节介

绍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思潮, 认为西方市场社会主

义思潮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

了富于启迪的思想资料。

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 存在着一种对当代西方

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 甚至在研究社会

主义发展模式、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等问题上, 这种对

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也相当严重。陈岱孙教授不

无担忧地指出, 这种倾向将带来两个方面的严重后

果:“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

灵的毒害; 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

改革开放的误导。”②产生上述错误倾向的原因之

一, 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历史和现状研究不

透、宣传不力,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指导作用重视不够。《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史》的出版, 对于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的学习和研究, 促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

论的建立和完善, 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册, 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第 235～ 236 页。

②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

《经济学动态》1995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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