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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价格与价值思想的一个争论
Ξ

———评何炼成教授的新著《价值学说史》

蔡立雄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也是判断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重要依据。恩格斯认为 ,价值论是“经

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①。约翰·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第

一章第一节绪言中也认为 ,“几乎一切有关经济利害关系的思考都包含某种价值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

即使是极小的 ,也会使我们的其他一切结论产生相应的错误 ;我们的价值概念中存在任何含糊不清之处 ,都

会使其他一切概念产生混乱和含糊。”② 对古今中外的价值学说进行研究 ,比较各位思想家的理论 ,从中发

现价值理论的学说渊源及发展历史 ,有助于我们对现有经济学理论做出科学的评价。

何炼成教授的著作《价值学说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并出版的。本书的第一版于 1984 年由陕西

人民出版社出版时 ,就引起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武汉大学刘涤源教授专门为该书写了序言 ;西南财经大学

李善明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李江帆教授等学者在《经济研究》、《人文杂志》发表书评并作出高度评价 ,认为这

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评介价值学说发展史的专著。这本书出版以后 ,有关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之

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争不仅未平息 ,近年来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由此 ,何教授根据初版

时的各种反馈意见和新的时代特征 ,对该书理论体系进行了修订 ,商务印书馆于 2006 年底出版。

该书的理论特色主要有 :

第一 ,它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史。首先在内容上 ,该书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劳动价值论作

为单独一篇 ,清晰地剖析了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并从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形式

的发展、价值量的决定、价值转形五个方面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而且其中不乏创新之处。

如对恩格斯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理解上 ,该书反对前苏联教科书和部分学者关于恩格斯

的论述是错误的说法 ,认为恩格斯的这一提法是基于市场竞争的前提来谈论价值的 ,不仅不“违反劳动价值

论 ,而是相反 ,这是对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的科学概括”③;又如 ,对于什么样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问题 ,该书

认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 ,并把它纳入劳动价值论的组成部分 ,是一大理论创新。其

次在方法上 ,该书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考察历史上的各种价格与价值理论 ,对它们作

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 ,既肯定其中的科学因素 ,又对其中的不足加以分析并给予适当的批判。正如李

善明教授所言 :“在这里 ,被批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本身观点 ,及其错误之所在和错误的原因等 ,也都清

晰可辨、明白易晓、给人以鲜明透彻之感。”④

第二 ,它是一本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学说史。中国有信史记载的价格理论的历史 ,比西方价格学说史要

长。商末周初就有货币轻重会影响交易的记载 ,而西方到公元前 6 世纪古希腊的梭伦改革时代才有明确的

货币概念 ,比中国足足晚了 5 个世纪。非常遗憾的是 ,以往编写的经济学说史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把经济学

说的历史起点定于古希腊 ,很少有人对中国古代价格或价值学说的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何炼成教授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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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对从西周初期周文王时代到 1900 年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价格与价值观进行详细的梳理 ,把中国古

代的价格思想归纳为十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即轻重论、供求论、伦理因素论、积著理论、平粜论、平准论、自然

属性论、市价不贰论、货币数量论、功力决定论。该书认为 ,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价格理论发展的经济基

础 ,各种思想的争鸣与相互继承是古代价格观极为丰富的重要原因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价格思想发展的重

要时期 ,十种观点中的前五种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发展并丰富起来的。中国古代的价格思想与同时代的西方

价格思想相比 ,不仅毫不逊色 ,而且犹有过之。例如 ,“《墨子》、《管子》中的轻重论 ,完全可以和古希腊思想家

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的价格观相媲美 ,甚至比他们的论述更丰富。”① 沈括在公元 11 世纪就明确提出了“货

币流通速度与通货数量的关系 ,指出‘钱利于流借’,‘迁而不已 ,钱不可胜计’,这种认识比西欧几乎早六百

年。”② 何教授把中国古代的价格思想纳入价值学说史的研究框架 ,把它作为价值学说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 ,从中发现中国价值学说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对世界价值学说的贡献 ,填补了价值学说史上的一个空白。

第三 ,内容丰富、材料详实。这本书共分五篇 ,具体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和近代思想家的价格理论、西欧古

代和近代思想家的价格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西方近代各流派的价值理论、当

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 ,涵盖了古今中外上下三千多年几百位思想家的价值价格思想 ,系统博大 ,内容精

深。在说明每位思想家的观点时 ,都尽可能地引用作者的著述 ;在对这些观点进行评论时 ,若以往的思想家

有过评论 ,则引用这些评论并作具体分析 ,若没有现成的评论 ,则根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和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逻辑进行科学评论。

第四 ,立论新颖。一定价值理论是对一定经济实践的反映和总结 ,价值学说的繁荣与商品经济的繁荣之

间有密切联系。在原始公社末期 ,由于分工和私有制、商品和货币的出现 ,相应地出现了价格与价值问题 ;但

只有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时 ,价值与价格的矛盾才更加显露出来 ,部分思想家

才对价格的决定与变化问题进行思考 ,由此产生了古代的价格观。该书对价格思想产生的历史进行了分析 ,

创造性地提出 :自然经济社会中 ,“商品货币关系很不发达 ,同时由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被奴隶

主、封建主和僧侣所垄断 ,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的价值理论。”③ 这一提法厘清了价值学说发展的历史脉络 ,

使价值学说的发展有了明确的历史依据和理论层次。

第五 ,方法规范。首先 ,该书强调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注重对各种价值学说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

景进行考察 ,从中发现各种理论产生及发展的原因。其次 ,该书强调科学的抽象方法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产生以来的各种学说中 ,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是强调对价格波动与财富真正源泉的考察 ,从中抽象出价值范

畴。最后 ,该书运用比较的方法 ,对不同时代的各种学说进行历史比较 ,着重分析各种学说的历史延续性 ,如

配第对重商主义重视商业和对外贸易传统的继承 ,当代西方价值学说对古典学派观点的继承等 ,从中发现理

论的进步所在与在某些方面发生倒退的原因 ;对同一时代的思想家们的观点则进行对比分析 ,如比较几乎同

时代的英国的配第的劳动价值论与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劳动价值论 ,从中发现生产方式对价值思想形成

的影响、两种学说的特点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总的来说 ,何炼成教授的《价值学说史》一书观点得当、体系完整、结构严谨、史料详实、言语简练 ,是一部

富有参考价值的经济思想史专著。该书阐释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所在 :与古代的价格思想相比 ,它

明确了价格变化与决定的内在原因 ;与其他劳动价值论相比 ,它明确了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去除了

其他学说中的庸俗成分 ;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其他价值理论相比 ,它坚持价值决定的客观基础。在该书

的附录当中还提供了 12 篇文章 ,澄清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当中的一些理论疑点并根据时代的进步对劳动价

值论进行了发展 ,对相关的价值理论问题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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