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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第七届年会学术讨论综述

严 肃

通 年 月 日 至 日
,

中 国 经挤
思想史学会在武汉大学召开第七届年会

。

会

议代表共 人
,

分别来 自北京大学
、

中 国 人

民 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
、

复

旦大学
、

上海财经大学
、

中 山大学等 魂 个单

位
。

与会专家
、

学者和有关代表济济一堂
,

畅

所欲言
,

感受 良深
。

这次会议的 中心议题之一是悼念中国经

济 思想史学会的创始人
、

中 国经济 思想史学

科的奠基者胡 寄窗先生逝世一周年
,

并围绕

胡先生的治学思想
、

学术观点进行讨论
。

在

讨论中
,

代表们从不 同 角度追忆了 胡先生 严

谨的学风
,

勇于开拓的精 神
,

诲人不倦
、

培养

后学的作风
,

以及对于真理孜孜 以 求的精神

和热爱祖国 的优 良 品 质
。

不少代表高度赞颂

了 胡 先生对 建立 中 国 经济 思想史学 科 的 贡

献
。

胡先生是新中 国成立后第一位以 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系统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名

学者
,

他运 用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

在 中 国经济 思想史这块

古老 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
,

使这一古老的

学科充满了新的生命活力
,

在这方面他立下

了汗马功劳
,

具有首创之功
。

他著有《中国经

济 思想 史 》 上
、

中
、

下册
,

上海 人 民 出 版社
、 、

年 出版
、

中 国近代经济 思

想史大纲 中 国社会科学 出 版社 年 出

版 等著作 部
,

并发表了 大量论文
,

共

余万字
,

在中 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取得的

成果首屈一指
,

为世所公认
。

尤其在他的晚

年
,

以其 旬高龄
,

仍笔耕不止
,

巨著迭出
,

他

的 这种 孜孜不倦
、

顽强 拼博的 精 神感 人 至

深
,

催人奋进
。

胡先生还 为 中 国 经济 思想 史

在世界经济思想史 中争得应有的地位做出 了

极大的努力
。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说史的研究

中 一直存在着
“
欧洲 中心论

”

的影响
,

除某些

日本学者 比较推崇 中国儒家 思想和部分法

国学者承认重农学派曾从中 国古代文化中吸

取 了 不少有益的思想素材外
,

包括 中 国学者

在 内的绝大多数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者们大都

对 中 国 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持 不屑 一顾 的 态

度
。

胡先生则大不以 为然
,

他认为我们的祖

先 不仅有文学
、

哲学和科学上的光辉成 就
,

也有卓越的经济思想
,

这些经济思想在世界

经济思想史 中是一群灿烂的 明星
,

足 以使那

些
“
言必称希腊

”的人惊为奇迹
。

基于这一认

识
,

他在其 所撰写的 中 国 经济 思 想 史 著作

中
,

采 用 中西对 比的方法
,

以 大量有力 的 史

实论据和理论阐述
,

令人信服地总结了 中 国

在 世纪及其以 前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
,

证
明此前中国经济思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年代初他作过这方面的学术报告
,

并 出版 了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 中 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 年 出版 的 小册子
,

其中共

梳理了 中 国古代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居于领

先地位的 个问题
。

之后
,

他 又写作和 出版

了《中 国经济思想史简编 》的英文版
,

把中 国

历史上的经济 思想系统地介绍给外国读者
。

并尝试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将中 国古代经济思

想列入世界古代经济思想史范 围之 中的《政

治经济学前史 》 辽宁人 民 出版社 年出



版
。

胡先生还是中 国 经济思想史学会的 创立

者
,

他于 。年以 其亲 自任教的我国第一个

中 国 经济思想史教师培训班为 基础
,

并联络

全 国各地有关人 员
,

成立 了 中 国 经济 思想史

学会并被推举 为 第一任会长
,

为 中 国 经济 思

想史学科的发展费尽 了 心血
。

讨论 中
,

不少

代 表表示
,

我 们一定要继承胡先生 的遗 志
,

继 续 努 力
,

为 本 学 科 的 振 兴和 发 展作 出 贡

献
,

以 实际行动悼念胡老先生
。

围绕兴中会成立 周年及孙中 山 的经

济思想进行学术讨论是此次会议的又一 中心

议题
。

兴中会是孙中 山 在同盟会成立前创设

的 一 个 组 织
,

其政 纲 是
“

驱 除 靴虏
,

恢 复 中

华
,

创立 合众政府
” 。

在讨论 中
,

代表们 围绕

兴 中 会
、

特别是 围绕孙 中 山 的 经济 思想
,

各

抒 己 见
。

与会代表着重讨论了 孙中 山 的 国 民

经 济现代化思想
、

民 生 主义 思想
、

财税思 想

和 人 口 思想等
,

并联系 我 国 经济改革与发展

的 实际 阐述 了 这些思想的 现实意义
。

例如
,

关于孙 中 山 国 民经济现 代化的 思想
,

北京师

范大学的王同 勋教授将之归纳为 认识国情
,

从 国情 出发的 思想 视商 品 经济 的发展 为促

进经济发展杠杆的思想 强调首先发展交通

和 能 源 的 思 想 农业 是 国 民 经 济 基 础 的 思

想 优先发展采矿业
、

钢铁工业和 机器制 造

业 的 思想 实行对外开放
,

坚持独立 自主地

发展经济的思想 建设之要务在满足国 民 日

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求的 思想等
,

认为这些

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吉首大学的张光

文讲师认为 民生主义是孙中 山 民主建国 思想

的核心
,

而这一理论对于我国 当 前的两个文

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积极意义
,

因而主张

从 民 生 主义概念 入手研究孙 中 山 的 经济 思

想
。

中南财经大学的叶青讲师认为孙中 山 的

财 税 思想表现在所得税
、

土地增值税
、

遗 产

税和公债发行等方面
,

而这些思想和 主张对

国 民党政府的财税制度有直接影响
,

对我 国

当前的财税改革有间接影响
。

《经济纵横 》杂

志社的胡显中编审根据孙中 山在距今 年

前所写的上李鸿章书 中提 出 的
“ 中 国 已大有

人 满之患
”

的论断 认 为这是一个先知 先觉

者对当 时及后代所发 出 的严重警告
。

此外
,

中南财经大学的张家骤教授还就孙中 山 与蒋

介石经济思想的 比较评析作了 发言
,

认为二

者具有本质的 区别
,

指 出蒋介石打着继承和

发扬孙中 山 遗教的旗号
,

实际上却肆意 阉割

孙 中 山经济思想中的 合理成份和改革进取精

神
,

夸 大渲 染孙 中 山 经济 思 想 中 的 消 极 因

素
。

学会会长
、

北京大学的赵靖教授提出 了

对孙中 山 经济思想要从革命和发展两个方面

加 以探索的观点
,

对大家颇有启发
。

和 以 往历次会议一样
,

这次会议还就中

国 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 问题进行 了 讨论
。

讨 论 中
,

大 家 既 认识 到 本 学 科所 面 临 的 困

境
,

又 对学 会 的 前途 及 学 科的 发 展 充满信

心 并就如 何克服困 境
、

振兴学科各抒 己 见
。

与会者认为
,

中 国经济 思想史学科的 建设也

有 三个面 向 的 问 题
,

即 要面 向现代化
、

面 向

世界
、

面 向未来
,

要在学科研究 内容
、

方法及

体 系
、

模式等方面有新的 突破和 发展
,

要在

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上做出新的尝试
。

不

少中青年同 志提出 了许多极有价值的观点和

建议
,

如 中 国社 会科学院的 叶坦副教授对 比

其他学科分析 了 中 国 经济思想史学科的 长

处
,

认为 中 国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和地位的学

科是
“
汉学

” ,

而 中 国 经济 思想史是 “
汉学

”中

重要的核心学科之一 经济 思想直接产生于

经 济活动
,

直接支配人的经济行为
,

它 能 回

答许多别的学科在研究中难以 回 答的 问题

在 东 亚 之 迷 的 探 讨 中
,

中 国 经 济 思 想 是
“

源
” ,

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思想是
“

流
”

等
。

海

南大学的王毅武教授认为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研究工作今后应朝着深化
、

细化
、

具体化
、

集

约化的方向发展
,

建议加强 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 评论性
,

开展 中 国 经 济理 论批 评 史 的研

究
。

武汉大学的景新华讲师提出 了 适应形势

发展需要
,

寻找和培植中国 经济 思想史学科

新生长点的主张
。

中南财经大学的陈光众副

教授提出 了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延伸 的 四种

形式
,

即时间 延伸 从古代延伸到现在 空 间

延伸 从大陆延伸到港澳台 领域延伸 如研

究 孙 中 山 的财税思想 队伍延伸 培养 更多

的接班人等
。

责任编辑 徐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