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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开拓性的一部力作

— 评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

商 德 文

王毅武同志的新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 》 1 9 91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

这是一件值得庆贺

的事情
。

这是毅武同志继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之后
,

又推出的这部力作
,

是作者经过多年潜心研

究 的最新成果
。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中填补了一项空 白
,

具有开拓性
、

创新性的贡献
。

对于 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
,
从 已出版 的著述看

,
以研究古代史和近代史者居多

,

研究现代 史者犹如凤

毛麟角
。

日前
,

对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史的研充处于探索阶段
。

从 已出版的著作看
,

又大都 以通史为主
,

如张

友仁
、

李克纲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 ( 1 9 9 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
、

高荣贵主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

( 了9 8 8年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
、

黄家驹
、

杨文汉主编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 》 ( 1 9 9 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
。

上

述史书中
,
虽然有的也涉及到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

、

理论
、

观点
,
但主要内容是以马列主义

、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为主
。

所 以
,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研究》 弥补了这方面的缺

陷
,

填补了这一空白领域
。

:

}
J
国社会经济思想史 的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

。

它十分丰富
,
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历 史 过

程
,

因此用科学的方法对它加以总结
、

提 炼并上升为理论体系十分重要
,
但决非易事

。

何况
,
从目前看

,

社

会主义社 会尚处在初级阶段
,

处于发展
、

探索的阶段
。

因此
,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虽 已有了一些局部的经

验 与理性的认识和界定
,

但 它的具体画面
、

线 条尚有待于今后创造
、

发展和进一步地完善
。

不成熟的实践
,

必然伴随着不完善的理论
。

但这井不妨碍人们着手进行 总结
、

验证
,

以反作用于实践
。

意识既具有超前性
,

也具有滞后之功效
。

研究现代史
,

则应兼顾二者综合而 用之
。

历史是一面镜子
,

历史是昨日之实践
,

它具有借鉴
、

参照
、

比较之作用
。

而且
,

历史与现状具有内在的

必然联系和相关性
。

毛泽东一贯 主张研究
、

分折国情
,

把 握 历 史 与 现 状

。

因 此

,

毅 武 同 志 的 这 一 新 作 不 仅

具 有 重 要 的 理 论

、

学 术 价 值

,

而 且 对 于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的 发 展 和 经 济 运 行 也 有 实 际 的 指 导 意 义

。

尤 其 是 在 邓 小

平 同 志 南 巡 讲 话 后

,

加 速 改 革

、

开 放 的 今 天 更 加 具 有 现 实 性

。

一

、

作 者 对 全 书 的 框 架 设 计 独 具 匠 心

、

十 分 新 颖

。

全 书 分 为 三 篇

,

以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运 行 为 主 线

,

展 开 全 书 的 逻 辑 体 系

。

其 中

,
第 一 篇 学 科 论

,
通 过 五 个 专

题
,

全 面 J’@述 了中国社 会主义 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对 象
、

方 法

、

分 期

、

任 务

、

发 展 阶 段

、

主 线 与 特 点 等 重 大 史

学 论 问 题

。

例 如

,

作 者 在 谈 到 本 书 的 研 究 对 象 时 说
,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是 研 究 并 阐 释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的 内 容 与 产 生

、

发 展

、

完 善 的 条 件

、

过 程

、

特 点 及 其 规 律 的 科 学

。 ”

作 者 认 为

,

研 究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挤 思 想 史 的

“

根 本 研 究 方 法

,

是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和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 ,

并 在 此 一 般 方 法 论 指 导 下

,

结 合 中 国 实 际 具

体 化 为

“

过 程 法

” 、 “

分 析 法

` ’

和

“
比 较 法

” 。

在 史 学 研 究 中

,

方 法 论 具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可 以 说

,

判 断 一 部 著 作 有 无 新 意
,

有 无 开 拓 性
,

一 个 主 要 的 方 面 是 看 它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有 无 创 造 性 的 见 解

。

第 二 篇

,

专 题 论

。

这 一 部 分 下 设

“

五 四
”

运 动 与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
马 克 思 经 济 学 说 新 范 畴 的 考 察 与

临 示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商 品 经 济 的 几 个 理 论 问 题 等 七 个 专 题

,
主 要 是 三 方 面 的 内 容

:

(1 ) 马克 思 主 义 经 济 学 说

的 中 国 的传 播
一
与结 合 的 过 程

;
任 ) 马列主义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结合

; ( 3) 中

川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理 论 的 创 新 与 发 展

。

作 者 通 过 大 量 的 历 史 资 料 与 理 论 著 述 的 综 合

,

加 以 提 炼

、

加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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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论 证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在 中 国 的 萌 芽

、

产 生

、

形

成

、

发 展 与 创 新 的 过 程

。

从 而

,

在 总 体 上 把 握 住 本 书 的 研 究 宗 旨

、

核 心 内 容 和 主 要 线 索

。

尽 管 对 专 题 的 设 计

、

多 少 和 评 价

、

各 派 经 济 学 家 或 经 济 思 想 史 家 有 所 差 异

,

各 有 千 秋 与 特 色
,

但 专 题 论 式 的 研 究 思 路 则 是 可 取

的

。

它 的 优 点 在 于 无 限 制 的 比 较 自 由 地 把 研 究 的 新 成 果 肯 定 下 来

,

尤 其 是 在 研 究 资 料 不 足 或 某 些 新 兴 学 科 的

开 创 时 期

,

值 得 采 用 的 一 种 框 架

。

第 三 篇

,
人 物 篇

。

研 究 历 史

,
离 不 开 人 物 与 背 景

,

但 各 派 理 论 家 对 人 物 的 处 置 方 法 与 设 计 则 是 不 同 的

,

例 如

,
有 人 以 人 物 为 主 线

,

有 的 则 以 人 物 为 例 证
,

起 一 种 充 实 理 论 之 不 足 的 佐 证 作 用

。

按 照 从 抽 象 上 升 到 具

体 的 方 法

,
理 论 为 抽 象

,

人 物 为 具 体

。

因 此

,

在 本 书 中

,
如 果 说

,

专 题 论 篇 为 抽 象 的 话

,

则 人 物 篇 就 上 升 到

具 体 的 层 次 了

。

作 者 在 本 篇 中 设 九 章

,

可 分 为 两 大 类 别
: ( 1) 领袖人物篇

,

如 毛 泽 东

,
周 恩 米

,

刘 少 奇
,

朱

德
,

李 富 春
,

邓 小 平
,

陈 云 的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发 展
; ( 2) 学者人 物篇

,

如 马 寅 初

、

孙 冶 方 的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发 展

。

在 题 材 的 处 理 上

,

作 者 在 本 书 中 写 人 物

,

与 另 一 专 著 《 简 编 》①中 的写 法 不 同
。

如 果 说 在 《 简 编 》 中
,

作 者 是 以 介 绍 为 主 的 话

,
那 么

,

在 本 书 中 则 以 研 究

、

评 论 为 主

。

而 且 侧 重 写 每 个 人 物 的 特 点

,

如 陈 云 则 以 经

济 运 行 思 想 为 主

。

可 见

,

这 是 一 种 深 化 过 程
,

体 现 了 作 者 研 究 工 作 的 新 进 展

。

二

、 《 研 究 》 有 下 列 几 个 特 点 或 优 点
:

第 一
, 《 研 究 》是 我 国 第 一 部 具 有 创 新 性 的 力 作

,

正 如 叶 世 昌 教 授 在 本 书 序 言 中 所 指 出
, “

在 各 种 专 题 经

济 思 想 史 中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的 研 究 可 以 说 是 异 军 突 起

。 ”

它
“
开 拓 了 中 国 经 济 思 想 史 的 新 的 研 究 领

域
,

填 补 了 这 门 学 科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 的 空 白

” , “

对 中 国 经 济 思 想 史 学 科 的 发 展 作 出 了 贡 献

。 ”

第 二
,

本 书 以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

毛 泽 东 思 想 为 指 导

,

用 辩 证 法 和 唯 物 史 观 研 究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的

发 展 和 演 变 过 程

,

具 有 革 命 性

、

科 学 性 和 简 明 性 之 特 点

。

在 本 书 中

,

通 过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的 发 展 过

程

,
不 仅 总 结 了 我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建 设 实 践 中 的 许 多 成 功 的 经 验

,

也 总 结 了 许 多 历 史 教 训

,

对 于 缺 点

、

错 误

、

挫 折

、

失 误 采 取 了 实 事 求 是 的 科 学 态 度

。

这 是 难 能 可 贵 的

。

第 三

,
民 族 性 和 中 国 特 色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的 发 展 过 程

,
一

也 就 是 马 列 主 义 经 济 理 论 与 中 国 经 济

实 践 与 建 设 相 结 合 的 过 程

,

即 马 列 主 义

、

社 会 主 义 与 中 国 民 族 特 点 的 统 一

。

因 此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的

产 生

、

形 成

、

发 展 与 创 新 的 过 程

,

都 离 不 开 中 国 的 民 族 文 化 背 景

。

在 马 列 主 义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的 指 导 下

,

在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和 建 设 的 伟 大 实 践 中

,

逐 渐 形 成 了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理 论
,

如 毛 泽 东 提 出 的 论 十

大 关 系
,

邓 小 平 同 志 提 出 的 建 设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

社 会 主 义 初 级 阶 段 理 论

,

社 会 主 义 有 计 划 商 品

经 济 理 论

,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运 行 理 论
,

改 革 就 是 解 放 和 发 展 生 产 力 的 理 论
,

改 革

、

开 放 理 论

,

一 国 两 制 理 论 等

等

。

正 是 这 些 具 有 中 国 特 点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理 论 指 导 着 中 国 经 济 体 制 的 改 革 和 开 放

,

并 取 得 了 举

世 嘱 目 的 伟 大 成 就

。

总 之

,
本 书 具 有 开 拓

、

创 新

、

科 学 性

、

革 命 性 和 中 国 特 色 等 特 点

,

在 文 字 表 述 上 也 比 较 简 炼

、

清 楚

,

是 一

部 具 有 较 深 造 诣 的 研 究 性 著 作

。

但 是

,
正 如 人 无 完 人

,
金 无 足 赤 一 样

,

本 书 也 有 一 些 不 足 之 处

,

如 在 分 期 问

题 上

,
以

“

五 四

”

为 开 端

,
似 应 进 一 步 研 讨

,
又 如 人 物 篇 中

,

在 人 物 的 取 舍 上

,

再 版 时 可 否 再 加 (起码 )两 位重

要 的人 物
,

一 位 是 张 闻 天
,

为 我 党 著 名 的 革 命 活 动 家

、

经 济 学 家
,
另 一 位 是 卓 炯

,

他 对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商 品 经

济 理 论 的 形 成 具 有 创 造 性 的 贡 献

。

总 之

, 《 研 究 》 是 一 部 成 功 的 新 作
,

上 面 提 到 的 不 足 之 处

,

有 些 也 与 本 门 学

科 尚 处 在 开 拓 阶 段 有 关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是 一 门 新 兴 的 学 科

,
是 中 国 经 济 思 想 史 的 一 个 分 支

,

但 它

与 一 般 专 题

、

断 代 史 不 同

,
它 具 有 现 实 性

,
政 策 性

、

思 想 性 很 强
,
并 具 有 一 定 的 应 用

、

指 导 性

。

因 此

,
希 望

今 后 有 更 多 的 人 关 心

、

研 究 它 的 成 长

,

尤 其 希 望 更 多 的 年 青 人 涉 足 这 一 领 域

,

并 作 出 新 的 科 学 成 果

`

注 释

① 参 见 王 毅 武主 编
: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简 编 》 ,

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 9 8 8年 版

。

(本 文责 任编 辑 邹忠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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