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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

作者简介

陈岱孙（1900年10月20日－1997年7月27日）中国经济学家。
1900年10月20日（清光绪二十六年），陈岱孙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府闽县螺洲（今福州市仓山区螺
洲镇）的书香世家，祖父陈宝璐与其兄长陈宝琛、陈宝瑨均为进士。
1915年，陈岱孙考入美以美会在福州开设的鹤龄英华中学，1918年考入清华学堂。1920年考取公费留
学生赴美，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士学位（1922年）、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4年）和哲学博
士学位（1926年）。1927年回到中国，任清华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陈岱孙改
任北京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1997年，陈岱孙去世，享年97岁。
陈岱孙的经济学著作有《经济学说史》、《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 : 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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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真是无聊透顶。。。
2、资本论选读课程参考阅读。治学严谨可见一斑。
3、不愧是哈佛高材生写的，作为补充读物可谓杰作，概括简练、精道，主要要点一应俱全。
4、岱老的文章现在看起来依然霸气十足
5、很好的一本书，以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讲解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形成的原因：原有的劳动价值
经济学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到马克思时期遇到的困难，马克思给出的新的解决方法。 
6、陈岱孙一代宗师，拿得出手的也就是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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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篇文章，算是我上“《资本论》选读”这门课程的一点随想，感谢这门课所指定的教材是陈岱
老的这本书。他给我的行文提供了清晰的西路。1．“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争上学期一直在
学《资本论》选读，相比《政治经济学》这门大课来说，《资本论》选读的受众面就很小了，当然其
深度就更进一步。一学期下来，对于我来说只能算对马老爷子的理论有了一个粗糙的理解。以致至今
不敢轻易去动《资本论》三卷，深感自己在读书方面功底太浅。回到成都，在家里待了多日，闲来无
聊，于是泡上一壶高山茶，看看许久没有碰过的电视，乱想一些事情。坦白的说，马老爷子的理论不
是我想的诸多事情中的任何一件。前几日，和友人聊天，无意间也聊到了他老人家，得到的结论基本
一致，算是对自己的判断有个交待。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不是比较普遍化，即：马克思主义的这套理
论是非常精妙的逻辑体系，但是放在现实生活中用处太小，经济社会结构的演变对于芸芸众生来说实
在是太过飘渺。特别是对于那些中学生来说，在学术的道路上（暂且把应试教育也算学术吧）一开始
就接触这么宏大的理论，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假若按照《资本论》本身的行文逻辑，马老爷子的那套
理论其实就学术深度上并不困难。对于理解现代人类文明的转变——通俗点说西方世界的兴起——算
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一种目标和愿景，如
此看来，老马的这套理论恰恰契合了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可是，这套理论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种误区
，进一步来说，而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可能把这一缺陷放大了。简单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建立在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基础之上，当然我们的教育体系会告诉大家，马老的思想来源于古典政治经
济学、黑格尔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那么这三套理论究竟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如果不了解这三套理
论，如何去理解马克思对这三套理论的批判？进一步，如何去理解马克思在批判后重构的历史唯物主
义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不明白马老爷子的理论是建立在想古典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那
么直接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去攀登空洞的、虚无的空中楼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现状的评
述点到为止，这种教育体制的后果我不想发表太多的想法。最近几日想了想这种教育体制的缺陷，然
后把这种缺陷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某些方法论层面的争议结合到了一起。西方经济学完全建立
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以此为中心构建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似乎”从一开始就抛弃了“个人主
义”，而是从“整体主义”的视角去理解更为抽象的社会、组织、阶层、制度的变化和性质。这一理
解是国内中学生、甚至是大学生和学者的普遍观点。但这种理解真的是正确的吗？“个人主义”和“
整体主义”的对立，为什么不能看做是以往的苏美和当下的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的产物？2．所谓的“
实用主义”当今中国教育所要解决的一种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受教育的学生今后的出路何在？这不
仅仅是每一个学生所关心的事情，更是他们背后的家长们的烦心事。在这里的每个学生，每个家长，
都不在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形态。他们纯粹的、唯一的仅仅在考量自己今后一辈
子的规划，以一个社会旁观者的角度在谋求未来的幸福：而这些幸福往往是物质上的金钱、地位、灯
红酒绿、声色犬马等等。这个目标本身无可非议，毕竟在获得如何的精神食粮之前，物质的满足是必
需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万恶”的封建主义中国用科举制保证了读书人的这套基本物质需求，用政
治地位作为诱饵去引领学术（虽然对学术来说不见得是好事）。在顶多十几年前的中国，大学，甚至
中专都能包分配，前途无忧使得当时的大学生更有精力去做一些学术。如今，大学已经变成许多学生
逃离社会的最后乐园，一方面在大学里面学得的东西放之社会百无一用，另一方面大学生的竞争力开
始逐步下降。自身素质的下降加上中国经济社会对高等人才需求的乏力，使得大学生就业问题俨然成
了前两年的一个热门话题。这里面，首当其冲的是教育内容的问题，比如说高校的政治课，比如说我
前文提到的马克思。这些内容，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是空中楼阁。从实用主义的方面去讨论，其实
很简单，像烹饪学校学出来的大厨、技校出身的高级技工的职业前景都还算不错。这些看似庸俗的知
识，马克思无法教给我们。与人沟通的技巧，团队合作的精神，马克思也无法教给我们，但这些却是
在无论任何社会里面生存的必备技能。反过来说学术的问题，真正的学术精神，是“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的态度，中国高校里面的学生，有几个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呢？拿各大高校所鼓励的“暑期实践
”来说，看似是践行学识，实则是靠校方和家庭的关系做结伴旅行，真正收获的东西很少。如果没有
一种“个人主义”，是很难扭转上面这些状况的。3．个人视角主义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提出了马
克思与想西方主流方法论之争的问题，在第二部分，我提出了现阶段中国教育缺乏“实用主义”的问
题，两个问题看似没什么关系，其实背后隐藏着深刻的联系。换句话，我想解决这么一个问题：为什
么西方教育搞得就挺不错的？为什么西方学界普遍采用的“个人主义”视角？如果个人主义有助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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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提升，那么这主义的转变会不会导致中国学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人身观价值观？其实对知识界来
说，理论这种东西无非是来自思维逻辑层面的体系，是思想的产物。这套体系更多的要满足学者自身
逻辑的一致以及逻辑与现实的一致。但是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现实对于单个学者来说过于宏大，学
者所认识的现实是片段的，残缺的，这导致的理论的特殊性。二是思维逻辑的推演很大程度上需要相
同的现实作为共同的起点，即假设，如果对假设存疑，那么理论的教学和传播就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针对这两个问题，西方学界对此的解决办法比较独特，他们绕开了这两个问题，转向了“个人主义”
的教学方法，即：我坚信自己的理论是对的，但是我不能保证我的学生信服自己的理论。所以我不如
把获得这些理论的方法、技术、技巧交给他们，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到自己的结论。如此，即不
会误人子弟，又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进一步，把这种教育体系延伸下去，如果研究理论的方法
、技术和技巧本身也存在缺陷，那么如何解决？到这一步，西方教育体系才真正打破了人与人之间思
维的隔阂。因为他们看到了：任何一种科学性的问题，都存在着相比与人类思维更加客观的对象。我
们只需要从描述和定义对象出发，就能避免方法上的缺陷。一切理论的推演都可以建立在不变的对象
上，进一步，西方学界最终找到了这么一个完美的对象：个人。一切现实都可以从个人和个人之见的
互动来发展出来，那么现实的总问题也就获得了得到最终确信答案的可能性。剩下的问题无非是技术
层面的东西。从我自己的专业经济学来说确实是这样的，经济学的历史无非就是这么一段寻找对象的
历史。当最终对象得以确立之后，西方经济学界才逐渐转向了方法的讨论。既然涉及到“个人主义”
，那么西方学界的这种教育又是极为实用的。因为从个人主义出发的任何理论，最终都可以回到个人
主义，这就像所有经济学理论都可以回到它的假设上面是一样的。这样以来，所有理论的研究可以切
实运用到现实中去。甚至连社会学科这样宏大的视角，都可以完美的推演到最初行为人空间和时间的
延伸。这种教育视角如何不获得成功呢？反观我国现有的教育。并非不像把“实用主义”运用到其中
，而是存在着种种误区。这自然涉及到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最大的一块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和西
方资本主义的对立。不可否认这种对立有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粹性。但是却无形中限制了我国教
育的发展。当然，根本性的转变还需要从思想层面下工夫。如果说现代中国的学术前途在哪里，我倒
觉得在百年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融合将是中国学界未来的一个不可
推卸的责任。在这种大背景下，马老爷子的这套理论需要一种“个人主义”，更精练的来说需要一种
“个人视角的主义”，这种主义要求学术理论一方面切实以个体作为理论发展的中心和重心，同时也
要把视野从个人身上扩展到民族、社会和国家。如此，则中国的教育才会转向“实用主义”，在这种
实用主义的基础之上，才能去理解和发展马老爷子未竟的事业。就像上层建筑必须有经济基础的支撑
一样。进一步来说，马老爷子的理论再强大，也比不上一个社会的公民吃饱穿暖的真切愿望。而只有
一个社会的公民普遍的平等、自由、享有公民完整的义务和权利，才能进一步凸显马老爷子这套理论
的伟大。因为马老爷子所追求的，一直是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因为，它是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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