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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前言

这本关于马歇尔的书很大程度上取材于笔者1995年在爱德华·艾尔格公司出版的马歇尔传记：《翱翔
的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年》，而该传记的大部分素材来源于多年来我对马歇尔作为英
国经济学家的研究积累。不过，本书并不是1995年的这本传记的简单浓缩版，与之相比有两个特征：
第一，本书重点讲述了马歇尔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工作和贡献，因此，本书对马歇尔的经济思想进行
了非常详细的总结和阐释，这一点远远超过1995年的传记。第二，研究马歇尔的学者在过去十年间越
来越多，这本新书综合了十年来对马歇尔的最新研究，其中特别包括1996年约翰·惠特克公司出版的
三卷本《马歇尔书信录》，以及2006年艾尔格公司出版的《艾尔格马歇尔手册》。作为“伟大的经济
思想家”丛书中的一本，这本书的重点放在马歇尔作为经济学家的一面。这就不仅要对马歇尔从19世
纪60年代后期献身于经济学研究开始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内大量重要的论述进行归纳总结，而且还需
要对马歇尔经济学的各个重要方面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行梳理。总而言之，本书的重点是通过马歇尔半
个世纪的著作和论文，讨论马歇尔所发展的经济学方法和思想，以及这些方法和思想是如何通过马歇
尔本人及其学生的教学而被传承的。因此，本书还同时从马歇尔经济学本身以及它在全世界其他地方
的传播两个方面，对马歇尔经济学派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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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通过马歇尔半个世纪的著作和论文，讨论马歇尔所发展的经济学方法和思想
，以及这些方法和思想是如何通过马欧尔本人及其学生的教学而被传承的；同时，还从马歇尔经济学
本身以及它在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传播两个方面，对马歇尔经济学派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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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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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如此，马歇尔的成绩还是保证他能在剑桥得到一份研究工作。在优等考试中获得前几名的优胜者
通常被选为研究员。1865年11月6日马歇尔就被他所在的圣约翰学院聘为研究员。期间由于克利夫顿学
院的专任教师查尔斯·凯因病不能上课，马歇尔便得以临时到该学院担任数学老师。本书第3章将要
讲到，担任学院的研究员使马歇尔结识了很多朋友，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歇尔最终选择当一
名职业经济学家的决定。马歇尔在中学和大学里的优秀成绩使他能够从容不迫地选择未来的职业，也
使他有能力偿还学习期间欠下的亲戚的债务。由于之前马歇尔很少在中学和大学考试中获得第二，因
此他可能对自己的最终成绩并不满意；但是剑桥第二名的成绩却给了他极有利的条件去追求任何自己
所喜欢的专业。数学学习对他后来从事经济学教学和写作不无裨益。不管正式结果如何，对年轻的马
歇尔来说，大学期间的经历和所受的训练对其未来的职业生涯是弥足珍贵的。库克（2005年）还着重
研究了马歇尔在剑桥学习数学期间参与的体育和娱乐活动及对他个性形成的影响。体育和娱乐活动缓
解了准备优等考试的辛苦。不过，马歇尔多大程度参与了剑桥面向本科生的课外活动，这方面的情况
已不太清楚。根据玛丽-佩里1924年对沃尔特·斯科特的讲述，划船是马歇尔在学校时最喜欢的课外活
动，但1862年之后他最热衷于剑桥传统的近郊远足，这项活动也不费钱。马歇尔年轻时还喜欢板球，
但是在圣约翰学院的记录里找不到任何资料能够显示马歇尔在本科时期非常热衷于这项运动。马歇尔
还回忆说曾经喜欢下棋，但下棋后经常头疼，所以很快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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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一代经济学巨匠，就其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来说，能与之比肩的只有亚当·斯
密和凯恩斯了，而后者恰恰是他的学生。马歇尔所提出的或由他发展完善的大量概念和工具，一直滋
养着后辈的经济学家，到现在依然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核心组成部分。本书作者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
格罗尼维根教授是知名的经济思想史学者，他对马歇尔生平和经济思想的研究更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
誉。由他撰写的这本《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自然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而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
作。他以马歇尔生平为线索，探讨了马歇尔一生在从事经济学研究、教学、政府咨询过程中所创立的
经济学体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者通过马歇尔及其同事、朋友的论著、回忆录、书信以及当时的媒
体报道，挖掘了大量有趣的史料，加上他的生花妙笔，使全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本书不管对从事经
济思想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学生来说，还是对普通大众来说，都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一名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年轻学者，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我始
终怀着对前辈大师的虔诚之心来对待这项工作。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尽量采用通俗的语言，对当时
的一些经济学术语，尽可能与现代经济学的表述方式相一致。文中涉及很多历史上的经济学家、其他
学者及知名人物，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包括很多剑桥独有的制度惯例，这对我也是一个学习的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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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教辅很不错
2、买了本旧书
3、2016年7月18日读毕，此书主要介绍了马歇尔的理论贡献，和另一本以生活和思想为主的传记不同
。我读完后的收获主要有：（1）《经济学原理》导言部分关于边际分析的介绍是最浅显、最原味、
最接地气的研究。（2）马歇尔和门格尔一样受到德国历史学派施穆勒的影响，强调演绎（理论）和
归纳（调查）两者的结合，可惜施穆勒的书已经远离了人的视线。（3）局部均衡分析中“保持其他
变量不变”，什么变，什么不变，这需要真实世界的观察以及研究经验，弗里德曼和张五常对此有发
挥。（4）马歇尔对于企业理论也有一定贡献，但是后人主要将他边际分析、供需曲线、消费者剩余
等概念发扬光大，忽略他关于租、企业、理论与历史结合的研究思路。（5）马歇尔不迷信任何理论
，承认边际分析的局限。（6）马歇尔重视演化，强调生物角度理解经济学的重要性。
4、是论文简述而不仅仅是传记。剑桥可以给人带来多少优惠？？？是一个真正起点。可以读到剑桥
的学制和如何学习数学的小习惯。康德，牛顿，欧几里得和曲线在他的知识谱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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