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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论集》

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史学论集》主要内容：一、本人发表过的论文，有不少已成为拙著（包括合著或主编）《
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货币理论史》、《中国古近代金融史》、
《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思想》、《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等书的一部分，
本论集所收多是对上述专著有所超越或专著中未曾涉及的论文。同专著的某一章节基本相同的论文一
般不收，收录的大都有补充。
二、本人尚有一些已发表的属于建国前30年的人物经济思想的论文（多数为合写），本论集未予收录
，备另出专书用。
三、本论集分为六个专题组。前五组所收论文均按内容排列次序，第六组以原发表的时间为序。各文
的原发表时间均在题注中注明，题目有改动的也作说明。
四、本论集所收论文，在此次结集出版时，多数有所修改、补充或删节。第六组是讨论文章，故仍保
持原状，只作技术性的改动。
五、为保持所论述问题的完整性，有时将一篇论文中的部分内容搬至另一篇中，或为了避免重复而在
某些篇中删去一些内容。故就每篇而言，字数或结构都可能同原发表时有变化。
六、收入本论集的论文都重新查对了引文。所引文字除化繁体为简体及统一异体字外，都不予改动。
对有些难懂的字义，或加括号作解释，或加注说明。错字加括号附以正字，也有直接改正的。
七、原无新式标点的古籍，引文按本人的理解予以标点。点校本所加的标点作为参考，不尽遵从。
八、冒号下的引文，如未引至原文句号处，则于引号外用句号表示引文结束。
九、引文注明所引文献，有些须有版别。该文献集中出现时，只在同一页首次出现处加注版别，后续
者从略。所引文献的作者已在正文中指明的，注释中略。
十、各文发表时，注释体例随各书刊的要求而定，本论集统一为一种体例。
十一、有些论文曾在不同书刊发表，本论集只标明其中一种。

Page 2



《中国经济史学论集》

书籍目录

凡例我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金融史研究生涯（代序）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综论　经济学译名
源流考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　儒家义利观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的富民、富国和理财思想　中国传统的养民思想　中国井田思想的发展脉络　中国历史上
本末业概念的流变　中国原生货币理论述要　货币数量论和中国实例分析　中国传统消费观述要　关
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史料学　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二、中国经济思想史——古代　《管子
》的著作年代两议　《管子》的农本思想　论《管子·轻重》　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看《管子》　中国
封建国家的财政和《管子·轻重》　《管子》轻重理论在唐代的复兴　研究《管子·轻重》的若干方
法论问题　荀子以欲望论为基础的经济思想与经济人假设　《论贵粟疏》中的一个衍字　司马迁的若
干经济词语析　《潜夫论》的著作年代及王符的生卒年　张方平的经济思想　曾巩的经济思想　“义
利双行”并非陈亮的观点　丘溶的劳动价值观点与货币学说　明中叶至鸦片战争时期一些思想家反对
用银的倾向　关于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　简论王夫之的抑商思想　中国古代没有代表“市民阶级”的
启蒙思想　清前期的人口和人口思想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近代魏源与《推篷寤语》　关于魏源、
许楣货币理论的评价问题　王茂荫代表商人的利益吗　王茂荫货币理论在中国货币理论史上的地位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学习西方思想　钟天纬的航运改革思想　从《危言》看汤寿潜的市场经济思想
　梁启超、康有为的股份制思想　孙中山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要重视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的研究　
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　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四、中国货币金融史——古代五、中国货
币金融史——近代六、黄金非货币化讨论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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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论集》

章节摘录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综论经济学译名源流考一、“经济”的本来意义Economy最初在中国没有用
“经济”的译名，这有其必然性。中国是重视正名的国家，清代的乾嘉学派又是重视训诂的学派。在
这种学风的影响下，不会将两个含义不同的词混在一起。“经济”是中国原有的词汇，它同economy
的意义很不相同，故照中国人自己的译法，不可能将后者译成前者。“经济”一词最先见于隋代王通
（584～617年）的《中说？礼乐篇》。其中说到越国公杨素问薛道衡是否见过王通，薛回答说王通是
他的同乡，是其家传（儒学）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这里的“经济”，意为经世济民
或经邦济世，即治理国家。以后“经济”一词一直流传下来。《红楼梦》第五回警幻仙姑劝贾宝玉“
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这里的“经济之道”和王通书中所说的完全相同。19世纪末
至20世纪初，这种含义的“经济”仍很流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特
科，分为六个方面：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其中只有理财属于现在所说的经济范畴
，“凡考求税则、矿产、农功、商务者隶之”②。经济特科除隔一定期限举行一次外，还和科举同时
进行，乡试中式的称“经济科举人”，会试中式的称“经济科贡士”。当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因戊
戌政变而未能实行。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慈禧又下令开经济特科。二十九年经保荐和考试，经济特
科录一等9名，二等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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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论集》

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史学论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Page 5



《中国经济史学论集》

精彩短评

1、值得推荐，只是价格有点贵
2、有关古代货币史的著作

Page 6



《中国经济史学论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