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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经济之间》

内容概要

历史学家治史和经济学家治史应该还是有差别的。历史学家要把历史事实搞清楚，还要在此基础上得
出一些结论或总结出一些规律。而经济学家则是在历史学家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加以解
释。这些解释可以是总结经济发展的顾虑，也可以是用来证明经济学理论的。听梁小民先生从历史的
角度分析经济，你会收获从读史中了解了经济，从对经济的认识中体味历史的意外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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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经济之间》

作者简介

梁小民，著名经济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研究，出版了译著、专
著、教科书、文集50多种。梁小民教授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现在担任清华大学等多所
大学EMBA项目特聘教授以及南开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1992年被评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
，199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现担任国务院特邀观察员、国家价格指导委员会委员
、民盟中央地区与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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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历史篇　正视历史　商鞅之死——改革者功成身灭的原因　在强国与富民之间——西汉经济政策
的演变　利国利民，官商并用——刘晏的改革　乱臣贼子王莽——伪改革的悲剧　动机与效果——王
安石的悲剧　《清明上河图》的背后——北宋繁荣的原因　宋徽宗的形象工程——石头引发的悲剧　
商帮产生于明代——明代商业经济之一　从一篇小说看明代商业与商人——明代商业经济之二　修身
正己才能治国——张居正的悲剧　明代的海禁与走私——封关自守的恶果　盐业专卖下的官商勾结—
—一论盐业专卖制度　盐业专卖下的官场腐败——二论盐业专卖制度　盐业专卖下的私盐泛滥——三
论盐业专卖制度　养廉银不养廉——专制必有腐败　清末的金融危机——没有监管的开放　金融体制
混乱与中国早期工业化——稳定与发展　重税之下无发展——清末民营企业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败
在保守思想下——解放思想与经济发展　官督商办的失败——国营企业失败的必然　张之洞与汉阳铁
厂——官办企业的案例　老永安的生意经——学习中国的商业传统　能由政府来主导工业化吗?——一
评《大国崛起》　大国崛起中的企业家——二评《大国崛起》　大国崛起的另一面——三评《大国崛
起》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十周年 　从《立秋》看晋商精神——晋商文化的
一种解释经济篇　让经济学成为大众手中锐利的武器——西单图书大厦演讲　幸福的基础是财富——
一论幸福　走出财富的围城——二论幸福　女人四十一朵花——三论幸福　不与别人试比高——四论
幸福　布登勃洛克动力——五论幸福　劳动、节俭与财富——勤劳与致富的关系 　游戏背后的文化—
—东西文化比较　平等的标准——由“官本位”到“钱本位”　做一个纯粹的人——在商言商　每个
人都有机遇——机遇与成功　读书不为什么——读书就是生活　经济学家不预测股市——股市无常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获诺贝尔奖名至实归——评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弗里德曼与全球经济市
场化——弗里德曼祭我的口述历史　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一）　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二）　北大
经济系师长杂忆（三）　我的“长征”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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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经济之间》

章节摘录

历史篇正视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来评论这些事
实，但事实本身是无可改变的。正视历史首先是承认这些事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人，
如果不能正视历史，必将带来或大或小的灾难。先随便举几个例子。日本人侵略中国，南京大屠杀、
“慰安妇”，都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但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否认这一点。甚至教育一代人的中学教科书
都回避这些罪行。其结果是助长了少数人的军国主义气焰，也影响了中Ft友谊。助长军国主义有可能
让日本重走侵略之路，受损失的首先是日本人民。这个事情尚且遥远，近的则是日本青年不了解军国
主义罪行，不懂得如何友善地对待中国人民。中日交好经常受到干扰，其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右翼分子
不能正视历史，不能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年青一代。另一个例子是一位朋友的经历。他在中国受过正统
教育后到英国留学。刚到英国时，适逢印巴冲突。他就对一位英国朋友说，这都是你们英国人的罪过
。因为他在中国学的世界史上说，是英国人为了控制独立后的印度，而强行使印巴分开的。这位英国
朋友建议他再读读这段历史。读过后他才知道，印巴分治并不是英国人的主意，而是印度的印度教与
伊斯兰教冲突，两派首领甘地和真纳都要求分治，英国人不得不接受的。这位朋友告诉我，他学的假
历史真让他丢了人。好在英国朋友没有怪罪他。学这种假历史，岂不是误人子弟？我们过去在极“左
”路线下，总把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帝国主义的阴谋，帝国罚义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坏的。以这种先入为
主的观点去解释历史，就歪曲了历史真相。印巴分治的原因仅仅是一个例子，其他例子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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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经济之间》

编辑推荐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历史是经济理论的表现。历史与经济学实际是相通的。《在历史
与经济之间》收录的是作者近一两年内发表于《南方周末》、《商界》和《周末画报》上的读史随感
文章。听梁小民先生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经济，你会收获从读史中了解了经济，从对经济的认识中体味
历史的意外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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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经济之间》

精彩短评

1、在大师的笔下看到了一个从古到今的全新国家，从经济学的角度审视的国家，让我一个懵懂青年
重新看待中国的过去。虽然还没看完但是已经是很精彩了。至少我认识了上海的“永安”，加深了晋
商、徽商的印象，重新了解了王莽这个人，还有等等新发现。整体来说，是本好书！可以开拓视野~
2、随便看看
3、通过历史让我们以史为镜，更加理性
4、“历史”部分长知识，“经济”部分有点简单
5、梁小民的书一向都是不错的，这本风格依旧，不错
6、我觉得挺好的
7、梁小民似乎很喜欢历史，比如特意去研究晋商并且出了专著。对于这本历史与经济之间，我的评
价是，一本普及性经济学思维方式的随笔。并且许多文章以前在其他地方已经读过，综合下来给7分
评级吧
8、这本书相对作者的水平，感觉一般吧，很多文章比较小儿科
9、想问一下哪来的“封建社会”，你丫被中共洗脑了哈？！
10、前面部分受意识形态牵绊太多，作为通俗读物尚可。口述史中真情流露，方为全书精华部分
11、经济果然是文科⋯⋯制度问题在哪一个时代都太值得探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最近怎么
这样喜欢政治法律哲学和历史啊喂！快好好备考一个月我要系统看书！！！快到碗里来！！！
12、至少，让们可以换个角度考虑哪些故事背后的故事。
13、合用的资料书籍，正要这类的
14、深入浅出，没有博人眼球的噱头，很好。
15、首先，我不是书托，梁小民先生的书也不需要这中人。第二，这不是我读的小民先生的第一本书
，他的文采非常好，本书把他自己对历史和经济的观点如讲故事一般的对读者娓娓道来，写的太好了
，很多地方发人深省。
16、经济学大家的随笔，写的很朴实，通俗。
17、平淡中引深思。但可惜没有读完。
18、買其他書時，沖著作者的《經濟學原理》譯者身份順帶買的。結果隨筆真不是人人都能寫的，特
別是還懷著引古論今的厚望。
19、被坑了。
20、印刷和纸质非常好！内容页不错，是杂文性质的。
21、把深刻的道理化为最浅显易懂的文字，完全没有艰深难读的障碍，是一本很好的启蒙型读物。
22、最大的问题：与作者历史观不合
23、一个经济学家写的，还没看全~
24、可以看出梁小民是属于走狗阶层，全书充满着对私有制的极大赞誉，但他忽略了一点，资本主义
的经济危机全部都是源于人性的贪婪，忽略这一点去谈经济，一般都是扯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动机
与效果往往会不一致。他在本书中对历朝历代的经济政策都是呲之以鼻，但这也正好暴露了他走狗的
嘴脸，对当代中国的贪腐问题，两极分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却视而不见，完全不能算是一个有操守有
气节的学者，很像三国演义中的张松，一副大宅门里的小妾嘴脸，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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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与经济之间》

精彩书评

1、这本书写得很实在，没有很新颖的观点，也没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但他说的道理却是实实在在
，真真切切的，就好像豆腐白菜，色香味都比不上那些珍馐美味，但是，营养价值却是相同的。我一
直认为，中国并不缺少理论和观点，而是根本就没有把已有的那些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即使那些理论
应该众所皆知是正确的了。比如，书中说保护民营经济，减少官僚资本；比如提到形象工程的危害；
比如说改革者自己本身要加强道德自律等等，道理很实在，都懂，但是就是不做。不知道为什么。读
这本，并不是因为书观点新颖，而是想借鉴书的文风。我是学历史的，读了一些历史书，发现本来很
有趣的历史被学术以冠名，文章就变得生涩难懂，本来很好懂的道理变得让人莫名其妙。昨天读了几
本郎咸平的书，发现天天用数字说话的经济学家竟然能写出这么浅显的文章来，于是乎去图书馆借了
几本经济散文，学习学习他们的文笔。写小故事，讲大道理，也是需要一定功夫的。
2、看过作者的两部作品，都是通俗易懂的大众读物，没什么奇闻异事、没什么新奇观点，都无法吸
引我。倒不是我猎奇，作为散文来讲，作者文笔确实一般，白开水一般的叙述，索然无味，这样的书
，不合胃口，不读也罢。
3、学校也刚开经济学，觉得经济属实是个比较神奇的东西，几乎能够解释一切的问题，无所不包，
就好似老师说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属实是个可怕的东西。拜读了梁小民教授（？）的在经济与历史之间
，总觉得似乎梁老师更有些无奈似乎，多了好多口号性质的毛主席们一系列与经济相关不大的政治领
袖。尽管，怎么说。。。的确没有给我太大的冲击，倒也不错吧。只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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