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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术与学术思想史面对人类所积累的知识的整体，每一位愿意独立思考的学生都可能问他/她的老师：
我凭什么相信你讲授的这一课程所代表的极细小的知识片断是真确的呢？
推而广之，在我以有限生命追逐无限知识的过程中，我凭什么相信我所追逐的那一极细小的知识片断
不是虚幻的？
如果很不幸地，我毕生阅读的核心部分事后表明是虚幻的，我的生命意义是否消失？
诸如此类性命攸关的问题，老师们通常不会在所授课程的第一讲里披露给学生，他们担心会压抑了学
生的求知欲望。
但是，难道老师们可以不允许学生怀疑他们武断地讲授的那些极细小的知识片断吗？
难道当代的教育，其宗旨不是要开发学生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吗？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回避上列的那些问题。
开篇所述的问题，我称之为“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或者，遵循哲学认识论的传统，称之为“知识的
定义问题”。
柏拉图曾问：什么是“知识”？
对柏拉图的这一问，西方学者提供了三种解答：其一，知识是主观观念与客观事实的符合，称为“符
合论”；其二，知识是逻辑自洽的观念体系，称为“融洽论”；其三，知识是有根据的确信。
这第三种解答其实试图包容前两种解答，故称为“符合—融洽”论。
我以为金岳霖先生追求“真且通”的知识论，也属于上列第三种。
根据我的观察，学生们及其家长们，由其行为所揭示出来的他们对上述的知识合法性问题的解答，可
概括为下列三种：其一，凡时髦的知识，就值得学习和信赖。
也就是说，他们为他们喜欢学习的知识片断找到的根据，是社会时尚——因为时髦的知识或许在最近
的将来也是可以带来可观收益的知识。
其二，凡权威认可的，就值得学习和信赖。
也就是说，他们为他们喜欢学习的知识片断找到的根据，是学术权威——因为经过权威认证的知识在
未来足够长远的时间里产生的回报或许足以抵消学习知识所支付的成本。
其三，我觉得这是笛卡尔在《探究真理的指导原则》里最早阐明了的一种知识态度，即“学究天人之
际”的态度。
根据这一知识态度，没有什么知识是长期可信赖的，学习知识的目的仅仅在于全面地开发心智，让心
智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
上列三种解答，我向学生们和他们的家长们推荐的，通常是第二种。
因为它比较稳妥，不似第一种那样浮躁，也不似第三种那样令人无所适从。
换句话说，他们应遵循每一学科的知识共同体长期认可的那些权威认可的标准，凡符合这些标准的知
识片断，就具有可以信赖的知识合法性。
于是，我们在每一门课程里学习的知识，往往是人类最新获得的知识片断。
但为了求证这些知识片断的知识合法性，我们应追溯这些最新知识的学术源流，务求确信它们是出自
学术权威或可逻辑地追溯至权威们的思想。
学术的主题固然可以而且往往是与最新获得的知识相关的，但学术主题的知识合法性却必须从学术思
想史当中求得。
我以为，这就是我当初坚持开设一门“经济学思想史”课程的理由。
我观察中国和西方各经济学院系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有“经济史”，有“经济思想史”，有
“经济学说史”，甚至可有熊彼特所论的“经济分析史”，却似乎没有“经济学思想史”。
对经济活动的分析与预测，是经济学的论域。
对经济活动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史的论域。
对经济活动的思考和反省，是经济思想史的论域。
对经济理论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学说史的论域。
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分析史的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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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学的思考和反省，是经济学思想史的论域。
阿伦特论证过，思想总是事后发生的，它没有能力预测未来。
通常所谓“思想史”的视角，其特征是将研究对象X（一个观念、一项事件、一位作者）置于X由之发
生的那一历史情境S内，从而研究者可以理解二元关系{S，X}的意义。
经济学思想史是将思想史方法运用于经济学，于是这里出现了许多二元关系{{S，X}}，所谓二元关系
的集合。
这里收录的讲义，根据我在北京大学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本科生讲授经济学思想史的录音
，由助教丁建峰和部分听课同学整理。
在这里，被研究的对象X，可以代表某一经济学家，或经济学的某一基本概念，或某一经济学理论。
与X对应的历史情境S，需要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加以选择。
其实，历史从来就是被选择和被建构的。
我选择的{{S，X}}，当然也就反映了我的个人偏好。
这一讲义，也就成为“我的”讲义了。
不论如何，其他人的或我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这些讲义的汇总，就是我们这一代学者为经济学基本
概念提供的知识合法性论证。
我曾反复修正过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清单，现在列出的，或许是最近一次更新的：财富、效用、增长、
价值、价格、幸福、正义、自由。
应当感谢参与整理了这套讲义的同学们，他们的名字是：丁建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
）、王维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韦环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
刘云波（北京大学元培实验班）、刘泽宇（东北师范大学）、张慧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
学位）、李鑫（中国政法大学）、肖珊珊（北京大学心理系硕士生）、周子尧（北京大学元培实验班
）、易如（北京大学环境学院）、赵赛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袁慧诗（北京大学
环境学院）、麻剑锋（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蒋帅（中央财经大学）。
读者应当明白，这本讲义是写给本科生的。
事实上，我在北京大学讲授的“经济学思想史”早已从本科生课程改为研究生课程。
所以，我希望尽快为研究生们撰写一部经济学思想史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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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2版）是汪丁丁在北京大学讲授“经济学思想史”课程的讲义。
这本讲义超越了经济学的专业化视角，结合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来对经济学进行反思，在
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和研究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均衡、货币等。
作者的思想并未满足于停留在这些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基本问题”，而是将这些问题与我们每个人
以及全社会的生存状态一起讨论：“善与幸福”、“情感与心灵”、“社会正义”都是作者的关注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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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丁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1953年生于沈阳，成长于北京，祖籍浙江淳安。
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1981）。
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1984）。
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1990）。

　　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杜伊斯堡大学。
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及浙江大学跨学
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并担任《财经》《新世纪周刊》及“财新传媒”学术顾问。

　　著作包括《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制度分析基础讲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串联的叙事》
《盘旋的思想》等20多种。
教学研究广泛涉及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
的前沿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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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上）：日常生活与经济思想
第一讲（下）：物质活动与精神诉求
第二讲：思想史方法引论
第三讲：善与幸福
第四讲：财富与效用
第五讲：情感与灵魂
第六讲：价值理论
第七讲：成本、收益和利润
第八讲：价格与货币
第九讲：一般均衡
第十讲：社会正义
第十一讲：情境理性
第十二讲：总复习
附录一：经济学思想史期末考试样题一
附录二：经济学思想史期末考试样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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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小穆勒的《功利主义》的谬误 自然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小穆勒，在《功利主
义》一书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宣称，他从老师边沁那里接受了功利主义的看法。
小穆勒宣称，快乐和免除痛苦作为目的是惟一值得欲求的事情。
这是功利主义的典型看法，有点像快乐主义（享乐主义）。
摩尔指出，把幸福定义为或等同于“陕乐与免除痛苦”，这是亚里士多德早就批评过的看法。
 利已主义和功利主义 幸福是什么呢？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或效用主义者说，幸福是睢一值得追求的目的。
但是他们从没有解释过什么是幸福，没有回答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的问题。
摩尔说，我们还需要考察享乐主义的论证通常采取的两种方式，第一种形式是纯粹利己主义的，第二
种形式是功利主义的。
当然，细致地说，利己主义不应该等同于自私自利主义，亚当·斯密强调使用self interested来表示利己
，self interested是自利的、合理的、适度的，是一种自然情感。
而利己主义是selfish的，是自私自利的。
这两个概念完全不同，自私是过分的利己，违反了中庸之道。
不自私或者完全利他又违反了自然情感，所以适度利己是对的。
对应于利己主义的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口号是：所有人的效用之和的最大化是制定社会政
策的基础，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应当最大化所有人的最大幸福。
这就是边沁（Jeremy Bentham）当年的口号。
他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立法者，强调根据效用主义原则来立法。
利己主义，作为快乐主义的一种方式，主张每一个人都应当把追求自己的最大幸福当做终极目标。
当然，利己主义学说承认，有时候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手段是靠给别人带来快乐，为了最大化我们自
己的效用，我们施合和帮助别人，让别人快乐，这是今天很流行的经济学家基本的对于利他主义的行
为，包括雷锋的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摩尔把它叫做“另外一种利己主义”，它不同于刚才说的直接的利己主义，只最大化自己的幸福快乐
的利己主义。
因此有两个利己主义的版本，单纯的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和表现为利他主义的利己主义。
当然我们今天还知道第三种利己主义，是正常的或者是“好的利己主义”，就是所谓英文的这
个enlightened egoism，不同于selfishness，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不是单纯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启
蒙了的自我中心主义。
为什么叫启蒙了的自我中心主义或者是启蒙了的利己主义呢？
因为它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尊重别人的利益和产权，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一起谋求福利
的最大化，这是今天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市场社会里边的大部分人所采取的立场，这就是第三
种利己主义。
它是自然的，是正常的。
当然，摩尔没有用这个词。
 利己主义的两种形式不同于功利主义，它们是不重合的，也不是可以互相推演的。
因为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所有人的效用加在一起被最大化，这是功利主义的目的，但是这显然不
是利己主义者的目的和行为方式。
边沁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摩尔认为，“边沁关于快乐主义的主张是仅仅以快乐的量为根据的”，
这批评很重要。
经济学家试图把所有的幸福折合成单纯的量，但事实上，人类行为和人类的物质活动的发展，并不单
纯表现为量的增长，而是质的发展。
功利主义或者快乐主义仅仅以快乐的量为依据不是正确的论证。
边沁说过：“如果快乐的量相等，那么小孩子的图钉游戏和诗是等价的。
”而摩尔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存在着不同质的幸福，这就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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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继续反驳道，“它（功利主义）的当然含义是：判断行为的是非标准，是行为增进每个人的利益
的倾向如何。
此处，利益通常意味着列入一类的各不同的善之一种，而这些善之所以列入一类，仅仅由于它们是一
个人通常欲求的，由于我们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善，所以这些自己的善是我们生活的目的”，这种论证
方式是一种同义反复，它不是一种哲学论证，这是不可接受的。
摩尔的基本看法就是：善或者是幸福是不可定义的，是千差万别的，而且是最原初的、最简单的、不
能再分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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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2版)》编辑推荐：1.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经典课程讲义，全新修订；2.高屋建
瓴，追根溯源；以思想史方法思考和反省经济学，为经济学基本概念寻找知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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