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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一版于199l—1998年分4卷陆续出版。
此次修订，将原书4卷合为一部，一次推出，但仍保留原来4卷的建制，作为一部统一著作的各个组成
部分。
　　　为便于读者了解全书概貌，于书的开端写一篇涵盖全书的序言，并将全书4卷的目录系于序言
之后。
为便于读者查阅，全书各卷均排出此目录。
同时，在每卷开端写一“卷首语”，对本卷的内容和特点作简要的、概括的说明。
　　　本书的研究内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研究范围从夏、商、（西）
周至清中叶鸦片战争以前。
时间跨度达4000年之久。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经济思想。
它是在未受到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或者基本上未受到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的情况下，在中国特有的
社会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封闭性的文化。
中国同域外经济、文化的交往，早在秦统一以前就已有一定程度的开展。
某些外来文化（例如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曾对中国文化以至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
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的经济思想，在鸦片战争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却未受到外来的多大影
响，而主要是在自身的历史条件和自身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在鸦片战争前的历史中，中国的经济思想传往国外，并对所在国（尤其是一些东亚邻国）发生影响，
这种情况是有的，但在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经济思想中，却很难找到外来经济思想的痕迹。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的经
济思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也比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周围交往较多的国家）更发达。
这种情况使得当时的中国很少需要为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而向外国寻求思想、理论方面的帮助，从而
使得外来的经济思想少有传人并影响中国经济思想的可能。
　　本书取名《中国经济思想通史》，“通”有二义：一是时间上的连通，二是思想内容方面的贯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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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第一卷论述夏、商、周至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
全卷共分为13编，  本书的研究内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历史，研究范围从夏、
商、周至清中叶鸦片战争以前。
时间跨度达4000年之久。
本书是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一部鸿篇巨制。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经济思想。
它是在未受到外来经济思想的是影响，或者基本上未受到外来经济思想的影响情况下，在中国特有的
社会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封闭性的文化。
中国同域外经济、文化的交往，早在秦统一前就已有一定的程序的开展。
某些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后，曾对中国文化以至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对“通”有二义：一是时间上的连通，二是思想内容方面的贯通。
对“通”的要求兼包这两个方面，更重致力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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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１章　夏、商、周（西周）的经济思想　　第l节　传说中的史前时期的经济思想　　经济思想
是社会经济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经济生活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有人类社会，就必然有社
会经济生活。
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思想是随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开始的。
不过，在漫长的人类史前时期，经济生活极其简单、原始，而又进展缓慢，在长达千年、万年的时间
中变化极微小。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经济思想也必然是极简单、片断而且不明确的。
同时，由于没有文字，人们的经济观点也无法记载、保存下来。
因而，研究人类早期的经济思想的一个最大困难是缺乏充足、可靠的材料。
　　这种研究，只能从两个方面获得材料：　　第一，从考古发现的材料如原始人制造的工具、器物
以及原始时代的艺术材料（如原始人画的岩画）来考察原始人的某些经济观点。
　　第二，从关于原始时代的某些传说中寻找当时的经济观点。
　　第一方面的材料比较可靠，但极为零散、片断，而且只能借以间接地推测原始人对经济生活的某
些观念，却很难获得比较明确的材料。
迄今，考古工作为研究原始人的经济思想所提供的材料还微不足道。
在目前情况下，研究原始人的经济思想主要还只能依靠第二方面，即传说中包含的材料。
　　像前人的生产经验会一代代地通过口头传下来一样，前人的经济思想也会一代代地通过口头传下
来。
散见于先秦文献中的关于黄帝、尧、舜、禹以及更早时代的经济思想资料，可能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
尽管先秦的有关文献是后人对史前传说的文字著录，但不应因此完全否定这些材料的可靠性。
　　不应该把先秦文献中关于尧舜禹及其以前的史料全看成是后人的臆造，这是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后人关于前人思想的叙述，难免不加入后人的观点。
同时，口头流传下来的东西，会逐渐远离事实的本来面目，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所以，我们根据后代文献研究上古经济思想时，必须将这些文献资料进行一番去伪存真的整理工
作，着重研究那些确实可能属于古人思想的东西，而把那些显然是后人掺杂进去的资料剔除出去。
　　中国关于史前时期社会经济生活的传说，始自三皇、五帝。
“三皇”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五帝”则为黄帝、颛项、帝喾、唐尧、虞舜。
　　关于三皇时代经济生活的传说是：燧人氏开始懂得“钻燧取火”，伏羲氏开始懂得驯养牲畜，而
神农氏开始稼穑即进行农业生产。
这显然是人类在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经济生活的发展状况。
在此之前，还有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的传说，这同现代科学研究认为，人类蒙昧时期初级阶段“至少
是部分地住在树上”的情况是大体符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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