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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繁荣的社会里，“经济”成为了各行各业人们口中常说的词汇，懂的或者不
懂的，理解的或者一知半解的，仿佛了解“经济”是一件时尚的事情，是现代人身份的标志，尤其是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频繁使用宏观调控手段熨平经济波动，各种经济术语日益成为人们
茶余饭后的谈资，使得原本在许多人看来高深莫测的“经济学”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
姓家”之势。
然而，对于到底什么才是“经济学”、如何判定“经济学”是否有效之类的问题，关心者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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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永圣 男 1973年9月出生于吉林省双辽县，祖籍山东高密
◆1997年东北财经大学税收专业毕业；
◆2003年财政学专业硕士毕业；
◆2003年师从寇铁军教授攻读财政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
文化对财政经济行为的影响,。
2008年写作博士论文《财政的本质》期间，发现“中国有自己的财政学”，进而意识到“中国有自己
的本土经济学”，因语言的历史变迁原因和体悟文化具有的贯通学科的特点，不容易为现代分科教育
体系下的学术界认识和接受，所以从2009年起专门从事本土经济学的挖掘和整理工作，探索中国本土
经济学的现代表达与实践验证。

2006年至今工作于东北财经大学学科建设处与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室，任副处长（副主任）。
中级职称，助理研究员。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典经济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中国有自己的本土经济学
　第一节　凭什么说中国有自己的本土经济学
 一、理事相应 有其事必有其理
 二、数理相应 有其数必有其理
 三、学究天人之际 理称精妙之极
　第二节　为什么国人不知道有本土经济学
 一、历史原因
 二、文化体系原因
 三、治学方法原因
　第三节　本土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有什么不同
 一、本土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
 二、本土经济学对当下时代的意义
 三、本土经济学参照系下对“西方经济学常识”的反思
 四、建立中国本土经济学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第四节　本书的主要观点
 一、何谓“经济”学
 二、中国经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脉络
 三、中国经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第五节　关于本书的阅读建议
第二章　中国经典经济学赖以建立的基本观念
　第一节　自性变现的宇宙观
 一、自性的经典解释
 二、自性的现代物理学解释
 三、自性变现宇宙观的广义相对论解释
 四、“一本散为万殊”的历史文化脉络
　第二节　天人本一的人生观
 一、自我塑造的人生
 二、“道德仁义礼智信勇强和”十者一体
 三、身外伦理关系就是身内的五行关系
 四、人生的积分学解释
　第三节　德本财末的价值观
 一、德本财末：财富是德行的孪生物
 二、崇高莫大乎富贵：被后世误解的财富观念
 三、“义利之辨”：本不存在的伪命题
第三章　中国经典经济关于财富的基本公理
　第一节　关于财富本质的公理
 一、伦理天然论
 二、道德本质论
 三、德财相应论
　第二节　关于财富生发的公理
 一、自性具足论
 二、心念决定论
　　⋯⋯
后记　未济之生　作为开始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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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能够指导政府制定合适的经济政策的经济学，事后也发现往往事与愿违。
　　4.除了以上几种，就是中国传统经典经济学了，大家每天都在用，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它的存在
。
　　中国经典经济学中的“学”是“学问”，是使“万物不知其所由”的“道”。
因为是学问，就具备整体的内证追求，可以贯通世间万象，可以打破学科界限，可以摒弃门户之见；
因为是“经济之道”，所以善利万物而不争，善济万世而不害。
养而不争，利而不害，普济天下群伦而无“帝国主义倾向”。
这样的学问，才叫“经济”，值得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追求个人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富强的人投
入毕生的精力去领悟和实践。
　　虽然“经济之道”上可富国强兵，下可安身立命，但是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经济”通常专指达
则兼济天下的学问。
见于各部史书、文集中的文人墨士的“策论”或者“对策”就是经济之道的运用和体现。
散见于目前各种“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当时的经济之士对经济之道的运用和
实践。
因为时代不同，国家境遇不同，所以在具体的处理上有表象上不尽相同的策略和办法，其实仔细阅读
不难发现，古往今来的经济名士所遵循的全部是中国经典中所阐扬的经济之道，有共同的“理论依据
”。
　　总结以上对“经济”的认识，顾名思义，经为公理，济为应用，经济学问是把师法天地、道法自
然的公理智慧应用于造福黎民百姓、天下苍生的学问。
经为理，济为事，经济学问是理事无碍、相得益彰的学问。
经为学，济为习，经济学问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的学问。
经为经，济为纬，经济学问是经纬相交、以成经教的学问。
经为阳，济为阴，经济学问是阴阳互生、和谐平衡的学问。
经为圆觉，济为普行，经济学问是智慧圆满圆融、普被万业万行的学问。
经为性，济为相，经济学问是性相不二的学问。
经为体，济为用，经济学问是体用一如的学问。
能够部分施行，谓有经济之德；能够全部施行，谓有经济之道。
明其明德者，得大学之道，知财富之本；率其天性者，得中庸之道，知素位之利。
兼融大学之道与中庸之道者，已融通性相、贯通经典，得经济之道。
得经济之道者，具备十德：道、德、仁、义、礼、智、信、勇、强、和；具备十德者，必得财富自由
、所愿顺遂、吉祥如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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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钟永圣编写的《中国经典经济学——对中国本土经济学关于自然、人生和财富的本质及其关系的贯通
式总结》是对中国本土经济学的总结，是地道的中国传统智慧，是把儒释道及内经学说体现为经济学
的著作。
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中国本土经济学就是“善财”。
如果用四个字，就可以说是“德本财末”。
如果用八个字概括，就是“天人本一、德财相应”。
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学问，是先祖在“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的文化中悟得的至善圆满的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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