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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二年前，1988年，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我的母校j匕京大学，开始走上了社会。
在这湖光塔影的未名湖畔，我读了十年书，教了五年书，生活了整整十五年。
那年七八月间，我在北大享受了最后一个暑期，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做了最
后一稿修改。
作为国内首开的涉猎经济、哲学、伦理及思想史交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课题，我的论文是由中国经济
思想史学科著名教授赵靖教授指导，由张岱年先生、汤一介先生、朱伯毙先生、巫宝山先生、石士奇
先生和赵靖导师等专家组成跨学科答辩委员会，张岱年先生亲自担任主席主持答辩通过。
我将书名定为《儒家经济伦理》，在论文基础上补充了几个章节后，将书稿交付了湖南教育出版社。
第二年8月，我的这本书被列入该出版社的"博士论丛"丛书系列正式出版。
今天看来，这本二十万字的小册子学术上难免会有不成熟之处，但毕竟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研究儒
家经济伦理的学术专著。
我对儒家文化及其经济伦理思想的关注，正是当时社会学术思潮的一种热点反映。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学术思想的全面开放，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兴起
一股传统文化热。
人们吸收、引进西方学术思潮，结合中国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回眸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和中
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热烈地讨论着一些重大社会文化课题，例如：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究竟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现代工业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
儒家文化对于"亚洲四小龙"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文化作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经济伦理及其时代命运>>

内容概要

如何评价和把握传统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始终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社会热点问题。
本书在系统介绍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历史地分析了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近代社会以
及当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一步展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
代和谐社会价值重建中的价值回归。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论述儒家文化包括其经济伦理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过程、儒
家文化作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意识的思想特征；中篇着重从六个方面对儒家经济伦理思想
的内容给予全面介绍和展示；下篇着重研究了儒家经济伦理的深远的社会影响及其时代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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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鸿翼  经济学博士，金融企业高管。
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人。
20世纪7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80年代初考取北大经济系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研
究生，并先后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90年代初，南下东南沿海经济特区开始进入市场前沿地
带，足迹踏遍广州、海南、深圳、上海和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从事过证券、信托、银行、保险和资
产管理等多种金融业务和机构的管理工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任职国家大型金融保险企业，主持创建了全国第一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发表过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数十篇，出版有学术专著《儒家经济伦理》、散文集《春感秋悟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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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自序第一章  绪论上篇  儒家经济伦理的历史成因　第二章  儒家文化的历史成因　  一、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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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结构变化　  五、儒家学派的创立与儒家文化的形成　第三章  中国古代知识群体的文化心
态与儒家文化的思想特质　  一、儒家文化代表了我国古代知识群体的主流意识和价值取向　  二、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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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庸守常法则　第六章  经济关系的道德原则　  一、重群体而抑个体　  二、重公益而抑私利
　  三、重名分而抑僭越　  四、重均平而抑分化　  五、重利他而抑利己　  六、重礼让而抑侵争　第
七章  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　  一、贵义贱利是儒家约束人的经济行为的基本道德规范　  二、社会经济
生活中人的经济行为应当遵从的道德规范　    1．分配上取舍不苟、取予有度　    2．生产上利禄不兼
、生财有道　    3．消费上黜奢崇俭、用财有制　    4．交往上诚身守信、交往有信　    5．工作上勤勉
劳动、劳作有时　第八章  经济政策的道德准则　  一、儒家关于治国为政的指导思想　  二、儒家关于
经济政策的道德准则　    1．制礼明分  分田制禄　    2．民为国本  藏富于民　    3．取民有制  轻徭薄赋
　    4．贵义贱利  重本抑末　    5．平政爱民安富恤贫　  三、儒家伦理对于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策的影
响　第九章  经济管理的道德手段　  一、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管理体制与儒家管理思想的理论特点　  
二、儒家的人性论及其管理哲学　  三、经济管理中道德手段的运用　    1．强调人君帝王做道德表率
以身教化　    2．要求各级官员重道德修养以身作则　    3．推崇古圣先贤为道德典范扬善抑恶　第十
章  经济生活的道德价值　  一、经济生活的道德价值　  二、经济效益的道德评价　  三、经济发展的
道德理想下篇  儒家经济伦理的时代命运　第十一章  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长期延
续　  一、经济结构的多层次性与儒家经济伦理的聚合功能　  二、经济机制的运行特点与儒家经济伦
理的调节功能　  三、经济制度的周期性危机与儒家经济伦理的修复功能　  四、食与货的结构整合与
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超常稳定　第十二章  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和企业制度的不发达　  
一、问题的提出　  二、近代进步思想家对儒家经济伦理的批判　  三、儒家经济伦理对于近代商品经
济和企业制度的阻碍作用　第十三章  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当代计划经济的终结　  一、中国实现工业
化道路之选择与计划经济的建立　  二、计划经济体制与传统的自然经济的结合　  三、计划经济及其
道德观念与儒家经济伦理的融合　  四、经济体制的异化与计划经济的终结　第十四章  儒家经济伦理
与中国当代市场经济的兴起　  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观念启蒙与市场经济的全面兴起　  二、经
济体制的历史性转轨与社会经济伦理观念的文化蜕变　    1．注重价值规律  市场配置资源　    2．引入
富民机制  培育民间投资　    3．推进国企改革  再造市场主体　    4．转变政府职能  科学调控市场　    5
．深度开放市场  融入世界经济　  三、经济体制的急剧转轨与社会经济伦理观念的文化断层　第十五
章  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重建　  一、市场经济纵深发展与社会经济伦理的价值导
向调整　    1．效率公平兼顾  价值导向调整　    2．协调经济关系  关注以人为本　    3．资源环保统筹  
实现持续发展　    4．推进社会改革  创建和谐社会　  二、和谐社会的价值重建与儒家经济伦理的价值
回归资料来源和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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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奴隶制或封建制，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针对斯大林关于人类社会先后经
历了“五种生产方式”的说法的。
在坚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中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古代中国社会、甚至整个古代东方社会既
不是奴隶社会，也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
郭沫若虽然并不否认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存在，但他也承认在中国奴隶社会发生之前确实也存在着
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阶段；还有人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和奴隶社会并行而先于封建社会的一种社会
经济形态；也有人把它看成为一种“东方专制主义”或“东方的贡纳制”；某些苏联学者甚至认为直
到近代外国资本侵入之前的中国社会，仍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具体问题上：第一，夏、商、周三代是不是奴隶社会？
第二，西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
第三，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动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还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
？
第四，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属封建社会还是属“亚细亚生产方式”？
这四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把握三代至秦汉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演变趋势
？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围绕这些问题争论不休，各种观点似乎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各有所执、言之成
理，但谁也说服不了谁，非但至今未能取得多少一致的意见，而且分歧越来越大。
①不可否认，这些讨论在史料发掘和整理以及理论分析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也不得不承认
这种讨论似乎已经达到了某种极限以致很难再有所突破。
面对这种困境，我们很有必要对以往的中国史研究作一番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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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被告知我的这本书已被母校北京大学出版社列入出版选题时，我确实有一种久违的兴奋感。
二十年前，1989年，我的处女作《儒家经济伦理》被湖南教育出版社纳入博士论丛正式出版。
其后。
在从事过两三年中国文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之后，我终于从京城学术文化圈子走失了，南下沿
海经济特区。
一头扎进了飘忽不定而又心中无底的商海漂泊生活。
近年来，随着对商场上的折腾生活日渐不耐烦，重回学术文化圈子的想法总是愈来愈强烈地萦绕在心
头。
闲暇下来。
翻阅自己二十年前的这本小册子，联想这些年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亲身体验和在市场主体公司经营
管理中的种种感受。
觉得很有必要结合今天的社会现实对其进行一次认真的修改再版。
二十年过去了。
心中一片荒芜，人也变得总是浮躁不安，要从喧嚣的商业场走回到宁静的书斋并不容易。
在这里。
我要十分感谢我的妻儿。
是他们总是用对学术文化事业依然崇尚敬仰的情感，真挚地召唤着我魂兮归来。
我几乎是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才让自己的心态逐渐冷却下来。
回归书斋，我渐渐地找回了失落多年的学术冲动。
也似乎找回了那种久违了的著述立言、经世济用的社会责任感。
这次修改再版。
我把书名定名为《儒家经济伦理及其时代命运》。
着重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传统文化的时代命运和社会影响上。
对我来说。
重回学术界，切入对于中国当代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研究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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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对于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分析，揭示了儒家经济思想在历史上所起的实际作用
，对于儒家关于“经济关系的道德原则”、“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等进行全面的阐述，提出了很多
新见解，表现了一定的创新性。
  　　——张岱年  张鸿翼同志的这本书取材丰富、论述明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分析中国历代
社会的经济现象，提出独立见解，在探索中前进并有所创获，应当肯定。
  　　——任继愈  本书将儒家伦理学说同中国历代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并从管理学的领域论述
了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价值和意义，这在中国伦理学史和中国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都是一个突破。
  　　——朱伯崑  近年来儒家思想的研究在国内外受到相当普遍的重视，但目前当少见到如张鸿翼同
志如此系统地把儒家经济伦理作为专门问题进行研究，并把它作为一特殊现象提出来。
因此应该说这本书有一定的开创性。
  　　——汤一介  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在此前是一个尚无人进行专门研究的领域，作者在这方面从事了
开拓性的工作，在许多方面提出了有创新意义的见解。
  　　——赵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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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儒家经济伦理及其时代命运(修订本)》：国内第一部研究儒家经济伦理的学术专著。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儒家经济伦理及其时代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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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