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序

网络时代，百度一下。君请看，百科名片：

雷人，目前网络上流行的“雷人”有新的含义，是出人意料且令人格外震惊，很无

语的意思，有时也引申为因为事物的某些属性而使看到的人产生无限热爱的一种情

况。另外，江浙及闽南一带的方言“雷人”也分别有“无语”、“整死”的意思。

为何名曰雷人经济学？

其一，本人虽经济学出身，但对经济学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所写文字，在行

家里手看来，定然无语。

其二，本人阅读数百种通俗经济学、趣味经济学著作，许多内容“出人意料且令人

格外震惊”，尤其是许多内容读后使人对趣味经济学“产生无限热爱”。也期待读者在

阅读本书后对经济学“产生有限热爱”。

其三，本人将自己的经济学学习心得拿来与感兴趣的朋友一同分享，可否算作

“雷人”？

雷人经济学雷到了谁？雷人经济学是本人“自雷自乐”的经济学，如不慎被阁下读

到，那就让我们“同雷同乐”一把算了。

凭什么叫给力雷人经济学？

这几年，最给力的词就是给力！

雷人经济学很给力！生活很给力！人生很给力！读书就是给力！学习经济学也是

给力！写一点经济学更给力！历史视野的大众化趣味经济学是自给自力的经济学，如

果读者觉得给力，才是真的给力！

给力雷人经济学？有趣的名字！让我看看！

经济学究竟有多少种？十几种？不。几十种？不。给力雷人经济学告诉你，经济

学有上千种，并且这些经济学的名称被一一列出来了：魔鬼经济学、卧底经济学、黑色

自 序

当心，给力雷人经济学
———自雷自乐自给自力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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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经济学、盒饭经济学、巧克力经济学、牛奶可乐经济学、妓女经济学、淫业经济学、

媚眼经济学、爱情经济学、婚姻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指尖经济学⋯⋯秒杀！给力吧！

雷人吧！

身高 1.19 米的经济学教授刘泰来，进入梦幻仙境与拇指小人尼尔斯狂游经济学

大帝国，遍访魔鬼经济学家列维特、卧底经济学家哈福德等经济学奇才，鬼使神差发

现了经济学藏经洞，进入了经济学封神坛，与爱神谈论爱情经济学，听幸福经济学家

神侃幸福经济学⋯⋯

哇！Let’go ！ 向快乐出发，奇妙无比的趣味经济学之旅开始喽！

等等！亲爱的读者，快乐之旅出发之前热情真诚的作者为你查看一下装备。本书

广泛涉猎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社会学、经济学，从四大

名著到诗词歌赋，从正统经济学到异端经济学，内容广泛而博大。全书是一个连贯的

体系，但各章内容又自立门户，读者可以随意跳跃阅读。附录部分是具备词典功能的

知识宝库，钥匙在您包里，在需要时随时开启。对于钟爱阅读的朋友，注释也不要轻易

放过，此中有背景知识，有经济学解释，有诗词歌赋。哦，像读小说和看笑话一样读趣

味经济学你还不太习惯？不打紧，阅读本书你会爽的！

嘘！听，诗歌女神在吟唱：

为人进出的门紧闭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写出来吧

你的灵魂

或许 是一本书

把它 留在世上

以神圣的意志，这本书将留在世上。

是为序。

掬诚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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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 子

公元 2019 年 9 月 9 日 9 时 9 分 9 秒。地球。中国北方。中北大学。太原。汾水河

边。二龙山下。红楼。小人物刘泰来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二龙山，风景秀丽，景色宜人，为太原一景。山虽不高，几百个台阶可登山顶，却灵

光四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气冲斗牛。山后面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一首小诗，作者刘

泰来，或许刘泰来自己悄悄刻上去的吧，字迹很小，须仔细看才能辨认：

荒原·神殿·麦粒

刘泰来

荒原，辽阔而寂寞

跋涉者并不孤独，人生

灵魂与思想结伴而行

一个乡里人

农业的儿子①

偷窥神圣的知识殿堂

想做个知识分子

尽管有人背弃了神圣

但我依然信仰太阳②

子

刘泰来再演红楼梦 尼尔斯狂游大帝国

①西川在《死亡后记》里说，海子是农业的儿子，他迷恋泥土。
②凡·高语：一切我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 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

了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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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没有收获麦粒

面对诚实的土地①

挥洒汗水

满怀感激

诗人的名句刻在心灵之壁：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②

小人儿刘泰来，名副其实，119cm 的个头儿。

面对讥笑，是他的经常项目。他总是这样自嘲：我的智慧 119cm，我的个头 119cm，

我的智慧正好在我的大脑里；我的智慧 119cm，如果我的个头 219cm，那我的智慧不就

到屁股上了吗？！一滩哄笑。

小人儿刘泰来是中北大学的一道风景，经济学院教授，讲授趣味经济学。有理由

相信他是中北大学跳高次数最多的人，每一次板书需要弹跳多次方能完成。他最恨的

是讲台和讲桌，因为讲台总是太低而讲桌又总是太高，他几乎看不见学生，学生也几

乎看不见他。有很多好心的学生总为他准备板凳或椅子，他于是可以站在板凳或椅子

上讲课，后来他老爸为他特制了高跷，他老妈为他做了一双高底靴子才好点。今天，他

女儿从哈佛大学为他寄来一双磁悬浮鞋子，俯首看着讲台下一个个聪敏智慧的头颅，

他第一次真正找到了做老师的感觉，他高兴地在讲台上飞来飞去，像个小孩子。

今天的梦很甜美，刘泰来要急于把磁悬浮鞋子的事告诉他的朋友，《尼尔斯骑鹅

历险记》的主人公尼尔斯。刘泰来念着小狐仙教他的咒语，他的身体越来越小，最后变

成拇指大小。刘泰来给尼尔斯打了光子电话，尼尔斯马上就到。

尼尔斯正在写一些小故事：

“假北大，真红楼”⋯⋯

念过书的人，都知道北大红楼。

在中国的北方有一所大学，叫中北大学。掐个头，去个尾，藏掉“中”、“学”两字，便

是“北大”。挖掉中心“北大”，却是“中学”。

①生存无需洞察 \大地自己呈现 \放弃沉思和智慧 \如果不能带走麦粒 \面对诚实的大地 \保持
缄默。 ———《海子的诗》。

②艾青诗《我爱这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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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 子

某年，有毕业生善意地恶搞了一把，创意：T 恤上印“中北大学”四字，左胳肢窝下

夹一“中”字，右胳肢窝下夹一“学”字，背上“北大”二字，给那个郁闷酷热的夏天增添

了些许乐趣。

有个以前上过趣味经济学课的毕业生跟尼尔斯开玩笑。火车上，坐他对面的人问

他：“看你戴个眼镜，一看就是个大学生，上哪个大学？”“中北大学”他把“中”、“学”两

字轻声含混带过，大声读“北大”，对方连声说：“北大，厉害！厉害！！”

一位在北大读过书的老乡，给尼尔斯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家孩子考上了北大，

阖家欢乐，亲朋好友咸来祝贺，在酒店举杯恭喜。菜上齐之后，厨师长举杯祝贺：“恭

喜！”一位朋友高兴地说：“孩子考得很好，上北大了。”厨师长平静地说：“凑合着上去

吧，好歹是所大学。”老乡笑着揶揄尼尔斯：“是不是那位糊涂厨师长把北大当成你们

中北大学了！”尼尔斯学着赵本山范伟的腔调骂他：“你个王八蛋，忒伤人自尊了。”

凑合着上去吧，好歹是所大学。

没念过书的人，都不知道“北大”红楼。

如果上面的文字伤了某人的自尊，别激动！淡定！神马都是浮云！

一笑而过！

在分享了磁悬浮鞋子的快乐后，两个朋友意犹未尽，尼尔斯说：“泰哥，我租到了

博尔丁宇宙飞船，我们去经济学帝国逛逛吧！”“Oh,yeah！ 博尔丁？”尼尔斯把他的手

机电脑的一个页面传给我，内容如下：

“宇宙飞船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家 K.E.博尔丁（K.Bouiding）于 1966 年提出了一个‘宇

宙飞船经济学’的概念，把地球比作宇宙飞船，认为无视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模式不可

取，合理的发展应当是对自然物质作循环利用，使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得到合理和持久

的利用。”①

二人片刻间到了经济学帝国的国门，在电子周身健康检测完成和提取指纹密码

后，他们拿到了进入帝国的电子门票，门票上的水晶字体显示着：“经济学帝国欢迎

您！”

刘泰来和尼尔斯好奇地问：“经济学帝国究竟有多大？”

梦幻仙子笑着说：“梦有多大，经济学帝国就有多大。”

经济学大帝国统辖多少经济学诸侯国？

梦幻仙子嬉笑：“你猜！”

①尹伯成：《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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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个！”

“你再猜！”

“几十个！”

“你再猜！”

“难道有几百个？”

“哈哈！至少有上千个经济学诸侯国！”

“啊！至少有上千种经济学？”

“魔鬼经济学、卧底经济学、黑色幽默经济学、盒饭经济学、巧克力经济学、牛奶可

乐经济学、妓女经济学、淫业经济学、媚眼经济学、爱情经济学、婚姻经济学、幸福经

济学、指尖经济学⋯⋯”梦幻仙子越说越快，像说快板一般，有如“大弦嘈嘈如急雨”，

“大珠小珠落玉盘”①，听者应接不暇，心跳加快。“你们就慢慢玩吧！边玩边学。”梦幻

仙子飘然而去。

①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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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刘泰来初拜马克思 林毅夫上任到世行

古香古色、庄重典雅的比利时白天鹅饭店———《共产党宣言》诞生的地方，刘泰来

与尼尔斯进入了时空隧道，拜见了崇高爱戴的导师卡尔·马克思。

考虑到导师日理万机，简单介绍之后，我们开门见山。

“敬爱的导师，当新千年的脚步叩响人类的大门之际，在多次公众媒体伟人评选

中，您被评为‘千年思想家’、‘最伟大的哲学家’。”

导师含笑倾听，刘泰来激动得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第一次：1999 年英国广播公司评选“千年思想家”。您高居榜首，名列第二的是相

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第三的是万有引力的发现者牛顿、第四的是进化论的提出者

达尔文。

第二次：1999 年英国路透社评选“千年思想家”。您仅以一分之差名列第二，名列

第一的是爱因斯坦。与您并列第二的是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牛顿和英国前首相丘

吉尔并列第四。

第三次：2005 年英国广播公司评选最伟大的哲学家。您以 27.93％的得票率荣登榜

首。居于第二位的休谟得票率为 12.6 ％，远远落在您后。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

士多德等更是望尘莫及，黑格尔甚至没进前 20 名。

第四次：2005 年德国评选最伟大人物。在德国《图片报》和国家第二电视台携手

主办的评选中，您被评为“德国最伟大人物”。

人类社会过去的 1000 年，是波澜壮阔的 1000 年，是造就巨人的 1000 年。悠悠千

载，茫茫人海，代代英豪，在可圈可点的历史画卷中，曾出现过灿若繁星般的思想大

师。为什么您能够独占鳌头呢？①

第一章

刘泰来初拜马克思 林毅夫上任到世行

①刘泰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问题思考》，载《华北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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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含笑说：“你应该从评选人那里去寻找答案呀！”

刘泰来茅塞顿开。尼尔斯已查到了相关资料。

英国广播公司评选栏目主持人布拉格说：“马克思似乎对全世界的主要问题都给

出了答案。”

路透社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过去一个多世纪全球的政治和

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当选为最伟大哲学家有诸多因素，但是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是他夺冠的

最重要原因。

英国公众认为，今天世界各处发生的一切并不能否定马克思，只能证实他写的

内容。

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阿加·克莱默（Arjo Klamer）教授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大卫·柯兰

德尔（David Colander）一起，对美国 6 所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生进行了调查，这 6 所

大学分别为哈佛、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斯坦福、耶鲁和哥伦比亚。博士生们选出了

历史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您和凯恩斯、萨缪尔森、阿罗、亚当·斯密被公认为伟大的

经济学家。①

“为什么推崇我？”导师和颜悦色地问道。

尼尔斯在手机电脑上整理出一份排名。

“学生们推崇您是因为他们认为您‘思想广博、不懈地钻研，您的著作不受时代的

局限’。”

尼尔斯在手机电脑上整理出一份排名。

哈佛：凯恩斯、马克思。

MIT：凯恩斯、萨缪尔森、马克思。

斯坦福：阿罗、凯恩斯、萨缪尔森、熊彼特、马克思。

耶鲁：凯恩斯、马克思。

尼尔斯向导师提了一个问题：“当前许多大学生对就业对未来对人生比较迷茫，导

师请您给他们提一点建议吧！”

导师微微点头：“当前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我并不想给什么答案，倒是你们可以读

读我中学时的毕业论文。”

尼尔斯在手机电脑中迅速调出资料，马克思 17 岁中学毕业时所写的毕业论

①何帆：《出门散步的经济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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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刘泰来初拜马克思 林毅夫上任到世行

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刘泰来与尼尔斯异口同声地朗读：“在选择职业

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的自我完善⋯⋯人们只有为同时

代人的完善、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过得完善⋯⋯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

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

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

会为他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将不是一

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

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①

刘泰来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多么优美的文笔！多么深刻的语言！多么缜密的思

考！多么严格的推理！读来使人兴奋、鼓舞，给人以振聋发聩的力量。深刻的见解和哲

理性的语句都深入实际，给人启迪，时隔一个多世纪，本文仍对广大青年在现实生活

中起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是啊！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刘泰来在聆听伟人们穿越时空的声音：

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

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

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③“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我

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

义’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④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

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

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的复杂情况。”⑤

毛泽东说：“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

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

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

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

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45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9年版，第 40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9年版，第 460页。
④中央编译局译：《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91页。
⑤《列宁全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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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①

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

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

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

思主义是科学。”②

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根源于它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致力于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

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实现物

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马克思主义虽然是诞生于 19 世纪的产物，但没有停留于 19 世纪，虽然产生于欧

洲，却跨越欧洲影响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它的

产生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前无古人的不

朽丰碑。

邓小平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③

实践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

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马克思恩格斯的宏伟巨著，卷帙浩繁，从张一兵教授的书中刘泰来了解到：国际

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组织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总卷数

114 卷，共 123 册。

追随伟人的足迹，满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刘泰来依据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一

书，整理出一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年表。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年表：

1818 年 5 月 5 日，卡尔·马克思出生于德国特里尔（普鲁士莱茵省）的一个律师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 28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146页，第 38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382页。
④刘泰来摘录整理自： 张一兵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江苏人民出版

社，1999年 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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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1835 年 9 月 24 日，马克思毕业于特利尔中学。毕业论文题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

的考虑》。

1835 年 10 月 15 日至 1836 年 8 月底，马克思依从父命，在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

1836 年 10 月 22 日始，马克思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

1837 年底，马克思加入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

1839 年夏，为创作哲学博士论文做《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7 本）。

1840 年下半年至 1841 年 3 月，写作哲学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与伊壁

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写下 8 个笔记本的《柏林笔记》，主要内容为斯宾诺莎、休谟、

莱布尼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等人论著的摘录。直接目的是为了在波恩获得大学哲学

讲师的职位。1841 年 3 月 30 日，马克思毕业于柏林大学。

1841 年 4 月，获得哲学博士证书，从柏林回到特利尔。

1842 年 10 月，写《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伐法的辩

论），在该文中，马克思第一次面对现实经济问题。

1843 年 10 月至 1845 年 1 月，研究政治经济学。写下了 7 本《巴黎笔记》。内容为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著的摘录，主要有萨伊、斯密、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

特拉西和李斯特等人的经济学和毕莱地《英法工人阶级状况》的摘录。

1844 年 5 月底至 6 月初，中断了国民公会史的写作，再次投身于政治经济学的紧

张研究（原因可能是 1844 年 6 月 4~6 日爆发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和突然发生

的关于这次无产阶级起义的原因和结果的讨论）。

1844 年 4~8 月，在进行经济学摘录的过程中，写下《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

1844 年 11 月下半月，写完《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一书，将书稿送交法兰克

福的出版商。在排印过程中，马克思在书名上加了“神圣家族”四个字。

1844 年底至 1845 年 1 月，在巴黎继续研究 18 至 19 世纪初期的英国、法国和德

国的经济学著作。在《1844—1847 年记事笔记本》上写下《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的提

纲、关于现代国家的写作计划草稿和《札记》提纲。

1845 年 2 月 1 日，与在巴黎的出版商卡·威·列斯凯签订出版合同，出版两卷本的

经济学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该书手稿约完成于 1844 年底或 1845 年初（见

1846 年 8 月 1 日马克思致列斯凯的信）。

1845 年 2 月 3 日，因被驱逐出巴黎，迁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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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 年 2 月，在布鲁塞尔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写作《布鲁塞尔笔记》。先阅

读毕莱、萨伊、西斯蒙第、麦克库洛赫、加尼耳、布朗基、佩基奥等人的论著，并做摘录

（《布鲁塞尔笔记》A，三册）。

1845 年 3 月，写下《评李斯特》手稿。

1845 年春天，在《1844—1847 年记事笔记本》上写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845 年 4 月 5 日以后，恩格斯迁往布鲁塞尔马克思处，马克思向恩格斯介绍他的

新世界观构想。

1845 年 5 月底，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莱比锡出版。

1845 年 5 至 7 月初，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作关于西尼尔、施托尔希、布阿吉贝

尔、罗德戴尔、日拉丹、拜比吉、尤尔和罗西等人的摘录（《布鲁塞尔笔记》B，四册）。

1845 年 7 月 12 日前后，马克思恩格斯到伦敦和曼彻斯特旅行，以便研究英国的

经济学文献。同时实地考察英国的经济政治生活以及英国的工人运动。

1845 年 7 月下半月到 8 月上半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曼彻斯特逗留期间整天在

切特姆图书馆里研究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写下 9 本《曼彻斯特笔记》，内容是配第、

图克、伯克、布雷、欧文、汤普逊和科培特等人著作的摘录。

1846 年底马克思阅读欧文、魁奈和傅里叶等人的论著，并作摘录。

1848 年 2 月，马克思整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手稿。

1848 年 2 月 24 日左右，《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1848 年 3 月 3 日，马克思被比利时政府下令驱逐出布鲁塞尔。

1848 年 9 月 2 日，马克思在第一届维也纳工人联合会上作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

的长篇报告。

1849 年 5 月 19 日，马克思被普鲁士当局驱逐出科伦（德国）。

1849 年 7 月 19 日，马克思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巴黎（法国）。

1849 年 8 月 26 日左右，马克思从法国到达伦敦（马克思在这里一直居住到他

去世）。

1850 年，马克思开始重新研究经济学。

1850 年 2 月末至 3 月，马克思在家中为几位工人讲述了政治经济学。

1850 年 6 月中旬，马克思开始去大英博物馆阅读和摘录经济学资料。

1850 年 7 月间，马克思利用关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价格史、银行制度史和经济危

机方面的专门著作，以及整套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开始系统地研究近十年来的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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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 年 9 月底至 10 月初，马克思重新着手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他

经常到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研究约·斯·穆勒、约·富拉顿、罗·托伦斯、托·图克及其他经

济学家的论著，并开始系统地核对他广泛摘录的并作了批判性注释的政治经济学文

献。精读每期《经济学家》杂志。

1850 年 10~12 月，研究经济学，主要是关于货币和信用方面的论著，摘录吉尔巴

特、加尔涅和西尼尔等人的论著。

1851 年 1 月至 1853 年 12 月，马克思继续政治经济学研究，写下了 24 本摘录笔记

《伦敦笔记》。

1851 年 1 月，马克思研究货币本位制和货币流通问题，阅读吉可布的《贵金属生

产与消费的历史研究》、培利的《货币及其价值变动》、劳埃德的《各种考察》和凯里的

《信用制度》等论著。

1851 年 2 月，研究休谟和洛克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论著，特别是格雷的《货币的性

质和作用》，并做摘录。

1851 年 3 月，研究李嘉图的《金银条块价格高昂论》、图克的《货币流通理论研究》

和托伦斯的《关于 1844 年银行特许法和应用》等书，并重读斯密的《国富论》。

1851 年 5 月，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中研究凯里的《工资率的探讨》、《政治

经济学原理》和《过去、现在、将来》，以及马尔萨斯的《经济学原理》，并做了摘录。

1851 年 6 月，阅读马尔萨斯的《价值尺度论》、托伦斯的《论财富的生产》、凯里的

《经济论文集》、莱文斯顿的《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霍吉斯金的《通俗政治经济学》、

琼斯的《政治经济学绪论》、拉赛姆的《论财富的分配》等论著，并做了摘要。

1851 年 7 月，阅读霍吉斯金的《劳动保护论》、欧文的《工业体系》、菲尔的《工厂制

度的危害》。此外还研究农业和地租问题，特别是安德森、霍吉斯金和李嘉图的有关论

著，马克思还阅读了李比希的《有机化学》。

1851 年 7 月下旬，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

1851 年 8~11 月，研究土地所有制的历史、殖民问题、人口问题、信贷问题和银行

制度问题等，主要是萨默斯、劳顿、威克菲尔德、普莱斯克特、霍吉斯金、凯特勒、唐森、

马尔萨斯、休谟、格雷、达布尔德、艾利生、哈德卡斯耳、普莱斯、麦克库洛赫的论著，并

做了大量摘录及评述。同时，马克思还研究农艺学和农业化学问题。

1851 年 9 月底至 10 月，马克思为了研究机器生产对工人劳动的影响，阅读有关

技术史方面的著作，从波佩、贝克曼和尤果的著作中作了大量的摘录。

1851 年 11 月下半月，读蒲鲁东的《无息信贷》一书，并对该书作了彻底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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