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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若 p 哺育着差不

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她烂辉煌。它坦诚假天，虚怀若谷，

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百传播的

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

文百渍，辞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

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吉

三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

它吉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令民族

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戴权利，以及尊重异贯文化

同等权利的人民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

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直该发扬吉身文化的一切优

点，来保证吉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晓乐望。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幢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

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

发展中，准磷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吉



2 中华文化通志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商向新世纪的中 E和

世界散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结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爵的学问，分为八

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飞务求做到"活备百理

尽，倒明而事中，举商措之，如指诸掌"0 <<通典》的这一编篡

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 z 历代文化

沿革典、地域文化英、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伎

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生

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封。

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

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接中国与周边及

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

排歹t 。

宋人郑攘《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

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撞的是，史书的编篡关系到发握

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篡者不能捷以词采为文、考据为

学，再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识到识心裁"，求其"义意

所归"，承通史家风，西"自为经纬，成一家言 "0 (章学城《文

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

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

以概捂为"类"与"逼"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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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 F每典

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 jj;每志中的"编""章""节"

"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故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缉

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高入，自道以行，停著者、读

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辄得珠，自在悠潜。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类相从时，复举

其始终，察其潺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

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在发展的历史。弄清

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就念的演变轨邃，也就多少掌握到了

它内在本盾，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震形态的，制度形

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贯的往往决定观

念的，现念的又常左右物庚的;而介乎二者之坷的制度，国

受制于物质与观念，每又不时反戈一击，君格天下，使制之

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

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班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

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项果;境外许多不同粹的文

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

贯通的离时，还得颜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挠崭理，还

它一/卡庐 w 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血的盖子，古申为蜜合;

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气"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

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住的领

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柜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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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华文化连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

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自萧克将军创意于 1990 年。 1991 年

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仔了论证。 1992 年组成编篡委员

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

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 1993 年 1 月和 1994 年 2 月，全体作

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替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

钙，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

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震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

作等坷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仔了创造性构思

和奋斗式劳作。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

e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 5 常

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离水

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吉卷本《中华文化远

志》得以现今E貌奉献于世人吾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

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菌精神文

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先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

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逼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一本系统整理我 E传统经济患想和近代经济患想的专

著。全书依据经济学科在中国发生、发翼的特点，分上下窝第壤述了

几千年来我罩在经济领域中有过的历史成就。上篇按"富 E之学"的

思想、学说体系，展示 7 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成就 p 下篇按"发展之

学"的体系，对鸦片战争后噩绕发展问题进行的提索、患考及由此商

彤成的发展方案和理论进行了阐说。全书资料丰富，史实准确，立论

稳妥，臆络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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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中华文化通志·经济学志》是一部概述中国人在经济学领域中·

所做出过的JJj史或载的著作。本书的论述莲围从中国进入文明的时

代开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

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经济学领域中的或载，其性员和内

容，自然都会在继承、沿袭的基碰上有所发展、变化。本书认为 z这种

发震变化，主要是在两个不同的体系中，循着不同的轨迹进行的。

一个是传统经济患想的"富国之学"的体系。中国在悠久的文费

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和文化。这种独特的民族经济和文化，

孕育了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传统的经济患意。它就是从中国文明

史的开端直到清代中叶中英鸦片战争前相沿数千年的富匮之学。

富国之学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基础，以统一的、中央

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统治和需家思患支配为主要政治、文化背景，在

未受或基本未受外来经济思想影响的情况下，长期从自己土壤上孕

育、成长起来的中国固有的经济患想。它在富国的口号下，从整个社

会、整个匿家的宏现角度考察一胡经济问题，审视解决社会经济生活

问题的一切意见、主张、方案及其理论依据。环挠富雷这个中告，中国

在鸦片战争剪数千年中，经济学领域中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富匿之学

的思想学说体系。



2 经济学志

在中雷传统经济思想中，也有从微观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治生

之学，但治生之学没有得到充分能发展，没能形成是以相富国之学相

提并论的体系。

另一个是中国适、现代经济患蟹的"发展之学"的体系。 1840 年

鸦片战争后，长期对外部世界封阔、阻绝的局面被打破了，中国人士

痛苦地发现 z 自己的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已远远落后于

西方望家，并因此丽处于自益严重的外国侵略和建民压迫的威胁之

下，茵!摇着被灭亡、被瓜分的危险。只有对停滞落后的国民经济进行

根本改造，担中国经济转上社会化大生产的轨道，在此基础上加快经

济前进的步伐，使中国经济能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中赶上西方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中匮才有可能摆挽贫盟、愚昧、衰弱、屈辱的局

菌，成为一个富强的、有现代文畴的国家。这就是发展中国的任务。发

展的问题成了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居的兴衰存亡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中国能不能得到发展?能不能迅速地得到发展?有效的发展途径和

方法是什么?中国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前提?……这一系

列问题成了 150 年来一代代中窜入为之焦思苦虑寻求解决的问题。

环绕发展问题所进行的探讨、议论、思考、分析，就影成了中国的发展

之学。发展之学是中雷近、现代经济患想的主要内容。

发展之学和富匿之学不同，它不是完全在传统经济、文佳的土壤

上孕育起来的，商更多地是在西方的经济、文化影响之下产生的，并

且是在西方的经济学说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当然，它并不是纯粹的船

来品。外来的经济患慧、学说，只有移植在中国的土壤上，并且适应了

中国的土壤、气候，才能对形成中国自己的发展之学起重要的作扉。

本书的研究和论述，就是按照这两个体系展开的。上篇《中匿传

统经济思想的主要成就》以富国问题为中告，按富国的意义，富国、富

民和富家的关系，富国的基本途径，富国和分工，富和均，货乖在富国

中的作用，黯役在富匿中的作用，富国和人口，富望和国家政权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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