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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ENTREPRENEURS' DAILY

2017 年 4 月 28 日下午，北京知识产权出

版社、经济学家周报社、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

方关系中心举办的“从历史源头发现‘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暨《中国

古代的社会主义》新书研讨会”在北京知识产

权出版社召开。

首先，《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一书作者李

学俊先生（西北大学现代学院高级研究员）作

了《中国古代为何有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演讲。

他介绍说，该书不是所谓“大胆假设，小心

求证”，观点与立场先行之作，而是在研究西方

诸多理论，不能解释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不绝

这个世界之问之后，重新解读《管子》及其他中

华经典与历史之后水到渠成的自然发现。

他指出，管仲的国家理论认为中国的国家

起源于制止强暴，国家职能是发展经济，保护

人民，管理社会。

他认为，正如黄现璠、张广志等历史学家

所证明的那样，中国原始社会解体后虽然产生

了奴隶，但没有进入西方式的奴隶社会，而是

进入了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亚细亚生产

方式的社会。其重要原因是中华远古时代实施

德政，没有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战争，因此也

就没有大量的战俘沦为奴隶。即使尧舜平定三

苗之乱，也没有将其族人降为奴隶，而是将其

迁徙到边远地区。商灭夏，周灭商，同样没有将

前朝统治者的族人降为奴隶，而是将其分封各

国，有的还封为诸侯。其次是由于自黄帝以来

实行井田制，没有土地买卖，也就基本没有土

地兼并与土地经营者破产沦为债务奴隶。再

次，没有古希腊古罗马海盗抢劫商人，使其沦

为奴隶。

他考证认为，远古时代的经济政治模式是

土地与资源公有，全面发展农工商各业的模

式。第一，实施有德的政治：发展经济第一，将

民生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第二，建立有效的

制度：实施土地与资源国有制+井田制的产权

制度。第三，有为的君王：君王几乎都是技术创

新者、技术发明者、技术推广者。有巢氏发明房

屋建筑，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与结绳记事，伏

羲氏发明了文字与畜牧业等六大创造，神农氏

发明作物种植与医药业，黄帝发展农牧业与手

工业与矿业。第四，有力的政府：规划+市场+调
控，政府引导市场有效配置资源。

正是中华文明远古时代公有制经济与道

德政治的基因与传统，使中国自春秋齐国之

后，产生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它不

是乌托邦的空想，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

是主观设计出来的，而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北京大学（美籍）哲学教授安乐哲先生从

比较哲学的角度作了主题为“儒学角色伦理学

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的演讲。

他指出，东西方交流之中，现在处于严重

的不对称状态。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

方对中国的了解。重要原因是中国经典西译过

程中有许多翻译很不准确，造成西方对中国文

化的误解与降格，最可怕的是现代西方对中华

文化经典没有什么需要，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对中国的严重偏见加剧了此种现象。

中国近代大量引进西方文化教育，把现代

主义带进来。从中国立场看，现在对儒学的翻

译不准确，将儒学翻译成孔子主义，而儒学是

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体现，此种翻译就

误导了西方读者。

现在的情况是人们把现代化等于西方化，

年轻人追逐自由主义，个人主义。

所以，我们的责任将进化性的儒学传播到

西方。

西方个人主义的泛滥导致西方社会成为

有限的游戏，我们的目标应该将这种有限游戏

转变为无限游戏的模式。现代化不应该是西

化，也不是中化，应该是中西化。儒学应该在此

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

辰山教授作了主题为“‘中国特色’是什么？”的

演讲。

他说，我们讲中国文化的理论自信、道路

自信，文化自信，李老师的这本书就触动了其

中的根本问题，牵涉到许多基本观念，非常重

要，与我的比较哲学研究相联系。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

是西方特色？什么是中国特色？

资本主义就是金钱主义，钱主导世界，主

导社会，主导人。社会主义就是人与人命运不

分的关系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义。按安老

师所说，资本主义就是有限游戏，社会主义就

是无限游戏。李老师这本书追到了《管子》理

论，发现了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能在中国文化中

找到呼应的价值观，就是一多不分的世界观、

思维方式，价值观。人与人彼此关系是分不开

的，就是命运共同关系，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价值观不是西方价值观。因此，“中国

特色”是从《管子》到现在两千多年贯穿社会主

义思想，体现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看法都是一

多不分的。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建立人类命

运共同体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这个历史根基。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手段，就是以一多

二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假设的世界观，看

不见的手也是假设的，是虚构的。市场经济也

是一种假设，只有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有，与我

们平常讲解决民生、生计是不同的概念。它是

为了积累私有财富的。亚当·斯密提出这个理

论不是他内心的话，所以他写了《道德情操

论》，说明市场经济不是他内心所要说的，说明

《国富论》中提出的市场经济理论是没有道德

性的。

马克思从来没有将科技视为第一生产力，

认为人第一位。这就牵涉到科技，特别是人工

智能必须有道德伦理引导，否则将危害人类。

我们只有搞清楚了以上诸多问题，我们的

改革才能走上真正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之路。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新法家网总编翟玉忠先生作了《返本开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演讲。

他认为，李老师关于货币与商品双向调控

的理论实际是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一个重

要理论创新。他谦虚地指出，这对他的研究有

影响，在四年前出版的《国富新论———中国经

济学轻重之术》中，就用一节讨论这个问题。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具有社会主义

文化、政治、经济因素，二十世纪初中国学人已

经注意到这一点。陈焕章先生在美国出版的

《孔门理财学》（翟先生已译成中文出版），就有

八章专论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政策。凯恩斯为

该书作书评，马克斯·韦伯将该书收入其著作

的参考文献。但是，后来席卷全国的新文化运

动极大阻碍了学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

的发掘，建国后也没有能系统地汲取中国传统

中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

憾。例如大公无私，这本是道家心法，是四个修

持环节之后的最后一环。如果只提出了口号，

没有讲如何修炼。口头讲大公无私而没有实际

的修持就成为空话，无法形成真正的大公无

私，所以，这种失误是灾难性的。

他强调，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

都建基于她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脱离文化土

壤将成为空中楼阁。目前，社会上政治正确性，

政权合法性以及文化正统性的问题都提出来

了。返本开新，守经达权，深入研究，充分汲取

传统文化资源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所以

说，李学俊先生《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的出

版，可谓正当其时。

他特别警告，现在国学界有些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的现象，有的学者视野思想狭隘，以

西释中，以西方分科思想割裂中华理论整体思

维，这是断人慧根，可能会导致以西灭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

员、博导辛向阳先生作了《如何理解社会主

义？》演讲。

他指出，社会主义确实有历史源头。科学

社会主义有四个特点：一是它是大工业的产

物；二是共产党领导，所以习总书记讲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三是公有制；四是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实吸收了许多古

代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东西。但我们不能一说

自信就所有问题都要从历史中寻找，认为世界

什么东西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华文明的特点

就是包容性的，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习总书记

就讲，什么是民族特色？民族特色就是善于把

别人好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而我们这个民

族已经把其他民族许多好东西变成了自己的，

包括社会主义理论。

李老师研究的管子理论对中国现代社会

主义有借鉴作用。

第二，如何吸收历史传统文化？需要改造

与革新。例如孝文化，就是过去有其现实基础：

父母在，不远游。但现代社会全球化了，大多数

人已经远离父母了，所以这个基础没有了。孝

文化会不会消失呢？所以，文化自信需要改造，

它不会自动发挥作用。毛泽东就将汉代的实事

求是改造成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党内生活的

首要规范，把姜子牙的三大法宝改造成共产党

的法宝。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但到底是

谁改造谁呢？将来会不会“离婚”呢？市场经济

很可能不断改造政治。党和市场的关系是什么

关系？二者存在矛盾冲突。马克思讲得很清楚，

公务员的工资不能高于工人的平均工资。列宁

也讲，我的工资与莫斯科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一样，每月 500 卢布，科学家 800 卢布。但现在

搞市场经济，工资越高越好。现在搞市场经济

就遇到挑战。到底遵守那个规则？搞不好，市场

经济就把你改造了，颠覆你所有的逻辑。这是

我们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苏共亡于计划经济，它将如何改造你？所

以我很赞成李老师讲的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将

其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厚土壤。习

主席 2014 年在法国讲，两千年前我们中国向

世界贡献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当然

我们现在又讲到管子、孙子、荀子、韩非子。我

们现在给世界贡献了什么？主要是裤子、鞋子、

袜子。这值得反思。我们要将古代大思想家们

的思想科学继承和发展，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

所以我们讲文化自信，我赞成田老师讲的

不能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中

华文明是开放的，五千年只有四百年闭关锁

国，98%的历史都是开放的。安老师也讲现代

化是中西化，我们不能将文化自信变成文化自

傲。

中国文化自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资本的运动是时间性空间性，

资本的祖国在北温带，所以发达国家几乎都在

北温带。资本越发展越是力求用时间挤压空

间，最终消灭空间。所以经济全球化将使人感

觉没有空间距离。

传统文化是我们重要的基础，马克思主义

是我们的灵魂。李老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

书对中国历史文化系统的梳理，对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杨柳新教授作了《儒学社会主

义：马克思与孔子人文主义的对话》演讲。

他说，我们需要把李先生的这个研究成果

放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背景中来考察。大

家都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复苏，凡是谈到东西方

方辩证法的汇通，田老师的《中国辩证法》一书

是绕不过的。如果谈古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

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中国

古代的社会主义与我们今天西方传了的马克

思社会主义关系，这中间的问题，那么李老师

的这本书也是绕不过去的。田老师的书和这本

书都是重要成果，非常可喜，预示未来还有很

多成果。

中国文化体大精深。李先生这本书目前讲

到的问题基本属于外王的问题。还有内圣的问

题，关乎人类共同体的共同的价值观。是钱的

价值为上，还是人的价值为上？不能颠倒。

人类是一个共同体，不是个体。马克思认

为如此，孔子也认为如此。基于这样的理解，马

克思才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出未

来的人类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

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用孔子的话

来说就是止于至善。管子思想也包含了道之全

体，从管子到孔子，他们的理论是中华文化的

核心经典。后来诸子百家虽然是分道之经，但

道还在。因此弘扬中华文化，这些都是必须继

承发扬的。

安老师讲到中西方文化交流目前不对称，

中华文化输出弱于西方文化输入。安老师的潜

台词是中华文化的巨大能量尚未爆发，一旦爆

发出来，将看到另一种不对称，即西方文化已

经显示其虚弱，已是强弩之末，下一局将是中

华文明扩展。西方文化引领人类走入迷信的、

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文明，将人类引导到

悬崖边上，再往前走没路了，未来必须上升到

德性的文明，德性的文明哪里来？中华文明是

源头。

其次，西方文明带领人类进入分裂的文

明，反生态的文明。而中华文明则是强调统一、

坚持生态的文明。

总之，德性的、统一的、生态的中华文明必

然引领人类进入更为光明的文明。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秋爽结合她

对元代大都的研究，论述了市场与政府的关

系。

她认为，元大都是同时代的世界城市，市

场经济，特别是文化市场非常活跃。元大剧的

作者都是在市场中讨生活。经济独立，思想自

由，与元代统治者的价值观不同。但是元代的

政府管理也非常有效，元大都很多文化项目都

是政府主导，例如戏剧演出，甚至女子足球队

都是政府在起作用。元代政府有形的手有效地

引导了市场经济与文化发展，对于今天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经济学博士、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经济

研究院副教授、《国计学》作者程碧波先生作了

《继往开来推动中国古典国计学的发展》演讲。

他认为，管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之源。市场

经济发源于中国，西方经济学发源于家庭而不

是国家，由于是基于庄园经济基础之上的，因

此最初并不需要交换。中国自古就有市场交

换，而国家管理市场经济，解决国计民生需要

统计计算，统筹计划，于是产生了国计学。而

《管子》一书中就有最早的国计学思想理论。

国计学需要定量分析，进行严格的数理逻

辑推导，而哲学，如《易经》的方法是比类取像，

不能进行严格定量分析和科学的数理推导。正

因为如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认为中

国哲学没有科学基础，所以不能进行数理推

导。但事实上，中华文明有严密的数理逻辑，其

文化真源之一就是《周髀算经》。《周髀算经》已

经计算出地球的周长，预言了赤道附近有不死

之草（即常绿植物），南北两极的极寒现象。黑

格尔没有看到《周髀算经》，所以，他说中华文

明是没有科学基础的。

中国古典国计学已经覆盖了经济平衡理

论，通货胀缩交替原理，常平法和市易法等等

理论，已经能够支撑中国金融、国际贸易，税

赋，统计等等领域。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可操

作性。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

《经济学家周报》主编管益忻先生作了《关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几个根本缘由———兼

评李学俊道政社会主义理论若干基本理解》演

讲。

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一书重新

解读了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经济、

政治、文化乃至整个大生态系统的存续，运行

发展的主线。从历史发展源流上看，古代中国

是社会主义的故乡；从核心理念上看，中华文

明的最高原则与核心思想是遵从公平公正的

天道；从依托的经济基础上看，以公有制为基

础。也正因此，他赞同李学俊先生对中国古代

社会主义名之曰“道政社会主义”的界定。

第二，道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于：建

立卓越的以人为本的市场经济。于是，从根本

上破除了今天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

根本矛盾，即破除了逐利无穷大与责任无穷小

的内在矛盾，理性地开辟出新的光明大道，发

展出和谐的物质文明，价值文明和信息文明。

第三，道政社会主义的科学资源配置模式

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的“活劳动”理论及其劳

动资源配置论。管仲及其理论有效地应对解决

了经济社会前进流变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第四，道政社会主义是在不断正确处理和

解决经济、社会二元结构这一根本矛盾中探索

出中国特色的路劲。管仲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

理论，还解决了春秋齐国开国以来实施 300 年

之久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严重贫富悬

殊与经济危机，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古典市场经

济模式。

第五，道政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是马克思

社会主义基本内涵的东方古典形态。管子实施

资源土地国有，每十年定期分配土地产权，建

立国有盐铁企业，依法保护公私合法产权，依

法剥夺高利贷者的非法所得，实现全民有合理

差别限度的共同富裕等政策，所以执政四十年

大获成功。

第六，道政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在于“知

礼节”与“知荣辱”的进一步深化。这是管子治

国富民的底线，即保证民众的温饱线。在此基

础上实施道德教化，使民众懂得礼义廉耻。同

时，使我们更加认清了在温饱线跨越之后更加

大踏步地迈向小康，迈向更加光明灿烂之未来

的正确性及其战略意义所在。

第七，道政社会主义的可持续的活力在于

不断创新，解决生产有限性同消费无限性的矛

盾。社会最大的矛盾是基于财富分配多寡的阶

级矛盾、阶层、社会集团，因此，在阶级斗争不

在存在的今天，不同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财

富分配便成为国家治理的最根本问题。道政社

会主义首先实行富民政策，实现民众贫富有合

理差距的共同富裕，所以管仲说，“善为国者，

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渊本文由研讨会秘书处供稿冤

古代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故乡
———“从历史源头发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暨《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新书发布研讨会”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