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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实学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前言

　　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外学者对经济史的具体界定还存有分歧和争议，但无论如何界定，经济史在
本质上总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一门科学。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样的研究内容决定了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功用就在于总结人类社会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经济发展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自己创造着
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
到底是决定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不言而喻，不进行经济史的研究，就
不可能了解历史上各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规律，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的历史前提和既有条件。　　
众所周知，-5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资本主义社会
并非无本之木，而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这样，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就必须研究历史上各社会形态经济的发展。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经
济学随着经济史研究的深入而逐渐形成和完善，反过来，经济史学科也在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不断得到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经济史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基础，经济史成为了解剖现
代社会经济并科学预见人类社会未来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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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实学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是关于研究“明清实学经济伦理思想”的专著，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
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书中具体包括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主流与中国古代社会、明清实学思潮的理
论创新及其价值转向、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现代价值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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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海涛（1970—）男，云南大理人，汉族。云南师范大学组织部副部长兼党校副校长，士，教授
、硕士生导师，西南联大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教育文化学。1994年获学士学位
，2002年获硕士学位，并于该年被云南省高评委破格评为副教授。至今在全国人文和社会科学核心期
刊、国家级出版社和省级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三十余篇，有的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史研究动
态》摘要介绍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参与国家级、省级、地厅级课题研究多项。
出版学术专著《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研究》。参与编著《21世纪中国高校发展战略》、《云南爱国风云
录》、《云南与东南亚教育比较研究》等名部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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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论第一章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及其历史演变第一节 社会经济形态与经济伦理一、社会经济生活中
的经济伦理二、经济习俗与经济伦理第二节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主流与中国古代社会一、儒家经济伦
理与中国古代文明二、德政主义经济伦理与封建社会的衰落第三节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
一、先秦：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二、秦汉：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形成三、唐宋：中国传
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四、明清：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嬗变第二章 明清实学思潮的理论创新及其
价值转向第一节 中国前近代社会变迁一、明清实学思潮诞生的历史条件二、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三、
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交互作用第二节 明清实学思潮的文化批判及其超越一、清议之风和空疏之弊二
、“崇实黜虚”与“经世致用”三、多元转向与近代启蒙第三节 明清实学思潮的学术要旨及其转向一
、国内明清实学研究的主要论点二、实学及明清实学的特征分析三、明清实学思潮的学术转向第四节 
明清实学思潮的“经济指向”一、从“学以致用”到“明道救世”二、从“经世济民”到“富民强国
”第三章 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流派及其精神实质第一节 姚江学派、岭南学派、江陵学派的改良、改
革经济伦理一、姚江学派——王阳明经济伦理的两重性二、岭南学派——丘浚经济伦理的自由主义特
色三、江陵学派——以张居正为代表的制度经济伦理变革第二节 泰州学派的批判现实主义经济伦理一
、以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为代表的平民经济伦理二、泰州后学对平民社会的构建三、以李贽为代表
的批判现实主义经济伦理第三节 松江学派的开放式经济伦理一、西学东渐与富国强兵二、“欲求超胜
，必先会通”三、质测实学与科学主义第四节 浙东学派的早期启蒙经济伦理一、对“农本商末”经济
伦理的突破二、赋税体制中的“黄宗羲定律”三、新民本主义经济伦理第四章 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核
心价值第一节 身心、欲理之辩一、明清时期的自然人性论二、天理人欲之辩三、“情欲”是“历史发
展的杠杆”四、戴震“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新理欲观第二节 “义利之辩”一、义重于利的德政主
义二、利重于义的功利主义三、义利并重的新功利主义第三节 “公私之辩”一、明清实学家的“崇私
”论二、明清实学家的公私兼顾论第五章 明清实学经济伦理与富民思想第一节 传统“富国论”向前
近代“富民论”过渡一、明清实学中的富民经济伦理二、明清实学经济伦理中的价值转位：“富国论
”转向“富民论”第二节 明清实学经济伦理与富民政策及其影响一、明初统治者积极推行富民政策二
、从国家政权来看，富民是明清社会的统治根基三、从富民自身来看，富民成为明清社会发展的主导
力量第三节 明清实学各个流派的富民思想一、岭南学派、姚江学派、江陵学派的富民观二、泰州学派
的富民观三、东林学派、松江学派的富民论四、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富民论五、北方颜李学派的富民
观六、明清实学所反映的富民文化与富民经济习俗第六章 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近代性嬗变和现代转换
第一节 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近代性趋向一、政治上的民主化趋向二、经济上的自由化趋向三、文化上
的多元化趋向第二节 “东亚价值”与“儒家资本主义”一、东亚经济奇迹背后的精神驱动力二、新加
坡经济模式是儒家经济伦理实践的典范三、“新教资本主义精神”与“儒家资本主义”第三节 明清实
学经济伦理的现代价值一、明清实学经济伦理的历史地位二、发挥“东亚价值”的优势三、构建新实
学价值观四、“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和谐统一主要参考文献中文期刊论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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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中国前近代社会变迁　　一、明清实学思潮诞生的历史条件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
危机全面爆发的时期（明清时期，这里特指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前期的三百多年时间，亦即从公元15
世纪中叶至公元18世纪中期），在这三百多年动荡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经济
危机空前激化，异常尖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激烈纷争的时代形势，不仅导致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孕育了明清实学产生形成的社会环境。　　明代后期封建统治集团在政治上
腐朽黑暗，经济上横征暴敛，文化上推行专制主义和科举制，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混乱，也造成了明
朝的最后覆亡；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开始萌芽，虽然传统的封
建小农经济仍占据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
日益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新兴的富民、市民阶层的社会经济作用日益壮大。然而，明末的统
治者依旧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肆意加重工商税额，阻碍限制工商业发展。新兴的富民、市
民工商阶层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发展，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他们与封建统治集团的矛盾，进一
步加剧了社会的危机。农民的经济要求也只有通过激烈对抗的起义形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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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清实学经济伦理思想研究》适合从事相关明清实学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同时也适合对明清实学经济伦理思想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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