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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的“照着讲”和“接着讲” 

高德步 

    冯友兰先生在关于中国哲学发展问题时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两个概念。所谓

“照着讲”就是按照原来的样子照搬而没有创新和发展，而“接着讲”则是在学习和吸收的

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中国现代哲学家汤一介先生进一步提出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

着讲”，即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接着现代西方哲学讲和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他特别指

出的是接着现代西方哲学讲，就是说，我们吸收和引进西方哲学，应该走出“照着讲”的阶

段而进入“接着讲”的阶段。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发展也应该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

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西方经济学应该尽快走出“照着讲” 阶段进入“接着讲”阶段。 

    中国思想发展曾经出现过两次革命和两次综合。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

革命，到汉武帝时由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实现了第一次综合。这时的儒家

思想已经不是原教旨的儒家思想，而是综合了儒法道等思想精华的新儒家思想体系。第二次

是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思想发展形成革命性影响，导致宋明理学的出现，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

第二次革命和综合。这次综合具体说主要是由朱熹完成的。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西方思

想对中国传统思想产生强大的冲击，而最重大的影响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最终战胜资本

主义思想而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

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思想进一步大举进入中国，一些新的理念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想

对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这一系列过程就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三次革

命。不过这次革命尚未完成，目前是正在进行时。 

    中国经济学也存在“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中国经济学可以说有三个源流，第

一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第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三才是西方经济学。 

    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深厚而博大精深的“国学”中，与西方经济学根本不同

源，也没有多少可比性，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但是，这种传统经济思想却主导中华民

族两千多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这些经济思想传统，在近代受到西方近代化的挑战。由

于中国传统经济不能与西方工业化以来的现代经济匹敌，所以就逐渐衰落甚至被人们所遗

忘。 

18-19世纪西学东渐，西方经济学也传入中国。但是在当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是

由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还占据重要的地位，其影响还没有消除，人们还不能完全接受西方的

经济思想。当时的情况是，人们不能不承认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但却不能接受



西方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要小看这八个字，其意义是极其深

远的。中国不能一下子接受西方的经济思想，除了传统思想影响外，还有与中国人民受到西

方的侵略，从感情上不愿接受西方经济思想有关。 

在西方经济学不能顺利被中国人所接受的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

开始传入中国，并很快被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事实本身，并不

能说明更多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有很多的“主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都可能接

受某个“主义”。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并进一

步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

挫折，但到目前来看是成功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以说，事实上，并不是中国共产党接

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给了中国人民一个理想。这个理想

既是经济平等和经济发展的理想，也是民族复兴的理想。但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

党在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尽可能地解决

中国的具体实践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本土化了。这就是说，我们对于马克思

主义不仅仅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我们今天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

学，实际上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这些年来中国人民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中国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西方经济学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大规模地传入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传入。目前，西方经济学成为一种强势的经济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20世纪下半期西方经济的强势，并不完全是西方

经济学本身的强势。这就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衰落，根本原因是中国传统经济的衰落一

样。西方经济学随着强势的现代经济，既体现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增长方式以及现代经济

体制的现代经济，大举进入中国，一方面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

面也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从目前来看，这种冲突还要继续下去。要解决这

种冲突，根本的出路就是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实现

中国化。事实上，这个问题需要反过来说，即西方经济学要能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才能实

现中国化。这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使西方经济学走出“照着讲”阶

段而进入“接着讲”阶段。 

由于中国近20多年来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中国人民恢复了自信。这种

自信具体表现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这种说法不胫而走，甚至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中国人民自信能走出一条中国式道路，而这条道路不仅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

同，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但是，所谓的中国模式或中国式道路究竟是什么，

我们还没有真正地搞清楚。所以，中国经济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没有搞清楚。 

中国人民探索与西方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事实上从康有为时代就开始了，而到孙

中山时代才算有了一点眉目。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试图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所以说，尽管中国革命与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的，但是，我们所接受的从来

就不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和模式一开始就与苏联不同。邓小平以及后



来的领导人，也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的路线，继续探索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在过去，我

们很不自信，不知道这条道路能不能成功，因为中国的经济还没有搞上去。这些年来，中国

经济发展了，这种成就使西方也不得不承认。这就使我们大大提高了自信。这种自信就体现

在近些年来我们在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上的一些新的理念，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事

实上，这是中国人民在重新找回自我，而体现在经济学的发展上，就是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呼

声渐高。 

这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一方面存在激烈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存在相互

的吸收和融合。当然，这种冲突与融合指的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本土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冲突与融合。事实上，这本身就是西方经济学本土化过程的组成部

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日益显现，随着中国人民

自信程度的提高，我们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看法也应该改变，即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陈腐

无用的东西。既然要谈经济学的本土化，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些产生于中国两千多年土

壤的传统经济思想。伴随民族经济复兴必然出现传统思想的复兴。当然，传统思想中既有精

华也有糟粕。是精华的必然得以发扬光大，是糟粕的必然被抛弃。所以，在未来中国经济学

领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舞台，而且是中国本土经济思想复兴的舞

台。所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还需要接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讲。这样，关于中国经

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就可以概括为三个接着讲，即接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接着西方现代

经济学讲、还要接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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