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孙敏强（%’(& $ ），男，浙江桐乡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研究。

! 据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伪造秦始皇遗书，赐死扶苏、蒙恬的理由，即是“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可见法家

与儒家的不解之缘。

儒道互补历史原因管窥
———兼论道家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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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既与人性结构模式中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矛盾统一密切相关，也有学

说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性。通过制造关于圣人、经典和诗乐的神话，儒家在与君权建立神圣同盟

时，早已使对语言文字、圣人经典的信仰敬畏变成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而百家之中，惟有道家通过彻底

否定语言文字、圣人经典、君权政治等，对儒家的地位发起了挑战。儒家谋取和维护话语霸权，与道家消

解和挑战其地位的努力相生相伴、相反相成，深刻影响了士人心性和民族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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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儒道互补是影响士人心性人格的重要现实，对儒道互补格局形成的历史

原因进行探讨是有意义的。

一

学人将百家争鸣的结束归因于秦汉的一统，尤其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这

当然是百家走向融合的政治背景。但文化学说有盛必有衰，有开创者，也必有继承融合者。历史文

化的走向和学说思想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必然趋势和规律。与其说秦皇汉武的文治武功结束

了争鸣时代，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影响和假手于他们使之成为现实。秦始皇焚书坑儒却灭不

尽书和儒，汉武帝也罢黜不了百家，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不由个人意志所左右。说到底，是社会

时代造就了秦皇汉武，而不是相反。

就先秦学说发展来看，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过后，融合已是大势所趋。融合诸家的杂家著作如

《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先后出现，就已预示了争鸣的结束和互补的开始，这是历史的必然。而这

种融合最终以儒道为主，也有其深刻原因。因为诸子中如阴阳、纵横、小说、名、兵、农、医等都是具

体专门的学科，与儒道墨法诸家不属同一层次，不构成对立对等的关系。而墨之于儒，法之于儒道，

都有明显的师承渊源关系，墨更多地将儒家原则贯彻于实践中，法家则兼取儒道而贯彻于政治学和

统治术中!，故墨法两家在学理上似乎也不构成与儒道对立对等的关系。如就文艺思想而论，墨法

否定文艺的依据实同于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而结论又与道家相同。而惟有道家，才真正在思想学

说上与儒家异质同构和对立互补。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 )*+,-&%. /%-0+$1-23（4#5&%-2-+1 &%6 7"8-&’ 78-+%8+1）
/01 2##，302-
3042!""#

万方数据



这种对立互补可说是全方位的。如名实之辨，孔子强调“正名”［!］（"# !$$），主张以名正实，而庄

子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名者，实之宾。”［%］（"# !&）在文艺思想上，儒家重视文艺，但忽视文艺的审美

特性，对政教功能的片面强调束缚了文艺；而道家则从根本上否定文艺，但其审美态度、艺术眼光和

自由精神及其对“道”独特的阐述方式，却特别契合于文艺。儒道文艺观恰成互补，且深远地影响了

后世文学文论。

儒道学说的相反相成，还深深地根源于人性内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悖论

和矛盾。面对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现实，儒道两家开出了不同的治世之方。老子主张回到结绳而

治、小国寡民、民无知无欲、朴素自然的原始状态，崇尚“赤子”境界和“婴儿”状态；庄子尊重和关怀

自我，崇尚自然、本真、自由、逍遥的心性人格；而孔子则向往周公之治，主张克己复礼，以礼乐刑政

制度引导和制约人情，整合与恢复社会秩序。儒家修齐治平的基本精神正是通过对人心性的控制、

调节和规范，实现天下大治、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的。《论语》的基本内容便是教导怎样做人，如《乡

党》一篇就从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到在朝典礼的进退揖让，详细阐述了一整套行为规范，具体到在朝

典礼的步态表情和居家生活的食不语，寝不言，肉不方正不食。

儒道所论虽指向不同，却各有其现实针对性与合理性。从本质上说，老庄是真正的诗人，孔孟

则是现实主义者。人们渴望自由，渴望激情，渴望无拘无束、纵横驰骋地去释放和实现自己强烈的

生命意志，然而人又只能生存于社会。人与人的差异，生命意志与欲愿的矛盾冲撞，呼唤社会法则

与道德律令的产生，以此去调和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与人类文明，这就决定了前述的渴望不可

能得到充分实现。孔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人注定没有绝对自由，这是人类为文明与

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因而，他们呼唤理性，强调礼义，主张以外在礼仪规范制约人的行为，以诗乐

来陶冶和引领人的心性，使其将仁义道德作为内心的自觉追求，将规矩方圆化为自然的行为，从而

将人纳入合理良性的社会秩序之中。

问题在于，人类社会虽不断发展完善，却远未臻于完美的形态。孔子求“仁”，但在封建社会伦

理生活中，君臣、父子、夫妇这二者间的地位人格远非独立平等。社会形态的表象是以抑损一方奉

养另一方来维护的。同时，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进步都要付出相应代价。就像美猴王要寻访仙道，由

猴进化到神（人），就要离开他的“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亚当、夏娃要得到智慧果，睁眼看世界，

就要被逐出伊甸园。人类向自己理想世界每近一步，与原初的伊甸园、花果山就更远一分。老庄似

乎和《圣经》作者一样为此而叹惋，觉得文明进化的代价过于巨大。老庄宁愿将智慧果奉还，回到无

知无欲、本真朴素、不分美恶的原始混沌的自然状态中。

人类不能不组成社会以进化到更高文明，但又“野性未除”，万物之灵的人不能没有野性，否则

就没有了生命的活力，这也许是人类自身最大的矛盾与问题。我们不能没有美丽的梦想，浪漫的激

情，酣畅的迷醉和近乎疯狂的野性，然而又不能让激情的洪流、迷狂的野性冲毁社会文明与秩序的

堤坝，违反社会成员应遵循的行为法则与道德律令。孔孟注视着人的社会性和人类文明与秩序的

前进与发展；老庄关怀着人类生命与心性的和谐、自在与自然，这或许也是孔孟与老庄的最大差异，

是儒道两家之所以形成对立互补关系的内在原因。

二

儒道互补的原因还在于：儒家谋取和维护话语霸权的过程，与道家消解和挑战其话语霸权的努

力始终相生相伴，而这也正是士人心性人格与民族文化性格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儒家制造了一系

列关于圣人、经典、语言和诗乐的神话，在与君权建立神圣同盟的同时，儒家早已使对语言文字、圣

人经典的信仰敬畏变成普遍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而百家之中，惟有道家通过彻底否定语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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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圣人经典、君权政治等，对儒学的独尊地位发起挑战。两者相反相成，深刻地影响了士人心性和

民族文化精神。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把从董仲舒开始至清代都归为经学时代。的确，综观古代诗学史，

实际上就是儒家以经史之学为核心的诗学体系生成和话语权力释放的过程，也是诗学在道、佛影响

下从经学中逐渐挣脱和复归于“诗”的过程。汉武的“独尊儒术”，意味着在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中至

高无上的君权，与在思想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儒家经学话语权之间建立了神圣联盟。儒学为皇权提

供法理依据和文化资源，而皇权则为儒学提供政治经济支持。五经取士制度使读经成为入仕之阶，

更是对儒学的有力提倡。

历代统治者推尊儒学，就内因而论，是由于儒学在逐渐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如《论语·泰伯》“兴

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记·大学》“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等富于包容性和系统性的话语体

系，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强大的道义力量以及在政治教化与伦理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使统治者在夺

取政权后，自然选择儒学作为其统治的法理依据和文化资源。

儒家极其注重教育师承，儒家师承的谱系比起其他诸家来要完整清晰得多，而且儒经是许多儿

童在启蒙时就讽咏记诵，烂熟于心的，是朝廷和社会约定的儿童成人特别是出仕前的必修课，这更

是诸家不能望其项背的。钟会母传载：“（钟会）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

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

《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钟会开始接受其母启蒙时，正是魏明帝曹叡在

位时。魏晋之际，经学衰微，而士大夫自幼接受的仍是如此规范而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其他时代

可想可知。可见，在童蒙未开的“人之初”的心性中，是儒家经学率先描上粗重的一笔，染上了影响

其一生的底色。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尽管“子不语怪、力、乱、神”［$］（"# &’），但儒家在撰述经典时，还

是制造了不少关于圣人、经典、语言和诗乐的神话。这对儒家经典权威地位的确立无疑是有重要意

义的。《吕氏春秋·古乐》云：“（乐）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这明显反映了

儒家思想。下文曰：“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

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音乐被赋予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淮南子·本经训》中有文字诞生

的传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与《尚书》“神人以和”、《毛诗序》“动天地，感鬼神”、

《易传》包牺氏作八卦及文王演《周易》、孔子身世、河图洛书等传说何其相似乃尔，都赋予了语言诗

乐等以神秘和巨大的魔力。

对诗乐和儒经的神化与对语言文字的神化是分不开的。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民族

深层心理对语言文字敬若神明的心态，而儒家对此文化现象的生成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不能忽视

《易·系辞传》中“立象以尽意”这一命题包含的意义和力量。“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

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

万物之情。”［(］（"#!)&）这段话赋予语言符号，从而也赋予儒经以魔咒般的神秘力量。“为天地立志，

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古代理学家何以有这样的底气和自信？

说到底是靠经学、靠八卦符号、靠语言文字。通过类似仓颉作书、包牺氏作八卦、“《论语》折狱，《春

秋》断案”，“半部《论语》治天下”等神话，通过对八卦文字等的神秘化、神圣化，儒家使自己也使民众

相信八卦符号、语言文字、诗歌音乐等等，尤其是儒经有如此神秘巨大的力量，从而取得了话语和文

化霸权。儒家话语霸权的获得得力于双重意义上的“挟天子令诸侯”，那就是在与君权建立神圣同

盟之前或同时，儒家早已使对语言文字的信仰敬畏成为普遍而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

上述文化心理，在经史著作中不胜枚举。《左传》谓“立言”为三“不朽”［%］（"# &+)）之一。《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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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年》载：崔杼杀无道之齐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在权臣方面，反映了对文字记

载和以伦理纲常为依据的舆论是何等畏惧；在史官方面，又展现了怎样无畏的“直录”精神和凛凛风

骨！这又与对道义的坚守、语言的虔敬不可分割。这种以生命相殉的执著与坚守，和将文章视为经

国大业，不朽盛事的观念，“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的苦吟，是与汉宋诸儒及乾嘉学派

将全部心血倾注于经典注疏的精神一脉相承的。

我们因此理解了阮元《茗柯文编序》之评张惠言“以经术为古文”，也理解了常州词派在敏感到

厝火积薪的危机时，要强调词须“有寄托”。令人感慨的是：张周诸公大约料不到古老中国面对的是

亘古未遇的大变局、大危机，是生机勃勃的近现代文明和工业革命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而他们准

备的却仍然是经学和诗词。在历经封建时代春夏秋冬之后，儒生们依然未改那样的虔诚和执著，他

们坚信诗乐关乎时运，能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这种信念与对圣人、经典的崇拜，对道义的坚守

和对语言的敬畏是多位一体、密切相关的。

这样的虔敬不仅见诸于儒生的立言为文，还广泛体现于民间风俗习惯和文化生活。在古代小

说与民间宗教活动中，我们能看到各种诸如“急急如律令”的咒语和有关语言文字的魔术、禁忌及规

范，人们相信借此能逢凶化吉，趋利避害。在祖辈敬惜纸墨的习惯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宗教般的虔

敬。前人取名字呼小名，喜取坚牢之物（如石娃、铁柱之类）、强健之物（如阿豹、虎妞之类）或贱而易

养之物（如小牛、阿狗之类），相信这会使孩子更好养。又如恐惧数字四，偏爱数字六与八，以及将

“福”字倒贴的做法等，处处折射着上述文化心理。

三

《易·系辞传》所述“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方法原则，为后儒诗学所继承。《易·乾》云：“乾。

元亨利贞。”《文言》进而阐释为：“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亨者，事之干

也。”经汉儒的阐发，这种解经模式被引入诗学并延续数千年。《诗经·殷其雷》显然写的是思妇对行

役丈夫的思念。郑玄《毛诗传笺》却说：“雷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

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然发声于山之阳。”这和将抒写青年男女相思的《关雎》解为“后妃之德”之

举如出一辙。《苕溪渔隐丛话》载：苏轼咏牡丹有“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句，即被指摘

为讥刺变法：“以‘化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言执政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暂闲也。”［’］

（"#(&$）一直到清代，张惠言《词选》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曰：“‘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

‘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

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 %)）其《周易虞氏义序》自述：“依物取类，贯穿比附。”论诗也是如

此，因而受到了王国维的批评!。在《毛诗序》作者及其后继者看来，诗歌中的字字句句，每一个意

象，都关乎天下兴亡治乱，承担着“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重大使命。在此，我们看到了“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代复

一代、循环往复的文化现象"。

当儒家赋予语言诗乐、圣人经典以神秘魔力和社会重任时，也就给诗和诗人披上了不堪重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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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儒以解经模式误读《诗》（“我注六经”），与后人仿“六义”之“风”以诗（模经为式之诗）讽喻世事、发表见解（“六经注我”）之

间存在紧密联系，这是误读现象的重要例证，也是中国文字狱的重要背景之一。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

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

一坡公已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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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袍；而老庄却通过对语言、经典的彻底否定，来消解儒家施加于诗乐的魔咒和重负。

语言的发明和运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正是借助语言，人类才构建了自己的精

神大厦，并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因此，对语言的重要性似乎怎样重视都不会过分。但

是，当儒家将圣人经典推上神坛时，人和人的思想顿时黯然失色。当儒家诗学过分夸大诗的作用，

将扭转乾坤的重任强行赋予诗和诗人，并以此来解析诗作时，实际上就已把作为人类思想工具的语

言变成了奴役人和人的思想的沉重大山，将人的工具、人思想的工具化为把人工具化、把人的思想

凝固化的可怕实体。可以说，是儒家经学给诗乐、语言和人们本该自由的思想笼罩上了厚重的黑

袍，将诗乐、语言从思想情感存在的家园变成了牢笼。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以老庄为代表的思想

家对儒家发起的第一道冲击波便由此开始了。

庄子承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说，对儒家诗乐论进行了根本否定，并提出“擢乱六

律，铄绝竽瑟，塞师旷之耳”及“灭文章，散五采”［!］（"#!$&）的极端主张，他借轮扁之口，谓“圣人之言”不

过是“古人之糟粕”［!］（"#’$(），在他看来，语言经典也是物，人应该“物物而不物于物”［!］（"#)&%）。作为

使用语言、表达思想的主体，人不能死于章句之下，不能死于人所创造的语言和由语言所表达的思想

中。故庄子强调：“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

言。”［!］（"#(!$）他以其“谬悠”、“荒唐”、“无端崖”、“恣纵而不傥”的“卮言”、“重言”、“寓言”来消解儒家话

语对人及人的思想的束缚，来“得意”，并抵达“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庄子诗化的哲学

以其艺术的气质、审美的态度、自由的精神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向儒家发起了有力的挑战。他以其无

所滞碍的思想和汪洋恣肆的文风，轻轻消解儒家经典与诗学对语言与诗的威压和重负，他那“解衣般

礴”的自由精神，所轻轻解脱的正是儒家给诗披上的那袭厚重的黑袍。由此，我们能够深切理解苏轼

何以由衷地感叹：“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庄子解除了笼罩于语

言和诗的禁忌、威压和重负，使苏东坡找到了自己的言说方式，从而臻于“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

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的境界［**］（"#’*$）。

不能否认，儒家话语霸权的取得，与儒生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在转相授受儒经时，他们大多自

觉维护其地位霸权。但当儒生通过确立或依附于这样的地位和霸权谋取利益时，他也就交出了自

由思想的权力，不管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许多儒生都不同程度地成为经学的奴隶。造

神和依附神者，很少能避免成为神的奴隶；制造或依附规则者，也必然要遵循规约。几千年中不知

有多少儒生死于章句之下，其鲜活的生命和思想被消融和黯淡于皓首穷经的生涯中。“寻章摘句老

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知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也许是他们最好的写照。

儒经地位的确立及其成为进身之阶，为一代代儒生树立和圈定了终生的目标与范围，像一座沉

重的大山，使其一生都局限于此。即使是反叛者，操戈也必须入室，要将浩繁的经传之学作为自己

熟悉和挑战的对象，很难不落入“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循环怪圈。面对凝聚了千百年儒生智

慧，且具有很强的自我复制、繁衍和改良能力的经传之学，许多叛逆和挑战者也许还没有横渡和超

越，还来不及发出反对的声音，就已经被吞灭和淹没了，淹没在同样循环往复的朝代和历史中。

尽管如此，中国古代仍不乏这样的叛逆者，因为没有人甘心做奴隶，哪怕是思想的奴隶。一方

面，总有文士试图在名教之中或之外去寻找“乐地”，谋求精神上的自由和在人间世诗意地栖居。就

连夫子面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境界，都会

喟然叹曰 -“吾与点也！”［*］（"#**&）孔子“与点”的，正是人类向往精神自由和诗意境界天性的自然流

露，这使后儒煞费苦心将“曾点境界”论证为祭祀仪式之举显得多余。其实，“曾点境界”是否祭祀仪

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在此感受到了美和自由，就像他“在齐闻 韶，三 月 不 知 肉 味”

［*］（"#(+）一样。“名教中自有乐地。”［*’］（"#*)）乐广的名言，也许已然有隐性的、不自觉的叛逆意向。

古代儒生就这样徘徊于诗史（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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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破有立，有建构者就有解构者。当儒学开始走向庙堂时，以老庄为代表的思想家也开始了诗

性的自觉的思想历程，直至今日，我们还在继续着这样漫长的思想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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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维度下企业成长的新探索

———评《金融制度变迁中的企业成长》

《金融制度变迁中的企业成长》是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王凤荣博士在其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一部学术

专著，该书已于 <==< 年 >> 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涉及到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并对诸多热点问题

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

《金融制度变迁中的企业成长》从金融制度变迁的角度对企业成长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探讨了金融制

度安排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及其从长远看企业成长与金融制度变迁的共生关系。全书的核心观点是，企业成

长的金融实质是企业追求实体价值最大化与虚拟价值最大化之间既统一又对立的矛盾运动。对这一矛盾运动的

历史描述和现实分析构成了本书的逻辑主线：实体价值———虚拟价值脱胎于实体价值而显性化并作用于企业实体

价值增长———虚拟价值脱离实体价值而过度膨胀———虚拟价值回归、收敛于实体价值。同时，以金融制度变迁为

隐线，沿着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从适应性阶段到主动性阶段再到先导性阶段梯次演进的历史逻辑路径，以及从金融

压抑到金融深化再到金融化全球化的经验路径，对比分析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和市场主导型金融制度对企业成长

文化、成长质量和成长速度的影响。金融制度的变迁和比较分析体现于企业实体价值和虚拟价值的矛盾关

系之中。

全书除导论外，共有七章组成。总的来看，该书的学术创新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书围绕企业价

值运动和金融制度变迁展开分析，揭示了金融制度变迁与企业成长的相关性。这使得本书结构紧凑，思想和观点

成体系，形成一个新颖的分析框架。第二，本书揭出了“企业价值的二元化———实体价值和虚拟价值”的观点，丰富

了企业价值的含义。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企业价值的金融实质是企业追求实体价值最大化与虚拟价值最大化

之间统一又对立的矛盾运动，并揭示了效率与安全的微观生成机制。这些研究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研究

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关于理论深度梯次变迁的观点，关于企业内部成长和外部成长的价值增长效应的论述，关于

虚拟价值回归于实体价值的渠道研究，丰富并推动了现有研究成果。此外，该书很好地运用了实证分析、动态分

析、比较分析等方法，运用有关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和范畴，从经济分析的概念出发发掘和整理资料，运用数理统计

的方法对原始数据加以重组和归纳，从而使结论和观点建立在丰富的统计数据基础上，显示出了科学性和前瞻性。

《金融制度变迁中的企业成长》一书所探讨的金融问题、制度变迁问题和企业问题等，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

中国来说，也是一些亟待深入探索的新课题。作者在上述理论框架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实现

效率型企业成长的金融制度条件的对策建议，具有显明的实际参考价值，这也是该书的现实价值所在。

（金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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