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是时下的常用术语#!国民经济"$!经济

改革"$!经济小吃"不绝于人们的耳际笔端% 这些用

例中的!经济"#是借用汉语旧词对英文术语 !"#$#%
&’ 所作的翻译#指国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总

和#兼指节俭$合算% 但考究起来#今天我们习用的

负荷着上述新义的!经济"一词#既与该词的汉语古

典义相去甚远# 又无法从其词形推导出今义来#是

一个在!中&西&日"语汇传译过程中步入别途的

词语% 而!经济"所指概念的转变#正透露了近代日

本人以及随后的中国人对于社会生计问题的认识#
从泛政治$泛道德理念摆脱出来的取向%

一!"经济#是中国固有词$其古典义为经世济

民!经邦济国

作为汉语古典词的!经济"#是!经"与!济"的合

成词#其构词法为联合结构%
!经"本为名词#甲骨文$金文均为织机中由卷

纱棍和绞纱棒横撑的多条直线的象形#象纺织的纵

线#与横线!纬"对应#’说文(糸部)释曰*!织从+纵,
丝也% "段玉裁注*!经文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

有纬% "!经"又通!径"#初见’周易)#指阡陌+田间小

路,#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谓*!经#径也--如

径路无所不通"% !经"后转为动词#含!治"义#常与

!纶"联 用 +!纶 "指 用 丝 编 成 的 绳 #引 申 为 有 条 理

义,#如’周易(屯卦(象 传)说*!云 雷 屯#君 子 以 经

纶% "’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

经% "这些句式中的!经纶"作!治理"$!匡济"解% 此

外#!经"还与!略"组成!经略"#与!制"组成!经制"#
意近!管辖"$!治理"% 总之#作为动词的!经"#义与

!治"同#’周礼(天官(大宰)谓*!以经邦国"#’淮南

子(原 道 训)谓*!有 经 天 下 之 气"#这 里 的!经 国"$
!经天下"#意即!治国"$!治天下"#又称!经世"% !经

世"连用#首见于’庄子(齐物论)*!六合之外#圣人

存而不论% 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 春秋经世#先

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
这里的!经世"#据王先谦$章太炎考证#庄子的

本意是纪世$世纪编年#却被援儒入庄的后儒释为治

世$救世#这与儒家的入世主义有关#并不切合道家

的出世理念%而在儒术占主导的时代#!经世"正是以

治世$救世这些儒家意旨得以流传$广为运用的%
!济"与!齐"相通假#有整齐调和之意.济从水

旁#可释为!渡"#意为渡水% 济又引伸为拯济$救济

之意#可组成!济民"一词#如’尚书)有!以济兆民"
一类句式%

!经世"与!济民"联合成!经世济民"$!经世济

俗"等词组#如晋人葛洪+约 ()*&+,*,的’抱朴子(
明本)说*!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 "该书还

“ 经济”辨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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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聪明大智"任经世济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

得耳#的句式$ 隋唐以降"!经世济民%之类渐为流行

语"如唐高祖李渊&!""’"#!(颁布的文告中有)经

邦济世%短语出现&见*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此

类短语还成了命名的源泉" 远者如唐太宗李世民

&!$$-"%$(的名字"摘自!经世安民%&见*旧唐书.
太宗本纪+(/近人如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重要参加

者蔡济民&&’’"-&$&$("其名更直取!经世济民%的

后二字,
!经济%一词"作为!经世济俗%0!经世济民%的

缩语"首见于西晋$ *晋书.长沙王 传+载"!八王之

乱%间"长沙王司马 &())-#*%(致书其弟成都王司

马颖&+)$-#*"("称他们兄弟!同产皇室"受封外都"
各不能阐敷王教"经济远略$ %*晋书.殷浩传+载"东

晋简文帝&#)&-#)+ 年在位(做藩王时致殷浩书"评

价殷浩&1 -#!"(曰2)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

而明之"足以经济, %*晋书.纪瞻传+载"东晋元帝褒

奖纪瞻的诏书称2)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 %袁郊*甘

泽谣.陶岘+评价王岘2)岘之文学"可以经济%,
较 早 有 影 响 的)经 济%用 例"出 在 隋 代 王 通&1

-"&)(的*中说.礼乐篇+"该篇称当时一个儒学世

家"祖传经世济民之学"但未逢明时"不得见用2
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

王通这段话常被多种辞书作为)经济%一词的首出

先例用"其实"它晚于*晋书+引述的)经济%用例约

三个世纪,
唐代以降")经济%的使用频率日高, 如*唐书+

的*玄宗本纪+赞曰2
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
李白*嘲鲁儒+2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
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
杜甫*水上遣怀+2
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
*宋史.王安石传+2
朱熹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

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
古时名联曰2
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

夸司马迁0司马相如的文学才华"赞诸葛亮治

国平天下&经济(的能力,
*宋 史+对 事 功 派 士 人 每 以)经 济%评 论 之"如

*宋史.叶适传+说叶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
*宋史.陈亮传+说陈亮)志存经济"重许可, %

明清小说多见)经济%一词"如*红楼梦+中贾政

赞扬贾雨村注意 )经济%" 责骂儿子贾宝玉迷恋风

月"不习)经济%,
上列文句中的)经济%"都是)经世济民%0)经邦

济国% 的简写" 意指为政者 )治理国家%0)拯济生

民%"含义类似)政治%, 当然"古义)经济%也包含国

家财政0国计民生义"如明代刘若愚的*酌中志+卷

七"论及万历年间司礼秉笔太监陈矩")是以有志经

济"每留心国家岁计出入, %而留心国家岁计出入"
关注国计民生"乃是经邦济国的一部分"故这里的

)经济%没有脱离传统含义,
与)经济%含义相近的)经略%0)经制%等词多入

官名"如唐0宋0明0清于沿边要地"设)经略使%"为

边防军事长官&*水浒传+中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受

高太尉迫害"夜走延安府"投奔的便是小经略使(/
宋0明又有经理东南财赋的)经制使%一职, 而)经

济%成为职官名的"则有金代的)经济使%&见*金史.
傅慎微传+(,

据赵靖*中华文化通志.经济学志+0叶坦*)中

国经济学%寻根+二文考")经济%进入书名"常见于

宋元以降"如宋人刘颜著*经济枢言+0马存著*经济

集 +0膝 珙 编 *经 济 文 衡 +0元 人 李 士 瞻 撰 *经 济 文

集+, 明代以)经济%名书者更多"如*经济文辑+0*皇

明 名 臣 经 济 录+0*经 济 类 编+0*经 济 言+0*经 济 文

钞+0*经济名臣传+0*经济宏词+0*经济总论+等, 清

朝更有*皇朝经济文编+0*皇朝经济文新编+, 明清

涌现的种种)经济文编%"与两朝联翩而出的)经世

文编%的内容及编辑体例相近"多为经世济民的方

策结集"其间包含着愈来愈具体的关于财政工商方

面的内容"诸如财计0赋役0屯田0盐法0茶法0河渠0
漕运0工 虞0货 殖 等 类 目"成 为)经 济 文 编%的 主 体

&参见冯天瑜0 黄长义2*晚清经世实学+ 第十一章

晚 清)经 世 文 编%的 编 纂"上 海 社 会 科 学 院 出 版 社

+**+ 年(,
时至晚清")经济%一词仍沿用其古典义, 曾国

藩&&’&&-&’)+(力倡)义理0经济合一%论"早在道

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致诸弟+中"他便主张在

传统儒术的 )义理之学%0)考据之学%0)辞章之学%
之外"加上)经济%, 这里的经济"指经邦济国的实

学, 同治八年&&’"$(曾氏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



中!将 孔 学 分 为 义 理"考 据"辞 章"经 济 四 科!又 在

#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问学$详论曰%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

考据之学" 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

孔门为德行之科% 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

科" 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 考据之学!
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 此四

者阙一不可"
将&经济之学’列入孔门的政事之科!以突现理学的

经世功能!也表明曾国藩仍在(经邦济国)!也即政

治意义上使用(经济)一词!而涉及国计民生的实学

*如盐法+漕运+农政+兵政等,!为&经济之学)的重

要展开部- 因曾氏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的巨大影

响以及时势的需求!(经济之学)在晚清渐成士子倾

心研习的学问!此一词组也就不胫而走!普遍使用-
清 光 绪 二 十 四 年*!"#",五 月 !即 戊 戌 变 法 前

夜!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湖南巡抚陈宝

箴*!"(&.&#’’,会奏/妥议科举新章折$!主张在科

考中废除八股时文!代之以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

为内容的(中学经济)!以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

制+商务+刑律为内容的(西学经济)*见/张文襄公

全集$卷 )",- 同年!贵州学政严修*&"*’.&#+#,请

设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人才的经济科目- 因戊戌政

变!此议搁置!旋即于清末新政时重新启动!光绪二

十七年七月*&#’& 年 " 月,!清廷发布上谕!废除八

股时文! 在科举考试中设立 (经济特科)+(经济正

科)!以策论试时事- 经济特科于 &#’( 年开始实行!
御试经济特科人员于保和殿!清末新政的主持人张

之洞曾担任过(经济特科阅卷大臣)- 经济特科课试

内容涉及(中学经济)+(西学经济)!其(经济)仍指

经邦济国+经世济民!不过已包含中+西学术关于国

家治理*财政+贸易+交通等为其大宗,的新近内容-
这是清末科举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进展!使八股时

文退出科考舞台!实为 &#’, 年废除科举的前奏-
晚清入华的新教传教士也在传统含义上使用

(经 济 )一 词 - 如 林 乐 知 *-../01 23 4560 &"$*.
&#’%,&"%, 年 &’ 月*光绪元年九月,开始在/万国公

报$上连载/中西关系略论$!其首篇/论谋富之法$
便有(讲求尧舜禹汤之经济)的句式*见/万国公报$
三五八卷,0/万国公报$四九七卷*光绪四年六月,
刊载隐名氏的/关爱中华三书$!其第三书!有1天下

万 国 之 中!中 华 多 经 济 之 才!故 为 富 强 之 国)的 句

式!其下文又反复出现(经济)一词!如(此本为当强

之经济)+(欲为富强之国!经济须预储也)+(当实求

其经济)+(虽有经济而无近益) 等等- 同刊五三三

卷!载署名(稍知时务者)的/劝士习当今有用之学

论$!内有(大学问+大经济)的用语- 西方传教士主

办的/万 国 公 报$里 多 处 出 现 的(经 济)一 词!皆 指

(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但重点已在(富强之国)+
(富足之道)!预示着(经济)这一政治性古典词向国

计民生含义转化-
二!日本早已在"经世济民#意义上使用"经济#

一词$江户时期经世实学勃兴$其经济论侧重国计

民生问题

(经国济民)义的(经济)一词随同汉籍!很早便

传入日本!时见于古代日籍之中- 至近世*江户时

代,!以(经济)命名的日籍更多!如古学派太宰春台

*&*"’.&%)%, 的 /经济录$*享保十四年!&%+# 年

刊,!开宗明义诠释(经济)%
凡天下国家治理!皆经济云"
尧舜以来!历世的圣贤!尽心立言!垂教后

世!皆此经济一事为之"
兰学家青木昆阳*&*#".&%*#,的/经济纂要$+

晚期儒学者海保青陵*&%,,.&"&%,的/经济谈$+将

神道与洋学(混同)的佐藤信渊*&%*#.&",&,的/经

济要录$!以及中井竹山的/经济要语$+古贺精里的

/经济文录$+正司考祺的/经济问答录$等书!所论

(经济)!涵义皆为(经国济民)!或为其发挥!如佐藤

信渊在/经济要录$卷 &, 称%
所谓经济!乃是经营天地之神意!救济世

界人类之业"
佐藤信渊还在/经济问答$中宣示%(经济者!国

土经营!万货丰铙!人民济救之道- )讲的当然还是

经世济民的政治论!然其重心放在物质财富的创造

和分配上- 这种注重研讨国计民生的经济论!正是

日本江户时代力纠空谈虚议的实学精神兴盛的一

种表现!预示着(经济)一词发生词义近代转换的趋

势-
江户晚期的洋学!其经济论更倾向于国计民生

问题的探索!而且将学习西洋科学和生产技术引入

经济论- 洋学家本多利明*&%)).&"+&,所著/经世

秘 策$!提 出 国 政 的 四 大 急 务%第 一!焰 硝*掘 采 硝

石!破碎岩石暗礁!开通水陆交通,0第二!诸金*开

采金银铜铁铅诸矿物!作国家之大用,0第三!船舶

冯天瑜：“ 经济”辨析（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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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及发展海运"使天下物产得以流通#$第四"属

岛开业%周边岛屿开发"尤其是拓殖北部边疆&’ 其

(经世)一词"虽仍取古汉语的*经邦济世)之义"但

*经世)的内容"已在物质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

方面展开"并主张学习西洋科技’ 本多利明还著,经

济放言-一文"其*赘言)讨论房屋+道路+桥梁的筑

造" 以及石材+ 铁材的运用如何仿效西洋之法$其

*经济总论)讨论物产增殖"以满足万民的衣食住之

需用"进而提出.作为*海国)的日本"解决此一问题

的出路在扩大海外贸易/ 可见"江户时代日本人的

经济论"虽然仍为经世济民的政治论"其重心已放

在涉及国计民生的物质生产+流通+交换+分配上"
并带有开放色彩’ 这为近代日本人以*经济)对译

!"#$#%& 埋下了伏笔’
与近世日本类似"中国在宋元以降"随着经世

实学的发展"*经济)一词也包含着愈益增多的涉及

国计民生的内容"当然"这一切都纳入*经世济民)
这一总题之内"也就是说"从属于国家治理此一政

治性题目之下’
江户时期的日本除在*经济)名目下议论国计

民生问题外"还常用*富国)一词’ 早于本多利明的

林子平%’()*0+*,)&曾撰,富国策-一文"探讨贫富

问 题’ 林 子 平 的 篇 名 效 法 中 国 宋 代 李 觏%’--,0
+-.,&的专论,富国策-’ 当然"*富国)一词更有远

源" 司马迁即称春秋时的管仲治齐"*通货积财"富

国强兵’ )%,史记1管晏列传-&战国时的荀子更有题

名*富国)的专文%,荀子1富国-&’ +, 世纪 /- 年代

末"清朝的京师同文馆设*富国策)课程"美国传教

士丁韪良%+01*0+,+/&讲授$来华的英国传教士艾

约瑟%+0120+,-.&则著,富国养民策-%连载,万国

公报-第 3) 至 00 册"时在光绪一八年至二二年"即

+0,1 至 +0,4 年&’ 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0230
+,-+&在明治一八年%+00.&著文"亦题名,富国策-
%见,福泽谕吉全集-第 +- 卷&’

可见"日本人和入华西方传教士曾经不约而同

地借用中国古典词"以*富国策)命名探讨国计民生

问题的论著"并一度以之对译西洋术语 !"#$#%5"6’
至于*经济学)一词"亦为中国古来素有’ 唐人严维

诗曰.*还将经济学" 来问道安师’ )%,全唐诗-卷

142&此为较早之例’ 宋人朱熹评,陆宣公奏议-"有

*此便是经济之学)的句式’ ,元史-卷一七二也出现

短语*经济之学)’ 明清史籍中"品论时人"常有*当

务经济之学)+*好讲经济之学) 的说法" 并往往将

*经济之学) 与 *性命之学)+*义理之学)+*掌故之

学)相并列"作为学问的一个类别’ 前述晚清曾国藩

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以外"加入*经济

之学)"认为是士人必修之业’ 这些*经济学)+*经济

之学)用例"皆指*经世济民之学)"然已包藏着愈益

增多的国计民生内容" 但毕竟未能突破泛政治+泛

伦理的故套’ 日本江户前中期的经世家所用*经济

学)一词"大体与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之学)含义

类似"至江户末期才发生变化"这与西洋术语 !"#$7
#%& 的东传有关’

三! 从古希腊到现代欧美"8"#$#%& 的原义!演

化义及其定型

汉字文化圈内的*经济)一词"从*经世济民)这

一古典义转化为意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成为国

民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总称"又兼有节约+合算

之义"始于近代日本人以它充作英语 !"#$#%& 的译

词’ 而在西方"!"#$#%& 一词有相当复杂的发展过

程’
英语 !"#$#%& 一词从希腊文 !"#!$!% &#!’ 演变

而 来 " 西 元 前 3 世 纪 " 希 腊 思 想 家 色 诺 芬

9:!$$#;<#$=著,经 济 论 -%!"(!$!% &(!’&"其 中 希 腊

文 !&(!$ 作家庭%家族&解"$!% !’ 原意为法律或支

配"引申为经营"二者组合成词"意谓*家政)+*家计

管理)+*家族经营)" 故色诺芬此书可译作 ,家政

学-+,家政论-’ 这便是西方文化中 !"#$#%& 一词的

始源’ 晚于色诺芬半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前 2030前

211&将经济学的任务确定为研究取财+致富之术"
关于奴隶的分配也是题中之义’ 亚里士多德将致富

之途分作两种.家庭管理与城邦管理"他认为前者

才是自然的+正当的%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全集-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年"第 11012 页&’ 总之"在西方"!"#$#%& 的*家政

学)含义是久远的"不过逐渐在发生演变’
至中世纪"!"#$#%& 注入法律意义’ +4 世纪 !7

"#$#%&%家政学&与农学结合"乡村贵族多研习之’
!"#$#%& 又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含*神的摄理)意味’
+* 世纪"!"#$#%& 渐由 *家政) 义放大为国家治理

义 " 如 法 国 早 期 重 商 主 义 者 蒙 特 克 里 田 9>?@!
A#$B"<C!B5!$=+4+. 年 出 版 的 D#E5B5"FE 8"#$#%& 一

书"可意译为*国家的秩序与统治)"其书还声称是

*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蒙氏谓其所论

0



已超出家庭生活!家族管理范围"而广涉社会治理!
国计民生问题"包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内容"是一

种供#君主鉴$的读物"故称 !"#$%&’( )*"+",-%可译

作#政治经济学$&’
./ 世纪西欧的经济学论著渐多"启蒙思想家卢

梭012 13 4"566785 9:9;(.::<= 9>?? 年为法国)百

科全书*%修纂于 9>?9(9><@ 年间&撰写+政治经济

学$%A"($%$*’( 7*"+",-&条目"与古希腊的+家计学$
相区别"突出治国平天下的内容’ 古典经济学家亚

当,斯 密%BC’, D,$%E 9>;?(9>F@&-大 卫,李 嘉 图

GH8I$C 4$*8JC" 9>>;(9/;?=! 马 尔 萨 斯 %KE",86
4"L7J% M’(%E56 9>NN(9/O>&! 穆 勒 %1"E+ D%58J%
M$(( 9<@N(9<>O&等都采用+政治经济学$%A"($%$*8(
7*"+",-&一词’ 如李嘉图 9<9> 年发表代表作"书名

即 P+ %E7 QJ$+*$A(76 "R A"($%$*8( )*"+",-S 8+C
T8U8%$"+ G)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马克思写过

)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巨著)资本论*"副标题也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 当然"欧洲 9< 世纪以降的这些

重要哲人的经济思想"也包含着对社会生产!分配!
交换!消费的法则的探求"这使得 7*"+",- 一词不

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指与政治相关连的社会经济

活动’
近代西方"7*"+",- 具有+经济$和+经济学$双

重含义"9F 世纪英语国度有人提出"+V学$ 宜加 $*6
词尾"使其成为规范的学科名目"遂有 7*"+",$*6 一

词 出 现 ’ 英 国 9<WO 年 创 刊 的 著 名 周 刊 TE7 )X
*"+",$6%%)经济学家*&"推动了 7*"+",$*6%经济学&
一词的普及’ 至 9F 世纪后期"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

学分野渐趋明确" 经济学专事社会生产! 分配!交

换!消费问题的研究’ 如威廉,杰文斯GY3D317I"+6=于
9F 世纪 :@ 年代末提出"以 7*"+",$*6%经济学&取代

A"($%$*8( 7*"+",$*6%政治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家马

歇尔 GB3M8-6E8(( =9<F@ 年 出 版 QJ$+*$A(76 "R )*"X
+",$*6%)经济学原理*&"以+经济学$名书’ 此后"7X
*"+",$*6%经济学&与 A"($%$*8( 7*"+",$*6%政治经济

学&的分野渐趋明显’
至于 7*"+",-%经济&的分层意义"也渐趋明朗"

英 国 经 济 学 家 詹 姆 斯,穆 勒 %18,763M$(( 9::O(
9<ON&在所著)政治经济学要义*中"首倡+经济$含

义的+四分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此后 1,4,M
%9:<F(9<NW&在)商业辞典*中有类似论说%福泽谕

吉在)西洋事情 外编*译述此四分说&’ 经济的今义

由此大体定型’
四!幕末!明治间日本以"经济#对译 7*"+",-$

"经 济#含 义 变 为 国 民 生 产!分 配!消 费!交 换 之 总

和$兼含节省义

由于西语 7*"+",- 除 具 有 物 质 生 产- 生 义 之

外"曾在很长时段上与政治%A"($%$*8(&连用"兼容政

治治理义"而幕末-明治间%9F 世纪中叶前后&正是

+政治经济学$GA"($%$*8( 7*"+",$*6= 名目盛行欧美之

际" 此间日本人在寻求与之对应的汉字译词时"挑

选含有+经邦济国$义的+经济$"就势在必然’ 如前

所述" 这一对译还与江户中期以来经世实学发展"
+经济$ 一词已包含愈益增多的国计民生义直接相

关’
日本以 +经济$ 翻译 7*"+",-" 始于文久二年

%9<N;&出版的洋书调所教授堀达之助编纂的)英和

对译袖珍辞典*"该辞典首次将 7*"+",$6% 译 作+经

济家$"将 A"($%$*8( 7*"+",- 译作+经济学$’ 同一年"
启蒙学者西周%9<;F(9<F:&在留学荷兰前夕"给松

冈鳞次郎的书信中使用+经济学$一词"该信函说.
小生顷来西洋之性理之学!又经济学取之一端

窥探!实可惊公平正大之论耳"#西周全集$第一卷!
宗高书房!昭和 O? 年!第 < 页%&
从书信的语境看"所论+经济学$已不是古汉语中传

统的+经邦济世之学$"而是指与+性理之学$%后来

西周译作+哲学$&相并列的西学的一种"但信中尚

未展开论述’ 而该信下文出现的与程朱+性命之理$
相对应的+经济之大本$%同上"第 < 页&"所论之+经

济$显然又是+经邦济国$之义’ 可见"西周当时所用

+经济$一词"含义尚处在游移状态"还没有正式形

成近代意义的+经济$概念’
另一启蒙学者津田真道留学荷兰前夕著)性理

论*"文末附识有与+天文地理数量博物之学$相对

应的+经济政律$的提法’ 此处的+经济$仍是经世济

民义"与政治学类同%见上书"第 9? 页&’
文久三年%9<NO&西周与津田真道留学荷兰"师

事法学博士毕洒林"毕洒林撰一简牍"以示授受之

法"内中将+政事学$分为五科.+一曰性法之学"二

曰万国公法之学"三曰国法之学"四曰制产之学"五

曰政表之学’ $%见西周 9<NO 年 99 月所作笔记)记

五科授业之略*")西周全集*第二卷"第 9OW 页&这

五科的今译为.自然法-国际公法-国法学-经济学-
统计学’ 西周此时以+制产学$对译 6%88%6E5$6E"5CX

冯天瑜：“ 经济”辨析（ 上）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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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讲论学术之次序#时$对"制产学#作诠

释道%
制产学!是富国安民之术!""#同上书!第 &’(

页$%
而在&记五科授业之略’的改稿本&五科口诀纪略’
中$ 将毕洒林简牍所称五科翻译为%"一曰性法学$
二曰万国公法学$三曰国法学$四曰经济学$五曰政

表学#(同上书$第 &)* 页)! 又将毕洒林"讲授业之

次序#附记如下%
第一论性法! 是为凡百法律之根源也!次

论万国公法并国法""!而后论经济学!是富

国安民之术!而论其道如何也!而终之以政表

学!""&同上书!第 +), 页$%
西周所用"制产学#与"经济学#同一含义$均指"富

国安民之术#! 在&性法万国公法国法制产学政表口

诀’中$西周又用"制产学#$并释为"国富民安之道#
(同上书$第 &-&*&-. 页)+ 可见$此时的西周徘徊

在"制产学#和"经济学#两个译词之间! 西周所用

"经济学#$与"政表学#,"经国学#相对应$而"政表

学#,"经国学#均指政治学$故西周所谓"经济学#已

脱离"经邦济国之学#即政治学的意味$而专指国计

民生之学+
稍 晚 $ 旅 日 美 国 传 教 士 黑 本 (/-0-1%23"4#

+*+5.+,++)庆 应 三 年(+*6()编 纂 的&和 英 语 林 集

成’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用"经济#对译 %78#89
:;+

曾先后担任蕃书调所教授,开成所教授的神田

孝平(&*)<*+*,*)$明治初年著&经世余论’一 书$
在"经世济民#这一传统名目下讨论殖产,贸易等问

题+ 而正是这位神田孝平$+*6( 年(庆应三年)将译

作定名&经济小学’$以"经济#对译 %78=8:;+ 该书原

本为英国学者义里士 (>-?@@AB) 所著 (C"D@A=%B 8E
F87AG@ ?78=8:;$+*-6 年出版$+*5< 年再版$可直译

为&社会经济学概论’)$荷兰学士毕洒林 +*5( 年将

其译成荷兰文$ 神田孝平据此荷兰文本译成日文+
神田在序文中介绍$西方学校分五科(教科,政科,
理科,医科,文科)$其中政科分为七门(民法,商法,
刑法,国法,万国公法,会计学,经济学)$其前五门

均属法学$ 第七门 "经济学# 已是今意之经济学+
+*6* 年该书更名&西洋经济小学’再版+该书还创制

了 一 批 对 译 西 洋 术 语 的 汉 字 词$如"求 取(今 译 需

用$以下括号内省/今译0)$金馆(银行)$工人又雇

作(劳动者)$财主(资本家)$财本(资本)$作业(劳

动)$相迫(竞争)$品位(价格)$利分(利润)#$当然

最重要的是"经济#+ 该书还出现"经济的学#$已逼

近"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目+
&经 济 小 学’是 汉 字 文 化 圈 中 较 早 以 新 义"经

济#作标题的书$为以"经济#对译 %78=8:; 的先驱

之作+
明治初年以"经济#名书的译作颇多$也偶有著

作$略举如次%
&经济原论’$箕作麟祥,绪方仪一译$明治二年

(+*6,)出版+
&经济说略’(英文)$明治二年(+*6,)出版+
&经济荛言’$长江受益著$明治五年(+*(.)出

版+
&经济便蒙’$何礼之译$明治五年(+*(.)出版+
&经济新说’$室田充美译$明治六年(+*())出

版+
&泰 西 经 济 新 论’$ 高 桥 达 郎 译$ 明 治 七 年

(+*(-)出版+
&百科全书 经济论’$堀越爱国译$文部省刊$

明治七年(+*(-)出版+
&经济要旨’$西村茂树译$明治七年(+*(-)出

版+
&经济学讲义’$大森钟一译$明治九年(+*(6)

出版+
前述曾徘徊于"制产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西

周$明治十年(+*(()前后撰&经济学’$正式使用"经

济学#$讨论衣食住行及致富等"国人生活的事#+
今义"经济#及"经济学#在日本广泛流传$还与

福 泽 谕 吉 (+*)5*+,<+) 的 译 述 相 关+ 文 久 二 年

(+*6.) 福 泽 访 欧 $ 购 得 +*5. 年 苏 格 兰 出 版 的

>A@@AG: G=$ H83%4D 0IG:I%4B 所著 !"#$%$&’( )*"+",
-.$/"0 123 $+ 4&5""(2$’+6 7"0 80$9’%: ;+2%09&%$"+
一书(可直译为&学校及家庭用的经济学’)$庆应三

年(+*6()福泽据此译成&经济书’$成为&西洋事情

外编’的卷三+ 在&经济书’的"经济的总论#(今译

"经济的本质#)中$福泽的译文将"经济学#定义为%
经济学的旨趣在于!人间衣食住需用的供

给!增财致富’人的欢乐享受的获得% 往古的硕

学!始 于 经 济 的 活 动!著 之 于 书!名 为 富 国 论

&(福泽谕吉著作集)第 + 卷!庆应义塾大学出

版会 .<<. 年!第 +** 页$%

+<



该文追溯了经济学从古希腊的!家法"#今译!家政

学"$演变为国家%国民生计之学的历史#同上书&第

!""’!"# 页 $& 并 引 述 经 济 学 家 $(%(& #!’"#)
!"()$的论述&指出经济作为一种!学文"#即学问%
科 学$&包 括!物 品 的 产 出%物 品 的 制 造%物 品 的 积

累%物品的集散%物品的消费"#同书&第 !"# 页$* 福

泽又在未定稿+经济全书,卷之一总论中&将经济学

的下辖科目分作四类-第一制产&第二交易&第三配

分&第四耗消#转引+明治文化史,* 学术&原书房昭

和五十年&第 *)" 页$* 这是!经济"四分法的完整表

述-生 产.交 换.分 配.消 费* 与 此 类 似&中 江 兆 民

#+"),)!#-+$+"#. 年在+四民之目醒,中则有经济

含义!生产.分配.消费"三层说*
福泽.中江转述穆勒等欧洲经济学家的经济四

分说或三分说* 今用汉字术语!经济"的!国民生产.
分配.交换.消费之总和"的含义&源出于穆勒所论&
经日本译著的中介&这就在!经济"一词中注入了新

义#国民生产.消费.流通等$* 在+经济书,中&福泽

除!经 济 学"外&还 多 次 使 用!经 济 的 学"这 样 的 词

组* 福泽 +"(" 年又将美国经济学家威兰德#/0123
456 718912:$所著 !"# $%&’&()* +, -+%.)./0% $/+(+1
’2 的一部分翻译为+经济学要论,#为+经济全书,卷

之一&收入 +",- 年刊行的+西洋事情 二编,$&该书

的总论探讨经济学的含义& 福泽将 ;<95=5419 >4<2<3
?8 译作!经济"&并解释说-

!经 济"与!富 有 的 学"或!富 国 学"的 意

义#用法接近$然其学术含义又不尽同$盖富有

之法一人可以达到$与一国致富其意趣有异有

同%
经济学是致富的科学* 同时又可定义为国富的科

学* 这都不十分尽如人意* 财富的创造与支配的法

则&既要考察作为个人的人&更要考察作为社会的

人*
由 于 福 泽 的+西 洋 事 情,及 其 外 编.二 编 在 幕

末.明治初广为流传&译词!经济"与!经济学"也就

不胫而走* 以后&福泽又在+劝学篇,初论#明治五年

刊行$.+启蒙手习之文,#明治六年刊行$ 等论著中

继续使用经济学一词&并从不同侧面定义该术语*
值 得 一 提 的 是!经 济"一 词!节 俭"义 的 产 生*

+"(. 年出版的堀达之助编 +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将

@4<2<?8 的词义释为!家事之法&俭约之法"&意为主

持家计的节俭之法* 这是较早赋予!经济"以!节俭"

义的例子&而此种!节俭"义来自英语 @4<2<?8* 如前

所述&@4<2<?8 的语源为希腊文 !"#!$!% &#!’& 意谓

!家政学"&而!节俭"是家政的题中之义*
继+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之后&福泽谕吉在讨论

家庭经济问题时阐述!节俭"义&并使其普及开来*
福泽所撰+民间经济录,讲!居家的经济"&该书明治

十年#+",,$刊行&以十五.六岁的少年为对象&宣讲

!俭约的事".!正直的事".!勉强的事 #即勤奋努力

的事$"&强调!一碗冷饭.一根灯芯"都不应粗略对

待.不应浪费&提倡!质素俭约".精细地积累财产*
当然&福泽谕吉并非经济节俭论者&他接受西方自

由经济思想&并不赞成笼统!劝戒人民的豪奢"#+福

泽谕吉全集,第十一卷&岩波书店&第 A() 页$&他的

节俭论是分层次的-主张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应当多

消费&不应一味节俭/而官僚.学者等消费者应当节

俭* 他于 +",- 年撰写的+西洋事情 二编,中的+收

税论,&主张贫民生活必需品低税或作为无税品&对

!骄奢淫逸"的物品则应课以重税&以增加国家财税

收入#+福泽谕吉著作集,第 + 卷&第 .*)).(( 页$*
明治十三年#+""-$所著的+民间经济录二编,中再

次发挥其节俭分层论&宣讲!处世的经济"&讨论财

物的集散&一面批评放奢淫逸.费财耗资&称奢侈为

!恶德"&一面提倡生产者多多消费&主张财富的散

#消耗$与集#收入$相当&消费生活与生产活动二者

平衡&以发展经济&保障!人间的利益"* 这既与近代

西方!新教伦理"中的节俭.勤劳以增殖财富的资本

主义精神相吻合&也带有自由主义经济论的意味*
与福泽谕吉同时的学者&还有以!勤俭"释!经

济"的&如冈田良一郎#+"A#)+#+*$于明治 ( 年 作

+勤俭论,#刊载+报知新闻,$* 中江兆民也阐发!勤

劳节俭"义*
总之&今日汉字语汇中常用的!经济"B!节俭"

的这层含义&并非!经济"一词的古汉语义&若讨其

源&当追溯至+英和对译袖珍辞书,对经济#@4<2<3
?8$的!节俭"义的翻译&而福译谕吉+民间经济录,
初 编 及 二 编 对!俭 约"义 的 阐 发&则 使 此 义 得 以 普

及*
明治年间&在现代义上使用!经济"和!经济学"

的&还有另一著名启蒙学者津田真道C+".#)+#-AD&
他于 +"(" 年刊行的+泰西国法论,中&使用!经济的

学"这一短语&并诠释为!良好的财利之法"*
福泽谕吉的弟子.曾任庆应义塾塾长的小幡笃

冯天瑜：“ 经济”辨析（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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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郎的译著!英氏经济论"#明治 !$"# 年%&更从多

侧面界定’经济学() 明治六年#"$%&%林正明将福赛

特夫人#’()*+,,&-.//.*+0, 今译米梨盛&为英国古典

经济学传人法思德的夫人%的通俗著作译为!经济

入门"& 继神田孝平 "$1% 年的译著 !经济小学"之

后&使’经济学(再次进入书名) 明治十年#"$%%%永

田 健 助 将 同 书 译 作 !宝 氏 经 济 学") 明 治 十 二 年

#"$%2%永田健助撰!经济说略"&为!宝氏经济学"的

解说书) 明治间享有盛誉的!明六杂志"中津田真道

等人的文章&也多次将 34/.,.*(/ +*40456 译作’经济

学()
明治年间出现以’经济(命名的刊物&如明治十

三年#"$$#%犬养毅在三菱的朝吹英二援助下办!东

洋 经 济 新 报 "& 鼓 吹 贸 易 保 护 论 ) 而 田 口 卯 吉

#"$77*"2#7%明治十一年#"$%$%刊行的!自由交易

日本经济论"& 则是日本人自著的第一部近代意义

的经济学专书&所张扬的是自由主义经济论+ 田口

卯吉还创办!东京经济杂志"&鼓吹经济自由主义)
总之&幕末至明治初年&日本人逐渐普遍地在

社 会 物 质 生 产,消 费,理 财 及 节 俭,合 算 义 上 使 用

’经济(一词&脱离了该词的政治治理之类古典义+
而且&明治间的日本已译介欧美的各种经济流派论

著&贸易保护论和自由主义经济论都有所阐扬+
"2 世纪 $# 年代以降& 日本翻译或转述的西洋

论著&名曰’经济学(的更有多部+ 梁启超 "2#8 年撰

!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意在推介亚当-斯密的!国

富论"&由于严复翻译该书#译名!原富"%理深文奥&
读者不易理解&梁氏便借鉴各种日本人著译的经济

学书籍&加以综汇阐述+ 梁启超的主要参考书有英

格廉著,阿部虎之助译的!哲理经济学史"#经济杂

志社 "$21 年出版%&路易士吉-科莎著,阪谷芳郎重

译的!经济学史讲义"#哲学书院 "$$% 年出版%&井上

辰九郎述 !经济学史"#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 "$2$
年出版%+ 这仅是明治中后期以.经济学(名目出版

的书籍中的一小部分#参见森时彦!梁启超的经济

思想"&狭间直树编!梁启超- 明治日本- 西方***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中

文版 /北京0社会科学出版社 8##"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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