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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 这也会产生 "未觉之
痛 #! 比如说 $ 很少再去思考
如下问题% 自由贸易是否会将
中国锁定于低附加值产品的生
产和使中国在国际经济利益分
配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以至于
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一直位居外
围& 中国应该怎样构建对外经
济战略$ 才有利于产业结构优
化和国家竞争力提升&

有鉴于此 '但不限于此($

最近几年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
与历史学家通过种种努力$ 尽
量去除西方经济思想传播中的
历史虚无主义成分! 比如$ 对
英国) 美国) 德国和日本等在
崛起时期采用的经济政策等加

以挖掘和整理$ 同时译述外国
学者与此有关的优秀著作! 单
就翻译的作品而言$ 就包括了
!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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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赫德森的 +保护
主义 % 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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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贾根良等

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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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霍布
斯鲍姆的 +工业与帝国 % 英
国的现代化历程 - '梅俊杰

译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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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等等 ! 这些工作是对过
去一段时期西方经济思想在
中国失当的选择性传播做出
纠正的有益努力 ! 其主要目
的是还原历史真相 $ 尽可能
避免前面提及的 "未觉之痛#!

遗憾的是$ 这样的工作开展得
还不够$ 产生的影响还没有达
到预期!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 $

并不是想说从西方经济思想
库中能够找到某种或某些理
论 $ 只要做适当的时空挪移 $

就可直接用之于确立中国经
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战略手
段,,,如此重要的工作 $ 只
有靠中国人自己去完成 . 而
是与之相反 $ 即中国人在做

这样的工作的时候 $ 一方面 $

可以从西方经济思想中汲取
有用的成分 $ 另一方面 $ 不
要对西方经济思想做不当的
选择性传播和吸收 $ 以至于
偏离了真实的需要 ! 总之 $

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曾经
说过的话 $ 即理论在一个国
家实现的程度 $ 总是决定于
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
程度 ! 对西方经济思想在中
国的传播与吸收 $ 也应作如
是观!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

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 本文

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美

国重商主义传统与新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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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与辜鸿铭

"(小说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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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泰戈
尔一行如约乘船到上海$ 徐志
摩 ) 瞿菊农 ) 张君劢 ) 郑振
铎$ 以及文学研究会) 上海青
年会) 江苏省教育会和 "时事
新报# 馆$ 都有代表在汇山码
头等候! 当双手合十) 白发白
须的泰戈尔渐渐出现在人们视
线内时$ 岸上一片欢呼声) 歌
声! 人们涌上船$ 为他戴上花
环! 一场中印文化交流的盛会
正式上演!

"欢迎派和反对派

都误解了泰戈尔#

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 $

迎接他的不但有鲜花 $ 也有
尖利刺人的荆棘 ! 就在一派
崇拜赞扬声中 $ 泰戈尔也受
到了中国思想文化界异常尖
锐的批评 ! 其中最主要的原
因 $ 是把泰戈尔提倡东方文
明 ) 反对西方文明看作是站
在崇古复古的立场上反对现
代化 $ 是美化封建秩序和封
建意识 $ 是抹杀阶级和阶级
斗争观点 $ 是以抽象的人性
论腐蚀人们的斗志 ! 中国当
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帝反封

建 $ 是团结起来 $ 积极参加
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 ! 而泰
戈尔这时在中国到处宣传以
爱对抗暴力 $ 大谈精神文明 )

博爱主义 $ 似乎是在消磨中
国人的革命意志 ! 实际上 $

泰戈尔始终反对帝国主义侵
略和封建主义 $ 他也不是一
味反对西方物质文明 $ 提倡
东方的精神文明 ! 泰戈尔恰
恰是因为坚持拒绝抑制科学
文明而长期得不到自己同胞
的原谅的!

早在泰戈尔访华的四年
前 $ 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
兰问他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有
什么拯救方法时 $ 他就毫不
犹豫地说 % "我只有一句话 %

快学科学 /# 他一直在主张东
方人学习西方科学来摆脱被
压迫的地位 ! 在中国他也一
再强调他所反对的只是把人
降为机器的奴隶 $ 反对滥用
科学 $ 反对把科学凌驾于一
切之上 $ 也就是说 $ 他反对
的是畸形的物质文明 $ 同样 $

他也反对畸形的精神文明 $

而不是反对物质或精神本身 $

"从迷幻中醒过来 $ 破除精神
物质的畸形 $ 而各还他的本
来地位 # '泰戈尔 * (东方

文明的危机+++在上海各团

体欢迎会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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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 $ 泰戈尔来时
的中国 $ 正处于思想混乱 )

国势衰弱的时代 $ 在物质和
精神两方面都正闹着饥荒 $

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 $

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
罗素 ) 杜威和杜里舒等 $ 欢
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
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
药 $ 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
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
都会具有某种盲目性 $ 而对

他们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
什么深入的了解 ! 所以 $ 中
国思想文化界虽然出过 "罗
素月刊 #) "杜威五大讲演 #)

"杜里舒讲演录#$ 忙得不亦

学林

泰戈尔来时的中国!正处于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正闹着饥荒!所以
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
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会具
有某种盲目性# 正是在老诗人因为得不到理解而黯然神伤的时候!是清华的师生以真诚的心理解
了老诗人灵魂深处的这种温暖的博大$

孙宜学

泰戈尔与清华学子的!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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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在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