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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81 年 （汉昭帝始元六
年），霍光召集会议，就当时经济、
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问题展开
讨论，被称为“盐铁会议”。

之后，桓宽对会议记录加以
“推衍”整理，增广条目，写成对话
体的 《盐铁论》，共 60 篇，约 6 万
字。这部具有经济学价值的古代文
献，比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早了
1000多年。

《盐铁论》 最早被收录在班固
《汉书·艺文志》 里，现存最早刻本
为明弘治十四年的涂祯刻本。明代
张之象最早为 《盐铁论》 作注，日

本多部 《盐铁论》 刊刻本均以他的
注本为底本翻刻。王利器集前人之
大成，所著 《盐铁论校注》 1958 年
由国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笔者以“盐铁论”为书名，在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 （OCLC）
检索到931条信息。目前已知的《盐
铁论》翻译语种达6种，包括中文版
在内的各语种版本合计303个，印证
了该书跨越时代的思想穿透力。

在亚洲：以古观今

公元1707 年，日本出现 《盐铁
论》 刻本。据此推算，抄本在此之
前已传入日本。

1934 年，东京岩波书店出版曾
我部静雄的 《盐铁论译注》；1967
年，明徳出版社出版山田胜美译注
的《盐铁论》。据OCLC数据，1970
年平凡社出版的佐藤武敏译注的

《盐铁论：汉代的经济论争》共有26
家图书馆收藏，馆藏量在日译本中
最高，在亚马逊上的读者评论也最
多，不少读者惊叹中国古籍也有对
社会经济状况的描述。还有读者认
为，《盐铁论》包含了历代正史作者
所忽略的部分，是阅读《汉书》《三
国志》等不可缺少的背景知识。

1962 年，日本京都大学邀请杨
联陞担任特别讲师，为文学部讲授

《盐铁论》。学者町田三郎认为，
“ 《盐铁论》 是汉武帝中末期至汉
昭帝时代现实的记录”，他发表系列
论文分析盐铁榷沽等经济政策所带
来的社会影响。桑田幸三、高木友
之助从分析 《盐铁论》 入手，深入
剖析御史大夫桑弘羊的经济思想。
学者山田胜美认为，《盐铁论》的文
体对后世骈体与连珠体有影响。一
些学者关注到 《盐铁论》 蕴含的思
想史意义，斋木哲郎指出，盐铁会
议之后，孟子思想的影响得以扩大。

《盐铁论》 有 4 个重要的韩译
本：1998 年由韩国中华文化协会副
会长金元中教授翻译的 《盐铁论》，
2002年由金汉奎翻译的 《盐铁论》，
2007 年玄岩寺出版的金元中的 《盐
铁论：包含开放讨论文化精髓的经
济论证》和2016年由免费图书馆出
版的林德华所译 《盐铁酒——记录
中国汉代盐铁酒专卖制度之争》。

馆藏量最多的是 《盐铁论：包
含开放讨论文化精髓的经济论证》。
金元中一直致力于普及中国经典，
为弥补1998年版本错过的《盐铁论》
的魅力和现代意义，他对内容细致重
组，以轻松、现代的方式重新编写

《盐铁论》，让读者轻松地接触经济
辩论的经典。2007 年正值韩国总统
选举年，很多读者评论，候选人各
自展示振兴经济的方法和国家愿
景，与发生在2000多年前中国西汉
的那场经济讨论有不少相似之处。

韩 国 网 站 Namoo Wiki 在 对
《盐铁论》 的介绍中提出，《盐铁
论》 中有关古代朝鲜的记载，是涉
及本国历史的重要史料。韩国学者
闵斗基著有 《盐铁论研究——对于

〈盐铁论〉的背景及其思想的若干考
察》一文。

在欧美：中西比对

《盐铁论》的欧美译本主要包括
英译本、法译本、俄译本和德译本。

由于曾供职于中国的盐务稽核
所，美国学者埃松·盖尔对于盐政问
题比较关切，1931 年、1934 年，分
两次将 《盐铁论》 一些章节译成英
语发表。1967 年，台北成文出版公
司将两部分合并，以 《盐铁论》 之
名出版发行。

2022 年，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
宣布拨款支持 《盐铁论》 第一个完
整英译本，由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
校教授李安敦承担。李安敦认为，
作为从公元前一世纪保存下来的最
重要的古典文著之一，《盐铁论》

“提供了极为难得和不可或缺的汉代
政治经济掠影”。

法国汉学家乔治·沃尔特与他人
合译的法译本，取名为 《盐铁论：
中国公元前81年的盐铁辩论》，1978
年出版，是重要的 《盐铁论》 外文
译本。2010年，Les Belles Lettres出
版社出版了法国东方学家约翰·列维
译注的《盐铁之争》，被15家图书馆
收藏，《剑桥中国经济史》参考了该
版本。

曾在中国实习的俄罗斯历史科
学博士尤里·克罗尔，与人合作的

《盐铁之争：盐铁论》，为首本俄译
本。该书以详细评论为特色，第二

卷翻译部分近 200 页，评论占据了
400多页。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院高
级教授波特伦·谢弗德教授是研究

《盐铁论》的专家，2002年他与人合
作，出版德译本 《桓宽盐铁论：中
国经济辩论经典》。他认为，对《盐
铁论》 的解读，包含着从历史、哲
学和宇宙论以及基于现代解释的经
济学争论三个不同维度。他注重从
现代经济学角度对 《盐铁论》 进行
分析，将其蕴含的中国经济思想与
西方经济思想进行对比。2019 年，
他在云南大学发表题为“盐铁论：
经济思想史比较中的经典著作”的
学术报告，对比了三浦梅园 （日本
江户时代哲学家）、德国官房学派、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与 《盐铁论》 的
经济思想，提出 《盐铁论》 和亚里
士多德的 《经济学》 是人们对于经
济问题早期认知的典范，对后世影
响深远。他还在北大经济学院做主
题讲座“《盐铁论》：经济思想史中
的经典著作”。

笔者检索学术期刊专业数据库
JSTOR 发现，截至 2022 年 4 月，关
于 《盐铁论》 的研究图书及文章达
6154 篇，其中专业研究文章达到
2167 篇。值得注意的是，刊发 《盐
铁论》 相关研究文章的期刊，大都
为西方学术界有影响的专业期刊，
如牛津大学出版社每季度出版的学
术期刊《中国国际政治学杂志》。

英国汉学家崔瑞德、鲁惟一编
著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曾参考盖
尔的英译本和沃尔特的法译本，对

《盐铁论》所记录的那段西汉历史进
行深入分析，表示该书的价值无可
争辩，具有补充 《汉书》 的史料价
值。此外，哈佛大学曾在课堂上就

《盐铁论》内容展开情景模拟，以特
殊方式加深学生对中国西汉历史的
了解。

《盐铁论》 思想内涵极为丰富，
涉及国家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
官员选拔制度等诸多方面，其所蕴
含的思想，提醒中国学人如何基于
数千年中国历史实践，对经济学这
一舶来品进行本土化创新。

（作者何明星系中国文化走出去
效果评估中心主任、北京外国语大
学教授，王景为北外硕士研究生）

革命烈士的女儿、83岁高龄的
罗力立撰写的回忆录 《大豆谣》
（读者出版社），书很薄，却被作家
梁晓声视为以 6 岁孩子视角所写的
革命回忆录、“伟大历史的童音回
响”。罗力立这位侥幸活下来的

“小萝卜头”，用朴素的叙述、震撼
人心的故事，将读者带入革命岁
月，听到红色血脉相连的两代人崇
尚信念的至诚呼唤。

罗力立出生 8 个月时，中共甘
肃省工委机关被破坏，她随父母被
敌人关进牢房。母亲从审讯室受刑
回来，看到她嚎哭到筋疲力尽，脸
上、身上沾满泥土、屎尿。

狱中蚊虫肆虐，罗力立浑身上
下连铜钱大的一块好皮肤都没有。
有个奶奶送她两块饼干，从没见过
这东西的小力立觉得不好玩，将饼
干扔到地上。母亲告诉她这是好吃
的，她立即狼吞虎咽，从未体验过
的香甜强烈刺激着她的味蕾。放风
结束，她目不转睛盯着白发奶奶的
背影：“还吃！还吃！”再见奶奶，
她翻看她的手想再找一块。还有一
次，竟把捡到的一片肥皂当饼干使
劲咀嚼。

父亲领导了狱中的绝食斗争和
越狱，不幸又被抓回监牢。

狱中的生活很苦，但 《大豆
谣》一书中却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
义精神。因为朝夕与之相处的、影
响她幼小心灵的，是她的爸爸妈妈
以及狱友——他们对党和革命事业
无比忠诚，相信革命必定成功，他
们小心地守护着她的精神世界。为
了照顾被刑讯摧残又得了伤寒病的
父亲，母亲主动要求带小力立住进
20多人的大牢房。这是一个不寻常
的大家庭，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孩
子，这个抱抱，那个亲亲，有时还
把她高高抛起落入另一个伯伯的怀
抱，这是她最喜欢的游戏“坐飞
机”，难友们还省下自己的口粮和
家里送来的东西给她吃。

人民音乐家王洛宾当时也在这
个监狱里，他专门给4岁的力立写了
一首儿歌《大豆谣》：“蚕豆秆，低又
低，结出的大豆铁身体。力立对囚
徒夸大豆，世界上吃的属第一……
小力立，有志气，妈妈的哭声莫忘
记，长大冲出铁大门，全世界大豆
属于你！”

小力立更是多次做了难友唯一
的送葬人。母亲在她臂上缠一块黑
布，她跟着抬着遗体的看守走上山
坡，代表难友深深鞠躬，做最后的
告别。1946年2月22日，罗力立的
父亲慷慨赴刑场，当时她才 7 岁，
不知道这是生离死别的时刻。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和营养剂。回忆录 《大豆谣》，以
第一人称讲述了罗力立在监狱中经
历的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既有父
亲罗云鹏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又
有母亲樊桂英隐忍负重的高贵品
格；既有大胡子叔叔王洛宾乐观向
上的人生态度，又有作者本人几十

年来对信念的坚守。王洛宾写给小
狱友罗力立的儿歌《大豆谣》，更是
充满了对反动势力的控诉和鞭挞、
对美好未来的纯真向往和对后来人
的铿锵激励，给人以温暖的力量和
昂扬的斗志。让读来亲切自然、感
人肺腑的这本书更为立体和真挚。

2021年3月20日，兰州市委宣
传部等举办了儿童剧《大豆谣》首
演暨兰州市中小学生观演活动。
2021 年 9 月 1 日，兰州市中小学开
学首堂课就是同看、同唱 《大豆
谣》，全市1600多所学校的46万多
名中小学生，感悟红色历史，感受
艺术魅力，由回忆录改编的儿童剧

《大豆谣》，成为开展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的成功范例。

工程与科学往往被公众视为一
个整体——科学，人们认为科学是
新见解的源泉，而工程仅仅是对科
学的应用。其实科学家和工程师的
核心竞争力是不同的，前者重在发
现自然以及自然存在的事物的新事
实，工程师设计的是自然不存在的
事物。使用“科学”一词指代这两
种活动，实际上掩盖了设计新事物
所需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
比如爱迪生设计内阻低的发电机和
能承受高温的灯泡灯丝，不仅仅是
对科学提供的基础知识的使用，更
显示了他对事物关系的洞察力。

《思维决定创新——20 世纪改
变美国的工程思想》（中译出版
社）讲述的是1920年以来改变美国
乃至世界的一系列重要的技术创新
以及这些创新从产生到实现的全过
程。这些创新既包括美国的大型公
共工程，例如胡佛大坝、高速公路
以及登月工程，也包括了晶体管、

集成电路、计算机和互联网。
通过详细描述这些创新故事，

作者小戴维·P.比林顿希望告诉我
们，有的创新伴随着科学的重大发
现和发明，有的创新是利用现有技
术的组合，而有的创新是在现有的
技术上改进完善以解决重大的现实
问题。所有这些创新都是通过工
程来实现的，因此对于越来越多
的渐进型创新来说，工程师的创
造性思维和在工程上的实现特别
重要。当然，对于很多公共工程
领域的技术创新，政府的支持也
是不可或缺的。

本书既可以作为一本技术素养
的普及读物，也可以作为一本技术
创新的励志教材，书中的故事引人
入胜。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期，
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弗兰克·韦茅
斯接到了胡佛大坝的设计任务，他
打破了工程师传统的重力坝设计思
路，改用拱形水坝设计。所谓重力
坝，就是依靠大量混凝土质量或重
量来阻挡水流趋势；而拱形设计则
将水平力向四周传导，以分散水势
的压力。与重力坝相比，拱形水坝
所需的材料更少，却能与重力坝达
到相同的效果。

也是在这个时期，美国国内汽
车的登记数量达到800万台，汽车
的普及对道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托马斯·麦克唐纳领导的公共道
路局筹划并建设了美国20世纪最伟
大的基建项目——全国公路路网。
麦克唐纳对车辆和路面之间的相互

作用进行了科学研究，发现路面不
平整对道路的损害要大于汽车重量
造成的损害，因此开始采用波特兰
水泥或沥青制成的混凝土铺设道路
代替原先的碎石铺设路面；更为重
要的发现是，充气轮胎给路面带来
的危害远小于当时的实心轮胎，于
是汽车都开始采用充气轮胎。

1945年后，美国大城市核心商
业区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对高层建
筑的需求只增不减，但是高层建筑
的造价却极其高昂。工程师法兹
勒·汗用框架筒体系解决了摩天大
楼的造价问题。所谓框架筒体系，
是指一幢大楼通过外部的框架受
力，形成盒状，即将建筑包裹成正
方体或者长方体一样的筒。比起过
去利用立柱和横梁平均分担的方
式，这种方式能更好地抵御风力，
并且使用较少的钢材。

20世纪50年代，晶体管发展遇
到新的问题，买家需要在电子设备
中添加更多电路，以满足不断增加
的性能需要，这就需要压缩电路体
积。1958年夏天，德州仪器公司的
杰克·圣克莱尔·基尔比提出，晶体
管和其他电路都可以由硅之类的单
一材料制成，而不是当时业界公认
的必须加入其他元素。1959 年初，
加利福尼亚州仙童半导体公司的罗
伯特·诺伊斯发现，可以利用机器
组装整个电路，无须人工连接。基
尔比和诺伊斯的发现促进了集成电
路的诞生。

当前，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
制造业强国，都迫切需要提高全民
族的创新意识和工程素养，因此，
了解历史上重大技术创新的产生背
景和实现过程非常必要，尤其需要
了解工程思想和工程师在其中所起
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
学院院长）

“中国古代有悠久的晒书传统。
到了现代，‘晒书’又衍生出‘分
享’的含义。国家图书馆希望借此良
辰美景，引领全民阅读，和大家一起
翻开典籍，分享典籍里的七夕佳
节。”8月4日 （农历七月初七），国
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
的“启卷知新 文脉流长——2022 年
中华传统晒书活动启动仪式”暨“典
籍里的七夕：一起晒书吧”直播活动
上，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
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熊远
明如是说。

直播现场，国图副馆长张志清等
嘉宾向观众“炫宝”，展示了宋刻本

《昭明文选》、《红楼梦》早期版本己
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西京杂
记》《东京梦华录》《白氏长庆集》等
7 组国图精品馆藏。他们以浅显易
懂、风趣幽默的语言，追忆古人的晒
书传统，传递文字中的脉脉温情。

这是在国图倡导下全国古籍收藏
单位第四年联合举办“中华传统晒书
活动”，国图也晒出重宝——“天禄
琳琅”藏书。不同于清代编修的大型
丛书《四库全书》，“天禄琳琅”是清
代宫廷善本特藏。

“天禄”是传说中的神兽，汉朝

宫廷设天禄阁以藏书；“琳琅”指美
玉，或指玉石相击发出的清脆声音，
常用来比喻珍贵的书籍。乾隆九年
（1744年），清高宗弘历命内廷翰林院
检阅内府藏书，择善本进呈御览，列
架收藏于乾清宫东侧的昭仁殿，御笔
亲题匾联，赐名“天禄琳琅”，主要
典藏宋、元、明刊本及影写宋本等珍
稀古籍。

清嘉庆二年 （1797 年），乾清宫
失火波及昭仁殿，“天禄琳琅”付之
一炬。嘉庆皇帝敕令重修昭仁殿，并
命大臣重新甄选御花园与宫中各殿所
藏珍籍，用 7 个月完成选目，重建

“天禄琳琅”藏书。
清末民初，“天禄琳琅”藏书历

经兵、盗之劫，流散四方。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政府拨交、私人
捐赠和单位采访等渠道，国家图书馆
共收藏“天禄琳琅”珍籍279部，其
中宋元版（含金刻本）79部，多为珍贵
罕见的旧椠（qiàn，古书的刻本）佳
本，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2013年，国图启动“天禄琳琅”
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国图古籍修复专
家朱振彬介绍说，古籍破损程度被分
为五级，当时“天禄琳琅”不少藏书
属于最严重的一级破损，絮化、酸

化、粘连，有的书成了打不开的灰黑
色“书饼子”“书砖”，需要先蒸化胶
质，再一点点揭开，走样的字迹也需
要修复。历时8年，损毁严重的300
余册“天禄琳琅”藏书终于恢复到所
能达到的最佳状态。8月4日在国家
典籍博物馆展出的“妙手传天禄 丹
心鉴古今——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
禄琳琅’修复项目成果展”中，一部
分“天禄琳琅”旧藏珍贵古籍，配合
48 种修复材料和工具，呈现了这批
国宝的艰辛修复历程。

展出的珍贵古籍中，清乾隆内府
抄本《钦定天禄琳琅书目》，详录藏
书中每部书的版本、钤印、卷册等情
况；宋绍兴二年至三年两浙东路茶盐
司公使库刻本《资治通鉴》，文献学
家赵万里在《中国版刻图录》中评价
说：“宋时建本、鄂本、蜀本都直接
间接从此本出。此书元丰监本久佚，
此为硕果仅存之第一本”；宋绍定六
年（1233年）临江军学刻本《朱文公
校昌黎先生集》40卷，经文徵明、王
世懋、季振宜等明清藏书名家递藏，
世所罕见，具有极高的文献和版本价
值；元大德九年（1305年）太平路儒
学刻本《汉书一百卷》版本珍贵，但
之前地脚处书叶、衬纸表面有大量霉
斑，并存在泥渍、糟朽、残损等，修
复后方能一睹真颜；明成化九年
（1473 年） 内府刻本 《资治通鉴纲
目》59卷，由朱熹手定其纲、朱熹门
人赵师渊撰写其目，该本原瓷青绢质
书衣破损面积大，故采用补绢仿制与
染色、做旧等修复方法，呈现出与原
书衣匹配的自然老化效果。

我们常说“琳琅满目”，那是众
多美好事物的汇集。

修复后的“天禄琳琅”藏书，或
端庄或飘逸的字体清晰地印在柔和玉
色的纸张上，加上淡红雅致的朱砂钤
印，充满美感，让人不由神飞千载，
思接古人。

··中国典籍在海外中国典籍在海外··

《盐铁论》——
难得的汉代经济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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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译本《盐铁之争：盐铁论》俄译本《盐铁之争：盐铁论》

韩译本《盐铁论：包含开放讨论
文化精髓的经济论证》

韩译本《盐铁论：包含开放讨论
文化精髓的经济论证》

法译本《盐铁论：中国公元前
81年的盐铁辩论》

日译本《盐铁论：汉代的经济论争》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稚丹张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