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以宁：无悔今生不自愁
本报驻京记者 陆正明

漂泊文学少年
“最佳”第一志愿

1930 年出生的厉以宁是家中长

子，籍贯长江下游的仪征，生于南京。

“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为了纪念

出生之地。 4 岁时，他随经商父亲举家

迁居上海 ，6 岁入学上海中西女中第

二附小（现永嘉路小学），毕业后考入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不久，太平洋战争

爆发，侵华日军占领上海，1943 年，全

家为躲避战火，避难湘西沅陵，入学因

战争迁到此处的长沙雅礼中学。

从小学到中学， 厉以宁是个爱好

文学的少年。初中时，他以“山外山”的

笔名写小说，在学校的壁报上连载。沅

陵距沈从文故乡凤凰很近，是一处“美

得让人心痛的地方”。在这里读书的少

年厉以宁，常常夜读沈从文的小说，黄

昏漫步沅江之畔，忧思山河破碎，感叹

人生流离。

抗战胜利后， 厉以宁回到南京转

入金陵大学附中读高二。 金陵大学附

中素以数理化教学见长，在这里，厉以

宁遇了几位出色的理科老师， 让他担

任学习委员兼化学课代表， 还带学生

们参观化工厂。 厉以宁说：“这次参观

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第一次知道

了化肥对农业的重要性， 于是我决定

学化学，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

1948 年底， 厉以宁高中毕业，被

保送金陵大学， 并将化学工程作为第

一选择。随着国民党政府垮台，金陵大

学暂时停止教学， 厉以宁抱着投身新

中国建设事业的热情， 回到曾经生活

过的湖南沅陵， 在刚组建的教育用品

消费合作社当了一名会计。

工作了两年， 他觉得若想更好地

为国家建设服务，必须学习更多知识，

于是决定参加 1951 年的高考，并托已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念书的好友赵辉杰

代他报名。赵辉杰认为，厉以宁虽然想

学化工，但更有文学功底，知识面广，

又当过会计，学经济学更合适，便作主

将北京大学经济系填报为第一志愿。

“至今我愈来愈觉得赵辉杰代我填报

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选择。 ”厉以宁回

忆道。

当年 7 月， 厉以宁在长沙参加北

京大学的入学考试 ，8 月收到录取通

知书，从此与北大结缘近 70 载。

老师喜爱的学生
学生欢迎的老师

厉以宁入学时， 北京大学还在沙

滩红楼。 经济系的二、三、四年级学生

都到广西参加土改， 只有新生留在校

园学习。第二年，传来了院系调整的消

息。 北大经济系大部分并入新成立的

中央财经学院，小部分留在北大，政治

经济学是唯一专业。 厉以宁的兴趣恰

是政治经济学，但不知为什么，当时有

人提出他不适合学这门学科。 代理系

主任陈振汉教授和负责这门课教学的

张友仁老师讲了好话， 他才得以留在

北大。

厉以宁说：“陈振汉先生讲的是中

国经济史，不知什么原因，他在听课的

学生中注意到了我， 要我有空到他家

里去坐坐。 也许是因为我课间课后喜

欢提问吧！”厉以宁“有空去坐坐”的还

有赵迺抟先生的家。 赵先生曾担任北

大经济系主任， 他看到厉以宁常去法

学院图书室借书， 便对厉以宁说：“我

家里书很多，有些书是这里没有的。 ”

赵先生又推荐厉以宁结识了专攻西方

经济史的周炳琳先生。周炳琳曾言：如

果没有经济史基础， 经济理论是学不

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

工业化会走弯路。 厉以宁说：“这两句

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研究和学习。 ”

厉以宁至今还怀念着大学时光。

他回忆， 刚入校时学生宿舍一个房间

住 20 多人，同学们吃完饭都抢着去图

书馆呆着。学生组织了很多研究小组，

他是国民经济计划课代表兼研究小组

组长，在罗志如教授指导下开展活动。

罗先生曾把 20 世纪 30 年代英文刊物

上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

的辩论读给他听。 厉以宁后来说：“正

是罗老师使我模模糊糊感觉到， 在苏

联式的计划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之

间，还可能存在第三条道路。 ”

1955 年 ，厉以宁毕业留校 ，在经

济系资料室工作。 当时的资料室除了

向老师提供借阅书刊， 还要搜集、整

理、编译国内外的新资料。这份工作使

厉以宁有机会接触大量西方经济学著

作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 他翻译了 200

多万字的经济史著作， 还为北大经济

系内部刊物《国外经济学动态》提供了

数十万字稿件。

1977 年， 厉以宁结束 20 余年资

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 正式登上讲

台，很快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几

年间，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

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

多达 20 余门。

他讲课不念讲义， 只在几张卡片

上列出提纲， 或坐或走， 艰深的内容

娓娓道来 。 有学生说 ， 听厉老师讲

课， 如同和一位长者冬日拥炉谈心。

他的课经济学系学生要听， 其他专业

的学生也常常来 “蹭”， 有时连走廊

上也挤满了人 ， 以至有学生提前领

号 ， 凭号入场 。 这种讲课生涯一直

持续到 2016 年。

人称“厉股份”

自称“厉非均衡”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大批上山下

乡的知青返城，急需寻找到工作岗位，

就业成为经济、社会的突出问题。1980

年夏，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召

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 厉以宁在这次

会议上提出，可以用民间集资的方法，

组建股份制企业， 不用国家投入一分

钱，就能为解决就业问题开辟新路。这

是他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关于股份制的

建议，引发了理论界、学术界的激烈争

论，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986 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向城

市延伸， 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 价格

“双轨制”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 中央

有关部门委托 9 家单位对改革方案进

行专项研究。当时，世界银行向中国提

出的建议是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

邦德国的做法，全面放开价格，也就是

采用“休克疗法”。 北京大学却提出另

一种构想：走产权改革的道路。 当年 4

月 26 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纪念“五

四”学术讨论会上，面对上千名听众，

首次提出了所有制改革。 他登上讲台

直击主题：“我今天准备讲 19 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失败，有可能

是价格改革的失败； 但中国改革的成

功，必须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一句

话就吸引住了在场的听众。当年 9 月，

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

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为国有

企业股份制改革大声疾呼。此后，他在

各种场合多次宣讲这一主张， 有海外

中文报纸给他起了“厉股份”的外号。

数十年后， 厉以宁在谈到这个外

号时说：“大家叫我‘厉股份’，但 20 世

纪 80 年代初倡导、主张股份制的学者

还有冯兰瑞、赵履宽、胡志仁，后来有

于光远 、童大林 、蒋一苇 、王珏 、董辅

礽。有人称我是‘股份制的首创者’，这不

符合事实。如果要有外号，我认为应该是

‘厉非均衡’。 ”

“非均衡”是一种经济学理论。 19 世

纪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提出在

完善的市场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下， 市场

上过度需求和过剩供给的总额必定相等

的假设，被称为“瓦尔拉斯均衡”。 “非均

衡”是指在市场不完善、价格体系不灵敏

条件下达到的均衡。 20 世纪 30 年代起，

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下的非均衡进行了广泛研究。 厉以

宁 20 世纪 60 年代即注意到了非均衡理

论，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根据中国经济

现状，提出了“两类不均衡”的观点。他认

为，按照市场主体是否能够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不均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企

业能够自主经营、不受干预情况下的“非

均衡”。在传统和双轨制下的计划经济体

制里，企业难以摆脱行政的干预，是第二

类“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满

活力的市场主体，才能转化第一类“非均

衡”。这是他坚持经济改革必须从产权改

革入手的学理依据。 他说：“价格好比交

通信号系统 ，这个系统再好 ，对于一个

盲人来讲，是没有意义的。 只有建立了

现代企业制度， 它才可能遵守信号、产

生互动。 ”

1990 年 ，他的专著 《非均衡的中国

经济》问世，此后几十年多次再版，被称

为 “影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十

本书之一”。

从 1988 年到 2003 年， 厉以宁当了

15 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先后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 财经委员

会副主任。“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

本组织形式”，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

报告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1998 年 12 月， 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上， 由厉以宁担任起草组组

长、历经 ６ 年酝酿的《证券法》以 135 票

赞成高票通过。 一年后，《证券投资基金

法》起草小组成立，厉以宁任组长。 2003

年 10 月，该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

回首这段历程， 厉以宁说，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 中国的股份

制改革经历了试点、暂停、重启，主张股

份制的学者一度面临被否定、被批判，直

到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才有了变化。

从 2003 年起，厉以宁又当了三届全

国政协常委，并曾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003 年 10 月，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以

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主题组织调研组，

由厉以宁任组长， 赴广东、 辽宁等地调

研。2004 年，17 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的建议》 连同厉以宁一封言辞

恳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国务院。 2005 年，

国务院 《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

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问世，

即著名的“非公经济 36 条”。厉以宁又成

了“厉民营”。

厉以宁著述丰而涉及领域广。 有学

生说，厉老师出版的独著、合著、主编、合

编、译著，已近 200 部，覆盖西方经济史、

经济学史、宏观经济、转型发展理论、经

济伦理、社会信用体系等诸多领域，中国

林权制度改革、 扶贫路径探讨等有极强

现实性、实践性的课题也多有涉及。

不求浮华求警句
沉沙无意却成舟

2000 年 11 月 22 日， 厉以宁 70 岁

生日，在他创立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 101 教室，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学术活

动。 上半场，厉以宁作学术报告，谈的不

是经济，而是“唐宋诗词欣赏”；下半场 ，

是 “厉以宁诗词研讨会 ”。 晚上 ，意犹

未尽的师生开了一场 “厉以宁诗词朗

诵会 ”。

厉以宁的诗词功底得益于小学和中

学时代的国文老师。 诗词格律是老师教

的，诗韵词韵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记的。他

对学生说， 诗词对一个人的修养有潜移

默化的作用，自己经历过坎坷，但是意志

从未消沉 ， 应该归功于诗词滋养 。 自

1947 年在故乡仪征写下第一首诗起，厉

以宁 70 多年来吟诗填词 1400 余首。 他

写的是中国古典诗词，诗循格律，词遵词

牌。 诗中有山河江海、家国情怀，也有岁

月跌宕、人生忧欢；有少年壮怀、人生况

味，也有学理探微、治学感悟。 “不求浮

华，但求警句”。

1951 年由沅陵赴长沙参加高考途

中， 他填了一首 “钗头凤”： “林间绕，

泥泞道， 深雨后斜阳照。 溪流满， 竹桥

短 ， 岭横雾隔 ， 岁寒春晚 ， 返 ？ 返 ？

返 ？ 青青草 ， 樱桃小 ， 渐行渐觉风光

好， 云烟散， 峰回转， 菜花十里， 一川

平坦， 赶！ 赶！ 赶！” 21 岁的赶考学子

仿佛预知前路崎岖， 但若能 “赶！ 赶！

赶！”， 终将 “菜花十里， 一川平坦”。

大学毕业后，厉以宁曾 20 余年无缘

讲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 三次被抄

家，一度被囚于北大“监改大院”。忧心国

家命运，感叹家庭遭际，在江西鲤鱼洲干

校，厉以宁写下了“家事试忘怀，国愁心

底来”等诗句。

1976 年 1 月， 周恩来总理逝世，厉

以宁悲忧交集，作《采桑子》一阕，“声声

哀乐催人泪，处处灵堂，处处花墙，一夜

京城换素妆。 音容虽已天边去， 留下忧

伤，留下彷徨，预感风来雨更狂”，对周总

理的深情怀念，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未

来历史转折的期待，跃然纸上。

1978 年 ， 改革开放的大门即将开

启，厉以宁写下“山景总须横侧看，晚晴

也是艳阳天”的诗句。 这年，他已 48 岁，

刚刚从资料室走向讲台，学术生涯的“艳

阳天”初露曙光。 两年后，第一次提出以

“股份制”汇集社会资金兴办企业、解决

就业问题的设想，未被采纳且受到质疑，

有人说他是“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

私有化的陈仓”。厉以宁写下了后来流传

甚广的一首 “七绝”：“隋代不循秦汉律，

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

儿孙评短长。”这首诗成为一代改革者心

路历程的写照。 1981 年，他又写下诗句

“登小阁，望前川，缓流总比急流宽。从来

黄老无为治，疏导顺情国自安”，以格律

诗的语言，表达了渐进改革、减少干预、

以“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的主张，也成

为他此后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基调。

▲厉以宁接受

本报记者专访。

陆正明摄
（除署名外， 均受访
者供图）

荨厉以宁寄语：

缓流总比急流宽。

【人物档案】
厉以宁，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

原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 名誉院长。

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 ，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

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是

“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多个重要学术奖项获得者。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他“改革先锋”

称号。

在北京中关村的一处教授公寓里 ， 89 岁的厉以
宁和夫人何玉春过着平淡日子。 客厅仍是十几年前的
装修， 家具也有些陈旧， 唯有一对略新的沙发 ， 是学
生送的 。 穿着有些发皱的本白棉麻衫 ， 坐在沙发上 ，

回忆几十年间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疾呼呐喊， 厉以宁
说得风轻云淡， 仿佛是一名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学术
观点做出的学理推演。

“股份制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 “经济改
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 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

革” “减员增效从宏观来说， 是根本错误的” “政府的
首要经济目标是增加就业机会” “一定要推行社会保障
制度的改革， 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 “中
国需要大量的民营企业” “道德是仅次于市场调节和政
府调节的第三种力量 ” ……近 40 年来 ， 厉以宁的声音
总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节拍传入人们耳中。

作为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 厉
以宁持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疾呼， 被称为 “厉股
份 ”。 他主持起草了 《证券法 》 和 《证券投资基金法 》。

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 ， 他参与推动 “非公经济 36

条 ”， 并提出 “中国的民营企业自身必须进行长期的结
构调整， 要不断有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

2018 年 12 月 18 日， 党中央、 国务院授予他 “改
革先锋 ” 称号 ， 并颁授他 “改革先锋 ” 奖章 ， 称他为
“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在获得这项褒奖时， 厉以宁说： “作为读书人， 总
有些正心、 齐家、 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 这是我坚持至
今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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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给夫人做饭的经济学家

厉以宁每天早晨 6 点起
床 ， 坚持写一小时文章 ， 7 点
做两个人的早饭 ， 然后又是看
书 、 写作 ， 直到 11 点 ， 开始
做午饭。

厉以宁做饭的本事是在鲤
鱼洲干校学会的。 回到北京后，

如果不是做饭 ， 他能一直坐在
书桌前思考和写作 ， 一点活动
都没有 ， 做饭 ， 是夫人何玉春
为了让他有机会歇歇脑子 、 动
动身体。

何玉春是电气高级工程师。

厉以宁的文章总是先给她看 ，

何玉春满意了， 厉以宁才放心，

这样 ， 一般读者读起来也不会
太难。

从 1957 年两人重逢、 为何
玉春写第一首词起 ， 厉以宁
“情诗” 多多， 从青春年少写到
满头白发 ， 从新婚燕尔写到儿
孙满堂 。 2008 年 ， 是他们金
婚 ， 厉以宁以 “凄风苦雨从容
过 ， 无悔今生不自愁 ” 的诗句
总结 50 年婚姻， 也可视作作者
自况。

记者手记

62

荨在北京， 厉

以宁将大量时

间用于思考和

写作。

荨 1997 年 2

月， 厉以宁夫

妇 在 广 东 深

圳。

荨 1961 年 10

月，赵迺抟教授

和厉以宁（右）

在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