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 有一位
学者， 他在经济学多重领域始终保
持着十分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学海
泛舟七十载， 无论是在中国经济思
想史、 外国经济学说史， 还是在现
代西方经济学、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等研究领域， 他都造诣深厚。 他树
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新
地标， 探索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通
史研究的学科体系， 提出了一系列
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经济思想发展
演变的理论观点。 他打破经济学说
史中 “言必称希腊” 的西方中心说
观念传统， 向海外传播中国经济思
想的光辉成就。

他， 就是胡寄窗———中国经济
思想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纵观胡寄窗的学术生涯， 他始
终坚持经济学研究 “国际化 ” 与
“本土化” 的有机结合， 在 “本土”

和 “国际” 的相互融合中， 梳理出
中国经济思想的演变线索。 他不仅
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开拓者 ，

更是将这门 “本土” 学科推向世界
的引领者。

1903 年， 胡寄窗出生于四川一
个县城小镇。 17 岁时， 胡寄窗考取
燕京大学。 赴京路上， 第一次出川
的少年乘船驶出三峡时， 乍一见广
阔的平原， 由衷感叹天地之宽广 ，

眼界豁然开朗， 心胸为之一振， 由
此萌发了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

1936 年， 胡寄窗远赴英国伦敦
大学经济学院求学。 在那里， 他接
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教育， 掌握
了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回国后，

他历任四川大学、 华西大学、 东北
大学教授， 兼任北京大学、 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 讲授西方经济理论和
经济学说史。 彼时， 国内外陆续发
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专著和
论文开始进入他的视野。

为了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落
后状况， 1941 年胡寄窗创办 《经济
学报》， 旨在把前沿经济学理论带给
国人。 他约请当时国内著名的经济学
家撰稿， 还以本名及笔名钟睿发表了
不少经济学论文。 新中国成立前， 在
他尚保存底稿的近 30篇文章中， 近
三分之一是对 “无差异曲线” “费雪
的货币数量说” “凯恩斯理论” 等现
代经济学概念和理论的介绍。

作为致用之学， 中国经济学植
根于中国经济现实的土壤之中。 脱
离了经济现实的经济研究便少了生
命力。 1942 年在讨论关于经济建设
的制度问题时， 胡寄窗主张跳出经
济制度的争论。 因为客观的经济事
实只有一个， 经济体制随着经济实
践的发展会发生改变， 套用某个不
甚完备的理论体系难免出现削足适
履的尴尬。 他认为， 经济理论研究
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最大程度上
把握经济事实的全貌， 不可在经济
事实之外另造一个事实出来。 如此，

在两种范畴的经济制度之间并无截
然的差异可言。 是时， 胡寄窗预言，

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种新的、 更
能解释经济事实的经济理论。

《经济学报》 停刊后， 1946 年
胡寄窗再办 《经济论评》， 为中国经
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研究、 交流提
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 以一人之力
办刊， 终因经济拮据而不得不作罢。

此后， 胡寄窗同时兼职于数所高校，

终日奔波授课以养家糊口。 这样的
情况下， 他还出版了一本有关战时
物价管理政策的著作， 撰写了一部
西方经济学说史书摘， 付梓交正中
书局。

后来， 胡寄窗曾评价其亲手创
办的经济学专业期刊： 虽然刊物所
专注的经济学领域， 不符合当时注
重应用研究的潮流， 但是理论为事
实之母， 注重理论研讨作为一本学
术杂志的风格是没有问题的。

胡寄窗一生致力于中国经济思
想史的研究工作， 笔耕不缀。 他所
著的三卷本 《中国经济思想史》 是
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讨中
国经济思想演变的思想通史， 对自
先秦到鸦片战争 3000年的经济思想
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创立了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理论新体系。

以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

l850 到 1919》 为基础扩充并延展的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 开辟
了从 1919 年五四时期到 1949 年新
中国建立这 30年间经济思想发展历
史的系统研究， 并对五四运动前后
的中国经济思想做了分界。 他的学
生赵晓雷教授认为， “胡寄窗分界”

界定了中国经济思想从传统的、 前
科学的范式向现代的、 科学的范式
转型， 其基点是研究方法的转型 ，

即采用科学的分类体系和分析方法。

基于研究方法的转型， 这一范式变
革还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国
际通行的话语系统； 二是经济学家
这一 “专业共同体” 的产生。 胡寄
窗曾指出， 经济学科学相对于其他
社会科学而论， 应是内涵极广博和
范畴最繁复的一门科学， 倘仍坚持
传统的 “理财正辞 ” “生众食寡 ”

的老调， 怎能与现实世界的经济生
活相适应？ 既然要从事国际间的经
济实践和理论上的交流， 那就必须
在许多具体模式和理论范畴上有相
互能对上口径的共同准则， 否则彼
此各说一套， 互不相通， 学术交流
从何谈起。 而从事经济科学研究 、

践行国际通行话语系统的则是一批
专业的经济学家。 因为在五四运动
以前的两千多年中， 虽然有不少思
想家提出过一些极有价值的经济观
点， 但他们都不是以经济研究为专
业， 故还没有一个人能称为名副其
实的古代经济思想家。

《现代西方基本经济理论》 和
《1870 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 适
应了上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对于引
进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时代要求 ，

更让人们看到了一位经济学家求实、

求真的学术公心。

为了回应 “欧洲中心论” 对中
国经济思想的忽视与贬低， 真正将
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面向世界
传播海外 ， 1981 年 ， 胡寄窗的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 》

一书出版， 三年后此书的英文版问
世 。 通过近 60 个经济概念的中西
对比分析， 他告诉世界： 我们的祖
先不仅在文学、 哲学和科学领域取
得了令人骄傲的成就， 同样构建了
卓越的经济思想 。 17 世纪以前 ，

中国的经济思想并不逊色， 甚至领
先于西方。 不仅如此， 他还认为未
来的世界经济学更不必以西方为中
心， “虽然我们在过去二、 三百年
中是落后了， 却谁也阻挡不住我们
在未来世界中重新在经济思想方面
做出贡献”。 《中国经济思想史简
编》， 开创了直接向国外弘扬中国
古代经济思想成就的范例； 大量理

论探索、 学术争鸣、 应用实际、 建
言献策的著述和咨询意见， 代表了
老一辈学者的治学风范和拳拳爱国
之心。 《政治经济学前史 》， 在世
界范围内第一次将中国等东方国家
的经济思想成就列入世界古代经济
思想史， 客观地评价它们在人类经
济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

胡寄窗认为， 中国古代经济思
想对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创始者之一
的法国重农学派发挥了一定的影
响。 他说： “任何一个学者只要不
抱成见， 均可能发现重农学派的所
有重要经济概念， 都可以从中国旧
经济思想中极容易地找到它们的近
似样本； 相反的， 在它们的欧洲先
行思想材料中倒不易碰到这种情
况 。 这一情况之出现 ， 似难仅以
‘巧合’ 来结束。” 然后 ， 他又说 ：

“弄清这个问题的任务 ， 不能由我
来完成， 只好留待有志之士。”

在学术上， “未竟事业” 某种
意义上道出了学人的无奈 ， 然而 ，

更多时候它体现为治学道路上的传
承， 这或许恰恰是为师者的成功 。

时隔不久， 他的学生谈敏教授便著
成 《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
源》 一书。 胡寄窗欣然为之作序 ，

他说： “谈敏博士的这一研究成果
可以说是拨开了二百多年来笼罩在
经济学说史上的一层迷雾， 使人们
终于理解到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
的先行思想均曾在世界经济学说发
展的航程中起过各自的启示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随着改
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胡寄窗敏锐地
注意到， 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批判
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有益部分， 于
是他的研究重点开始从中国经济思
想史转向西方经济学说， 为了能够
对西方经济学说有更为准确和深入
的认识 ， 他竟以 80 岁的高龄开始
自学高等数学和德语， 并为此专门
置办了一个录音机 。 胡寄窗自言 ：

“我一生治学 ,无论在理论上或方法
上 ,从来不迷信任何框框 ,思想深处
经常有个攀高峰的强烈意愿。”

80 岁起， 胡寄窗平均每年出版
一部著作。 他著书， 从来都是自己
动手， 独立研究而成， 少假手于人。

1952 年 9 月， 胡寄窗调入上海
财政经济学院计划经济系任教授 。

1958 年， 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任教授。 1978 年 7 月， 他重
新回到了上海财经学院的讲台。 胡
寄窗把自己的学术热情挥洒到教学
的热土上， 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
展和人才的培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系统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课程的第一人, 1979 年秋， 胡寄窗

在上海财经学院开办了面向全国各
大专院校骨干教师的 “中国经济思
想史教师进修班”， 以求尽快为全国
高等学校培养和输送这门学科的研
究和教学骨干。 在这一年的进修任
务中， 他自编教材 （即后来出版的

《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 并亲自授
课。 沈萼便是当年进修班的学生 ，

在他的记忆中： “胡先生为了把失
去的时间夺回来， 将三年的教学内
容浓缩到一年内完成。 尽管年事已
高， 他还是坚持每周三个半天的教
学， 从未缺过一次课。” 这一年， 胡
寄窗 77岁。 正是这位将近耄耋之年
的长者， 在神舟大地上播下了中国
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种子。 此后， 每
每得知学生开课成功， 他总是笑逐
颜开， 得意地说： “我早就说过不
会有问题的。”

1980 年， 由其积极倡导的中国
经济思想史学会在上海成立， 胡寄
窗被推举为会长。

“我始终坚持一个信念： 从事经
济学说史的研究工作者， 必须兼通
中外经济理论。 如只擅长西方经济
学说而置祖国光辉的经济思想于不
顾， 那是 ‘言必称希腊’， 不配作一
个中国的经济学说史学者。 相反的，

如只会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也
就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中国经济思
想史专家。” （胡寄窗《当代西方基

本经济理论》 [M] .沈阳:辽宁人民

出版社.1986）

他这样说， 更如此践行。 胡寄
窗率先在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

尝试中外经济思想史两个专业教学
内容相互渗透和融通。 1986 年， 他
申请并获国务院学位办批准， 创立
了中外结合的 “经济学说史” 专业
博士点,在我国学科建设、 博士点设
置及学位研究生培养方面均属首创，

开中外经济思想史学科为一体之先
河， 创新教学模式， 以培养既通晓
中国经济思想史， 又熟知西方经济
学说， 且具备扎实的现代经济学理
论基础的经济学人， 且有利于将中
国经济思想融汇到世界经济学说的

发展中去。 这一年， 胡寄窗 83 岁。

当年考入该博士点接受训练的赵晓
雷教授认为， 这一培养模式一方面
有助于在与西方经济学说的比较研
究中进一步发掘、 整理和总结中国
经济思想； 另一方面则有助于将对
外国经济理论的研究与中国国情相
联系， 为青年学者在中外结合的学
术基础上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
开辟了一条科学路径。

讲到胡寄窗的教书育人， 总有
一个人绕不过去， 他就是上海财经
大学前校长谈敏教授， 胡寄窗众学
生口中的那位 “大师兄”。 用浙江大
学出版社总编袁亚春的话来说 ，

“他是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 无
疑得先生真传最多、 最正宗且发展
最有成就的， 由他来诠释、 介绍先
生的学术思想可谓天经地义”。

谈敏曾用 “望之俨然、 即之也
温” 来形容老师： “对于我而言， 胡
老是终生难忘的恩师： 从 1980年拜
师起， 整整 13 个年头， 跟随左右，

先做学生， 再当助手， 独立工作后
仍时刻聆听教诲， 受益深远； 做学
生时， 从硕士到博士， 通常是一对
一的亲授指导， 每次一小时或数小
时 ， 起初诚惶诚恐 ， 等待耳提面
命， 后来随机提问， 每问必有精彩
睿智的回答， 如同置身于取之不竭
的思想宝库中； 当助手时， 得获手
把手的亲炙， 在辅助教学的过程中
体悟育人的真髓， 在合作著书的过
程中感受做学问的乐趣， 在处理事
务的过程中明白坐言起行的道理 ；

走上教育管理岗位后 ， 心中的表
率， 始终鞭策着自己从不敢懈怠 ；

现在， 肩上卸去了管理的责任， 但
经长年熏陶而痴迷于学问的情愫 ，

却深入骨髓， 执拗难变， 已经化为
一种秉性； ……这一幕幕情景， 犹
在昨日， 胡老是激励我做人做事永
远的榜样。”

胡寄窗要求学生 “成为一个坐
下来能写、 站起来能说、 走出去能行
动的干才”。 1989年， 胡寄窗被评为
全国优秀教师， 并获国务院授予的首

批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 六十六载光
阴教书育人， 胡寄窗身后桃李芬芳，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后继有人。

“人家都说我长寿， 但我要的
长寿不是只是活着， 而是要能思考、

能写作。” 胡寄窗这样说， 更是这样
做的 。 学生都说他做学问很 “任
性”， 常常同时进行好几项研究， 哪
个材料凑手就搞哪个。 为此， 他的
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当当。 人们往
往羡慕有所建树的人 “天赋异禀”，

却不想 “勤于思” “敏于行” 才是
走向成功的关键。

“先生治学， 不唯书， 不唯上，

只唯实”， 袁亚春最钦佩老师独立的
学问之道： “他敢于挑战权威， 对
任何理论教条都要先问一遍为什么，

发现有问题的， 就毅然表达不同的
学术观点。 他曾经亲口对我讲， 做
学问首先敢于提出疑问， 敢于标新
立异， 敢于引起学术探讨甚至争论，

然后才能催生新的观点， 才能形成
自己的学术主张。 不然就只有复制
而没有创新和发展。”

经济学是他一生的事业， 却不
妨碍文学成为胡寄窗一辈子的爱好。

读大学时， 他常常有感而发， 多发
表在刊物上。 初到英国时， 他还曾
用英文写过一个剧本寄给莎士比亚
研究会。 而后胡寄窗收到回信， 建
议修改后予以发表。

胡寄窗常常提醒学生， 搞研究
要经常练笔， 否则有好的思想也难
于表达出来或表达得不够准确， 连
他自己搁笔一段时间之后也会感到
生疏。 据谈敏回忆， 先生家曾住在
北京西路临街的一间老房子里， 有
限的空间兼做卧室、 书房、 会客之
用， 窗外就是公交车站， 人来车往，

难免 “热闹”。 每次前去拜访， 都见
老师全神贯注地伏案工作， 仿佛屏
蔽了周遭的种种。 先生说这是因为
他耳背、 听不见， 学生却习得了恩
师治学的那份专注和投入。

事实上， 1973 年胡寄窗曾作一
阕 《鹧鸪天》， 道出了其中的玄机：

北京西路小寓午夜即兴
赁居小楼闹市间， 窗前车马总

喧嚣。 玉漏已残声不断， 如昼街灯
照夜阑。 行道树， 枝叶繁， 映窗灯
影随风翻。 心旌幸是如山丁， 无碍
沉思不扰眠。

何等淡然与泰然！

一次胡寄窗突患血小板减少症，

口中出大血泡， 双眼布满血丝， 却
仍坚持给研究生上课。 病情加重后，

家属接到医院的 “病危通知书”。 住
院期间， 他却像顽童一般， 一再央
求医生： “我一天不看书不动笔实
在难过。” 医生拗不过他， 便答应了
他。 于是， 住院两个月， 胡寄窗只
是换个地儿做学问罢了。

生命最后阶段， 胡寄窗还对学
生长达 2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进行了
仔细的审阅， 并写下了详尽的评语，

又专门写信给另一位博士生， 对她
的开题报告提出诸多指导性意见 。

此时， 胡寄窗思路之清晰， 字迹之
遒劲， 一如既往。

胡寄窗一生殚精竭力所创造的
理论成果和他的科学思想、 治学精
神、 学者风范， 对我国的经济理论
发展和教育事业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
泪始干”， 绝非只是朗朗上口的诗
句， 因为人间确有胡寄窗这般的大
师曾经驻足。

“胡寄窗分界 ”

的基点是研究方法的
转型

“望之俨然 、即之
也温”的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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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胡寄窗代表作一览

■本报记者 刘迪

胡寄窗：将中国经济思想史推向世界

胡寄窗（1903-1993），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首任会长。原名钟睿，四川天全人。 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 1938

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科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东北大学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创办《经济

学报》《经济论评》杂志。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之江大学财经学院国际贸易系主任、院长，浙江财经学院院长，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西大学教

授。 1978年7月返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荣

誉称号。 著有《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政治经济学前史》《胡寄窗文集》等。

《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中国经济思想史》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

辉成就》

◆ “人家都说我长寿， 但我要的长寿不是只是活着， 而是要

能思考、 能写作。” 胡寄窗这样说， 更是这样做的。 学生都说

他做学问很 “任性”， 常常同时进行好几项研究， 哪个材料凑

手就搞哪个。 为此， 他的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当当。 人们往

往羡慕有所建树的人 “天赋异禀”， 却不想 “勤于思” “敏于

行” 才是走向成功的关键。

【“我要的长寿不是只是活着”】

◆ 1992 年底 ， 89 岁的胡寄窗在术后修养之中作诗一首 ：

“毕生曾务事多宗， 经济文章才并容。 早岁勤劳等费纸， 耄

年奋志怎攀峰。 幸留学术入青史 ， 独欠功名刻景钟 。 天道

从来无定数， 闻达湮末偶然逢。”

可以说， 这正是他对自己一生学术活动的冷静观照。

何等淡然与泰然！

【“早岁勤劳等费纸，耄年奋志怎攀峰”】

◆ 一次胡寄窗突患血小板减少症， 口中出大血泡， 双眼布

满血丝， 却仍坚持给研究生上课。 病情加重后， 家属接到

医院的 “病危通知书”。 住院期间， 他却像顽童一般， 一再

央求医生： “我一天不看书不动笔实在难过。” 医生拗不过

他， 便答应了他。 于是， 住院两个月， 胡寄窗只是换个地

儿做学问罢了。

编辑/刘迪 liudi@wh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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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坚持一个信念： 从事
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工作者，必须兼
通中外经济理论。 如只擅长西方
经济学说而置祖国光辉的经济思
想于不顾， 那是 ‘言必称希腊’，

不配作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说史学
者。 相反的， 如只会讲授中国经
济思想史……也就不能算是一个
完美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家。”

胡寄窗率先在硕士研究生培
养的过程中，尝试中外经济思想史
两个专业教学内容相互渗透和融
通。1986年，他申请并获国务院学
位办批准，创立了不分中外的“经
济学说史”专业博士点，创新教学
模式，以培养既通晓中国经济思想
史，又熟知西方经济学说，且具备
扎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经
济学人。

【“我一天不看书不动笔实在难过”】

打破经济学说史
中 “言必称希腊” 的
观念传统

不唯书，不唯上，

只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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