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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邹先生在福特班授课时的照片

我们常常把掌声送给那些
有故事的人! 却很少去体会掌
声本身的意味 "

#"$%

年初冬
的一个下午! 上海交通大学安
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

演讲
厅里挤满了

'"

岁出头的年轻
人 ! 他们是今天中国最年轻 #

最具活力的经济研习者" 像往
常一样! 大家各自低头玩着手
中的智能机! 直到一位老人缓
步走上讲台" 或许是为了与长
者的温厚# 儒雅相合! 周遭的
掌声不躁# 不急! 却分明听得
出由心底拍击而出的敬意" 那
个下午! 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
里都是暖暖的"

一位白发长者缘何能收获
几代中国经济学人的敬意$ 用
他自己的话来说% &一个老头
子 ! 学的东西比别人多了一
点! 那又怎样呢$ 我活了好几
十年! 总归有一些小的事情可
以做出来 "' 褪去权威的华丽
光环! 这份纯粹与平和或许才
是过尽千帆的坦荡与笃定"

邹至庄与 "邹氏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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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圣诞! 邹至庄出生
在广州郊区东山槟园" 关于儿
时故乡的记忆 ! 早已不再真
切! 唯独海屋旁的珠江上! 每
年五月龙船赛的热闹在他的脑
海里依稀可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袁
志刚曾戏言 &邹先生是贵族'"

虽是句玩笑! 但邹至庄确是含
着金汤匙开始了自己的人生 "

记者曾在不同场合听到邹先生
那句 &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天
才" 李嘉诚# 王永庆都没有读
很多书! 但是他们的生意都做
得很好 ! 所以他们肯定是天
才 '! 猜想他对于企业家的好

感该是来自血液里的"

邹至庄的父亲邹殿邦先生
是近代广东商界的风云人物 "

他白手起家 ! 而后富甲一方 !

曾与胡汉民 # 廖仲恺过从甚
密 " 他长期担任广州商会会
长# 广州银业公会主席! 近代
广州地界上不少重大事件的镜
头里都有邹老先生的身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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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邹至庄夫妇将
邹殿邦自传# 书信# 账簿和地
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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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件家族档案捐予香
港城市大学! 为中国近现代经
济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特
别是广东与香港地区的历史经
济数据"

杨澄甫乃一代太极宗师 !

其入室弟子董英杰则是当年中
国南方最棒的拳师! 而邹殿邦
正是拜在了董先生的门下 "

&董先生每每来家里教爸爸练

拳 ! 我就在一边跟着比划 " '

那一年! 邹至庄不过一个五岁
的娃娃! &我不敢自称是董先
生的学生! 因为这样讲似乎有
点吹牛"' 言语间满满的谦逊!

却掩不住出自名门正派的那股
子得意 " 直到

)"

余年后的今
天! 只要时间允许! 练拳依旧
是邹先生每日必做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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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邹家迁往香港 "

于是 ! 年幼的邹至庄背起书
包! 走进了香港的学堂" &除
了教书之外! 老师整天对我们
这些小学生讲% (你们要好好
读书 ! 要如何如何去爱国 ")'

从老师口中 ! 他渐渐读出了
&国破山河在 ! 城春草木深 '

的悲怆与忧愤" 那颗 &读书报
国 ' 的种子 ! 就这样埋下了 "

或许很多人对于中学语文教材
中阿尔丰斯*都德的 +最后一

课, 并不陌生! 都曾被法兰西
人的爱国情怀所感染" 此番情
形在战火硝烟中的中国也并不
鲜见! 以至于今天邹至庄仍要
发出 &相对于美国人的个人主
义! 中国人的爱国意识比美国
人要强' 的感慨"

香港沦陷后! 邹家于
$(+'

年又搬至澳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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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一家人终
回故里! 当年的顽童已成风华
正茂的少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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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在岭
南大学政治专业学习了一年
之后 ! 邹至庄只身远渡重洋 !

从康奈尔大学 # 芝加哥大学 !

到麻省理工大学 # 哥伦比亚
大学! 再到普林斯顿大学! 那
个写满数据与模型的世界让他
寻到了自我# 成就了自我! 并
为这个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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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我赴美国芝加
哥大学当研究生! 并上弗里德
曼的价格理论课" 弗里德曼第
一次走进教室时! 他已给学生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印象
深于我以往任何一位老师" 他
告诉我们! (经济理论能解释
现实的经济现象 )" 他思维敏
锐! 能够对于别人的表现立即
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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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 恩师已
去 ! 学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

事实上! 邹至庄的经济研究深
受米尔顿*弗里德曼

./01234

560789:4;

学术思想的影响 !

比如经济模型应该尽量简单 !

作用大小主要看其是否能够解
释数据等等"

正是在米尔顿*弗里德曼
和 阿 诺 德*哈 伯 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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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导师的指导
下! 邹至庄顺利完成了博士论
文 +美国汽车要求% 耐用消费
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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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邹至庄发表了他
的成名作 +检验两条线性回归
方程式的系数是否相同 ,! 正
是在这篇论文中! 他提出了著

名的 &邹氏检验
.@A3B 27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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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闻名世界经济学界 "

&邹氏检验 ' 的发现始于对美
国汽车需求的研究! 主张用计
量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 用回
归的方法研究经济中结构性变
化! 以找到经济变动中不同变
量之间的关系" 如今! &邹氏
检验' 已经成为计量经济学研
究中的重要工具"

'--?

年! 普林斯顿大学的
计量经济学研究计划被命名为
&邹至庄计量经济研究项目'"

另 一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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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 至 庄

留学计划

邹至庄在经济学界的理论
贡献以 &

@A3B 27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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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和他的两个!!"#$ %&'%"

有人说他生来好命! 呱呱坠地时口中便衔着那柄金汤匙"

,

岁起! 他就跟

在父亲身后! 依样画葫芦地模仿着拳师的招式 ! 比划起了自己的拳脚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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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始读小学的他随家人迁至香港! 从老师口中他渐渐读出了 #国破山

河在! 城春草木深$ 的悲怆与忧愤%

?(+)

年! 母亲为自己最小的儿子打点好

行囊" 那一年!

?)

岁的他只身远渡重洋" 从康奈尔大学& 芝加哥大学! 到麻

省理工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再到普林斯顿大学! 那个写满数据与模型的世界

让他寻到了自我! 成就了自我! 并为这个时代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世纪
%-

年代! 他的 '邹氏检验
.@A3B 27C2;

$ 与动态经济学谱分析方法&

最优控制方法! 让这位年轻的经济学人声名鹊起" 从此! '邹氏检验$ 成了计

量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而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学研究计划更是以他的

名字命名"

此后! 他与刘大中& 蒋硕杰& 邢慕寰& 顾应昌& 费景汉五位华人经济学

'大咖$ 一道! 成为了日后推动祖国宝岛台湾经济起飞的 '六院士$" 那些年!

他不过三十五六岁的样子"

改革开放之初! 他被命运召唤着再次踏上这片让他魂牵梦绕的故土! 率先

把现代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大陆! 并应约成为中国国家体改委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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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来! 他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 为中国经济

学界培养了众多栋梁之才! 被尊为 '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播种者$"

年近九旬! 他与太太一掷千金! 为中国经济学教育捐赠千万美元"

他就是邹至庄! 一位 '不过做了些自己想做& 且该做的事情$ 的著名经济

学家! 一位赢得了几代中国经济学人掌声的学界泰斗! 一位面对来者的敬意习

惯于拱手还礼& 普通话中永远夹着广东口音的白发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