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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史 !世界经济史研究方
面的学术地位"# 由此可见$蒋
学模在这方面是幸运的# 更为
幸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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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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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夏得以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
习政治经济学# 人大是我党最
早建立的第一所正规大学# 当
时能进人大学习 $听从苏联专
家讲课$可谓一种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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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

起民 !耿化敏 "#苏联专家与中

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理论

课 程 的 建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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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学教研室任教的苏联

专家有阿尔玛佐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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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
蒋学模只有

'&

岁 $ 据有些老
师讲 $ 与其他一些年轻学员
不同 $他那时已经是讲师 # 在
人大两年学习期间 $ 一方面
是学习 $ 另一方面是著书立
说 $先是写了一本 %政治经济
学讲话 &$

("%&

年在开明书店
出版 $ 后又补充进一些新的
内容 $ 以同样的书名在青年
出版社出版 ' 蒋学模后来在
政 治 经 济 学 领 域 (大 名 鼎
鼎 )$其实在那时就已经鼎鼎
大名 $ 要知道那可是在解放
初期 '

不仅在人大取得了正统的
(马克思主义者 )的学历 $而且
后来还得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
导人的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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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蒋学模与方方 +王慧德 ",陈道
一起编写了%政治经济学常识&

+学术杂志出版社 (

&%'+

年出

版"$ 据说毛主席给予称赞$并
于

)"%+

年
+

*

,

月间接见了蒋
学模$(可以说$ 蒋先生很早就
红极一时!名声远播)+周秉腾"

*沉痛悼念蒋学模老师+(,特区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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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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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蒋先生
在 %对话 &中曾将 %毛泽东思想
研究大系*经济卷&+上海人民

出版社
&%%,

年版"列入主要著
作清单$并专门介绍了(毛泽东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
谈话记录)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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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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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
见蒋先生当时在中国经济学界
和政界的地位'

蒋先生在全国政治经济学
学科的重要影响还体现为 $在
原国家教委的倡导下$ 共同创
办设立了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

)",%

年$北京大学+主要代表人物胡
代光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宋

涛教授 !卫兴华教授 "!南开大
学+滕维藻教授!谷书堂教授"!

复旦大学 +蒋学模教授 "!武汉
大学 +谭崇台教授! 曾启贤教
授"!吉林大学+关梦觉教授!张
维达教授 "!厦门大学 +吴宣恭
教授" 等

,

所部直属大学组成
了会议领导小组'同时$参加筹
备成立研讨会的还有两所地方
综合性大学-辽宁大学+首任辽
宁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九
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教
授 "!黑龙江大学 +副校长熊映
梧教授"$与会成员还有中国人
民大学余学本教授! 北京大学
陈德华教授等'经过

/$

多年的
发展$ 已成为颇有影响力的中
国理论经济学三大会之一' +孙

咏梅",卫兴华传'(江苏人民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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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在此期间$宋则行教授曾多
次参与研讨会 $与各位学者友
谊深厚 ' 宋则行尊称宋涛为
(宋老 )+其实宋涛只比宋则行
年长三岁 "$ 宋涛则称宋则行
为(小宋)' 记得有一次在山东
大学开会 $ 会后集体登泰山 $

(宋老 ) 一直冲在最前面 $(小
宋 )等一行人紧随其后 $弟子
们众星捧月般跑前跑后 $在南
天门形成了一道风景线' 也正
是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中 $我有
幸当面结识了仰慕已久的蒋
先生 $并与先生在昆明的世博
园合影留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通俗化"大众化#

的著名经济学家

蒋先生曾说过$ 自己最看
重的作品有两部-一部是%基督
山伯爵 &$另一部是 %政治经济
学教材 &$并戏称 $这两本书可
以代表他的一生' 搞政治经济
学的人都知道 $ 上世纪

,$

年
代$ 全国最具影响的政治经济
学教材有两类- 一类是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通俗读本 $首
屈一指是蒋先生的 %政治经济
学教材&.一类是文科和财经类
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比较有代
表性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的 (宋
涛本 )$复旦大学 ,厦门大学主
编的 (南方本 )和南开大学 ,辽
宁大学主编的(北方本)' 这些
教材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在粉
碎 (四人帮 )后拨乱反正 ,全国
渴望政治经济学教材 +特别是
社会主义部分 " 的形势下 $这
两类教材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

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 $

影响了中国几代经济学人的
成长 '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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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在国家教委召开
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工作座谈

会上$ 与会各校政治经济学专
业人士纷纷呼吁组织编写适合
专业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
部分教材'经过酝酿讨论$北方
和南方有关高校商定分北片和
南片进行协作编写社会主义部
分教材'南方院校

)*

所大学由
复旦大学蒋家俊教授, 厦门大
学吴宣恭教授担任主编$ 史称
(南方本)$ 由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

!

社会主义部分 *南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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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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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出版第四版$见洪远朋)

曾天章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

义部分.$南方本& 四版评介'(

,学术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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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
)'

所高
校由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 ,辽
宁大学宋则行教授担任主编 $

辽宁大学章宗炎教授, 南开大
学朱光华教授担任副主编 $史
称 (北方本 )$由陕西人民出版
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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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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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第
一版 $

)""%

年参编单位扩大
至北方

)1

所高等院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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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九版扩大至全国
'"

所学
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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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书堂)宋则行主编,政

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分 (北

方本 & *

&%02

年修订本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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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本后记 +(陕西人

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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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国家教委政教
司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拨
乱反正的要求$ 组织一部分高
校教师集中到北京编写三门政
治课的教学大纲' 蒋学模任政
治经济学教材大纲编写组组
长' 两个月后$编写出%政治经
济学教学大纲 &+征求意见稿 "

发至全国高校试用和提出修改
意见' 同时$委托复旦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根据大纲编写教
材$ 主要供理工农医和部分文
科系科作为政治理论课使用的
教材$ 财经系科作为专业基础
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则另
有安排'

!

毛增余",与中国著名

经济学家对话 '$第三辑 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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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 $

全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两部分$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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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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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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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我 本 人
)",,

年 到
0$)'

年一直参加社会主义部
分 (北方本 )的编写修订工作 $

前后历经
0%

年 $通过比较 (北
方本)与(蒋学模本)$我发现其
中有一些共同特征- 一是这两
部教材都是始终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同时顺
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 $

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 为中
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 二是这两部教材都坚
持编写了相当长的时间$ 社会

主义(北方本)前后历经
'%

年$

大体每三年修订一次$(蒋学模
本 )前后历经

0%

年 $大约每隔
两年修订一次. 三是教材的适
应面比较广$ 社会主义 (北方
本) 除用作全国文科和财经类
教材用书$

)",*

年起还被国家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确定
为全国高等教育财经类自学考
试用书$(蒋学模本) 除作为理
工农医和部分文科科系政治理
论课教材外$还得到国家教委,

中共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
治部的推荐. 四是发行量都比
较大 $社会主义部分 (北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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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0$$'

年发行逾
)%$

万册$ 这在全国专业类教材中
似不多见$(蒋学模本) 作为政
治课教材更是创(天量)发行纪
录$ 累计发行

0$$$

多万册$估
计在世界教材发行史上也有一
拼. 五是都获得了一些重要奖
项 $ 社会主义部分 (北方本 )

)",,

年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

)""0

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
材一等奖,

)""+

年获得国家级
教学成果二等奖 .(蒋学模本 )

曾获得
)""+

年普通高等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第三
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国家教委
一等奖 ,

)""%

年和
)"""

年上
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除此之外$ 我觉得在两部
教材编写过程中还有很多值得
后人学习之处- 一是主编的个
人魅力$ 社会主义部分 (北方
本 )历经

'%

年长久不衰 ,队伍
不散,成果不断$主要得益于两
位主编的精诚合作和互相支
持'两位大师的合作堪称佳话-

从年龄上$ 宋则行比谷书堂年

长
,

岁 . 从资历上 $ 宋则行
)"1)

年入南开经济研究所 ,

)"1%

*

)"1,

年在剑桥大学三一
学院学习$ 取得经济学博士学
位$ 成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终
身会员$谷书堂

)"1*

年入南开
经济系学习$

)"%$

年留校任教$

但宋则行一向为人谦和$ 做人
低调$对母校南开一往情深$对
谷书堂尊重有加$ 谷书堂也尽
显大师风范$敬宋则行为师长$

凡事均与他商议' 正是两位经
济学大家的博大胸襟和情怀 $

遂使 (北方本 )教材编写顺利 $

编写组气氛和谐' +林木西",学

贯中西)*史学论+ 结合的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家宋则行 '(,辽

宁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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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相比而言$因(蒋学模本)

主要由复旦一家承担$ 似乎合
作相对容易$但主编责任重大'

据蒋先生回忆$ 第一版由
"

个
人编写$初稿写得很快$但主编
统稿任务繁重$ 历经一个多月
时间才交付出版' 从第二版起$

主要和伍柏麟两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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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学模教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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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由于蒋先生的人
格魅力和出色的组织才能 $遂
使教材与时俱进$不断生辉'

二是大师风范$甘为人梯'

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在教材
建设的同时促进队伍建设 $在
教材编写过程中促进中青年学
者茁壮成长' 我本人从中获益
匪浅' 我

)"+,

年入学,

)",0

年
读研究生$ 学的都是政治经济
学$从

)",0

年起担任宋先生的

蒋学模曾

经在复旦大学

,文摘'担任编

委( 并在上面

发表了不少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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