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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往来!经由刘遵义引荐!便加
入了这个团队 ! "毕竟那个时
候! 在北美懂中文的经济学家
没有几个#$ 再次踏上故土!萧
政心里 "有些紧张 !也高兴 !更
兴奋%$

回想起那个夏天的北京 !

萧政只用 "不得了 % 来形容 &

'讲起来很神气啊 ! 我在颐和
园讲课$ 事实上! 教室是寺庙
改的$ 而中国的传统寺庙多三
面是墙! 只有一面墙壁上开有
门窗! 所以整个房间是不透风
的 ! 里面的人就只好汗流浃
背 $% 在那个对于中国社科院
这样的单位而言! 计算机也是
稀罕物件的年代! 空调只好被
摆在心里$

个人的授课任务结束后 !

社科院安排美国专家在国内转

一转(看一看)萧政心心念念要
去云冈石窟!最终却未成行!后
来上海 (西安 (无锡走了一圈 !

眼前故土待兴的图景让他心
痛* 转变必然是从观念上开始
的!那一年!萧政提着行李走进
一家旅馆! 大堂两边坐满了的
工作人员却对他视而不见 !毫
无服务意识* 用萧政自己的话
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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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站在北京街头
的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今天
的中国可以发展成为如此的模
样* #六年后!再次回到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术交流! 从擦肩而
过的路人明显加快了的脚步和
脸上挂着的憧憬中! 萧政已然
读出了周遭正在发生着的巨大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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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萧政终于得偿所
愿 !一睹云岗石窟的风采 * 从
此 !大漠深处的莫高窟便成了
下一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所在 *

真正自由的灵魂 !总是不情愿
被时空裹束着前行 * 读中学
时候 ! 少年萧政被瑞典探险
家 斯文+赫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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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楼兰遗址的传奇故事深
深地吸引 ! 他曾立志 & '将
来也要成为考古学家 #* 几十
年后 ! 儿时的梦依旧是个梦 !

至少一直被小心翼翼地埋在
心底*

上世纪末! 在大洋彼岸求
学的一代华人经济学者当中 !

很多都曾寻求过萧政的帮助 *

萧先生几乎有求必应! 却从不
认为自己曾施恩于那些年轻
人! 他的言说淡泊如水&'那是
因为我比他们老啊! 我只是做
了件顺水推舟的事情! 核心还
是这些年轻人自己优秀! 其实
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
学生是非常努力的! 但是很多
时候就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

如果对方认识我! 我没有道理
不替这些孩子讲上几句话 !也
谈不到帮过谁* #

淡然如此 !他却时常将那
句 '中国经济学教育不应忘记
邹至庄教授 #挂在嘴边 * 很多
人说今天的美国正在走向衰
落 !但萧政认为美国的高等教
育依旧是领先世界的* 最初的
那段岁月里 ! 无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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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至庄留学计划 - 把年
轻人送去大洋彼岸接受系统
的现代经济学训练 !还是 '福
特班 #把 '洋师傅 #请进国门 !

送来原汁原味的现代经济学
教育 !无疑是邹至庄先生重新
搭建了中美经济学学术交流
之桥 * '恐怕也唯有以邹先生
的学术地位和社会活动能力
才能完成这样的事情 !我想做
都没有办法* #说完!萧他依旧
是淡然一笑*

为什么钱学森.邓稼先.华
罗庚甘心放弃美国优越的物质
生活! 回到彼时百废待兴的祖
国! 甚至就此一头钻进大漠深
处/ 思来想去!萧政认为!如果
一定要给这些行为一个解释 !

答案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
长. 生生不息的延展力和生命
力*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和熏陶! 潜移默化中赋予了华
人独一无二的身份与文化认
同* 他说&'我在美国生活了几
十年! 却每每看到中国学生都
会觉得亲切!原因也讲不出来*

我的小孩子都是在美国出生 .

长大的* 读小学.中学时!他们
的朋友还是各种肤色的! 可是
到了高中.大学时!他们交的朋
友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华裔 .

东方人* #

!到了我这把年纪 "

已 经 不 需 要 礼 物

了 " 而是要把东西

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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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厦门大学王亚南
经济研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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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 从
此!每年

7

月.

89

月!萧政都会
如约从大洋彼岸飞来授课!'旅
途难免比较辛苦! 但是能够经
常回国看看 ! 总是非常高兴
的#* 最让他感到振奋的是!每
次回来! 都能感受到这座美丽
城市的成长与蜕变* 对于这一
点!厦大西门作为游人进出'中
国最美校园#的通道!其画面的
变迁正是这座城市治理能力不
断提升的缩影和佐证*

萧政眼里的厦门! 早已不
再是祖国东南沿海的那座边
城! 而是属于全中国人民的美
丽鹭岛* 走在厦门街头! 可以

听到 '南腔 # 和 '北调 #! 偶
尔一句闽南乡音入耳! 萧政只
觉得全身都舒坦了! 怎一个亲
切了得*

常言道!'无利不起早#* 事
实上! 萧先生在厦大付出的辛
苦却常常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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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 萧政拿出自己的课酬所
得!以其父的名字命名!在厦门
大学设立'萧铮助学金#* 每年
资助四名特困学生在厦大求学
期间的生活费用! 其中三个名
额分配给需要的本科学生 ,专
业不限! 其中一位为少数民族
学生-!一个名额定向留给王亚
南经济研究院有志于学术研究
的研究生*

萧铮先生乃民国名士! 被
誉为 '近代地学之父 #* 他早
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 后获韩
国建国大学荣誉经济学博士学
位 ! 为民国 '扶植自耕农运
动 # 的实际发动者和领导人 *

萧政说 ! 父亲虽为经济学博
士 ! 却是私塾里走出的学问
家! 早年不曾研习数学! 其所
受训练与现代经济学教育大相
径庭*

对学生!萧政敞开双臂.慷
慨解囊*而对来自弟子的礼物!

他却只留下那份心意* '到了我
这把年纪!已经不需要礼物了!

而是要把东西送出去* #有学生
请他转交礼物给萧太太! 他总
是欣然受之!恭敬拍照!然后完
璧归赵*太太收到了照片!礼物
也就算带到了*

萧政在厦大的日子! 永远
被教学秘书塞满了各种各样的
活动&为研究生授课.与教师交
流. 和学生面对面地在茶歇时
沟通* 忙归忙!他却乐在其中*

'我很怕退休的!因为不知道退
休之后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携
手走过几十个年头! 萧政对太
太安排生活的能力很是佩服 *

'即便退休在家 !小日子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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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期间 #与克

莱因夫妇合影 #

左二萧政$

"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王光美女士来颐和园讲习班 !探班"$

左一为张守一#右一为林少宫#右二为吴可杰#右三为关淑庄#右四为王光美#

右五为萧政$

#

萧政三十多岁

时执教多伦多大学#

经刘遵义引荐# 来到

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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