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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经济所先贤榜样 努力攀登经济科学高峰
*

吴敬琏

回想我在经济所工作30年的经历,可以说是感慨万千。值此经济所90华诞之际,我最想说的

话就是,要学习经济所前辈们的榜样,在经济学发展的大道上努力攀登。
经济所号称“天下第一所”,那么,它的宝贵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不在于规模,甚至也不在于

那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在于这个研究所从20世纪20年代建所时起,就汇集了一大批中国最

杰出的知识分子,这批人在追求真理、追求人类福祉这样一个动力的推动之下呕心沥血,孜孜以求,
去研究中国的、世界的经济问题,希望能够有所贡献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

前些年,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王元化先生曾经一再跟我谈起,应该写经济研究所的所史。他心

目中的所史,主要不是聚焦于我们所的研究成果,而是经济所这批知识人的精神世界。他甚至热

情地鼓励一些作家去研究经济所这批人的思想演变历史、他们的际遇和坎坷。很可惜,这些作家

都觉得,要写作这批优秀知识分子的思想史,自己的学问乃至于文字表达能力都还够不上,最后只

好作罢。
在纪念建所90周年的准备过程中,经济所的同仁做了很好的工作,所史的编写也取得了初步的

成果。我读了所史的初稿和后来的简史,才发现我对所史其实所知甚少。如果说王元化先生所熟悉

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那么我所熟悉的就更晚一些了。我到

经济所的时候,刚刚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所以我对所史讲到的前面20多年的历史几乎是一无所

知的。
我在读所史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很多新的知识。比如说,我们所的创始人、主持了我们所26年工

作的陶孟和先生,我就没见过。1954年我大学毕业时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但是我被留

在院部干部教育处当社会发展史的学习辅导员,后来所里派了黄载尧把我换回来。很惭愧,在这次

读所史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我在院部工作两个月时间里所在的文津街3号办公楼还是陶孟和先生主

持社会调查所时修建的,也就是后来中国科学院院部办公楼。在所史短片里也可以看到这幢办

公楼。
对于陶孟和先生的事迹,我也是看了一些讲述中国知识分子这几十年荣辱起伏的文章,特别是

巫宝三先生写的纪念陶孟和先生的文章才知道的。真是了不起! 比如,在抗日战争那么艰苦的环境

之下,社会科学研究所从1939年就开始研究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作为胜利以后向侵略者索

赔的根据,并在1946年出版成书。这项研究开启了用科学方法来计算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损害的

先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巫宝三先生的纪念文章里面,还讲到了解放以后陶孟和先生对于

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特别表现出陶先生有科学勇气的事情,是在1957年错误批判一

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把社会学、现代经济学说成是“伪科学”的时候,陶孟和先生仗义执言,这也是

很了不起的。
在我们经济所的历史中,值得铭记的人和事是非常之多的。像孙冶方所长、顾准研究员的事迹

我们知道得比较多。但其实还有许多我们不太注意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的感人事迹,值得我们去发

掘、去学习。我现在只想讲一位,这就是经济史组的章有义先生。我跟他的接触是从进所以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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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的。他的学问做得非常扎实,在经济史界也是有名的。当时,在于光远同志的指导之下,团支部

定期组织一种业余的沙龙式的讨论会。有一次,我们请了章有义先生来介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像我们这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读经济学的人,对这场论战的理解都是非常简

单表面的。章有义先生对这场论战中各个学派的论点和论据做了客观介绍和分析,我们都觉得很受

启发。可是没有想到,他却因此大祸临头。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有人指责章有义向青年人传播

“托派”的反革命观点,于是他就成了肃反的重点对象。虽然章先生在肃反中没有被查出什么问题,
然而到了1957年,他还是在劫难逃。他被剥夺了副研究员的职称和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直到改革

开放以后才获得平反。他本来身体就很不好,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是拖着一个非常衰弱的、不断

要进医院的、靠吃药维持的病体奋力地进行研究。他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几年当中,写了130万字

的著作,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史方面的一位著作等身的名家。正像上海学术杂志上一篇章先生传略所

说的,“在章有义先生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我国优秀知识分子那种对事业鞠躬尽瘁、不惜一切的

精神”。
最后,我还想讲1959年经济研究所昌黎“试验田”上送“食堂问题报告”事件。这份报告的主要

执笔人经君健是跟我同一年进所的。从经君健后来的研究可以看到,他的历史研究是做得非常周密

细致的。他们在农村的深入调查中发现,在粮食极度紧缺的情况下,强制社员在食堂吃饭对于维持

他们的生命多有妨碍,社员普遍对此啧有烦言。因此,他们写出报告,建议放宽政策,让人们有可能

自愿选择。这份报告导致经济所好几位相关研究人员戴上好几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大

家可以想想,在那个年代,为农民发声写出这样的报告,除了调查研究的功底,还要有多么大的道德

勇气。
因此,我想说,孙冶方和顾准无疑是我们的思想旗帜和学习榜样,但是,除了孙冶方、顾准这样的

标志性人物,经济所还有许多为了推动国家的进步竭尽心力的知识人。他们的思想和事迹都非常值

得我们去发掘和认真学习。
经济所的许多先贤都是大学问家,我们当然要研究、学习他们的学问,从他们的学术成果中吸取

营养。但是我认为,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的时候说得非常有道理,就是“伟大人物在道德人格上

对人类的贡献,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主要还是要学习先贤们为学术献身的精神,
以及认真探索去发现真理、为人民做出贡献的精神。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先贤们的观点并不全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们之间在学术观点上也会存在分

歧,例如孙冶方讲的价值规律和顾准讲的价值规律就不是同一件事情。然而,他们全心全意为科学

进步、为人民利益努力奋斗的心志却是毫无二致的。所以,我想引用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

上的一段话作为我今天讲话的结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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