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民：上他的课，既害怕，也享受

“致敬大师”系列活动之一

的庆祝张薰华先生从教75周年

座谈会暨“经济规律探索”学术

研讨会 11月 8日举行。会前，

“大师风采· 张薰华先生百年人

生”展览揭幕。会上，《规律探索

积思录——张薰华先生文集》首

发。

校党委书记焦扬，上海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徐炯，上海市社会

科学联合会主席王战，上海市社

联党组书记权衡，东华大学党委

书记刘承功，校党委副书记许

征，副校长陈志敏，上海市经济

学会副会长沈开艳，文科资深教

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张薰华

家属宁荫、张晓理等出席大会。

大会由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陈诗

一主持。

焦扬代表学校向张薰华先

生从教75周年表示祝贺，对他长

期以来为党的教育事业、经济学

理论创新和复旦建设发展作出

的卓越贡献表示感谢，并预祝先

生百岁生日快乐。

焦扬表示，张薰华先生是在

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红色理

论家”、著名经济学家，毕生坚守

马克思主义信仰矢志不渝，着力

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打

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

国化”的脉络，学术贡献卓越。

他不惑于表象，不随波逐流，一

生坚持科学、追求真理，终成不

凡成就。他自修育已，师德高

尚，以德行激励培育了一代代新

人，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培

养了不计其数的人才。他用一

生的耕耘和奉献生动诠释践行

了“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

神，把所有时间精力都投入到经

济学教学和研究上，为学校发

展、经济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

献。

焦扬强调，要从以张薰华先

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复旦学人的

崇高精神和理论勇气中汲取力

量，创造发展新奇迹、作出时代

新贡献。要擦亮初心，深入推进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培养更多

具有“国家意识、人文情怀、科学

精神、专业素养、国际视野”的高

素质经济领域人才，为推动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育新人。

徐炯在致辞中指出，以张薰

华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大家名

师所作出的开创性、奠基性贡

献，铸就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

发展，是当之无愧的哲学社会科

学界“瑰宝”。全市广大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者要学习张薰华先

生忠诚报国的高尚情怀，要学习

张薰华先生锐意创新的优秀品

格，要学习张薰华先生为国育才

的敬业精神，要结合新时代哲学

社会科学的使命任务，将张薰华

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的优

秀精神和品格传承发扬下去，努

力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薰华先生与社联有着不

解之缘，长期担任上海市经济学

会会长与名誉会长，对社联工作

给予大力支持。社联委员会不

少重要成员师从先生。权衡在

致辞中代表上海市社联对张薰

华先生表达了崇高敬意和由衷

祝愿。他说，上海社科界要以张

薰华先生为楷模，上下求索锲而

不舍；以先生为楷模，建言献策，

领时代之潮流，发思想之先声；

以先生为楷模，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以先生为楷模，共同

踏上“十四五”时期发展新征程，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做

出贡献。

沈开艳宣读上海市经济学

会的贺信。张薰华先生团结组

织上海经济科学研究工作者和

实践工作者开展经济学研究、应

用、教学与交流，为促进经济学

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

的工作；他担任经济学会会长期

间，兢兢业业，与各界专家学者

讨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新见解，为发

挥学会在推进学科建设和振兴

上海经济中的特有功能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惠风如薰，濡染中

华，衷心祝愿先生身体健康、幸

福、快乐！”

32020.11.15 星期日

广 角广 角

专题报道
编辑/傅 萱

庆祝张薰华先生从教75周年座谈会暨“经济规律探索”学术研讨会举行

七十五载心有所信、经世济民

他毕生致力于《资本论》研究，在国

内首个提出“土地批租”的政策建议。蒋

学模先生曾高度评价，他的研究无论在

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影响深远。学生

说：上他的课，既害怕又享受，80余岁时，

他还坚持复旦的优良传统，在一线为本

科生、研究生上课。

后辈学人亲人眼中的张薰华：

他喜欢“画圈圈”，有批判精神，却像亲人一样

在1977级经济学院校友、清

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

的回忆中，上张薰华的课既让人

害怕，也是种享受。害怕，是因为

课堂内容深入、方法灵活，学生不

容易跟上节奏；享受，则是因为张

薰华透彻的思路和精彩的讲解，

让人“听得如痴如醉”。

课上，张薰华严肃认真，课

后，张薰华亲切负责,朱民如今

依旧记得他用“两个圆圈”解惑

的事情。大学二年级，朱民在复

习考试时，对马克思从抽象到具

体的演绎方法逻辑产生了困惑，

便直奔张薰华家中求解。热情

招待后，张薰华在书桌上用手指

画了一个由小到大的圈，解释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

提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

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扩张和

丰富的逻辑，使全书成为一个严

密的整体。张薰华解释，这就是

“思维具体”。接着，张薰华又画

了一个由大到小的圈，返身解释

了“具体思维”的逻辑思路。一

番开导使朱民顿时豁然开朗。

那一天晚上，朱民兴奋了好久，

还是迟迟不能入睡。“两个圈圈”

反复出现在脑中，奇妙而又神

奇，而“圆圈”中深奥的逻辑也随

之透彻贯通。对张薰华的教诲，

朱民直言：“幸福。”

“思路极其严谨，但时时大

胆创新。”多年后回忆起来，朱民

觉得，这是张薰华对他影响最深

的地方。

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陈诗一

这样评价这位学院老前辈。上

世纪 80 年代，张薰华钻研《资

本论》原著时发现，第二卷中一

些计算公式有误，于是将错误

指出并撰文发表于《中国社会

科学》。在中国理论界，这是第

一次有人敢于指出马克思著作

中也存在着错误。“非常了不

起，很多人可能不认为《资本

论》中会有错误，即使发现了也

不一定会指出，但是张薰华就

敢讲。”陈诗一说。

“以学院为家。”这是陈诗

一对张薰华的另一个印象。张

薰华住在与经济学院一条马路

之隔的第九宿舍，尽管年逾九

十，只要腿脚还灵便，便坚持参

加院里的学术活动，“坐在第一

排和大家一起听、一起鼓掌、一

起笑，就像学院里的在职教师

一样。”

随着年龄增长，他腿脚逐

渐不便，去学院的次数渐渐少

了，然而每当院里晚辈去他家

中或医院看望时，他总会细心

询问与学院发展相关的问题，

看望结束后，总是雷打不动地

坚持把大家送到门口。

有一次，陈诗一去医院探

望，当时张薰华已躺在病床上，

仍坚持要送，“我们不同意，但

是他很坚持，自己起身，一直走

到病房门口送我们，对后辈、对

待年轻人，他就是这样充满着

关爱。”

“真的像亲人一样。”经济

学院院长张军一提到张薰华，

也是这样的亲切感受。2006
年后，张军搬入第九宿舍，和昔

日恩师做了邻居，在菜场经常

碰见老师和师母一同买菜。每

每偶遇，张薰华夫妇总叮嘱他：

“每天要吃个番茄、吃点豆腐。”

张 军 第 一 次 见 张 薰 华 是

1981 年，他刚刚考入复旦，那

年经济学系还名为“政治经济

学系”，位于今天的校史馆所在

地。开学典礼上，时任系主任

的张薰华穿一袭浅蓝色的中山

装，带着江西口音，温和地向新

生致辞。那一抹浅蓝的身影令

张军铭记至今。

直到研究生阶段，张军才

修读了张薰华开设的专门《资

本论》课程。课堂上，张薰华庖

丁解牛般剖析马克思理论体系

的方式让张军耳目一新。这门

课张军最终获得了 96 分。前

几年他才得知，原来平日里感

情不外露的老师竟然将自己的

答卷保存了下来，六页考卷至

今都没有褪色。这份考卷现在

“物归原主”，张军珍重地将它

保存在书房里，“作为一种鞭策

和激励”。

陈诗一：非常严谨，是一位带有批判精神的学者

张军：“真的像亲人一样”

“‘科学’和‘规律’两个关键词，概括了张

薰华先生一生从事《资本论》研究的追求，也体

现了他对后学的影响。”张军说。

“每当遇到困难，我父亲总想起当年地下

组织负责人、化学系学长陈以文的告诫：勤学

习，勤工作，勤交友。正是这‘三勤’激励着他

攻坚克难。”张薰华之子张晓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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