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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学术生涯 一生为教书育人

一深切悼念胡寄窗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 民革党员、 原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
师胡寄窗先生， 于1993年8月4日上午8时在寓所病逝， 享年91岁。

胡教授是我国当代中外兼通、 古今兼擅、著述宏富的著名经济学家。在近70年的学术生
涯中， 胡教授著作等身， 成就卓著， 先后出版中、 英文学术著作15部， 发表了大量学术论
文， 共计达800余万字。 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胡教授焕发新的学术青春， 发表各种
论著近600万字。

胡教授早年留学回国后， 就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 抱着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念，
潜心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经过几十年的辛勤耕耘， 胡教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系统
发掘和整理了中国自先秦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长达3000多年的经济思想， 在许多方面填补了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空白， 为创立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的代表
作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以丰富翔实的资料、 恢宏周详的体例、 精湛透彻的分析， 从历
史沿革角度对中国历代主要的经济观点、 经济思想、 经济政策、 经济制度及有关的人物从经
济学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评述， 并与西方同期有关思想和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 科
学地论证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丰富内容和光辉成就， 说明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经济
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胡教授的上述成果被公认为是学术界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臣作， 在中外学术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很大的影响。＜＜中国经济思想
史＞＞下卷及＜＜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分别荣获198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和
1988年财政部优秀教材一 等奖。胡教授集上述儿部代表作之精华而作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简
编＞＞荣获1988年国家教委全国文理科优秀教材特等奖， 此书是22个特等奖中的唯一一 部经济
学轩作， 这部书同时还获财政部1988年优秀教材荣誉奖。

胡教授的大部分论著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的。他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
成就＞＞ 一 书， 第一 次对中西经济学说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影响。 «政治
经济学前史» 一书， 创造性地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丰富了世界古代经济思想的内涵， 撼动了
经济学说史研究中 “欧洲中心论” 的传统观点。＜＜当代西方基本经济理论» 一 书获第一届北
方十五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一八七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 一书由中共中央
组织部列入«当代中青年干部必读精粹＞＞， 并获1992年国家教委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全国优
秀教材奖。 « 中国财政思想史＞＞ （合著） 一书被学术界认为是第一部从古到今、按历史顺序
完帐而系统地研究我国三千多年来财政思想发展与演变的学术专著， 填补了本学科领域的空
白。 该书对历代财政思想、 政策、 制度及著名思想家和历史人物的财政观点作了深入的研
究，揭示了中国财政思想史发展的特点及规律。 尤值称道的是该书在研究方法上一是批判地
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对同期中西财政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二是本着古为今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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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r/肿， 既币视分析传统财政思想对后世的延承）3系， 义让心！I1_lA f,·？心思想中的精华以为现实
经济服务， 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这部60余万字的著作荣获1990年第四
屈中国图书奖等奖， 并获1992句－第汕1}全国财政系统大中女优秀教材朵普奖（最高奖）。
1991年， 胡教授又出版了＜＜经济理论歧见的剖析＞＞和＜＜西方经济学说史））两部著作。＜＜经济
押论歧见的剖析＞＞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委员会资助出版。 该书对我国经
济理论中许多长期、广泛争论的执点问题以及围绕这些问题所产生的各种思想观点作了探
入、科学的理论分析， 揭示所争论问脏的歧见中哪些观点、概念、 范畴有维续进行探讨的价
值， 而哪些则是缺乏理论依据、 理解错误而徒增思想混乱的所谓歧见。对所争论的热点问题
及其有关的概念、 范畴进行科学的甄别， 剔除一 些无谓的或意义不大的讨论， 使理论研究集
中到歌耍的、 有意义的分歧点上。 该著作获1990一一1991年度上海财经大学优秀科研成果
奖。 ＜＜ 西方经济学说史》是为本专业的博士生、 硕士生编撰的教材，被认为在内容、体例及
分析上均有别千本学科的其他教材而有创新意义， 在学术界引起广泛注意。 为了向世界介绍
中国经济思想， 胡教授亲自用英文撰写出版了<<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Before the 
17th Century））和« 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两部著作， 引
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 美国学者詹姆斯 张在美国著名杂志«政治经济学史＞＞1990年第4期
上撰文评曰： ＜＜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向英语世界系统地
介绍了大萤中国经济概念、经济思想以及有关中国传统的生产、分配和财政等问题， 其中有
些概念和问题同欧美的极为相似， 而有些概念和问题则是无与伦比的中国特产。使人领略中
国古代丰富的经济思想。 詹姆斯·张还将胡教授提出的儒家思想的重视伦理和道家思想对物
质发展的消极主义是中国历史中不能萌发出自生的资本主义的思想障碍的观点与德国社会
一一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结论相提并论，将其概括为 “胡寄窗一一韦伯假说” 。詹姆斯·
张最后认为， 这部著作博大精深， 包罗万象， 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它的出版将在经济学
说史的学者中打开东西方重新对话的大门。1992年， 胡教授又承担了国家村学社会科学 “八
五” 规划重点课题＜＜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任务， 致力千在这新的领域进行开创性的科
学研究， 旨在建立1949年以来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完整体系， 填补这一 学术空白，，此外， 胡
教授也十分注重研究现实经济问题， 近些年来在＜（经济研究》、＜G经济学动态»、 <《 学术丿j
刊＞）、 «: 经济评论汃 ＜＜财经研究»笘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 从各方面对中国
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进行探入研究， 提出政策建议。 其中许多论文及观点被＜＜新华文摘»等
全国各类报刊广为轧载， 具有广泛的影响。

胡教授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成就恢宏， 在教学上也是硕果累累。初教授早在1927年就开始
教学生涯， 今年是他从教66周年。 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 胡教授先后讲授过经济学原理、 高
等经济学、国际贸易、 财政学、 货币银行学、 西洋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计划经济学、
中国经济思想史、外国经济学说史、 当代西方经济学等课程。胡教授在教学上的突出成就首
先表现在他第一 次系统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 并于1979年在上海财经学院开办了由全
国各大专院校20多名骨干教师参加的 “ 中国经济思想史教师进修班” ， 为这门课成为全国许
多大专院校经济学专业的必修课奠定了基础。胡教授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及
经济学说史专业两个博士点的导师， 并担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生导
师。 胡教授的 “ 中国经济思想史” 专业博士点的条件和水平被学术界公认为是国内 一流的，
在国际上自然也是先进水平。在外国经济学说史方面，胡教授的造诣及学术成就在国内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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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尤其是胡教授从经济学科发展和培养学术通才的大局考虑，在80余岁的高龄(1986年｝
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建议设置中外结合的 “经济学说史 “ 博士点。胡教授积几十年治学和教

育之经验， 纵观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历史和现状， 并根据世界范图内经济学互相融合的发展趋

势以及我国一直存在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外国终济学说史两个专业分立的不合理状况， 倡议

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的教学应该互相结合， 旨在培养中外兼通的经济学专业人

才， 并有利于将中国经济思想融汇到世界经济学说的发展中去。1987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批准设立由胡教授为导师的中外结合的经济学说史专业博士点（试点）， 这在我国学科建

设、博士点设置及学位研究生培养方面均属创举。这 一教学特点， 一 方面有助于在与西方经济

学说的比较研究中进一步发掘、整理和总结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优秀成果，有助于向国外

介绍和宣扬中国经济思想并及时总结当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另 一方面则有助于将对外国

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引入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点上，建立在为中国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借鉴的基点上， 克服或避免盲目移植西方经济学说的弊病。总之， 这一特点为培

养中外兼通的经济学人才创造了条件， 也为青年学者在中外兼通的学术基础上发展中国社会

主义经济学开辟了一条科学的途径。胡教授以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 一人担任

两个博士点、一个硕士点的导师， 培养了大批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胡教授作为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及经济学说史专业博士点的导师及学科带头人， 对这两个专业点的进一

步发展作出了规划， 主要思路是： （1）继续保持本专业点的全国一流水平， 站在本学科发

展的前沿，对这一 学科的发展起导向性作用。(2)在国内 一流水平的基础上， 进一步向国

外拓展，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使国外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思想有更全面的了解，扩大本专

业点的国际影响， 吸引国内外学者到本专业点进行博士后科学研究， 同时也使本学科的发展

在国际上吸取更多的思想养料。(3)在进一步对古、近代经济思想作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将研究重心向现代、当代延伸， 适时地总结、归纳、分析现代、当代大量涌现的经济思想和

理论，使本学科的发展贴近现实， 适应“三个面向 ” 的要求， 从较高的理论层次对中国社会

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4)进一步在教学、科研中加强中外经济思想的

互相结合和交融，拓宽研究领域， 将现在的中外经济思想（学说）两个研究方向完全融合起

来，培养出高质量的中外兼通的 “ 通才型“ 学术人才。

胡教授还经常为本科生举行各种专题学术报告，对大学生在思想、．学业上进行指导。此

外， 胡教授还不辞辛劳地指导本校青年教师以及外校许多慕名求教的青年学者， 表现出他的

关心青年、诲人不倦的高尚风范。胡教授教书育人， 为人师表， 德高望重， 桃李满天下。由

千胡教授为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他光荣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89年），

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1989年）， 并首批获得国务院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专家殊誉。
除了教学、科研以外，胡教授还担任了 一定的社会工作。1980年， 胡教授发起成立了中

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连续当选为第 一、二、三届会长， 并一直荣任名誉会长。胡教授还是中
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理事。他还积极参加民革中央的工作及民主党派的活动，在与海
内外各界爱国人士的联谊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教授在其一生中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
主义事业始终怀着坚定的信念。他热爱祖困， 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路线，以马克思主义指
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他将自己的全邪身心献给了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胡寄窗教
授的逝阰是我同纾济珅论界、文化教有界的币大损失，但他一 牛弹粘竭力所创造的珅论成果
和他的治学精神、学者风范， 将对我国的笐济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产生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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