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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部自述、第一章家世、我的爸爸妈妈、童年、第二章成长、抗战中的磨难、南开中学、大学
教育和学问之道、第三章立业成家、从事铁道事业、爱人赵燕玲、第四章悲惨岁月、稀里糊涂成了“
右派”、下放山东几乎饿死、“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和发配到大同机车厂等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茅于轼：无悔的历程>>

作者简介

茅于轼，1929年出生于南京.著名经济学家，本书传主。
岑科，1975年出生于贵州，199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曾任茅于轼先生的学术助理：现就职
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光华智库主管。
李高阳，1986年出生于河南.现就读于浙江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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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 自述第一章 家世·我的爸爸妈妈·童年第二章 成长·抗战中的磨难·南开中学·大学教育和
学问之道第三章 立业成家·从事铁道事业·爱人赵燕玲第四章 悲惨岁月·稀里糊涂成了“右派”·
下放山东几乎饿死·“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发配到大同机车厂第五章 转向经济学研究·离开铁道
研究院·改变我命运的人·开眼看世界·在澳大利亚教书·学术总结第六章 社会活动·创办天则经济
研究所·扶贫与办学·渐入老境·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和展望第二部 同道第七章 学界往事·经济学探
险·“如兄之友，如父之师”·怀念杨小凯·留美经济学会第八章 播种观念·《择优分配原理》的背
后·经济学传道士·站在风口浪尖第九章 知易行难·天则在民间·一起为穷人办事·公民社会行动者
第十章 生活本色·和青年人在一起·陌生的朋友·平凡是真第三部 立言第十一章 经济原理·择优分
配原理附：茅于轼对择优分配原理的讲解·一般均衡与“金钱万能”·价格万岁·交换创造价值第十
二章 财富本质·财富创造原理·富国与穷国的差别·投机的利弊·财富如何被消灭第十三章 制度解
析·平等——市场制度的基石·有特权即无人权·民主的核心是宽容·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第
十四章 道德思考·从经济的角度看道德·中国传统道德观的不足·建立新的道德观附：茅于轼对市场
经济中非自利因素的讲解·人生的意义第十五章 未结束的争议·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反对18亿
亩耕地红线·建议取消经济适用房·赞同高校学费涨价·人民币升值的障碍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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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6岁，她的丈夫叫戴般若，生了两个儿子。
戴般若很有才，智商高而情商低，潦倒一生，于1969年2月“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终年68岁。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
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
他死得很早，只活了60多岁，我很小时候得知他去世，那时候我们在杭州。
爸爸特地去南京奔丧。
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鼓励我写好字。
每天要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给我一个铜板。
我今天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
她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去世，终年70。
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
虽然家境贫困，但是重视子女的教育。
她的3个儿子都是留学生，女儿是大学毕业生。
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
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她大部分时间和茅以升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舒坦。
我爸爸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他原在唐山交大，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
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
最后走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
回到南京老家，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
本来应该很赚钱，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公私业务繁忙，对修车的需求很强。
但是国民党官僚倚仗权势，强买强卖，没有保护伞做不成生意。
开的修车铺不但没赚上钱，反而被抓去坐牢。
后来他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
那时候茅以升正在杭州修建钱塘江大桥。
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
他主持浙赣、粤汉、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去日本购买机车，去美国引进“二战”的战后铁路物资
。
开办柳江机厂。
他的工作作风是勤劳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
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1950年广州解放后
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正局长都是党员干部）。
这是他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
但是他得不到信任，有职无权。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满腔热情，但是没有可能做成什么事。
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更谈不上做事了。
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享受。
我爸爸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参与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铁路的机车车辆都是外国进口的，各个国家的都有。
各国的标准不同，车辆就无法连接。
比如车钩的高度不同，常常发生列车分离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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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为中国人，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导师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为我们指明那些本该明了、却
被不断搅浑的道理。
　　一一耶鲁大学经济金融学教授 陈志武茅老是“国宝”，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单纯的美誉或者吉
兆，在某种意义上，“国宝”常常带有悲悯性。
　　一一大午集团原董事长 孙大午茅于轼先生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高山景行，永远是我做人与做学问的榜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维迎他半途出家，虽然号称著名经济学家，但在科班出身的张
五常看来，不过是没有受过系统经济学训练的“野路子”⋯⋯我觉得.现在该到了清算茅于轼的时候了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曹建海我对我批评的人：吴敬琏、茅于轼、江平，我也不想一棍子打
死，我对他们抱有一种希望。
我呼吁他们：在你们死之前出来向老百姓道声歉。
　　——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 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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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茅于轼:无悔的历程》：八十余年的人生经历与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尽显一位工程师出身的经济学大
家对平等自由的不懈追求。
他的思想、人格与行动，堪称中国公民社会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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