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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亦师亦友张来武厉以宁先生雅号“厉股份”，可谓家喻户晓，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的学者之
一，也是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
他虽然没有在北大的小课堂给我上过课，但在北大的大课堂，在以“厉股份”到“厉民营”以及“厉
土地”为标志，30多年来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我一直是他的学生。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积极支持推动股份制理论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就与厉先生结下了不解之
缘。
不过当时我是一个数学专家，对股份制的经济理论基础还缺乏研究。
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理解还是在研读厉先生的代表作《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之后。
让我难忘的是，1987年我拿到数学博士之后，没有留在数学系而是选择北大管理科学中心（北大光华
管理学院前身），这是在厉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一生做出的重要决策，厉先生当时就是中心副主任
（主任由丁石孙校长兼任）。
这中间还发生了误会。
因为我当时已是美国《数学评论》的评论员，数学研究的前途看好，和我的师弟张继平同属段学复先
生得意的关门弟子。
我的导师段先生不让我转行，一急之下，冲着当时北大校长丁石孙先生发脾气，他误以为是丁校长让
我转了专业。
近年来，我和厉以宁先生、何玉春师母交往更加密切，这里有我们对北大精神的共同认知。
我对厉先生诗集中《鹧鸪天》“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头。
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
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
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百读不倦。
在这里我也记录我与厉先生和何老师两次在宁夏相聚的故事。
初访宁夏2002年8月7日，厉先生和何师母首次来到宁夏。
厉先生就自治区可持续发展的情况进行考察，并分别在固原市和银川市作了题为《贫困地区发展战略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的报告。
这一年是我在宁夏工作的第四个年头。
在这为期8天的考察中，我陪同厉先生在宁夏实地考察了高新技术发展、节水农业、移民开发和扶贫
扬黄工程，并就国内经济与改革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抵足畅谈。
已过古稀高龄的厉先生再次以他的深厚的经济学造诣，以及对中国经济现状的敏锐直觉与把握能力，
为宁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重要建议。
那段时间，厉先生正重点研究“三农”问题，我当时正在宁夏抓“科技特派员创业制度”的试点，试
图探索一条破解“三农”问题的新路。
厉先生对此给予了热情赞扬。
我与厉先生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上高度默契，使我深受感动，也倍受鼓舞。
我的思绪被拉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校园，重新回到那段中国经济改革风云交会的探索历程⋯⋯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渐进式的变迁，
各种经济改革理论、众多思想流派围绕“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探索，
使得经济学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中最繁荣、最活跃的领域。
从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政
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等不同发展模式之间
的争论与辨析，折射出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
的探索轨迹。
但是，由于改革并没有触动所有制，没有改变“双轨制”的基本态势，因此不能不带来消极的后果。
而且这种做法愈持久，其消极后果也愈严重。
为了克服这些矛盾，我国开始酝酿用价格、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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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厉先生是这个时期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最主要代表人物。
与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改革思路不同，厉先生洞见中国经济转型中
第二类非均衡即缺乏成熟的微观市场主体，也就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
独立市场决策权的企业群。
他从中国非均衡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
厉先生1980年夏提出股份制，他是想通过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培育具有充分活力的市
场主体。
厉先生围绕“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这一股份制核心观点的阐述、呼吁，对
我国经济学学术发展以及我国经济改革的政策取向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Ⅱ向。
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制理论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经济思潮之一，并在我国经济改革实践中证明行之有
效而被广泛接受，1990年末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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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厉以宁老师不仅是一位经济学泰斗，也是一位辛勤的园丁。
厉老师言传身教，教书育人。
在他的培育下，一批又一批弟子已长成材。
桃李飘香，师恩浩荡，为了感激先生的培育之恩，编者筹划出版了这本文集。
《我们的老师厉以宁》以叙述师生情为主，100余位弟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自己和老师以及师
母相处岁月中的点点滴滴，从不同的侧面书写厉以宁丰富而传奇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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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亦师亦友(代前言)白城之行忆事心路厉老师在沾化和厉老师一起研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记厉老师在纽
约的一次讲座重视国情社情的调查与研究师生情，半生缘听雨到清晨正是新承师恩时与老师同行从仰
慕到从学厉老师教我了解中国经济老师发火了厉老师和我的个人“危机”老师与我的人生轨迹毕业20
年感言受益于厉老师的责任观随厉老师在珠江三角洲调研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陪厉以宁、何玉春老师
去巴黎化身红烛勉后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心目中的厉老师厉老师生活轶事春播桃李，秋收硕果厉
老师在浙江我求知路上的引路人师爱无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不怨春迟，独秀寒枝一场春雨催桃李我
跟老师学参政特殊年代里的师生关系在厉以宁先生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会上的贺辞耐心、
信心和宽心中国体制改革的探索者在厉老师身边的点滴记忆我和老师的相识、相知白山松水话发展厉
老师支持我从事成人高等教育学者的学术生命之根本在于创新聆听君子的教诲贺厉老师八十华诞老师
教我做论文学习厉老师经济思想的几点体会在大草原听厉老师讲过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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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心路鲍寿柏我是1965年秋天由江苏宜兴丁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
由于家境贫寒，又是该校建国以来考入北大的第一人，当时在这个座落在太湖之滨的江南小镇上还曾
经引起了一些轰动。
但进入北大不到两个月就传染上急性肝炎被迫住进校医院。
第二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在北大校园引爆，紧接着在年底受到所谓“十二月黑风”和“虎山行小集团”
的牵连，以“攻击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的罪名受到整肃。
1970年3月，全国68、69、70届大学生的毕业证书被取消，我随300名北大清华学生被发配到安徽阜阳
插花镇6377部队农场劳动改造，在春寒料峭中匆匆结束了五年北大生涯。
北大数力系是个大师云集之地，学部委员和名教授之多当时居全国之冠，但我终于和他们擦肩而过。
北京大学从此成了我青春时代破碎的梦。
但是，后来有一个人的出现，又使我的人生道路发生转折，他把我以后的读书、治学生涯和从政经历
又与母校北京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这个人就是厉以宁老师。
那是1984年4月的合肥改革讨论会。
开幕当天晚上，我就到厉老师下榻的江淮饭店卧室，向老师请教了一系列问题，厉老师不厌其烦，一
一作答。
那晚请教的众多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印象最为深刻。
第一个问题.我那时已有数学、管理工程两门专业背景，但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有无可能改学经济学？
老师回答：完全可以。
老师说，以前学传统计划经济的人现在要转向市场经济，是从负数变成正数；你是数学出身，学经济
学是从零开始，没有负数的包袱，你的起跑线更有优势。
他的话使我一下子信心大增。
第二个问题，是向老9币求教学习经济学应如何入门？
我说自己没有读过《资本论》，要不要从攻读《资本论》起步？
老师说：暂时没有这个必要，将来可以再补。
当前，你可从研究现行体制、改革现行体制起步。
他建议我先去读两本国外经济学的著作，一本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另一本是罗斯托的《
经济成长的阶段》。
老师强调说，最重要的，你要到中国改革的前沿去学经济学。
老师的点拨，使我迫切希望探究经济学的奥秘。
在学海的迷茫中经历了多年痛苦徘徊的我，在那一天仿佛重新发现了自我，找到了自我，感到自己的
坐标就在这里。
老师推荐我的两本书当时在国内没有公开出版的中译本，我通过朋友费了很多周折，才从中国社会科
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资料室搞到这两本书的复印本。
等到啃完这两本书，我对老师更加产生了敬仰之情。
因为这两本书赋予了我一种新的视角，使我有可能结合自己已经感知过的东西进行独立思考，在经济
学的前沿得出自己的结论。
从1984年至今这27年里，老师总是将他新出版的著作很快题笺送我，并逐一点拨每本书的精髓、要义
和关键之处。
1984年，老师在送我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与罗志
如合著，厉以宁执笔）这本书时，特别嘱托我注意该书的文笔是用的散文式的笔法，我这才发现深奥
枯燥的经济学著作原来也能写得很优美、雅致，这也是厉老师写作的独特风格。
厉老师的点拨，也使我懂得了经济学的行事和行文要为大众所接受，这对我以后写文章的风格也产生
了影响。
1984年秋天，厉老师应邀为马鞍山市作了四场报告，这四场报告分别是城市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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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报告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转换成生动朴素的语言直接面对社会大众，其中城
市经济学这场报告用股份制剖析和预言了马钢的未来，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将大型国企与股
份制改革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报告在这座城市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我将这四场报告记录整理并在主办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刊登后，不到一个月在全国不胫而走，几乎被全
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媒体转载和刊登，并在经济界和社会各界引发了热议。
这四场报告的记录稿，被收进1988年出版的《厉以宁选集》。
我的人生经历，除了农村、部队农场、工厂漫长的体力劳动和基层工作体验外，真正有了做事的舞台
是1983年10月登上领导岗位之后。
而这以后的岁月又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从事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后15年在地市级领导岗位从政并
主要分管经济工作。
这两个阶段横跨四分之一世纪，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厉老师一直是影响我人
生的最重要的人物。
我所工作的这座城市，传统体制的影响盘根错节，深入渗透到城市肌体的每一根经络。
我就任之始，正是市场经济的风暴袭来之时，传统体制的抵触和顽强抵抗，使这里的改革攻坚几乎无
从下手，改革十年阵痛，这里等于是发生了一场来回拉锯的生死战争。
1996年年底，这座工业重镇的几十个国企宣告破产，政府主导的这场战役，使我这个组织者在那个寒
冷冬天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类似这样的激烈冲突贯穿了改革攻坚岁月的全过程。
我所做的事，就是把握时机，选择突破口，积小胜为大胜，把点变成面，把线变成片，用新规矩取代
老规矩，让新体制逐步取得主动权。
我在这座城市的核心层参与、主导、见证了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全过程。
这实际上也是完成了厉老师交给的一篇作业：这是一篇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年华去实践和身体力行、
用整整15年心血写成的经济学论文。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们的老师厉以宁>>

后记

今年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厉以宁教授80华诞和从教55周年。
厉老师不仅是一位经济学泰斗，也是一位辛勤的园丁。
厉老师言传身教，教书育人。
在他的培育下，一批又一批弟子已长成材。
桃李飘香，师恩浩荡，为了感激先生的培育之恩，我们筹划出版了这本文集，以此为先生80华诞献礼
。
提议编辑这本文集的是车耳与程志强两位同学。
这项提议得到厉先生许多弟子的响应与支持。
多年来，不管是在校还是离校，不管是身居国内还是海外，弟子们都得到厉老师和师母无微不至的关
怀与照顾，其中许多事情真切、感人。
弟子们都希望把这些故事集中起来编撰成书，供大家分享。
厉老师不仅在经济学方面造诣很深，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有重大建树，对诗词、散文，亦有研究。
厉老师还一心关注公益事业，为扶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加之他曲折的人生阅历和所撰写的文章、书籍很多，写这样一位受到世人关注的经济学家绝非易事。
考虑到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已经在多个媒体得到展现，为了避免雷同，经大家协商，每一位弟子以自己
和老师以及师母相处岁月中亲身经历的事来写。
征集到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是经济学论文，而主要是写师生情。
我们把这些文章以作者姓氏拼音为序，汇集成书，取名《我们的老师厉以宁》。
文集编撰过程中，车耳、程志强、蒋承、张文彬四位同学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车耳联系了出版社，并和一些出版社的负责人反复协商、沟通，最终文集的出版得到人民日报出版社
的支持。
由于厉老师的弟子分布在海内外，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业内承担重要的责任，工作繁忙，很难
有空相互间进行直接沟通，程志强和蒋承承担了与撰稿人沟通的任务。
本书封面梅花是师母何玉春所画。
我们要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他们的大力支持，才使得这本文集赶在厉老师80华诞与从教55周年庆典
之前面世。
虽然出自同一师门，但由于每一位弟子的背景各异、各有工作阅历，所以文章的风格也不尽相同。
我们水平有限，编辑时间又短，书中错误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们的老师厉以宁>>

编辑推荐

《我们的老师厉以宁》：七绝广东新兴国恩寺二○○二年六祖堂前悟性生，菩提明镜意中成，此心长
似清泉水，处处无声即有声。
注：惠能(一作慧能)，生于广东新兴，是禅宗的第六祖，也是禅宗的南宗开创者。
他曾做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弘忍认为他深明佛理，便将衣钵传授给他。
清平乐甘肃崆峒山二○○四年台阶几许，百鸟啾啾语。
万物竞生来又去，无序悠然有序。
雨停始见莺飞，花开全赖风微。
乐业安居处处，有为出自无为。
注：崆峒山，在平凉境内，是道教名山。
鹧鸪天迎何玉春来鲤鱼洲一九七一年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
雨后风。
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
注：厉以宁夫妇婚后1 3年一直两地分居，这时终于团聚了。
南乡子重游京郊萧家河一九八二年习暖白云低，漫漫杨花坠人泥，忆昔塘边芳草地，萋萋，风动桥头
卖酒旗。
往事已无遗，又步柳荫过小溪，成片高楼村外起，依依，老树也知岁月移。
注：27年前，即1955年，正值农业合作化之时，厉以宁在此住过两个月，进行毕业实习。
踏莎行登崂山一九八七年细雨无声，山茶开早，娇姿媚态千般巧。
人间不用护花神，春山处处是芳草。
大道无形，何愁天老，和风定有朝阳照。
急流日夜洗河滩，沉沙新积知多少。
注：1987年厉以宁应青岛大学之邀前去讲学，在这期间两次游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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