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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是我所敬仰的一位学术伟人。
他的品格，犹如高山上的一棵青松，伟岸挺拔、高耸人云，使人景行仰止。
马老曾为友人题过“碎身粉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的联语，这是他的人格和精神的最好写照和
概括。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老的英名将永留青史，是千秋万代学习的楷模。
我长期在浙江省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下主持这项工作。
我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认识马老、走近马老的，并为他的远见卓识和人格魅力所震撼和折服。
自此，我决心弘扬马老精神，并将此列为毕生追求的目标。
1993年9月，在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华人口奖授奖仪式上，尽管马老已经仙逝，仍然众
望所归被授予特别荣誉奖；我则因领导和同志们的关爱，评上了工作奖，被授予奖杯、奖状和两万元
人民币的奖金。
我的名字和马老同列在一张授奖名单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无上荣誉。
我当时暗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为马老和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做几件实事，我想这是我学习
马老、弘扬马老精神的最好行动，也是我对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支持帮助最好的
回报。
十多年来，我丝毫不敢懈怠，一直兢兢业业，在大家的支持和关心下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与一
批有识之士共同倡议，以国家授予我的两万元奖金为基础，结合“化缘”和募集来的资金，创办了马
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
如今，基金会运作良好，已经有能力开展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二是与有关单位合作拍摄了一部反映马老生平业绩的电视剧《马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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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近马寅初》主要介绍马寅初。
马寅初先生是一位横跨19和20世纪的伟人、巨人。
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学家，晚年更以《新人口论》一文彪炳史册，在国内、国际获得极高
的声誉，受到世人的敬仰，成为国人的骄傲。
 《走近马寅初》所收录的文章范围较广，涉及马老行实的方方面面。
这些文章绝大多数为作者们亲见、亲历、亲闻之作，内容翔实可信，文字不事雕饰，朴实无华，但感
情真挚，清新可诵，使我们与这位可敬的老人拉近了距离，读者通过阅读《走近马寅初》自会体会到
《走近马寅初》的史料和文献价值之所在，对学习和研究马老的思想、为人和他的治学、追求真理的
精神，会有很多启发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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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马首是瞻一个赤诚的爱国者《马寅初传》序一生研究经济坚持真理不渝我对马老的认识和友情马寅初
先生的硬骨头精神回忆同马老接触的日子马寅初先生言行纪实忆马寅初先生二三事历史人物马寅初马
寅初先生所树立的光辉典范缅怀马老师对我的教诲回忆马寅初先生马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经济战线上
的老帅访问马寅初人口问题的先知者——回忆马寅初先生马校长视察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写出不朽
名篇缅怀我的祖父马寅初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恩怨怨梅岭顽龙劲松长春桃李齐芳马寅初先生在
重庆大学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蒋爱国斗争一代师表——怀念马寅初先生马老寅初轶事岳父和黄炎培先生
的诚挚友情祝寿会风波马寅初先生被扣经过被囚息烽冯玉祥题写“寅初亭”珍贵的情谊细微之处见精
神——忆马寅初先生在沙坪坝怀念寅初师忆马寅初教授的教导难忘的会见——怀念马寅初先生记马老
来交大作报告一我与马老的一次“亲密接触”墓庐的灯光1949年在烟台港迎接马寅初等民主人士未名
风骨“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马寅初校长和北大学生的深切情谊我所了解的马寅初先生马寅
初校长就职典礼简朴无华马寅初校长在北大回忆马寅初和江隆基回忆马老的二三事在大饭厅听报告—
—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活(节选)马校长请我吃饭——北大往事未名风骨回忆我们的老校长马
寅初先生永远的怀念马寅初二进北大前后难忘的挚爱——马老为我联系医院治病和校长马寅初相处的
日子马寅初校长拦住我们做广播操马老在斋堂背背篓我眼中的马寅初中国“布鲁诺”的悲剧母校之魂
——追忆马寅初校长永远的马寅初浙江大学马寅初先生百岁寿辰庆贺会文章(选摘)我所知道的马校长
点滴马寅初校长在浙大(节选)马寅初对浙大的特殊感情缅怀马寅初校长亲友忆往怀念我的小爹马寅初
忆马寅初先生忆1937年与外公在庐山父亲的治学精神回忆与叔父马寅初在一起的日子人生得一知己足
矣往事如烟忆外公和马寅初先生共事的几点回忆忆马老在莫干山的休养生活小叔的吩咐：生育一定要
有计划小爷爷送我结婚礼物珍贵的来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深切怀念马寅初先生马寅初先生三次故
乡行一次特殊的接待陪同焚书的年代我与马老的二三事伟人岁月常忆怀——访马寅初先生的保姆马凤
仙我的小爷爷马寅初在纪念馆听到的马老的小故事我在“小爷爷”马寅初身边的日子马寅初后期生活
片段附录附录一：马寅初自述(四篇)谈谈我锻炼身体的体会我学习俄文的目的和经过我的哲学思想和
经济理论重申我的请求附录二：北大之精神附录三：新人口论附录四：马寅初传略附录五：马寅初生
平年表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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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先父马寅初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于1982年5月10日逝世。
缅怀父亲坎坷的经历，他不畏强暴，为民族的解放、祖国的前途而斗争不息的精神；坚持真理、刚直
不阿的品德；爽直诚实、平易近人的性格；以及注重实际、学以致用的治学态度等等，至今仍激励着
我们。
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仍历历如在眼前，使我们终生难忘。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治学精神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密切联系实际，针对现
实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通过分析研究，提出个人的见解和解决的意见；写成文章，公
开发表。
他的文章，大部分偏重于应用经济学方面。
二是高瞻远瞩，从现实情况出发，着重讨论其发展和未来可能的问题，提出有利于国计民生，有长远
意义的战略性措施。
三是敢于直言，言人之不能言，知难而进，坚持真理。
他著作很多，成本成册的近二十种，至散见各报刊的论文就难于统计了。
他一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专业人才，对祖国经济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
他发表《新人口论》前后的艰难经历，以及70岁高龄学俄文的顽强精神令人景仰，使我们至今难忘。
50年代中期，人们还没有注意人口问题。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以后，父亲三次去浙江视察，发现农村儿童特别多，他开始注意到中国的人口问
题。
1955年，父亲到杭州、宁波等地视察回来，感到中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便开始研究古今中外有关人
口问题的资料，并结合上海、江西、江苏、山东及北京等地具体情况，写成一篇《控制人口与科学研
究》的论文，准备在人大第一届第二次会上，以提案的形式提出。
在提案提出之前，为集思广益，他先在人代会浙江小组会上发言，听取意见。
这一提案冲破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人口不断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教条，和当时我国
领导人关于“人多是好事”、“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看法相违，因此遭到非议，甚至有
人要进行批判。
但父亲认为不应该死板地学习苏联的经验，必须要联系中国的实际，因此他并不灰心，决心继续深入
调查研究。
经过整整五个年头，父亲终于在1957年6月写出《新人口论》。
他先写成书面发言形式的文稿，作为一项提案，向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提出。
同年7月5日又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此后，议论纷纭，有些有识之士表示赞同拥护，但限于形势所迫，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有部分“唯上论者”出来批判，更有些见风使舵之辈，粗鲁地乱扣“帽子”，说是在贩卖马尔萨斯的
那一套货色。
学术问题有争论，本来是件正常的事，也是一件好事，问题愈争愈明，真理终会得到公认。
但是1958年5月4日，在庆祝北大60周年校庆的大会上，号称“理论权威”的陈伯达，和父亲同坐在主
席台上，却宣判了父亲所谓“罪状”，一锤定性，把争论变成了围剿，把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讨伐。
康生、陈伯达等部署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和围攻，全国报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像雪片似的飞来，《光
明日报》还开辟了批判父亲的专栏。
父亲则在《北京大学学报》、《新建设》、《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了十多篇反批判的说理性
文章。
父亲越写斗志越旺。
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人口理论，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的意见，是关系到子孙后代、国家兴旺的
大事，理论观点和具体意见都是正确的。
他认为，不管怎样艰难，也一定要使群众理解，让领导人接受，直到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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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父亲在《新建设》杂志上《重申我的请求》一文中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
，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当父亲身遭重围，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北大校园，批判文章甚嚣尘上的时候，不少亲友都劝父亲
暂时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认个错检讨几句，暂避风头。
父亲认为，理论问题必须要坚持真理，人口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千秋万代国家民族兴衰
的大事，必须引起领导的关注，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要大声疾呼，力求早日实施。
父亲没有接受亲友善意规劝，没有写下只字的书面或口头检讨，表现了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的可贵精
神。
遭到错误批判，被撤职“罢官”回到家里之后，父亲仍然继续孤独地钻研着他的人口理论和农业问题
，由于不能深入调查研究，缺少第一手资料，不得不停止了写作，默默无闻，平静地度过20个春秋。
为父亲平反和恢复名誉的过程是十分庄严、隆重的。
1979年7月25日中央战统部副部长李贵同志，受党中央委托来看望父亲，表示50年代对父亲的批判是错
误的，实践证明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
9月14日，北京大学为父亲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同时宣布了教育部任命父亲为北京大学的名誉校长的
通知。
9月15日，北大党委书记周林率领学校各方面代表十多人专程来家看望父亲，表示祝贺，学生会负责人
代表八千多学生献了一束鲜花。
北大周培源校长从青岛打来加急电报，热烈欢迎父亲回北京大学任名誉校长。
父亲终于在有生之年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和应得的荣誉。
父亲留学美国多年，精通英文，也粗通德文和法文，借助工具书能阅读德、法文书刊。
50年代初，父亲为了工作需要，不顾70岁高龄，又以极其顽强的意志学习俄文。
他请了一位稍通中文的苏联教师，从32个俄文字母学起，像小学生一样看口型，学发音，记单词，练
语法，读课文，循序渐进，刻苦地学习。
清晨朗读课文，白天不管工作多么繁忙，会议多么紧张，接见宾客时间排得多么满，每天一定要完成
当天定量的作业，晚间做作业经常到深夜。
从城里到西郊北京大学，路途上约需四五十分钟时间，父亲也充分利用，坐在卧车上背诵俄文单词。
那时，他还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经常往返京沪两地。
他在京沪线的火车上，也随身带着老师留给的作业，按时完成。
就这样，父亲以无比惊人的毅力，花了3年的时间，终于攻克了俄文这座坚固的堡垒，在73岁的时候，
他学会了第四种外语——俄文。
他学到这样的水平，不但可以用俄文进行交谈，还能顺利地阅读俄文原版书刊。
使他能够及时地直接阅读有关苏联经济方面的资料。
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在北京召开的一次高等院校干部会上，热情赞扬父亲70岁高龄学俄文
的事，这对当时的后学者确实是一种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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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马寅初》：马寅初纪念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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