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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柳红请我为她的书写序。
为人写书序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斟酌再三，不是要不要写，而是如何写。
这本书里的文章，我陆陆续续地读过一些，它把我带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
很多事件是我亲身参与、经历的，也有我忘记的事情；很多人物都是我熟悉的，有师友，有同事，有
学生，其中一些已经过世了。
柳红告诉我，我是她所采访的经济学家中最年长的人。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就是历史。
《八。
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讲的是改革初期中国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改革的影响和贡献，特别
是以北京地区为主的经济学家。
在前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出版过很多纪念文集和相关的书，总有上百种。
与那些书相比较，柳红的书给我留下两个深刻印象：其一，聚焦在80年代，然而又没有完全孤立地
谈80年代。
通过写老一代经济学家，让人们看到了80年代以至更久远的历史的延续。
老一代，不论参加革命时间早晚，受教育程度高低，都经历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
及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生活：经历过中国在50年代前后的社会制度转型，也意识到这个
新社会制度中的某些体制框架还要再度转型。
这一个个经济学家个体，他们的背景，以及对80年代改革的参与，反映出了历史的传承性。
这如同经济研究的对象——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为前提的国民经济运行，像河水一样绵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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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80年代，有一个特殊群体，它的主要人物是经济学家或经济工作者。
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
三代。
第一代，是像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这一代，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既是马克思主义者
，又不是教条主义者。
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当历史机会到来时，全身心投入，披荊斩棘，呕心沥血
。
第二代，是7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诸如刘国光、董辅衱、孙尚清、吴敬琏、厉以宁、赵人伟等
，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先是用正统理论阐释改革，把政策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继而补修
现代经济学，呼唤市场取向改革。
第三代，曾经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
读研究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直接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
有创见，有合作精神，他们中间的不少人相继脱颖而出，从贡献而言，他们承上启下，将发自中国社
会底层农民、工人、老百姓的自发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他们为让人们接受在今天看来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
沒有这个特殊群体的努力，没有他们的桥梁作用，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改革怎么能够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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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柳红
　　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
1960年生，山西人，1982年毕业子上海机械学院，工学学士：1988年毕业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
系，经济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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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序言自序楔子第一代（1900－1920）三本书两份《初步意见》的背后鲜为人知的莫干山会：
记1982年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蒒暮桥：把“漏洞”改成“大门”蒋一苇：挺进，挺进访日归
来承前启后的结构组光荣绽放的工经所遥想“技术中心”当年“孙冶方奖”的精神徐雪寒：丹心雪寒
新老交替：经济中心的投票常识战胜愚昧：面向新技术革命对策研究杜润生：善待天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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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69年12月，他去国家计委在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那时，没人读书，干一天活儿，收工就歇了。
只有薛暮桥，拿个小马扎趴在床边写书。
很多人反对他写，他也不辩驳，那不是他的个性，只是默默不停地写。
年过六旬的薛暮桥虽说被分派干“轻活”，有些“轻活”实在不轻。
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没人愿意去看花生地，就派他这个老“走资派”去了。
他坐在小板凳上，浑身湿透，冻得发抖，一边看着，脑子里一边想白天写的书，突然有了思路，清晨
回宿合赶紧把夜里想的写下来。
每一稿写完，订起来，包上皮，用美术字写上书名。
回北京探亲时，拿块黑底红花头巾包上，放在行李里，是他最呵护的一件东西。
一度薛暮桥曾获准回到北京，无事可做，在家写书。
夫人罗琼是“文革”前全国妇联第一书记，此时虽未官复原职，已开始上班。
她特别反对丈夫写书，唯恐再因言获罪，不明白他在写什么，究竟能写出什么来。
薛暮桥不想让家人担心，趁她上班，赶紧写；等她一下班，就把书稿藏进抽屉里。
好景不长，他又因为“历史问题”，被勒令返回干校。
不抵抗，服从，只是无论走到哪儿，他都带着那个花包袱。
直到1976年，8年中写了6稿。
起初，薛暮桥是想写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但越写越困难，没办法摆脱斯大林
的定论，加上不能碰的禁区，写出来的稿子他不满意，觉得跟“文革”前相比进步不多。
1975年国庆，薛暮桥和许涤新受邀参加国庆宴会，次日，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等于
宣布他被解放了。
随后，他成为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时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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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两年前，也就是2008年，中国大陆大张旗鼓地纪念改革开放30年，包括媒体对改革人物的各种评选。
我理解，纪念的本意一方面是缅怀，缅怀那些为中国走上改革之路而奋斗牺牲的思想先驱和行动者：
另一方面，是反思，为了面向未来。
而当时呈现的却是一场场浮华的“盛宴”，形式大于内容。
以经济学界为例，集中于个别人物和事件。
在这里，历史失之于简单。
而这个现象，与30年中最重要的10年——1980年代的改革历史和人物开掘不够有关。
虽然时间并不久远，虽然很多当事人健在，但是，历史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遗忘、误解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可以作为对上述判断的一种证明。
那就是，近年来，陆陆续续地，有人出来声明自己是80年代某个概念、名词、思想的“首创者”，媒
体也热衷于用“第一人”的标识。
一面是对历史的遗忘，一面是对历史的在意。
遗忘，是遗忘那个时代提供的特殊机会和可能，遗忘大家思想交锋和碰撞的前提，遗忘老中青三代一
起探索的启发，遗忘那些走入历史的思想和事业的领袖式人物；在意，是站在与80年代气质完全不同
的今天，在意个人的名利。
在2008年，最大的一起争论便是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归属。
因为人们对于80年代的陌生，在模糊的历史背景下，这样争论的结果也无从清晰。
争论者激动甚至激愤，媒体受众并不理解各方的要点和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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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只有80年代具有这样一个巨大、开放、令人振奋的舞台。
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
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
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
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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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这是他们的故事，也是你们的故事，还是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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