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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界，有这么一位学者：他是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的大师，却又几十年如一日坚守
讲台培育英才；他身居高位，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却又平易近人、事必躬亲；他提出了举世闻名
的“股份制”，推进了中国股份制的改革，却又甘居斗室书斋埋头学术。
他就是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倡导中国股份制的第一人，著名
经济学家厉以宁。
正是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其百折不回的气概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开辟出了
一片广阔的天地。
厉以宁是中国经济界嗅觉敏锐的先行者。
他一直以思想超前著称，在80年代初，人们大谈价格改革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企业改革才是真正的出
路，1987年的时候人们热衷于承包制，他却说股份制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90年代初他又表示，在
很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失业问题比抑制通货膨胀更为重要。
他总是能以一个经济学家的敏锐嗅觉，发觉即将到来的经济趋势和社会问题。
同时他又是一个有良知敢说话的学者，他认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应该时刻同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同
时就应该说真话，说实话，供决策者参考。
厉以宁又是一个踏踏实实甘于坐冷板凳的学者。
他有着渊博的知识，显赫的地位，他的弟子桃李满园并且很多都身处要职，他本可以用这些给自己谋
求无尽的财富和荣誉，但他却没有，他总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操守坚持在三尺讲台，甘守书斋
里埋头学术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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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听冯友兰讲中国哲学》　　科学可以增加人的积极知识，但不能提高人的境界。
　　《听三毛讲远行》　　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
　　《听厉以宁讲经济学》　　教育的不平等引起就业不平等，就业不平等引起收入不平等，收入不
平等引起生活不平等，导致下一代又不平等。
　　《听余秋雨讲文化》　　在文化上，无效必然导致无聊，无聊又必然引来无耻。
但是，即使到了这种“三无”的低谷，也不必过于沮丧。
因为只有低谷，才能构成对新高峰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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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
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52年后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理学》、《新知言》、《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国哲学史论文集》、《
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
编》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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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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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与天人合一　　◎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　第二章　天命鬼神论——儒家的宗教观 　 ◎道德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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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常，反，复　　◎齐物　　◎逍遥　第七章　“天地絪媪，万物化醇”——阴阳家和先秦
的宇宙发生论　　◎术数　　◎《洪范》所讲的五行观念　　◎《月令》的世界图式　　◎邹衍的历
史哲学　　◎《易经》中的阴阳学说　第八章　神权与政治 ——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　　◎天人感应论　　⋯⋯《听三毛讲远行》《听厉以宁讲经济学》《听余秋雨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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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不妨来看看现阶段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以来，对中国国内经济的评论很多，说法不一，有人说“乱”，有人说
“活”。
实际情况如何呢？
应当说是“乱”与“活”并存，但主流是“活”而不是“乱”。
只看到“乱”而看不到“活”固然不对；而如果认为主要是“乱”而不是“活”，同样也不正确。
厉以宁教授也指出，现阶段中国国内经济生活的确在某些方面有些“乱”，例如金融秩序紊乱，“三
角债”始终存在，伪劣商品充斥于市场，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都
是事实。
但出现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是：在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与转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后，经济立法工作滞后
了，市场规则尚未确立。
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市场秩序不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也不规范，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那些违法的经济
活动得以立足。
换句话说，在法律还没有管到的角落，经济生活中的“乱”是必然的。
但这决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允许这类违法的经济活动存在下去。
应该说，中国经济中的主流是“活”而不是“乱”。
“活”表现为市场竞争开展起来了，市场主体从有效地运用资源和分配资源的角度出发，通过市场交
易使经济变得更有生气和活力。
在已经确立市场规则的地方，经济的波动起伏、企业的兴衰、生产要素的流动都是正常的。
“活”与“乱”的确并存，但“乱”是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过渡现象，“活”却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希
望，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大趋势。
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立法工作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过程，许多经济方面的法律不断修订，
不断补充，才逐渐趋于完善。
中国当前则急需加快经济立法，以便使市场经济运行有规则可循。
然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照搬西方国家的各种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
由于国情不同和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尽管我们可以把西方现有的某些经济方面的法律作为参考与借
鉴，但这不等于可以照抄照搬。
中国的经济立法是一种把立法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创新，即把国际惯例同当前中国的实际
情况相结合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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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许多年里，到处逢人说三毛，我就是那其中的读者，艺术靠征服而存在，我企羡着三毛这位真正的作
家。
　　——著名作家 贾平凹琼瑶的主题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三毛则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之外，又
加上一大把黄沙。
　　——著名学者 李敖我本来不想把这种已经变得俗气的头衔加在三毛身上的，但想想又没有什么更
适合的形容，那就还是称她为奇女十吧。
　　——著名作家 梁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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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聆听大师·文化的声音(冯友兰、三毛、厉以宁、余秋雨)(套装共4册)》：经济学创新的源头并不一
定是经济学家自身的产物；经济学后来的重大发展有很多来自于学科外的智慧大师的贡献。
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
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
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
我们都希冀收获，而且是多多益善。
然而凡事都有个“度”，超越了真理，哪怕再向前跨进一小步都将是谬误。
不劳自然无获，然而过度的“开发”却无异于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如果一时的快速发展是以几代人
的灾难为代价，那么这与其说是发展，倒不如说是倒退。
——厉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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