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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学人》精选了《经济学家茶座》出版9年来精品栏目“经济学人”中的文章近1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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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 我的老师杨小凯和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张友仁 周炳琳教授和冯友兰教授的友谊 熊秉元 是非张
五常 易宪容 张五常其人其事 梁小民 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一） 梁小民 北大经济系师长杂忆（二） 
张晓晶 樊纲：经济学界的“刺猬” 柳 红 如果你是大海，舀出来一勺，还是大海——记吴敬琏论学 汪
丁丁 永远的贝克尔 韦 森 沾亲带故：哈耶克与维特根斯坦杨春学 作为投机家的凯恩斯王玉霞 黄有光教
授的笑声 史晋川 聆听大师的教诲 ——科斯教授午餐谈话侧记 李俊慧 科斯的情怀——爱上从未谋面的
中国柳红 《改革》杂志的两位主编 李伯 重批评何必成冤家——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之间的争论和友谊 
梁捷 熊彼特与凯恩斯 陈抗 三个和尚一定没水喝吗？
——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一） 陈抗 瓷器店里的哄抢——奥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二） 陈抗 流寇，坐
寇，看不见的左手——奧尔森学术思想介绍（三） 陈抗 外国有个加拿大，外国也有大家拿——奥尔
森学术思想介绍（四） 徐康宁 两个人与一个国家李斯 “北京赣籍经济学人”群体扫描 熊秉元 智者克
鲁慢．识者张五常 董新兴 一个经济学家的真话——访梁小民教授 董新兴 直言是金——访王松奇教授
董新兴 制度与产权理论的解释力——访黄少安教授柳红 行云流水——失玲访谈徐庆全 我的外公孙冶
方——武克钢访谈录 纪辛 中国经济学界的曾经领军人物二一方显廷 赵峰 欧文·费雪的传奇余永定 怀
念敬爱的浦山先生赵人伟 骆耕漠的“三个过渡”是唱对台戏吗？
张友仁 蒋硕杰教授的经济学人生 王梦奎 北大经济系旧事 门汤铎铎 叔本华的豪猪和哈耶克的知识 陈瑞
铭 追思顾准 新望 改革年代里的兄弟经济学家——近看孙冶方与薛暮桥许成钢 自学与思考聂辉华 一个
大陆学生心中的杨小凯 刘佛丁 王玉茹 南开经济学科的奠基人何廉、方显廷韦森 亚当.斯密：一个鲜为
人知的语言学家 黄范章 陈岱孙老师的哈佛的情结——纪念岱老逝世十周年 王玉霞 神化与魔化了的张
五常 张问敏 忆“文革”时期孤凄的顾准沈 越 小韦伯与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王玉霞 我的经济
学人缘沈懿 张维迎：中国经济学界的“大白话家” 方文 疏离的眷恋——相识熊秉元先生 何帆 谁还在
拯救自我李俊慧 邹至庄：经济学界的普罗米修斯 韦森纳什与科斯王则柯 冯．诺意曼为小人物丹齐克
辩护 王玉霞 穿过夜幕的经济学明星——张培刚教授华诞见闻 聂辉华 杨小凯：华人经济界的“骄杨” 
柳红 滴水见日——访问梁小民 刘汉民 O.E.威廉姆森的学术历程 赵人伟 大师已去风范犹存陈瑞铭 甜心
目中的“耕漠同志” 顾秀林 我心目中和记忆中的骆耕伯伯 王梦奎 苏星和他的惭中国经济史》 董全瑞 
我观杨瑞龙教授讲经济学 卢昌崇 经济学人路深浅，叩问国计为民生 ——我“师父”汪祥春教授 炮叶
坦 景行化雨 史通古今——追思赵靖先生自陆兴龙 从中料中追寻历史——记张仲礼先生的学术研究 赖
德胜 学问靠真李辉文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纪念高鸿业先生 谭国富 林少宫老师与经济学研究生培
养 赵德馨 高山仰止——记吴承明教授二三事 赵人伟 薛暮桥一个未圆的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所图书馆兴建之流产 李 钧 和岳父薛暮桥一起生活的日子 冒天启 在冶方身边重读《资本论》 朱绍文 
早期两岸经济学家的交流——陈岱孙先生与蒋硕杰先生的几封信 陈抗 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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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老师杨小凯和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王建国杨小凯的英年早逝，震惊了整个经济学界。
无数经济学人因失去这位经济学大师而深深痛惜。
作为小凯的学生和朋友，我好像突然失去了智慧的依靠。
“海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我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深感悲伤。
有三位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做过我的导师，他们是张五常、黄有光和杨小凯。
他们对我的思想、知识和人生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在莫纳什大学（Monash）求学时，杨小凯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
他是我的长沙老乡，我十一二岁时，就常在长沙的大街上见到杨曦光的大名和读到他的大文《中国向
何处去？
》。
我在武汉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他在那里当老师。
可见世间之奇之巧，一个“缘”字而已。
湖南历史上出尽英雄豪杰，无奇不有。
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唯独没有知名经济学家。
小凯为我们湖南填补了这块空白。
我在海外求学，工作和教书20年有余。
见过不少学者和人物，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在经济学方面，小凯是真正的翘楚和佼佼者。
他不仅是经济学家，也是思想家和怪才。
他写得一手好文章，连写小说也不让行家里手。
他的小说《狱中精灵》深刻描写了他十多年的牢狱生活。
而小凯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早已家喻户晓，人尽皆知。
当代经济学的数理化趋势已成主流，再好的经济思想，若不能数理化，就很难登大雅之堂。
而我们常常遇到两类经济学家。
一类是充满了创意、天才与思想，但缺乏使其数理化的技巧，难以把思想转化为正规的经济模型。
因而只能停留在描述的阶段，难以纵深探讨下去。
另一类是精通经济学、数理化的技巧，但缺乏原生的经济思想与创意。
若要成大家，非两者兼备不可。
小凯深具这两大条件。
他精通数学，不乏原生经济思想与创意。
他创立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原生的经济思想结合已有的经济学成就，用现代的经济数理重构了整个微
观经济学体系。
在方法论上，他突破了边际分析方法，自创了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和效用比较方法。
在研究对象上，他认为经济学不仅是研究资源分配的优化，更要研究劳动分工、经济组织、交易效率
对生产力和福利的效果。
在结构上，他抛弃了新古典从马歇尔开始把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分离的模式，代之以经济人既是生产者
，又是消费者模式。
这样，从他的模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组织的演进是由个人决策内生而来。
这样，产品种类的增长，公司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城市化的产生等等，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
他的经济理论里，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别第一次成为多余的东西。
无疑，小凯是数理化经济思想的高手，不仅数理化自己的经济思想，也数理化别人的经济思想。
例如他成功地把张五常教授的交易费用和公司理论数理化为正规的模型。
他数度同我说，张教授在经济思想的深度上早已超越高斯（Coase）。
我在小凯那里学到的，主要不是一把度量世界的尺子或观察世界的角度，而是一种制造一把好尺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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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对他说来，用什么尺子去度量世界远不如制造尺子的方法重要。
可以说，我的经济学的数理建模技巧主要是学自于小凯。
例如，我把我的相对效用思想与他的劳动分工理论结合，建立了一个漂亮的数理模型，成功地描述了
人们追求相对效用对劳动分工水平的影响。
在莫纳什大学时，我们有一个聚餐沙龙，每周一次。
一边吃喝，一边讲座。
在经济学之外，我们也讨论各种其他问题，如哲学、诗词、方法论、时事世局、文学和音乐等。
在这些讨论中，我也从小凯那里获益匪浅。
小凯一生，历尽坎坷，成就大业，无杨小凯便无新论，有经济史必有斯人。
斯人已逝，安息天国，风范人间，每r2：老师历历在目，不忍笔墨永远缅怀。
张友仁*周炳琳（1892-1963），浙江黄岩人，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人。
周炳琳教授和冯友兰教授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同学，又是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同学
。
回国后又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共事达数十年之久。
周炳琳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人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1920年夏天毕业。
在校期间，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文章，参加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
五四运动中打人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被选为北大评议会临时评议长、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
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务委员等职。
冯友兰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8年毕业，没有赶上1919年的五四运动。
1920年周炳琳经蔡元培校长选拔，取得穆藕初奖学金赴美留学，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冯友兰1919年考取河南省的官费，也到纽约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
对于周炳琳到美国留学的情况，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有如下描述：在我去美国的时候，北京大
学的“五大臣”也到美国了。
有一个中国资本家名穆藕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办纺织业发了大财，他捐了一笔款给北大，叫送
五个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出国留学，所给的费用，比一般官费学生都多。
我们那时候的官费是每人每月九十美元，穆藕初给的费用是每人每月一百二十美元。
北大选出了五个人：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
当时称为北大“五大臣出洋”。
清朝末年曾经派五位大员出国考察宪政，时称“五大臣出洋”，现在是戏用这个典故。
还有一个孟寿椿，本来也可以去，但是因为名额限制，不能去。
这五个人都自愿每月只要一百美元，把多余的钱凑起来增加一个名额，叫孟寿椿也去了，实际上是“
六大臣”。
在这六个人中，段锡朋和周炳琳都在纽约上了哥仑比亚大学研究院。
罗家伦上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
两下距离不远，罗家伦一有空就到纽约来。
我们这些北京大学毕业的和其他经过五四运动的人，同当时别的中国留学生显然有些不同。
不同的是，对于中国的东西知道得比较多一点，对于中国政治和世界局势比较关心。
1921年蔡元培校长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事业。
6月1日到纽约，周炳琳、冯友兰、赵迺抟等北大同学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他们到纽约的轮船码头
上迎接到蔡元培先生，将他接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座旅馆住下，大家轮流陪着他到各地去参观。
6月3日蔡先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北大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讲话，他说：“有一个故事：一个人交了一
个朋友，会点石成金。
随便一块石头，只要他用手指头一点，那块石头就变成金子了。
那个朋友对那个人说：‘你要多少金子，我都可以点给你。
那个人说：‘我不要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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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要你的那个手指头。
”‘你们在这里留学，首先要学的是那个手指头。
”他还与北大同学一起在哥仑亚大学主楼前合影。
这张照片现在收藏在国家历史博物馆中。
同学们在照片的边框中写道：“孑师惠存”、“旅美北大同学会欢迎纪念”、“十年六月三日摄于纽
约”。
照片上还写着每一位北大同学的姓名。
在蔡先生右边第一人手持北京大学校旗的是周炳琳，第二排左起第一人为冯友兰。
1928年冯友兰应罗家伦校长之聘到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1929年周炳琳也应罗家伦之聘到清华大学
任经济学系教授。
他们都住在清华园乙所，做了邻居。
1930年罗家伦辞去清华大学校长职务，离开清华，校务由校务会议主席冯友兰维持，主持学校的日常
工作。
1930年7月冯友兰感到校务难以维持。
后来，他在《三松堂自序》写道：我就向南京教育部打电报，说学校秩序不能维持，请催罗校长返校
，或是另派新校长。
经过一段时间，南京教育部以部令派周炳琳代理校务。
周炳琳不干。
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一个大学的校长，最好是本校的毕业生担任。
如果是由别的大学毕业的人担任，那就等于把这个大学作为那个大学的殖民地了，有亡校之痛。
周炳琳对我说：‘现在清华人对于北人人就是这样想法，罗家伦走了，又有一个北大人接，恐怕不好
。
’周炳琳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
又过一段时间，南京教育部派人对我说：周炳琳不接，那就由你接吧，不过还是代理校务的名义，以
部令发表。
我想周炳琳想说的那种情况是有的，他没有接受南京教育部的委派，我更不能接了。
我也向南京教育部辞谢了。
后来，周炳琳1931年秋起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冯友兰仍在清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
1933年夏，冯友兰趁清华休假一年的机会到欧洲考察，遍历意、英、法、德、瑞士、捷克、苏联等国
。
1934年回国后在北平作报告时客观地讲了几句关于苏联的见闻，认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
国乐园。
不料竟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北平警察总监当做共产主义分子而逮捕，并从北平押送到蒋委员长保定行营
和河北省政府所在地保定。
这时周炳琳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法学院院长，还任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并兼北平特
别市党部委员。
冯夫人任载坤女士到北平史家胡同56号周宅找周炳琳求救。
任载坤的二姐任纬坤的丈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时牺牲的革命烈士孙炳文。
任载坤很害怕这次冯友兰也成了革命烈士，她急迫中竟向周先生下跪磕头，被周先生和魏璧夫人赶紧
拉起。
周先生对冯先生加以积极营救，第二天冯先生就被释放出来送回北平。
冯先生后来在《贞元六书》中的一书中讲到此事，并说：有事则长，无事则短。
我在狱中虽然只有一、二日，出来以后却有度日如年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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