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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的1月，经济学家吴敬琏迎来八十岁的寿诞。
对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八十年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图强求富、蹒跚前行的八十年。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由他
的思想演进出发，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吴敬琏对这个转型国家的贡献，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创新外，还在于他那份独立思考、直言不讳的知识
分子风骨。
书中，吴敬琏娓娓道来，吴晓波奋笔记述，历史如跛足的行者，不动声色地姗姗走近，又姗姗走远，
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在回忆者与记录者之间穿梭，如画卷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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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晓波，财经作家，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
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近期主要作品有：
　　《大败局》（2001年，2007年出版修订版）
　　《大败局Ⅱ》（2007年）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2007年、2008年）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2009年）等
　　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激荡三十年》被评为“2007年度中
国最佳商业图书”、“2007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及“2008年《新周刊》新锐榜之年度图书”奖，
《跌荡一百年》被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为“2009年度十大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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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缘起  第一部分　改良家族　第一章  改良主义的基因　第二章  弱不禁风的激进少年　第三章  学经济
的年轻人　第四章  新星与“批孙”　第五章  劳改队生活　第六章  顾准之死第二部分　思想突围　第
七章  突破口：按劳分配　第八章  改革与调整的“两种争论”　第九章  东欧来的经验　第十章  最后
的孙冶方　第十一章  耶鲁求道　第十二章  为“商品经济”翻案第三部分　护旗的人　第十三章  巴山
轮会议　第十四章  单项推进还是整体配套　第十五章   “闯关”失败　第十六章   “吴市场”的由来
　第十七章  触破窗户纸的人第四部分　经世济民（1993~1998年）　第十八章  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第十九章  不清晰的“国企改革”　第二十章   “放小”放出了大文章　第二十一章  在风暴中逆势
飞扬　第二十二章  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
第五部分　声望巅峰（2000~2003年）　第二十三章  对泡沫破灭的预言　第二十四章   “一言毁市”　
第二十五章   “法治的市场经济”第六部分　“孤独战士”（2004~2010年）　第二十六章  工业化道路
和经济增长模式之争　第二十七章  受困的“主流经济学家”　第二十八章  中国的改革会好吗？
　第二十九章  金融危机中的“另类呼喊”　第三十章  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后记   附录 吴敬琏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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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缘起这个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这一本《吴敬琏传》的"母本"，是我对吴敬琏老师的一
次长篇口述史专访，时间是在2009年的8月和9月之间。
我提出要为吴敬琏做一个口述史，是在2007年。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周雪林博士的牵线下，6月的一个下午，我去位于上海浦东的中欧拜访老先生。
他的办公室很小，仅可容三四人周旋。
当时，吴敬琏的长女吴晓莲刚刚出了一本新书《我和爸爸吴敬琏》，他和夫人周南对我的建议似乎比
较犹豫，他婉转地说，如果有一个提纲，可以再讨论这件事情。
此后，这件事情就拖了下来。
我一直沉浸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的创作中，在那场马拉松式的写作过程中，我一再地
与吴敬琏"相遇"，我发现他几乎参与了1978年之后所有重要的经济改革论战，由他的思想演进出发，
可以勾勒出中国经济变革理念的大致曲线。
我购买了他几乎所有的著作，断断续续地阅读、做笔记，每次碰到周雪林，我都表达做口述史的意愿
。
转机出现在2009年的春季。
一天，周博士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吴老师似乎有点同意了，他将于8月到9月，在中欧有一个集中讲学
的档期，可以安排在这期间完成口述史。
我大喜过望。
于是，有了一次长达20多个小时的口述史记录。
对吴敬琏的访谈前后进行了6次，每次3个多小时，中间休息15分钟左右，时间大多是在下午的两点到
六点之间，地点在中欧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室里，每次都由第一财经用两台摄像机记录下来。
在很多人看来，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史上，吴敬琏是经济学家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他达到了他那个专
业领域里可能达到的济世高度。
而我之所以愿意投入这一工作，却不仅仅为此，在学术贡献之外，我更敬重的是那个自觉地作为公共
知识分子的吴敬琏。
在当今之世，像他这样从外貌到灵魂都干干净净的人，实在太少了。
在8月底访谈的那几天，正值江南盛夏雨季，上海的午后会突然下一场特大的暴雨，天地昏暗，如遇
末日，但两个多小时后便又赫然晴朗，水泥地上的水迹竟会很快蒸发，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这让
我想起很多杰出精英暴风骤雨般的人生。
正是在这样的时光流转中，行将八十岁的吴敬琏缓缓叙述，历史如跛足的行者，不动声色地姗姗走近
，又姗姗走远，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如画卷展开，其苦难、喜乐交叠混然，可意会而不可名状。
在那一时刻，作为听者的我便想，一代人为之奉献了热血和智慧的努力是否得到了实现？
他们并不为回报而为，不过，他们是否得到了应有的记忆和致敬？
弱不禁风的激进少年少年吴敬琏，是母亲邓季惺的反对派。
他自幼体弱多病，父亲给他起了个小名叫"长明"，祈求他能够"长命"。
曾有医生说他活不过一岁，邓季惺心忧如焚。
吴竹似出殡时，按当时民俗，子女应披麻戴孝在出殡路上一步一磕头，邓担心儿子吃不消，坚决反对
，其护犊心切可见一斑。
因国事动荡及身体虚弱，一直到大学毕业，吴敬琏的读书生涯都是断断续续的。
1936年，6岁的吴敬琏进南京山西路小学读书，仅一年，就因抗战爆发停学西迁。
到重庆后，他被送进了巴蜀小学，这是大后方教学质量最高的小学之一。
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瓒绪任小学董事长，"航运大王"卢作孚当校董，国学教师中有叶圣陶这样的名人
，连当时常驻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都来作过演讲。
吴敬琏的同期学生中便有著名报人邹韬奋的3个子女，其长子邹家骅（后更名邹家华）后来当过国务
院副总理，次子邹家骝（后更名邹竞蒙）和吴敬琏同班。
在节假日时，邓季惺常常带着子女外出参观，比如去山洞里的军工厂等等，这使得在战火中长大的吴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吴敬琏传>>

敬琏从小就关心社会和国家命运。
1941年，小学毕业后，吴敬琏考进重庆南开中学，这又是大后方的一所模范学校，创办人张伯苓是民
国时期与蔡元培齐名的大教育家。
张伯苓教学强调"三育并进而不偏废"，特别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
晚年吴敬琏仍清晰地记得，在新生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所作的《我为什么要办南开》的演讲。
吴敬琏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
却是极其深远的。
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
练，直到每座楼进门处镜箴上的'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
和、宜静、宜庄'的仪态要求，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
总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谓'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
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于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吴敬琏体弱，总是在养病，缺少锻炼，因此第一学年就因体育成绩不好差点被南开中学除名，他向学
校保证每天晚上跑步800米，加上优秀的数学成绩，学校才勉强同意他留下。
可是没多久，他就得了肋膜炎，不得不休学一年，第二年重念初一。
在他的两年级同学中，有经济学家茅于轼、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
1943年，邓季惺到成都开办《新民报》成都版，吴敬琏又随母转学，插班进了一家名叫高琦初中的基
督教教会学校。
两年后，吴敬琏考入金陵大学附属金陵中学，就读高中部。
不久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和大批机构迁回南京，《新民报》总部和金陵中学都一起南下。
一个十分有趣的细节是，一直到很多年后，吴敬琏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悉，当初与他在同一个年
级（不同班组）读书的学子中，有一人名叫厉以宁。
他们后来一个被称做"吴市场"，一个是"厉股份"，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两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小学和中学时期的吴敬琏并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兴趣，他最热衷的事情是拆装钟表，而"科学救国"
是他的理想。
少年时期的吴敬琏最喜欢理工科，他的数理化、生物等功课都非常好，当实业家的外公以及律师母亲
，都认定唯有科学和实业才能救国，希望这个聪慧的男孩能够走上科学家或工程师的道路。
吴敬琏心灵手巧，喜好钻研，平日在家时，总是把各种钟表、机械都拆开来看看，倒腾一番后再装起
来，这让他很有成就感。
更让他开心的事情是，他还有一个"科学迷"舅舅。
邓季惺的六弟叫邓友海，他对政治、新闻之类毫无兴趣，却无比痴迷于科学。
他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的纺织机械系，还到英国留过两年学，回国后在重庆一家丝织厂当厂长，平时就
常常住在大姐家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装拆各种东西，搞实验，做工程。
有一段时间，他疯狂地迷上了发明制作滚珠的最新办法，反复试验却始终无法成功，以至于全家人绝
对不能在他面前提"滚珠"两字。
吴敬琏自幼无父无兄，自然对这位六舅舅无比崇拜，整天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装东拆西，不亦乐乎。
十来岁时，他最朝思暮想的东西是一只装有各式各样工具的木箱子，当时名叫"双手万能"。
13岁生日时，母亲真的给他买了一个，这让他几乎兴奋了一年。
他对科学和机械的爱好保持了一生，甚至在日后的困顿时刻，这成了他聊以自慰的手段。
在"五七干校"时期，他当过瓦工和电工，自学过木工，还业余为人修理自行车和收音机，他对最新的
科技动态始终非常敏感，对高科技产业十分重视，近年来长期担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的吴敬琏对于高新技术的专业指示常使内行人士感到惊诧。
这些都得益于孩提时培养起的那些兴趣，后来竟成了他的经济研究中重要的领域①。
一直到读中学的时候，吴敬琏仍然不改"科学救国"的梦想，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时，我的理想是
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以为依靠声、光、电、化，就可以发展起现代工业，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和货
物倾销，建设富强的中国。
至于要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实现这种理想，我却几乎完全没有思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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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吴敬琏，之所以没有如愿以偿地当上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或工程师，而成了经济学家，竟还是因
为身体羸弱。
17岁那年，吴敬琏被确诊患上了肺结核，因为父亲吴竹似死于此疾，大姐刚进大学也染上了肺结核，
这自然让母亲邓季惺无比紧张。
吴敬琏的学业停停读读，上学又休学，成了一个无奈的病号。
1948年，吴敬琏以同等学力报考金陵大学，他选择的是自己最喜欢的电机系。
可是考上之后，马上就因病不得不又一次休学。
此刻，他意识到，凭自己现在的身体条件根本无法从事艰巨的科学实验及野外考察，理工科的梦想就
此破灭。
就这样，在再次复学的时候，他乖乖地选了文学院。
他在口述史中说："其实我不喜欢文学，但是文学院里面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经济学，后来我就选了
经济系，这个学问与实业救国好像还有那么一点儿关系。
"日后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病怏怏、半情半愿地"入门"了。
回过头来说青年吴敬琏的政治立场。
在这方面，他比信仰法律和改良的母亲要激进得多。
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是从1946年的一系列政治冲突事件开始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
但是，双方摩擦不断。
国民党内的右翼极端派更是肆无忌惮，不断蓄意挑衅。
 1946年1月10日到31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
事问题等五项协议，政治民主化、实施宪政等话题被重新提起，人民以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到来
，吴敬琏也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遂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心愿了。
2月10日，重庆各界举办庆祝政协闭幕的群众大会，并推选郭沫若、马寅初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
当日，国民党特务冲进会场，以主席团推选不当为由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朴、陶行知、章乃器和
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被打伤，酿成震惊全国的"校场口流血事件"。
当时，吴敬琏正在重庆，亲历了这一惨案。
接着过了10来天，又传出国民党特务要在2月22日的"反苏大游行"中制造事端，并扬言要捣毁《新民报
》、《新蜀报》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
吴敬琏清晰地记得，21日夜间，全家很紧张，陈铭德等人都离开了报馆。
第二天，游行队伍经过《新民报》报馆所在的七星岗时，并没有发生打砸事件。
但是，一群有组织的暴徒捣毁了《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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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
——《华尔街日报》他的话常常掀起波澜，而他的话又是经济发展中不能被忽略的声音。
——《凤凰卫视》吴敬琏先生无疑是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最才华横溢和最勤奋进取的学者之一，他在
经济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有相当的建树。
      ——CCTV.COM“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
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
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
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
——《南方周末》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伴随着危机感，注定了吴敬琏不能停歇的生活。
——《中国企业家》　一个瘦弱的老人，一个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力士；一个保持童真和率直的学者，
一个心系国家、情牵百姓的经济学家。
——2001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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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对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传奇人生的完美诠释——1、吴敬琏拥有着让人惊奇的东
方式人生。
他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此本图书由老人家亲述，回首一生。
不管是对读者，还是对图书市场，都是极有意义的。
而本书也将由于其自身的价值，得到应有的尊重。
2、作者吴晓波是公众认可的优秀财经作家，其长年对经济的观察与分析，以及高质量的财经作品，
使其获得公众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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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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