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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南开大学时，十分怀念南开母校的学长
和前辈。
他说：“我讲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它是我们许多学长、我
们的前辈，用他们的经历和献身的事迹铸成的，这就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坚持发扬南开的品格，坚持南开的精神。
”　　2009年10月是南开建校105周年，温家宝总理的话道出了南开人共同的心声，也是对每一个南开
人的殷切希望和重托。
作为南开人，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总结南开学长和前辈的“经历和献身的事迹”，以他们为榜样，
秉承“允公允能，曰新月异”的校训，继承南开传统，弘扬南开精神，在新时期为祖国奉献和创新。
这是南开人责无旁贷的、光荣的历史责任。
　　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先生，从1936年考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算起，已是73年的南开人了，是迄
今健在的最年长的南开人。
他说：“我始终以能做南开人度此一生而自豪。
”我有幸于20世纪70年代受业于杨敬年先生。
杨老一生的“经历和献身的事迹”，一直在感染和激励着我辈南开后学，我很早就萌发过为杨敬年教
授写一本传记的念头。
2007年5月，99岁的杨敬年教授出版了自传体的《期颐述怀》，我的这一想法也就暂时搁置了。
但是，要为杨老写点什么的念头，始终在我的心际萦绕。
　　2009年春节，我去给101岁的杨老拜年。
临去前我盘算：话题尽量轻松，时间不能过长，绝不能让杨老累着。
岂料，见到杨老后，他精神饱满，思维敏捷，侃侃而谈，像30多年前为我们讲授外语课那样，重重地
给我上了一课。
　　杨老说他最心仪的哲学家是冯友兰先生，在抗战前即读过他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
接着杨老讲了冯先生《新理学》中的四个哲学概念：“理”、“气”、“道体”和“大全”，讲了《
新原人》中的人的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讲了儒家、道家和佛教三
者的联系和区别，讲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演变过程，讲了人性，讲了中国的传统哲学与和谐社会的
关系，等等。
临别时，又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读点哲学，特别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
回家后，我感到很激动，也很惭愧。
我激动的是，杨老的话太凝重了，发人深省；我惭愧的是，没有按照杨老的嘱托以学问立身，至今一
事无成。
于是当晚写下《牛年第一课》短文，发在南开大学1977级经济系同学创办的博客网“马蹄湖”上。
　　《牛年第一课》在南开校友中引起了共鸣，大家认为，百岁教授杨敬年的一生具有撼人心灵的传
奇色彩，他的百年人生和中国的百年沧桑紧紧相连，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去解读。
虽然有了《期颐述怀》，但那毕竟是杨老的自述，杨老不能也不便为自己作出定位和评述。
作为杨老的学生、作为后学，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认识杨老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成就，应该从中得到什
么启发和教益，值得思考。
杨老在晚年为什么对人性、对哲学这样感兴趣，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人性、人的境界、和谐社会，
这其中有些什么样的联系和规律，杨老悟出了什么道理，值得研究。
如果把杨老的一生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的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又是什么，值得探讨。
　　带着上述的想法和责任感，我又一次造访了杨老，并表示，我不度德量力，想尝试写一本“解读
杨敬年”的书，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杨老说：“我一生走过的道路是不足为训的，因为它很特殊。
如果有人愿意总结，那是件好事。
至于对其他人有什么借鉴意义，那就由大家去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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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学贯中西，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涉猎经史子集，对文史、经商、政法、英语造诣颇深，对
中国古典文学和儒、道、佛钻研精通，一生经历特殊复杂、阅历丰富，对中西方社会皆有深刻体认，
为世人所敬仰。
对我来说，解读杨敬年是一件难度颇大的事情，需要补的课太多了。
我只好先给自己“充电”：我把杨老平反以后撰写的几乎所有专著、译著和论文，重新学习一遍，做
了重点笔记；把《期颐述怀》和能找到的有关杨老的报道和评论重新阅读；为了理清杨老的人生经历
，编制了“杨敬年年谱”；为了亲身感受一下杨老幼年和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我和校友李瑞琴到杨老
的家乡湖南的汨罗、岳阳、长沙走了一遭，走访了杨老的故居、外祖父家、岳父家、杨家祠堂、湖南
第一师范学校等处；为了弄清《期颐述怀》中涉及的人物之间的关系，编制了一个“杨敬年族谱”。
收集和阅读了一些参考书籍，主要是经济思想史和哲学方面的。
杨老精通古典诗词曲赋，文章中时常引用，我不得不到处查读引文原文。
一路走下来，我以速成的方式，补了《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南
开校史》等课程，虽然不深不透，水过之处，地皮也算湿了。
　　《期颐述怀》真实、全面地记录了杨敬年一生，是我写作的主要依据。
我要写的既不是传记，也不是纯论文，是对杨老一生的经历、遭遇、言行、思想感情、学术成就的解
读，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
我为本书设计的结构是这样的：卷首和卷尾两部分是综合讲述，中间部分是分题讲述。
卷首部分粗线条地勾画出杨老的全貌，再现杨老一生的主要画面，使读者对杨敬年有个比较形象、具
体的了解；中间分为十个分题，从十个不同的侧面和多种视角对杨老进行分析和解读。
内容包括杨老的求学之路、政治沉浮、南开情结、感情世界、诗文陶冶、养生之道。
此外，使用了四个分题的篇幅，为杨老在学术上作一定位，除了说明杨老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家、教
育家、翻译家之外，还专门对《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人性谈》、《国富论》作了介绍和评述。
卷尾部分总结、概括全书，分析了杨老由学子到学者、再到智者的发展过程，对“杨敬年现象”作了
初步探析。
　　本书整体上不是按时间顺序撰写的，但有些分题有按时间顺序铺陈的必要，由于要照顾到它们独
立成章的完整性，所以在时间、事件、引文上有某些重复，但观察的视角不同，分析的侧重也不一样
。
附录中附有《杨敬年年谱》、《（期颐述怀）中南开师生评析杨敬年文摘》、《杨敬年与作者通信选
摘》，以供读者研究杨敬年时参考。
书中多次引用《期颐述怀》的内容，为了节省篇幅，不再一～注明；其他引文，一般随引文注明出处
。
　　本书意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社会对杨敬年教授的广泛关注，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杨敬年、研
究杨敬年，使“杨敬年现象”得到更多、更深的解读。
在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我多次与校友、朋友交流、沟通和商讨，吸收了他们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和建议
。
如果说本书有些值得肯定之处，实乃集思广益，功在集体。
由于本人的知识、见识、认识、能力所限，再加之欲赶在校庆前出书，我自感在文章的缜密、观点的
准确、逻辑的完整等方面，尚有许多不足之处。
书中可能有诸多不妥和疏漏，甚至是谬误之处，特别是对于杨老的著述妄加评论，我心中很是不安。
恳请各位师长、学长，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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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敬年先生是南开大学资深教授，虽逾百岁高龄，仍在坚持工作，继续人生求索，形成令人瞩目的“
杨敬年现象”。
    本书作者选取独特的视角，围绕杨敬年的求学之路、政治沉浮、南开情结、学术造诣、情感世界、
养身之道、诗文陶冶等侧面，较为详尽地解读了杨敬年在与命运搏斗和治学过程中，不断提升人生境
界，由学子到学者、再到“天地境界”的智者的求索动因与路径。
从而为探寻人格真谛、探讨人生境界与和谐社会的关联，提供了宝贵的智慧借鉴，凸显了研究“杨敬
年现象”的现实意义。
    全书意境高远，结构严谨，论述缜密，文字流畅，集思辨性、知识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具有撼人心
灵、催人泪下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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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宪刚，1947年出生于天津市。
1966年在天津南开中学高中毕业，1977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
，198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此后，历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办公厅主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司长、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商
务参赞，国务院经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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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天地智者的普世价值  ——读孟宪刚新作《天地智者》（代序）周鸿飞自序卷首：大写的人生第一章  
漫长的求学之路  特殊的启蒙教育  半工半读的中学生涯  难圆的出国之梦  牛津大学的博士  “头童齿豁
”志不移第二章  南开情结  经济研究所与何廉  抗战八年情系南开  五位恩师  请张伯苓老校长吃饭  南
开精神之真谛第三章  做人的顶峰  “一段光荣历史”  追求进步与光明  身在英伦心系祖国  “时穷节乃
见，一一垂丹青”  实现夙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第四章  杰出学者：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  宽广而
深厚的学问基础  过硬的语言功底  丰富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名副其实的“三大家”第五章  研究发展经
济学：可超不可越  “一课三书五文”  为什么选定发展经济学  诠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对外贸易发展
战略  计划与市场第六章  《人性谈》：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  为什么谈人性  人性到底如何  永恒的两难
问题  人性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第七章  翻译《国富论》：余勇可贾  杨译本为什么畅销  斯密其人其书  神
秘的“看不见的手”  社会演进的最后动力是什么第八章  命途多舛不忘恩人  第一位恩人：外祖父  患
难夫妻  贤惠儿媳  滴水之恩永怀在心第九章  中国古典文学的陶冶  常怀浩然正气  常以古人自勉  常信
福祸转换  常持善爱之心  常悟天地境界第十章  四条原则：长寿的秘诀  安度晚年：养身与养心  养身：
贵在持之以恒  养心：积极使用大脑  追求“天地境界”卷尾：“天地境界”的智者附录一  杨敬年年谱
附录二  《期颐述怀》中南开师生评析杨敬年文摘附录三  杨敬年与作者通信选摘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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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南开情结　　五位恩师　　杨老说，他和南开的不解的情缘，就是靠着与南开的各位老
师的深情厚谊来维持的。
他说：“他们（南开的老师）不但对我的治学和做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起了
决定性作用。
”“现在他们都已离开人世。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追忆跟他们学习和工作的往事，以此来寄托我对他们的怀念和景仰之情。
”　　在何廉先生之外，杨老经常提起的南开老先生还有：方显廷、张纯明、李锐、陈序经和杨石先
。
为了纪念这五位南开的老先生，也为了使南开的后学们进一步了解包括杨老在内的南开人，我们在这
多用一些笔墨。
　　方显廷先生是浙江宁波人，1903年9月6日出生，是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马寅初、刘大钧、何
廉齐名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
与杨老相似，方显廷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天资聪敏。
1917年只读了一年中学，就进上海厚生纱厂学徒，幸得厂长资助，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高中。
1921年赴美学习，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经济学，转纽约大学后获经济学学士，后又
在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1929年1月受聘于南开大学，任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1931年后改为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兼文学院
经济系经济史教授，从此方显廷先生与何廉先生共主南开经济研究所。
何先生善于运筹帷幄，主要负责对外联络、筹集资金等工作；方先生则精于学术，负责教学与科研，
二人配合默契，可谓黄金搭配，被世人称之为“何不离方，方不离何”。
　　1936年何廉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后，经研所的日常所务便主要由方显廷主持。
1939年经研所由昆明迁往沙坪坝重庆南开中学内，在方显廷的主持下恢复了研究工作。
方显廷重点研究战时的通货膨胀及战后的经济建设问题，先后撰写了《中国工业资本问题》、《战时
中国经济研究》、《战后中国工业化》（英文）、《中国战时物价与生产》、《战后中国经济问题研
究》、《太平洋各国经济问题》等经济专著。
抗战胜利后，方显廷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首任执行所长。
1947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
1968年退休后重返教学第一线，应聘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
1985年3月20日方显廷在日内瓦寓所病逝，享年82岁。
　　1938年杨老来到贵阳，参加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虽然“何先生还是会长，由方先生主持工
作”。
当时“经常有从北方来的南开人经过贵阳，方先生每次请客吃饭，都请我和我妻子作陪，对我初从农
村出来的妻子总是给帮着脱大衣、穿大衣，礼遇备至。
”杨老在协进会工作名义月薪100元，实际由方先生的研究所补助10元。
后来，张纯明先生致信方先生，约杨老去重庆行政院工作，月薪200元，方先生认为“不便耽误我的前
程，让我去重庆”。
几件事情，十分生动、具体地体现出方显廷先生和杨老的质朴而又深厚的师生情谊。
杨老在谈到方显廷先生时，无限深情地说：　　自1936年至1939年，我有幸有机会与方先生接近。
他醉心于研究中国经济史，充分体现了他的忠于学术事业的精神。
他为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呕心沥血，充分体现了他的忠于祖国教育事业的精神。
他与何先生精诚合作，亲密无间，展示了他的高尚的道德情操。
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的宽厚诚挚、温文尔雅，显现了他的旷世的人格魅力。
所有这一切，给我以无形的启迪，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我所受赐于方先生者，实在无法衡量。
　　张纯明先生，字镜轩，又名永昭，1902年出生于河南省洛宁县。
1922年毕业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英文班，1929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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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较政府”、“比较政党”、“比较宪法”等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曾经由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学会提供经费，去苏联、德国、法国、英国、瑞士考察。
1931年应张伯苓校长的邀请，回国出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兼政治系主任。
抗战期间曾任行政院简任秘书，河南省民政厅厅长。
1949年张纯明夫妇迁居香港，后来去台湾，任“行政院”参议、“中央研究院”院士、博士生导师等
，还被聘为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
1967年3月任“驻联合国副代表”，卸任后一直侨居纽约，1984年7月30日在纽约病逝，享年82岁。
　　张纯明是何廉的连襟，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是杨老行政学一课的老师。
张先生在行政院任秘书时，写信把杨老从贵阳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调到重庆行政院。
“张先生在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有时叫他写讲演词，到处演讲。
他找我去，就是叫我替他代笔。
他把我安插在行政院行政效率促进委员会当调查员，调查员共十人，每月工资300～360元，张先生说
，杨敬年是学生，只要200元。
”“我们并不上班，每天是各提一根手杖，到行政院走一遭”。
在行政院工作，非常清闲，杨老得以“利用1939年的空闲，参加了庚款留英第七届公费生考试，结果
以0.9分之差落榜”。
这次落榜是由于“一时狂妄”，没有送交论文。
　　李锐先生1898年生于湖南邵阳（今邵东），号笔渔。
1930年南开大学毕业以后，留校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商学院讲师。
1934年赴英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
1936年回国，重回南开大学商学院，任教授。
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税务（货物税）署副署长、川康区专卖局局长、直接税署署长，湖南省政
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
长沙解放前夕，李锐辞掉官职去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贵州大学、四川财经学院、成都大学教授，是四川省政协委员。
1978年10月18日病逝，享年80岁。
　　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时，李锐是杨老的财政学一课的老师。
杨老回忆：“李锐与何廉合著的《财政学》一书讲的完全是中国的财政，在当时能搜集到这些实际资
料，是很不容易的。
我投考研究生时，幸亏看了他的书，因为考的全是中国财政，而我在大学学财政学时用的是印度学者
歇拉斯（Shirras）的英文教本。
入学时共考英语、经济学、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五门，都是我在大学一年级学的。
会计学用英文出题，恰好大学也是用的英文教本。
”当时国内的经济学课本基本上是采用欧美的版本，南开坚持自己编写教材，联系中国的经济实际，
实属不易，这是南开将经济学“本土化”的例证。
　　何廉在中央团部任经济处处长时，李锐是兼职秘书。
杨老此时从行政院调来任助理秘书，因为该部没有此职务，故一并派为秘书。
后来李锐到财政部工作，就把杨老介绍到财政部任荐任秘书，还有南开经研所第一届的同学陶继侃，
一直工作了两年。
这期问，杨老“经常在办公室看书，准备考留学”，在和李锐先生共同工作的这两年，为考取第八届
庚款留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抗战八年，杨老和李锐先生共同工作了三年，给杨老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陈序经先生，字怀民，l903年生于广东文昌（今海南文昌）。
其父早年在新加坡经商，1909年陈序经随父到新加坡读小学和中学。
1919年回国后考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就读。
该校为基督教浸信会学校，陈后因不愿入教，于1924年转学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获学士学位
后，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学，辅修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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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陈序经以论文《现代主权论》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在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1929年9月再度赴德国留学，1931年继续任教岭南大学，1934年接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聘请，于当
年暑假赴任研究教授，并于次年任研究主任，主持计划研究工作。
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正式成立后，陈序经任教授兼法商学院院长，时年35岁，是西南联大最年轻的院
长。
1944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主讲中美关系和国共合作。
抗战胜利后，陈序经于1946年8月返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研究所研究
主任，主持复校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48年8月，应岭南大学董事会邀请，陈序经出任岭南大学校长。
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陈序经转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教授，l956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
兼任暨南大学校长。
1964年8月陈序经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l967年2月16日逝世于南开大学，享年64岁。
　　陈序经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大师、社会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陈先生和杨老的关系很熟，“陈先生在天津是经研所的研究主任，和我们研究生都进行过个别谈话，
又教我们‘科学方法论’一课，彼此很熟”。
“1948年9月初，我乘船到香港，报纸上有我们归国学生的名字，陈序经先生托他在香港的亲戚来找我
，邀我去岭南大学一游。
”这是陈先生接任岭南大学校长不久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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