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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能在苏州大学出版社再版，我很高兴，也很感谢出版社的支持。
    这是写于1988年，1989年1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书，距今已经有十年了。
在它正要出版的时候，湖南人民出版社被撤销，湖南出版界遭遇一场风波，影响了书的正常发行。
因此，出版后几乎没有什么人看到这本书，我很遗憾，我也就一直希望它能够再版。
    这本书的内容，读者拿到它之后一望便知。
它是1986年在我担任研究生导师时的工作记录。
1988年我之所以把它编成书，交给湖南教育出版社，为的是使其他研究生导师可以了解我这个导师是
怎样带自己的研究生的，也可以使研究生们知道于光远的研究生是如何接受他们的导师的指导的，起
一个交流经验的作用。
当然，由于这本书发行得不好，这个交流的效果也就根本没有达到。
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报把我给研究生的五十封信连载了许多期，我听到一些肯定的评价
外，我没有得到任何其他反馈。
    现在与我对话的这五位研究生已经毕业十年了，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
忠东这个大师兄年龄似乎最小，他现在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活跃在经济咨询这个领域。
黄小祥当了官，不久前是四川省委副秘书长，现在在内江市当一把手。
朱争鸣已下海，是一个企业家。
肖炼年龄最大，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当研究员。
王师勤毕业后一直在深圳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股市问题，报上载文说他是中国股市的一个教头。
我同他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着。
不过我不想要他们在此书再版时再写些什么了。
    按理说，在十年之后再版这本书，应该作一番补充修订。
在这十年中我除了又收了他们的几个师弟外，没有再做研究生导师的工作。
不过今后我倒想再带几个研究生。
对这样的事情我还是继续关心的，并不是没有新的话想说，只是希望这本书还是快一些再版，在再版
后听到一些反馈和对事情作一些研究之后回到研究生教育这个题目上来，也许到那时候工作更好些。
    在这篇序言中我就只写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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