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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是我所敬仰的一位学术伟人。
他的品格，犹如高山上的一棵青松，伟岸挺拔、高耸入云，使人景行仰止。
马老曾经为友人题过“碎身粉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的联语，这是他的人格和精神的最好写照
和概括。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老的英名将永留青史，是千秋万代学习的楷模。
    我长期在浙江省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主持过这项工作。
我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认识马老、走近马老的，为他的远见卓识和人格魅力所震撼和折服。
自此，我决心弘扬马老精神，并将之列为毕生追求的目标。
    1993年9月，在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中华人口奖授奖仪式上，尽管马老已经仙逝，仍然
众望所归被授予特别荣誉奖；我则因领导和同志们的关爱，评上了工作奖，被授予奖杯、奖状和两万
元人民币的奖金。
我的名字和马老同列在一张授奖名单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无上荣誉。
我当时暗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为马老和为我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做几件实事，我想这是我学
习马老、弘扬他老人家精神的最好行动，也是我对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信托和同志们的支持与帮助的
最好的回报。
    十多年来，我丝毫不敢懈怠，兢兢业业，在大家的支持和关心下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与一批
有识之士共同倡议以国家授予我的两万元奖金为基础并到处“化缘”创办了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
如今，基金会运作良好，已经有能力开展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二是与有关单位合作拍摄了一部反映马老生平业绩的电视剧《马寅初》。
这部电视剧放映后社会反响极为热烈。
三是由基金会资助出版了马老的著作《马寅初人口文集》的中、英文单行本。
这部著作的英文单行本在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和日本人口学50周年纪念会上都做为交流材料，受
到中外人口学家的交口赞誉。
四是基金会和有关单位联合设立了浙江省马寅初人口奖，以鼓励和表彰长期以来为“天下第一难”的
计划生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各方面人士。
五是在杭州马老旧居创办了一个高品位的马寅初纪念馆。
马老是浙江人民的骄傲，诚如他的长孙马思泽先生在马寅初纪念馆暨马老塑像揭幕仪式上说的：“我
的祖父马寅初是浙江人民的儿子，他在世时热爱浙江、关心浙江。
”马老出生于浙江，童年时代在嵊州生活，尔后又长期居住杭州、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为国家培养英
才。
他的《新人口论》的思想，首先是在浙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因此在杭州创设纪念馆具有
特殊意义。
而纪念馆设在他的杭州旧居，实是首选之地。
创设马老纪念馆的动议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2000年10月经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报请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具体由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承担创办事宜。
纪念馆自2004年9月开馆以来，已经有许多国家、省市领导人、中外学者和广大师生前来参观，收到了
很好的社会效益。
2006年马寅初纪念馆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六是在马寅初纪念馆门前绿地上为马老竖起了马老的青铜坐像和花岗岩立像，以供世人瞻仰。
    以上六件事，也可以说是我的六个心愿，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在我的
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可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个问题经常萦绕于我脑际，我还能做些什么？
我还应该做些什么？
虽然我并不年轻，如今已是古稀之年，按理应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但是我想，弘扬马老的精神
不能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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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继续完成第七个、第八个甚至更多的心愿。
首先是如何将纪念馆办成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传播阵地、人口理论和思想
的交流中心。
作为知识界的典范的马寅初，其人格和贡献并不为当代人，尤其是年青一代所十分了解。
在《马寅初的故事》里有很多动人的事迹，反映着他的高尚品格和深邃思想。
经多方商量，共同策划，我们决定出版一套多卷本的《马寅初纪念馆丛书》，初步设想出版《马寅初
的故事》、《马寅初全集补遗》、《马寅初纪念文选》等。
每本书单行出版，成熟一部出版一部，积之有年，成为系列丛书。
这将是一份极为珍贵的财富，泽被后世，可资今后工作借鉴，供后人学习。
我以为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现在这套丛书行将陆续出版，故乐意为之撰写总序。
    徐爱光    2006年8月3日于马寅初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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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
该书按编年体例，详细、全面记述马寅初的家世、出生、读书求学、家庭婚姻、品格情操、成长道路
、学术成就、社会活动、人际交往等，既展示马寅初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特殊地位及作用（近现代中
国经济学拓荒者及奠基人；曾为国民政府与新中国政府两朝首席经济顾问），亦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学
术史的一个缩影。
年谱充分吸收、综合反映当代马寅初研究成果，尤其在资料收集整理方面，以15卷《马寅初全集》及
《马寅初全集补编》为基础，利用马寅初家族成员参与编著的优势，访问马老亲属，参阅马老信件、
手稿，并从中央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北大档案馆，及台湾中研院档案馆收集大量未曾刊世资料
。
此外，对民国与新中国时期报刊中的马老活动信息全面搜寻，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综合研究，
深化了对马老生平、思想的准确认知。
年谱对海量信息进行了甄别、辨析、考订，就人名、地点、时间、事件一一核对，务求准确。
对过去马老研究中一些资料解释不清、不确处，均予以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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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斌，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马寅初纪念馆特约研究员，浙江省马寅初研究会副会长。
马大成，马寅初侄孙，马寅初纪念馆办公室主任、浙江省马寅初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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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882年(光绪八年)1岁
1884年(光绪十年)3岁
1886年(光绪十二年)5岁
1887年(光绪十三年)6岁
1888年(光绪十四年) 7岁
1889-1893年(光绪十五年至十九年)8-12岁
1894-1897年(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3-16岁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17岁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19岁
1901年(光绪二十六年) 20岁
1904年(光绪三十年) 23岁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26岁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27岁
1909年(宣统元年)28岁
1910年(宣统二年)29岁
1911年(宣统三年)30岁
1912年(民国元年)31岁
1913年(民国二年)32岁
1914年(民国三年)33岁
1915年(民国四年)3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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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月    12月3日  于北京大学经济学会成立会上演讲：“我国现在所出版的书籍杂志，大部分译自东西
洋各国的文字，并没有特立的精神，更没有系统的记载，为什么国内学者，不能著为专说，以应付社
会的潮流呢？
这是没有收集材料的地方的缘故⋯一本会现在是空的，不过我希望将来有具体的办法，聚集许多材料
，以供给参考的资料。
”12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马寅初全集》第一卷，第301页    12月5日  公布下学年演讲重要经济问
题十六讲之题目：(一)有奖储蓄存款之害及其推算法；(二)经济界危险预防法；(三)卖空买空及其利害
；(四)吾国货币改革之困难；(五)亡国之金券(曹陆之计划)；(六)新旧银行团与吾国之关系；(七)预算
之编制与吾国预算之缺点；(八)基本金之构成与计算方法(整理财政良法)；(九)公债券之发行与公债市
价之计算法；(十)欲使国际贸易达到吾国财政独立非有中央银行不为功(今日之中国银行非中央银行)
；(十一)中国银行之缺点；(十二)国库之管理法；(十三)学校会计之组织法；(十四)打破“资本劳动与
土地三要素”之说；(十五)资本之构造；(十六)资本与劳动。
《北京大学日刊》    12月6日，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演讲《有奖储蓄存款之害及其推算法》。
参阅12月13日条    12月11日  北京大学审计委员会改组，再次当选该会委员长。
《北京大学日刊》    12月12日  报讯：“日前各校教员因月薪搭给中交纸币，且专门以上学校多有拖欠
者。
因发生发现补欠问题，小学教员先上府院呈请，将每员十余元之薪水全给现洋，以维持生活。
有如不得请，即归耕待命之语。
专门以上教员亦由马寅初等上呈公府。
”《申报》    12月13日  于北京大学演讲《有奖储蓄存款之害及其推算法》，高乃济笔记。
“北大教授兼教务长马寅初系美国毕业经济博士，对于货币财政诸科研究极有心得。
年来因见北京各银行盛行有奖储蓄存款办法，辄不胜慨叹。
认为此事大有害于社会人心。
日前特在北大法科大讲堂及政法专门学校两次开讲演大会。
讲题即为《有奖储蓄存款之害及其推算法》⋯⋯皆系切于实际利害问题，为吾国须亟待解决者。
”指出，储蓄银行乃社会公共必要设备，于营利之中寓有慈善之目的。
与其他银行不同，影响所及乃一般百姓之利益，故当以百姓利益及便利为目的，然时下中国之储蓄银
行并非如此。
进而痛陈有奖储蓄之种种弊端，预料不待数年必有极不良之后果。
1924年国内所发生金融危机实证此言。
12月15日《申报》；《马寅初全集》第一卷，第321页    12月14日  组织召开北京教职员罢课会议，被推
为总务干事。
“京师小学以上各学校教职员，在太仆寺街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开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合会，专门以
上学校、中学校、小学校、国民学校皆派代表到会。
公推陶履恭为临时主席，由马寅初报告经过情形，各校代表相继发言，皆以薪金事小，教育事大，政
府之藐视各校教职员殊于教育前途大有阻碍。
尤以小学校代表最为激昂，谓吾等决不客气。
”12月15日《晨报》    12月15日  代表联合会面见教育部次长及国务总理协商欠薪事未果。
遂全市罢课，各校代表聚北京大学，讨论商议，争相演讲，“北京大学教员中如马寅初、马叙伦、陈
大齐尤为愤激”。
12月16日《晨报》    12月16日  因教育部对教师欠薪事尚无答复，各校继续罢课，各校代表至北京美术
学校继续开会，商议对策，一致决定：“继续前进，以达到目的之日为止。
”12月17日《晨报》    12月17日  北京大学成立22周年纪念会，继蔡元培校长报告后演讲：“上次周年
纪念仅可称为预备之时代，今次周年，一切较形发达。
统计此一年中，堪为纪念者，当首推言论自由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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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前此学生出外演讲，动受非法之干涉，近来演讲已得自由，社会前途实蒙无量之福。
惟此言论自由现仅学生一部分得之，其利益仍犹未宏大，吾人当努力扩充此自由于一般社会。
”言毕，美国杜威博士演讲《大学与民治国家舆论之关系》。
12月18日《京报》；《马寅初全集补编》。
第530页    同日  北京教育界欠薪罢课取得成果。
报载：“北京大学教职员马寅初等呈请国务院，将学校教职员薪鏅概予现金，以期维持。
兹经国务会议议决，从前积欠之教育费由财政部于一星期内迅予筹拨。
现将搭现成数酌量增加，昨已函知财政、教育两部，查照办理。
”12月18日《申报》    12月18日  报载：因当局无确实答复，北京小学以上教职员代表复于北京美术学
校开会，决定继续罢课，推选马寅初代表专科以上学校，王家吉代表中学校，高肇勋代表小学校，三
人皆为教职员联合会总干事。
《晨报》    12月19日  各校教职员联合会继续于北京美术学校开会，主张坚持到底。
复讨论皖军暴行事件及张湘督摧残教育事件。
12月20日《申报》P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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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马寅初年谱长编》终于脱稿了，此书能在纪念马老诞辰130周年、逝世30周年之际，如期出版，是我
和大成献给马老的一束心香。
    2007年，我撰写《天地良心——马寅初传》时，看到马大成先生以马家后人及马寅初纪念馆工作人
员双重身份，经年苦营，收集、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又刚刚出版《马寅初全集补编》，于是与马
寅初纪念馆领导一起商量，由我与大成合作编著一部史料翔实的《马寅初年谱》。
不久，纪念馆理事会研究决定：年谱由马大成做基础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编写初稿；徐斌酌定年
谱的框架、体例，承担初稿修改及最终的统稿、定稿。
之后数年，我与大成不时联系，互通进展。
    采集资料的工作繁重而艰辛。
大成充分利用了马寅初纪念馆馆藏资料。
这些史料或由马老的亲友捐助，或从各地档案馆征集，大多数则以马本寅、马本初、姜明、马逢顺、
蒋银火、张友仁、王学珍、严仁赓等大量当事人的叙述及马老本人笔记、有关马老的传记纪念文章为
线索，从各地图书馆搜集而成，实属纪念馆牵头编著年谱的特殊优势。
在此基础上，大成不断拓展搜寻的深度与广度，足迹遍及中央档案馆、上海档案馆、重庆大学档案馆
、浙江档案馆、浙江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档案馆、天津大学档案馆、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上海财
经大学档案馆、嵊州市档案馆、嵊州市马寅初中学马寅初纪念馆等，每每获得帮助和支持，收益颇丰
。
一部年谱，基础资料最为重要，大成的工作为之铺垫了丰厚的基石。
    2010年，马寅初纪念馆决定于2012年隆重纪念马老诞辰130周年暨逝世30周年之际，推出《马寅初年
谱长编》作为活动重点项目。
我们的工作亦转入紧张的编辑、定稿阶段。
大成继续在各档案馆深挖史料并与各阶层知情人及研究者联系，核实资料。
我则在大成初稿的基础上增删、整理条目，核对文献，考订史实，其中最主要的事情乃是为马老十多
部著作和数百篇论文、演讲稿撰写摘要。
    马老一生叱咤风云，波澜壮阔，社会角色多重，然无论他对当时当世的影响还是留给后人的遗产，
均源于他自由独立的学术见解与学术品格。
具独立精神之学者，马老一生定位于此，其一生心血亦凝结于此。
尽量全面地展示马老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经济、文化、社会诸问题的观点与建议，当为“年谱”之魂。
    自然，摘要不是一件易事，且不论势必略去许多精彩的内容与细节，如何概括准确，繁简得当，每
人的见解均不尽相同，难有一定之论可循。
只能据自己的水平、眼光勉力为之，虽展示了马老的各方各面，然不免存有挂一漏万或以偏概全之处
，所劳倘能为读者提供一阅读马老原著的线索，余愿即足。
至于有的地方摘录较详，乃因除欲交待清晰外，还有一层存留当时历史文化风貌的考量。
望读者鉴之。
    编著年谱是桩艰巨的工作，尤其如马老这样的风云人物，有的时段文献颇多，但紊乱重叠考辨不易
；有的时段事涉高层，档案尚未解冻难窥全豹。
再加上学力有限，时间催迫，也会留下种种不足与缺憾，只能企望方家指教，日后补正。
    编著年谱的过程，诚为反复阅读马老的过程。
这是一种幸福。
吾辈学人数十年来已极少从基本资料层面去诵读一位具有如此深厚的世界文明眼光、民族文化认知，
学理深湛、智慧闪耀、直抒胸臆的智者了。
对马老气韵充溢的文字的朗咏，不啻为全面的精神充电。
    马老的一生，堪称中华民族20世纪生机盎然又曲折多难之命运的缩影。
在我们过去耳熟能详的革命斗争史、政治运动史乃至文学艺术史之外，打开了一扇建设现代市场经济
体制、推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窗口，重新审视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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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马老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经济学者，以学术专长为基本，以富民强国为己任，以道义担当为天职
。
组建中国经济学社，研究现代经济问题，输入现代经济学说，“赞助中国经济界之发展与改进”，形
成了致力于推进中国经济迈入现代化的中国经济学派。
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的方方面面，无不认真研究贡献意见：民族工业发育、外国资本输入、劳
资矛盾调和、金融体系与信用体系构建、币制改革、关税自主、清理厘金、整顿田赋等，力促民族经
济起飞。
马老不仅著文立说启迪朝野，更广交工商界人士为之出谋划策，成为业界共认的代言人。
    尤为可贵者，马老1928年底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先后出任经济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商
法起草委员会召集人。
十年时间里，马老聚合同人，起草并通过了数百条法规、条例，初步构筑了与国际接轨的中国现代市
场经济体系，使得新生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企业得以管理规范，行业既获自主发展又得政府支持
，国家经济体制得到有效整合⋯⋯其中尤以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建构卓有成效，国际经济界视作“奇迹
”。
整个市场体制虽因日本入侵未能继续推进，但依然成为抗战后方的经济框架，以及日后台湾“四小龙
”经济奇迹的制度基础。
    历史转了一圈，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又回到与世界接轨的市场经济轨道上，重读马老当年的种种见
解与方策，如同在为今天的经济、社会走势提供借鉴与指导，其间的真知灼见，直令人拍案叫绝。
    自然，阅解马老最打动人的莫过于他一生守望的独立思考、言论自由和公开批评的价值。
季羡林先生晚年日，一生最敬佩三人——彭德怀、梁漱溟、马寅初。
所取尺度亦在于兹。
把讲真话看得重于一切，超越个人利害得失乃至生命。
编年谱过程中，深感马老一生动人之处颇多，而其中两段最为刻骨铭心。
1959年底，回应《光明日报》挑战书时日：“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周恩来)表示感忱，并道歉
意。
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
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
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
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1960年初，先生最后一次参加批判会时谓：“兄弟不怕泼冷水的，我天天在洗冷水浴。
说兄弟是马克思一家也好，马尔萨斯一家也好，马寅初一家也好，20年后，政治家们会遇到棘手的问
题，会感到困难，他们会想到兄弟的‘新人口论’的，他们会后悔的。
”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气质，于吾辈恍若隔世。
在我们国民渴望文化复兴，通过反思来提升文化创造力的今天，大有重读马老、弘扬马老精神之必要
，愿《年谱》能于人文精神的传承有所裨益。
    年谱的完成离不开多方关照，这也是有志于弘扬马老精神者的共同追求。
原国家证监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先生，原全国人大常委、浙江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教授毛昭晰先生，是我们敬重的前辈，二老不顾年高，欣然命笔为年谱作序，
我们深表谢忱。
    本书虽是纪念馆的重点项目之一，但本书之成仍有赖于馆长徐爱光及两位副馆长商立华、林国薇的
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
我与大成皆为浙江省马寅初研究会成员，本书也属研究会的一项成果，马寅初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
副校长罗卫东先生对年谱进展关注始终，并给予财力上的帮助。
马寅初年谱初稿完成后，被列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资助项目。
上述支持不单单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上的相知与激励。
    商务印书馆的丁波先生风闻编著马老年谱的消息，即以马老与商务的深厚渊源为由，力促将此书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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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该馆印制。
我们感其诚挚，又值商务印书馆115年纪念之际，出版此书应是对马老又一则美好纪念的佳话。
    几近十年，在年谱文献资料的准备、写作、校订过程中，浙江省图书馆成为我们不时造访的所在，
特别是古籍部、重点读者服务部、数字资源中心等，让我们尽享便利外还主动提供线索与资料。
台湾中央研究院翁启惠院长、美国耶鲁大学均给予支持，提供了诸多早期原始文件；浙江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亦给予了极大的方便。
成书之际，我们只有“秀才人情纸一张”了。
    我的导师王俊杰先生寿近期颐，当我告知着手编著马老年谱后，他深晓我的学问路子好另辟蹊径，
特为嘱咐：编年谱和你过去写《传记》不同，全部要实打实，字字有来历，不可以作者意图择材选料
，掺以不实偏文。
我谨记在心，如履薄冰。
    夫人夏小梅参与了本书的编著与校订。
因定稿过程工作量浩大，她全力以赴，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节假日，偕我日以继夜，病累几度。
2007年，我们在“银婚”之际共同完成了《王羲之传》，如今的“珍珠婚”，又得此书以作纪念，仰
望苍天，心存感激。
    徐斌    草于2012年清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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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寅初，国人以一句“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把他对中华民族的恩德铭刻在心。
马寅初的百年生涯，历前清、民国、新中国三代，波澜壮阔，大开大阖，充满传奇。
他的著作演讲、书信日记、档案记录、社会交往、政务活动，以及媒体报道、亲友回忆，在这本《马
寅初年谱长编(纪念马寅初先生诞辰130周年)》中汇集、整理，依一生时序清晰呈现。
六十余万言内容皆为文献提炼，诸多史料初次披露。
本书由徐斌、马大成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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