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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科不仅历时最久，而且从未有过间断。
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卓越的学术贡献，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核心重镇。
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百年发展史，更成为中国经济学科发展史的一个经典缩影。

　　本书以宏大的视角，从历史文献、档案出发，第一次全面追溯了自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以来
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
充满学术的敬意，以精彩纷呈的文字，配上大量珍稀的历史图片，全景式地展现了北大经济学人一段
可歌可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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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家红，1978年11月生于吉林四平。
经济学学士（江西财经大学，2001），历史学硕士（北京大学，2004），法学博士（北京大学，2008
）。
2008-2011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
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合著一部，均获奖。
整理出版法史文献若干部，近千万字。
在国内外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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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经济学科史的学术价值
　一、司马迁伟大?还是汉武帝伟大?
　二、如何书写经济学科发展史?
第一章　风生水起：京师大学堂及早期的中国经济学教育(1898—1911)
　一、“经世”、经济与“商学”
　二、富国策：京师同文馆的经济学课程
　三、京师大学堂的经济学教育规划
　　1．学科产生背景
　　2．商学(经济学)课程设计
　　3．译学馆、进士馆的经济学传习
　附：北洋大学堂的经济学科
第二章　吹皱春池：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科(1912—1927)
　一、《国富论》的最早翻译者——严复长校
　二、蔡元培的经济学科规划
　　1　归并商科
　　2．学术分校
　　3．裁科设系
　　4．加强教学
　　5．学术研究
　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播
　　2．学术组织和刊物
第三章　　水涨船高：抗战前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科(1928—1936)　
　一、短暂的“京师大学校”与复校
　二、北大“中兴”时期的经济学科发展
　　1．蒋梦麟长校
　　2．欧美化的经济学科模式
　　3．思想控制加强
　三、周炳琳和赵迺抟的合作
　四、危城中的坚守
第四章　　滚滚东流：抗战时期及复校后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科(1937—1949)
　一、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合大学
　二、弦歌不辍——教育史的奇迹
　　1．教员与课程设置
　　2．学生培养
　　3．书生报国
　附：伪国立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科概况
　　1．课程设置
　　2．教员与研究
　三、复校后的学科重整
　　1．“复神京，还燕碣”
　　2．教学与学术研究
　　3．历史的抉择
附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历届同学名录(1913—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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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1949年历任经济学系(经济门、商学门)监督、主任名录
主要征引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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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之，在蔡元培的大力改革和积极规划下，北京大学的整体风貌全然改观，不仅经济学科的课程
设置、师资配备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良性态势，使校园内充满民主和学术的空气，更透过不同的媒体
和形式，渐渐地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
用蒋梦麟的话说：“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
知识革命的种籽在这块小小的绿洲上很快地发育滋长。
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
”或许，司徒雷登的观感更为贴切--“中国人正在使北京大学成为他们国家的知识源泉”。
　　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上一场
划时代的宏伟运动，它不仅使国人在欧风美雨的吹淋下产生到一股强劲的民主科学的历史冲动，更使
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一些现代的新式学科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在五四运动期间，北大法科经济学门的师生们也有比较突出的表现。
举例来说：一则在教员方面。
五四运动发生后，校长蔡元培与北京当局决裂，愤而离校，校务吃紧。
为维持学校秩序，经济学门教员徐墀、吴宗焘、李芳、王彦祖等连同其他法科教员共43人，联名发出
启事，呼吁全校教职员精诚团结，以求事件顺利解决。
其文曰：“敬启者。
当此校事未定期内，法科同人等以为职教员之职务，在维持校内秩序，不宜有自相扰乱及互相排挤之
事。
同人等对于此种扰乱及排挤举动，决不赞全，特此声明。
”一则在学生方面。
当时在读的经济学门学生、后来北大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周炳琳、赵遁抟等人不仅参与了5月4日当天的
游行活动，而且作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周炳琳还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等人一起攻入赵家楼，将游
行活动推向了高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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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其创立之初，科举未停，而吾校独为全国创，可谓数千年学制上相沿之一大革命。
就学科而言，又为二十世纪吾国学术史上开一新纪元。
　　——《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　　　　它将自由的传统的学风，从战前转到战时，再转到
战后，从北方的文化城展开到西南的山地，它在风雨飘零中，度过艰难的岁月，卒能发荣滋长。
它行将成为历史的名词，但它的精神永远长留。
它所造就出来的，将持续它一贯的精神的人群，为真理奋斗。
呵！
母校，可爱的母校！
　　——沈石《西南联大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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