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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程鸿仪编著的《寻找理性的足迹(一个经济学者的探索与思考)》是一本以作者个人经历为线索思
考人生、社会的书。
它算不上“自传”，因为它除了必要的个人经历外，很少涉及家庭生活和亲友，没有细谈在不同阶段
的个人生活遭遇，也没有介绍在数十年教学生涯中的事例。
作者采用的是边叙事、边议论探讨问题的方式，记录寻找理性的足迹。

　　在《寻找理性的足迹(一个经济学者的探索与思考)》探讨的领域内，有些方面作者已形成自己的
观点，有些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找到答案。
涉及的主要有：市场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和公平、公正政治制度的关系；市场经济和消
除商品拜物教观念的关系；异化劳动概念的现实意义；现阶段不同社会阶层的自利性及阶层间利益均
衡问题；社会民主和不同阶层利益均衡的关系等。
作者认为，社会人不可能没有私欲，关键在于节制私欲，谅解他人的自利性，正确处理个人欲望和社
会利益的关系，防止自我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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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鸿仪，1936年1月出生，江苏苏州市人，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退休教授。
1951年1月参加军事干校入伍，1954年12月转业至上海港务局货运科任统计员，1955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
经济系，1960年7月毕业分配到南京林学院（现名南京林业大学）工作。
1972年调到武汉市三十九中学任教，1982年至1984年在江汉大学政法系任教。
1984年12月调入武汉建材学院（后改名为武汉工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至1998年退休。
　　曾任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理事，武汉市政协第八、九届常委，武汉市仲裁委员会首届仲裁员等。
退休前为武汉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负责学校社会科学系、经济贸易系、经济管理学院
工作。
　　主编《建材市场与建材企业》、《发展中的湖北私营经济》等著作，任《建材流通》期刊主编。
曾担任湖北省社科基金首个个体经济以及首个私营经济发展研究课题和武汉市多个外商投资经济研究
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发表多种关于建材经济、私营经济和投资经济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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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刚解放的上海，崇拜美国文明，恐惧美国军事力量的　　民众无疑还占很大比例。
1950年2月6日中午，我正坐在8路有轨电车上，刚听到飞机轰鸣声，电车就不动了。
人们以为是电车故障，坐在车上等了几十分钟，后来才知是美蒋的飞机炸坏了发电厂。
到了晚上，周围一片漆黑。
弄堂里有一个人说，如果没有美国设备运来，发电机恐怕难以修复了。
众皆称是。
人们崇尚的是高质量的美国日用品，我们中学生也不时到南京东路附近的中央商场去购买处理的美国
军用品，从水壶、球鞋、皮带到手电筒都是美国货好。
那时，同学们还以能买到一把刻有USN（美国海军）的不锈钢汤匙为荣。
　　时隔半年多一点，上海滩到处响起了“仇视美帝”、“藐视美帝”、“蔑视美帝”的口号。
那时，我已经从惠中中学（后改名为五爱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上海中学。
考“上中”是当时初中毕业生的一件大事。
我校同届的陈安亭（后曾任上海汽轮机厂副厂长）、陈苏卿（1957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任教）
、金德吴和我四人有幸考中。
上海中学的学习空气和政治空气都很浓，当时掀起的抗美援朝的热浪在全市中学里也算是最高的。
全校1600多名学生中，有726人报名参军（学生总数中还要扣除初一的人数，因为只有初中二年级以上
的学生才符合报名条件）。
在解放仅一年多一点的上海，参军的决心可不是容易下的。
“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朝鲜前线装备简陋的志愿军又正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恶战
。
参军就是要到朝鲜前线参战的，这是每个报名学生的志愿，也是家长面临的现实。
因而，许多家长把学生关在家里不准上学，躲避参军热潮的事件比比皆是。
但上海市的多数中学乃至整个社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无疑已成为人们的思想主流。
可见当民族感情被激发起来以后，人们的精神面貌在短期内有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这恐怕也是当时与中国为敌的美国执政者始料不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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