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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后记　　人物传记之撰写，泱泱中华夙有传统。
自太史公司马迁迄今，绵延不绝二千余载矣！
自今日视之，事此者亦甚夥；举凡三教九流，不乏其人。
自身份而言，笔者历史学科班出身，搦管握笔，谱传先贤，似分内事（援引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之言，
此“吃饭之家伙”也），亦曾尝试一二。
　　此前，笔者先后创作过三部传记作品：（1）《浪子悲客：古龙传》，（2）《挥戈鲁阳：金庸传
》，（3）《马寅初的最后33年》。
前两本传记，于2001年3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在台湾发行了繁体字版，分别易名为《侠骨
柔情：古龙的今世今生》（台北：大都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4月）、《风华再现：金庸传》（
台北：大旗出版社，2003年8月）。
第三本传记，于2005年7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现今，笔者又以《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为基础，执笔为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书写
“全传”，不觉兴从中来，亦感触良深。
谨将相关事宜略做交代：　　创作之缘起　　2005年出版的《马寅初的最后33年》，由于受整套丛书
（“长廊与背影”书系）体例和要求的限制，仅记述了马寅初1949-1982年间事（出于内容和写作之所
需，部分章节少量追溯了1949年前的相关事迹）。
这样一来，便无法展现马寅初百年人生（1882-1982年）的全貌，致使读者不能完整地了解马寅初其人
其事其学，故有出版“全传”之必要。
此我之创作缘起之一。
　　撰写《马寅初的最后33年》之时，我最终提交的稿子（修订稿）约计二十五六万字，但结果被编
审人员大刀阔斧地砍削了五六万字之巨，致使全书有“伤筋动骨”之痛。
审视原稿，并无不是，颇觉“旧爱”难割。
此我之创作缘起之二。
　　由于当时收集的资料不够齐全，阅读也不够完整，而清样亦非亲手所校，致使旧作留下了不少遗
憾，也存在一些错误。
抚视旧作，每欲弥补遗憾、订正错误；今果得良机，幸甚至哉！
此我之创作缘起之三。
　　旧作出版之后，关于马寅初的“新资料”又有所发现，并且陆续有所公布；而关于马寅初的专书
（传记和专著），又有所增添，并且相继有所推进。
如是之故，使“全传”之撰作条件日趋成熟。
此我之创作缘起之四。
　　在近20年的笔耕生涯中，《马寅初的最后33年》是我写得最累的一本书。
稿子虽反复修改，数度往返，但并不为我所满意。
好在书出版之后，读者还比较喜欢，社会也比较认可，评价也还算不俗。
我的手头，至今还珍藏着几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均为素昧平生者）。
拙作2005年7月出版之后，北京的《书摘》杂志社又摘取书中的部分内容，以《初任北大校长时的马寅
初》为题转载（2005年第12期第7-10页）。
据我所知，“长廊与背影”书系似乎只有《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一书才享受了这一“殊荣”。
次年（2006年），《马寅初的最后33年》又荣获宜宾市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陈立旭先生也是《马寅初的最后33年》的读者之一。
他通读全书之后、和我商量了新的写作方案。
其后，我们电话联络、邮件往还，交流愉悦而融洽。
随后，《马寅初全传》纳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年度选题。
至此，我之夙愿便由“可能”而变为“现实”。
此我之创作缘起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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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谨向陈立旭先生和当代中国出版社致谢！
　　本书与《马寅初的最后33年》的区别　　本次面世之《马寅初全传》，上起马寅初出生之年
（1882年），下迄马寅初去世之岁（1982年），兼及马寅初身后之事（截止到2007年），是名副其实
的马寅初的“全传”。
　　借创作《马寅初全传》之机，笔者进一步核对了原始资料（尤其是引文），改正了某些错误，并
润色了文字，使此书较《马寅初的最后33年》略胜一筹。
　　此书部分内容利用了《马寅初的最后33年》原有的部分章节，但恢复了被斧削的内容，并且做了
认真而审慎的修订。
敬请参阅者注意，凡引用我之关于马寅初的文字，以此书为准。
本传之撰写，蘸墨于2007年1月，收笔于2008年6月，中间断断续续，前后历时一年又半载。
期间，多有因杂务俗事之缠身而致不能脱身者，烦恼与苦闷并存其间，痛苦与焦虑不时杂之，但写作
之快感则贯穿始终。
是为记。
彭华 2008年6月于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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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寅初（1882-1982），字元善，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
，著名的爱国人士。
他～生历经三代（清王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亲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新中国等几个重大历史阶段，是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和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人物
。
    本书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马寅初的“全传”。
在时间上。
上起马寅初出生之年（1882年），下迄马寅初去世之岁（1982年），兼及马寅初身后之事（截止
于2007年）。
内容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
比较全面地展现了马寅初百年人生的全貌。
通过此书，读者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马寅初其人其事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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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华，1969年生，男，笔名彭印川。
四川丹棱（今属眉山市）人。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现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巴蜀文化研究。

    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文献》、《孔孟学报》（台北）、《史学月刊》等发表学
术论文七十余篇；出版著作五种七部——《燕国史稿》（2005年）、《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
界》（2007年）、《马寅初的最后33年》（2005年）、《浪子悲客：古龙传》（2001年）、《侠骨柔
情：古龙的今世今生》（台湾繁体字版，2004年）、《挥戈鲁阳：金庸传》（2001年）、《风华再现
：金庸传》（台湾繁体字版，2003年）等；参编著作三部——《国史纲要》（2004年）、《中国古代
历史与文明》第一卷《中国古代文明起源》（2007年）、《中外历史故事》（2004年）等；主编著作
三部——《情与理：蒙培元先生七十寿辰学术研讨集》（2008年，主编之一）：《思想家》第二辑
（2006年，副主编）、《唐学论衡：唐君毅先生的生命与学问》（上下册，2006年，副主编）。
另在报刊发表散文随笔三十余篇。

    《燕国史稿》获四川省教育厅第六届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三等奖（2006年），《马寅初的最后33
年》获宜宾市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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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第一章  艰难的求学之路　一、不做生意要读书　二、灯芯一根心中亮　三、负笈西洋取真经第
二章  正义的大学教授　一、一不做官，二不发财　二、修身治学，为国为民　三、禁烟禁赌，抵制
洋货　四、立法委员，正义呼声第三章  山城的“狮子吼”　一、一则“严正声明”　二、“征发国
难财者税”　三、幽禁与软禁　四、莫做“真空管”第四章  为民主而斗争　一、“较场口暴行”　
二、“又作狮子吼”　三、“急起自救”　四、“坐牢，我也要去！
”第五章  神秘的千里大转移　一、神秘的“大菜师傅”　二、愉悦的“知北游”　三、古都焕发新
春第六章  为世界和平而奔波　一、世界和平大会的由来　二、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　三、第二届世
界和平大会　四、“努力完成抗美援朝任务”第七章  浙江大学的“新创造”　一、与浙江大学的缘
分　二、就任浙江大学校长　三、“这是一个新创造”　四、社会工作与校长事务　五、高校“教职
员联合会”　六、凤凰山祭扫烈士墓　七、“爱惜人才的好领导”第八章  北京大学的“工作任务”
　一、新时期的北大校长　二、学习政治，改造思想　三、政界要人与北京大学　四、全面发展的教
育计划　五、关怀青年健康成长　六、七旬老翁学俄文第九章  为新中国筹谋划策　一、百废待兴，
出谋划策　二、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三、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四、“大小团团转”理论，第
十章  石破天惊的“新人口论”　一、催生“新人口论”的土壤　二、“新人口论”的逐渐形成　三
、“新人口论”的破土而出，　四、“新人口论”的基本内容第十一章  坚决维护学术的尊严　一、
有惊有险的年　二、声势浩大的批马运动　三、单身匹马，誓死应战　四、从“请求”到“毁灭”第
十二章  老骥伏枥，自强不息　一、先天下之忧而忧　二、奋力写《农书》　三、豹隐又废残　四、
大风暴来临第十三章  肝胆相照的深厚情谊　一、围绕手术的争论　二、“中国肿瘤医学之父”　三
、深情的关怀　四、痛别周总理第十四章  冤案平反，真金重光　一、坚持真理，隐约可闻　二、历
史巨变，欢欣鼓舞　三、冤案平反的前前后后　四、惨痛而沉重的历史教训第十五章  生前身后名　
一、姗姗来迟的荣誉　二、百岁学者庆高寿　三、马老安详地走了　四、身前身后事，千秋有评说附
录　马寅初生平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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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子翻开本书第一页，读者最为关心的一个“大”问题，也是首先便想知晓的第一个问题，或许就是
——“马寅初，何许人也？
”马寅初，人杰地灵的浙江嵊县人氏。
马寅初，字元善，生于清德宗光绪八年（壬午）农历五月初九（1882年6月24日）午时。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时间——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加之本姓马，于是乡间盛传：“五马齐全，必定非
凡！
”后来的事实证明，马寅初的一生果然“不凡”，而且确实“非凡”！
马寅初，学有所成的留学归国人士。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马寅初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并被北洋政府
保送至美国官费留学。
在美国，马寅初先入耶鲁大学，初学矿冶，后改习经济学。
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马寅初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
1914年，马寅初以《纽约市的财政》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后来在纽约出版，并被选为哥伦比亚大
学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1915年，马寅初婉言谢绝了导师赛利格曼教授和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盛情与美意，毅然回到了祖国母
亲的怀抱。
套用时下的“流行话语”，马寅初是名副其实的“海归”。
马寅初，有头有脸的重要人物。
1915年回国后，马寅初历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教务长，浙江兴业银行顾问，并应聘任中国银行总
司券（总发行人）。
1920年，马寅初同郭秉文等人发起创办了东南大学商学院（后改为上海商科大学）；1924年，马寅初
加入“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社长）。
1927年，马寅初离京南下，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并
任金陵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教授。
抗战爆发后，马寅初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解放后，马寅初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
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马寅初，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
回国后，随着一系列有价值、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与出版，马寅初一跃而为中国著名的经
济学家，并且享有国际声誉。
有评论说：“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被称为中国30、40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享誉国内外。
” 1948年，马寅初以经济学者的身份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
1955年，马寅初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马寅初，家喻户晓的人口学家。
早在1920年，马寅初就曾经发表过探讨人口问题的论文《计算人口的数学》 。
解放后，马寅初非常关注人口问题。
1957年，马寅初发表了石破天惊的《新人口论》，后因此而遭到不公正的批判，这更是家喻户晓的事
情。
随后，中国的人口如离弦之箭扶摇而上，人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
马寅初在人口学方面的论著，起先行世的是单行本《新人口论》 ，后来又结集出版《马寅初人口文集
》 。
1981年，马寅初被推举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
马寅初，卓有成就的教育家。
马寅初不但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勤勉的敬业精神，而且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是莘莘学子的光辉典范
，颇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和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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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马寅初就已经是驰名中外的经济学家了，就已经是“桃李满天下”的著名教授了。
建国后，马寅初历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长期耕耘在教育战线，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
优秀人才。
马寅初，成果丰硕的著名学者。
马寅初著述等身，主要学术论著有《马寅初演讲集》（四集）、《中国关税问题》、《中国国外汇兑
》、《中国银行论》、《马寅初经济论文集》、《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经济改造》、《中国当
前之经济问题》、《中国之新金融政策》 上下册、、《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财政学与中
国财政——理论与现实》、《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新人口论》等十余种，论文
则数不胜数。
198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上、下册）。
199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寅初全集》十五卷，煌煌565万言。
2007年，上海三联书店又出版了《马寅初全集补编》。
马寅初，铁骨铮铮的爱国知识分子。
马寅初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为国为民的一生。
他忠肝义胆，他热血沸腾，他仗义执言，他无所畏惧。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0年至1945年，马寅初因抨击“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的罪行而惨遭国民
党政府的囚禁、软禁。
在抗战时期的山城重庆，一代文豪郭沫若曾经这样高度称赞马寅初：你这个马寅初啊，可是个蒸不烂
、煮不熟、捶不爆的响当当的一枚“铜豌豆”。
解放战争期间的舆论界甚至认为：“今日马寅初先生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声望与地位，可与过去文学界
的巨人鲁迅先生相比。
在争取国家自由、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寅初与鲁迅一样，遭受着恶势力的仇恨，但却雄视阔步于各
种压迫之下，却始终敢说，敢笑，敢怒，几十年来态度一贯。
” 1983年2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名誉校长潘序伦，在一次集会上称誉马寅初是“近百年
最值得尊敬的学者，超级爱国的知识分子” 。
北京大学老教授季羡林，曾经坦诚地对卞毓方说，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最令他肃然起敬、最让他佩
服的有两位：一位是梁漱溟，另一位就是马寅初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之一的宋庆龄，曾经以无比激赏的口吻称赞马寅初，说马老是“我们中
华民族难得的瑰宝” 。
关于马寅初的“定量”和“定性”，还有许多许多⋯⋯用几句简单的话语，结束“引子”：马寅初，
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
马寅初，一生历经了三个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的时代 满清王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
跨越一个多世纪 （享年101岁），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可歌可泣的、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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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物传记之撰写，泱泱中华夙有传统。
自太史公司马迁迄今，绵延不绝二千余载矣！
自今日视之，事此者亦甚夥；举凡三教九流，不乏其人。
自身份而言，笔者历史学科班出身，搦管握笔，谱传先贤，似分内事（援引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之言，
此“吃饭之家伙”也），亦曾尝试一二。
此前，笔者先后创作过三部传记作品：（1）《浪子悲客：古龙传》，（2）《挥戈鲁阳：金庸传》，
（3）《马寅初的最后33年》。
前两本传记，于2001年3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又在台湾发行了繁体字版，分别易名为《侠骨
柔情：古龙的今世今生》（台北：大都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4月）、《风华再现：金庸传》（
台北：大旗出版社，2003年8月）。
第三本传记，于2005年7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现今，笔者又以《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为基础，执笔为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书写
“全传”，不觉兴从中来，亦感触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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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寅初全传》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马师在旧社会不畏强暴，敢怒敢言，爱国一片赤子之心，深受同仁敬重；先生为新中国严谨治学，实
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堪为晚辈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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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马寅初，始终敢怒、敢言的斗士，或以为可比肩文学巨人——鲁迅马寅初，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
国的。
他是我国有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 ——周恩来马寅初，蒸不烂、煮不熟、捶不爆、响当当的
“铜豌豆” ——郭沫若马寅初，“近百年最值得尊敬的学者，超级爱国的知识分子”—— 潘序伦马
寅初，建国以来最令人肃然起敬、佩服有加的两位知识分子之一 ——季羡林马寅初，“我们中华民族
难得的瑰宝” ——宋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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