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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海无涯的治学精神　　张仲老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老院长，更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研究泰斗，半个世纪前他的著作《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就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
　　张仲老的学术生涯有几个重要阶段：1947—1958年在美期间，获得博士学位和教授职位，并出版
英文版《中国绅士》和《中国绅士的收入》，得到当时美国远东研究学界的高度评价，也为开始着力
从事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为主时代的中国江南地区社会发展研究填补了空白。
　　1958—1966年，受新中国感召，于1958年辞去美国终身教授职位回国，投身刚刚组建的上海社会
科学院，此后50年一直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荣辱与共。
最初，他在经济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史的研究，并积极进行上海工业史料的抢救
工作。
当时的经济所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出版了多部为后人广泛享用和赞赏的资料图书，如《南洋兄弟
烟草公司史料》、《荣家企业史料》等。
　　1978—1991年，张仲老的学术生涯进入收获阶段，完成了从工业史料编撰到企业研究的转移，主
要成果有：《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与汪熙联合主编）；《沙逊集
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与陈曾年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主编）；《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与陈曾年、姚欣
荣合著）。
期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
　　1992—2002年，张仲老利用自己在美欧的影响，积极展开多方面的国际学术交流，为上海社会科
学院赢得国际声誉。
期间，主要学术成果有：《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长江沿江
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等创新性著作，完成了从企业研究向城市研究的转移，同时将上海史的研究整合
为上海学的研究，并推向国际汉学界。
期间，主持了多项决策咨询项目的研究，为上海在当时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浦东开发作出了智力贡献。
　　2002年至今，张仲老深刻认识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战略意义，多次在《文汇报》上发表关于
生态文明见解的文章，完成了城市研究向生态研究的转移。
同时，他还分别担任了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和《上海资源环境蓝皮书》名誉主编的职
务。
　　张仲老的研究创意、组织能力和丰硕成果让我和同志们深感钦佩，但我更觉得他的治学精神是值
得相传的宝贵财富。
张仲老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内容：　　一是谦虚谨慎，虚怀若谷。
他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泰斗级人物，即使如此，他还是那样平易近人，那样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
的发展，乐于倾听晚辈们的意见，以宽阔的胸襟和严谨的态度处理各项工作。
　　二是学风严谨，勤于治学。
作为一位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张仲老的学术地位有目共睹，但是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继续着学术研究，
同时关心着学术界的现状。
他对于学术研究一丝不苟，学风正派，令人钦佩。
　　三是联系实际，关注社会。
张仲老是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案61项，并且相继有8个提案被列为当年的“一号提案”。
他特别重视理论对实际的指导，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身体力行，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作着不懈的努力。
　　四是巨人之肩，激励后学。
张仲老极为重视对中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甘为人梯，给晚辈的成长以无私的帮助。
这种高尚的品格，也正鼓舞和感动着每一位晚辈，成为我们继往开来的动力。
　　多年来，张仲老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设立一个专门的学术奖励基金，以此来奖励那些从事社会
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培养社会科学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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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张仲老因“19世纪中国社会绅士阶层的原创性研究及学术成果的国际声誉”荣获首届上海市
学术贡献奖。
他将奖金奉献出来作为奖励基金。
经过全院同志半年多的准备和共同捐资，2005年他终于实现了这个夙愿。
如今，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已经颁发了四届，为科研队伍发现了一批人才。
张仲老充分体现了一代学人严谨治学、无私奉献的可贵精神，让我们再一次领略了他的高尚品格和远
见卓识。
　　本书让我们得以比较具体地了解张仲老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他是我们道德的楷模，他的风范更
鼓舞着我们以院为家，爱院即爱家。
在全院同志正在投身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发扬张仲老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
也只有这样，上海社会科学院才能尽快达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发展新境界。
　　是为序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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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仲老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老院长，更是蜚声海内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泰斗，半个世纪前他的著
作《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就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本书让我们得以比较具体地了解张仲老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他是我们道德的楷模，他的风范更鼓舞
着我们以院为家，爱院即爱家。
在全院同志正在投身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发扬张仲老的治学精神和大家风范；
也只有这样，上海社会科学院才能尽快达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发展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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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起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张仲礼回忆道：1999年，在中国昆明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取得了
巨大成功。
上海市政府适时提出了承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申请。
3月初在全国两会上，上海市人大代表纷纷表示拥护上海市政府想法，一定要成功申请世界博览会，
办好世博会。
为此，大家联名签字，并由张仲礼作为代表邀请人大主任陈铁迪以及市委书记黄菊在人大代表联名书
上签字。
　　张仲礼在更早些时候就萌生要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想法。
这缘于1982年他应邀到美国担任华盛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曾经在美留学、任教12年的张仲礼发现，20世纪50年代还只是一个20几万人口的中等城市西雅图，
到80年代已成为人口多达200万的大型城市。
令华盛顿州人最骄傲的是：全美国只有他们对中国的学术交流、技术交流是顺差，而其他的州都入不
敷出。
邀请张仲礼前去的华盛顿大学已是西北部五大州最大的大学，学校的基金与哈佛大学的基金相差无几
。
西雅图当之无愧成为美国文化教育的一个中心。
城市区域面积较30年前张仲礼留学时扩大很多倍，大型企业如波音飞机公司、比尔盖茨的微软均将总
部定于西雅图，城市的飞机制造业、软件制造业、海军船舶制造业均得到迅猛发展。
当时最高的88层的高楼竖立着将城市的天际线描绘得越发迷人。
站在88楼的制高点鸟瞰整个城市，西部的科技馆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东部有一大块则是世界博览
会保留的土地。
张仲礼不禁感慨大城市的发展和机遇的密切联系。
仔细探究才知道，引起这一切变化发展的原因是1962年西雅图世博会的成功召开。
于是，让上海也有机会举办一次世博会成了张仲礼的一个心愿。
　　关于一个城市举办世博会的意义，张仲礼不止一次地指出其超越城市空间的价值。
他认为，世界上有三大赛事是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博览会、世界杯
足球赛。
与重大体育赛事的区别在于，世界博览会则是展示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成就的平台。
举办世界博览会的目的往往是庆祝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的重要事件，展示人类在某
一或多个领域如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标志着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新技术、
新发明、新创造、新产品等借助世博会的平台展现在公众面前。
只是以80年代末的经济实力以及90年代的发展势头，上海是否有条件申办具有如此重大价值的世博会
呢？
毕竟此时，还没有发展中国家成功申办的先例。
　　当然，也有学者担心世博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仅在举办时显现，举办之后会无影无踪。
张仲礼却不这么看待这个问题，他从西雅图的城市发展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一旦一个城市打好了基
础，建立了一定高度的平台，让世界认识到它的价值，这对于城市的发展将是持续性的推动。
张仲礼的思想当然不是孤立的，他同时期的上海社会科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副院长夏禹龙也持积极申
办世博会的观点。
夏禹龙在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在上海理论界颇有影响。
1992年8月16日，夏禹龙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颇为轰动的文章——盼望“上海国际博览会”。
文章指出：历史已经把上海推向改革开放的前沿。
上海怎样担当起“龙头”的重任，除了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工作以外，还应选择恰
当的时机，推出有轰动效应、能带动各方面建设的大动作，以收“画龙点睛”之效，使“龙头”真正
腾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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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禹龙认为，举办国际博览会就是这样一种有效的大动作。
　　其实，上海在当时的东亚经济舞台上已经被看作是个潜在的“增长极”。
夏禹龙回忆道：早在1984年9月，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城市经济考察团访沪时，就曾提出准备协助上海
在1989年举办国际博览会的建议。
其后，双方曾就此进行多次互访，并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未能如愿。
　　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的上海正处在“破茧”的前夜，在决策上往往显得犹豫。
这种局面，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才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为此，夏禹龙在1993年2月再次提出上海应举办自己的经济“奥运会”的主张。
　　这一年，北京正在紧锣密鼓地为申办2000年的奥运会而竭尽全力。
上海作为呼应，也在力争办好今春的东亚运动会。
于此时刻，夏禹龙觉得1999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之议，也到了实质性启动的阶段了。
　　他指出，“此议已长达9年之久，其问多经周折，终因主客观条件不足，依旧停留在纸面上。
时至今日，我以为各种条件均已基本具备，只要加上决心和魄力，就能把这件有世界轰动效应的事办
成。
”而与奥运会相比，世界博览会具有举行时间长（可以长达半年），参观人数多（多达五六千万人次
）的特点，它虽然在短期内受世人瞩目的程度不及奥运会，但其影响却更为深远。
它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世界最新的科技和经济成就，寓教于乐，其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完全称
得上是一次科技、经济的“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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