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和忠①

星殒光犹照 书陈纸尚新

———记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

① 作者曾任湖北省蕲春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2012 年 6 月 20 日，蕲春籍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

员汪敬虞先生病逝，终年 95 岁。7 月 10
日出版的台湾《湖北文献》报道了这一不

幸消息。汪敬虞的殒落，是学术界的一大

损失。

不恋高薪 潜心治学

早在 1988 年，笔者赴京出差，在北

京复兴门外三里河汪敬虞先生的寓所，

曾拜访过汪老。他虽满头银发，但很健

谈，从这位学识渊博的老学者身上，看到

了一位潜心治学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史学

家风采。
汪敬虞，字馥荪，1917 年 7 月 20 日

生，蕲春县张塝镇汪瓢铺村人，幼时在家

塾就读，聪慧好学，后侍父江西，稍长从兄河南，抗战军兴，避难西蜀。1937 年

汪敬虞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在大学期间，他就表现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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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殒光犹照 书陈纸尚新———记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

者的气质与素养。从 1942 年起，他在攻读大学课程的同时，就以极大的兴趣研

究国际金融，并在重庆《金融知识》杂志上先后发表《纽约金融市场之分析》、
《联邦准备制度信用统制论》等论文，对美国金融制度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此
外，他还写了一些介绍金融和经济学知识的文章。

1943 年，汪敬虞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他婉谢了俸禄优厚的中央银行

高薪聘约，怀着研究学问的坚定意愿，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了一

名研究生。
在四川一个荒芜偏僻的山村，这里薪俸菲薄，条件艰苦，没有像样的工作

环境，然而，他却安于清贫，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一头栽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

题，他所从事的是一般人所看不起的“资料收集与统计”，他却认真以待。
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汪敬虞主要研究中国工业生产。在《中国国民所

得 （1933
年）》一 书

中，汪敬虞

任其中工业

部 分 的 撰

述。该书于

1974 年 出

版，在中国

经济 学 界 ，

这是一部有

代表性有影

响的 著 作。
当时，关于

中国国民收入和工业发展水平的研究很少，这部著作是最为完备和精细的，直

至今天，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工作者们仍不时引用这一部书的研究成果。此

外，汪敬虞还用英文发表专著《中国的工业生产（1931~1946）》和论文 20 余

篇，其中有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英文杂志《经济学报》上发表《抗战前中国工业

生产与就业》以及在国内发表《战前中国工业生产中外厂生产的比重问题》和

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华北等地工业生产的系列文章。

抗日战争前的中国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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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成果丰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汪敬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

汪敬虞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得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

路的结论。1949 年初，他就在报纸上撰文指出，“中国需要社会主义”。如果说，

他在全国解放之前认定“中国需要社会主义”主要是他个人悉心研究中国经济

所得出的结论的话，那么在全国解放之后，他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

认识就更为深刻了。1953 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旧中国为什么不

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文章，剖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

民族工业的压迫和阻挠。此文发表后，《中国建设》、《人民中国》以及国外一些

报刊均作了转载，产生广泛影响。1957 年，他汇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

辑）》出版，这部 100 余万字的巨著是一部资料完备学术价值极高很有影响的

著作。出版后，国内外都对该书予以评价和介绍。

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地位，但长

期以来，有关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既无深入研究

专著，又无全面系统资料。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出版了汪敬虞等编辑的《中国

近代工业史资料》，对反映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特别是研究中国近代工业

史、经济史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汪敬虞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

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史为出发点，反映近代中国

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勾勒出 1906 年至 1925 年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基本轮廓，

使读者了解外国在华工业资本，官办工业资本和中国民族私人工业资本的基

本状况及相互关系，其学术价值极高。汪敬虞还审阅《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首

卷 6 册的全部资料，不仅给该书的编辑工作提供宝贵意见，还无私地将其多年

积累和保存的有关资料提供给该书编者，任其选用。

粉碎“四人邦”后，汪敬虞的研究工作进入旺盛时期。1979 年以后几年中，

其专著有《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赫德与近代中西关

系》和《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等相继出版。此外，汪敬虞的《唐廷枢

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 （1906～1938）》、

《汪敬虞集》等，均是重量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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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有一位出色的企业家名叫唐廷枢，他以丰富的洋行工作经历和

西方经营管理知识，在招商局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主持制定中国第一个船

员职责条

例。汪敬

虞《唐廷

枢 研 究》
一书对唐

廷枢这个

中国近代

史上著名

洋行买办

人物作了

全面科学

的 评 介 ，

对 19 世

纪中国买

办阶级发生、洋行早期活动、买办资本积累与民族资本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

研究。英国人赫德是近代中西关系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中国度过半

个多世纪，其塑像碑至今仍树立在上海外滩。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

书，对赫德与中国海关、赫德与长江的开放、赫德与中国税收、币制、邮政、教育

等进行了广泛研究。
在掌握大量资料基础上，汪敬虞做了许多专题研究。1953 年~1965 年，他

在《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新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杂志发表许多论文，其

中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五四

运动的经济背景》、《关于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斗争的资料》、《关于继昌隆丝厂

的若干史料和值得研究的几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方法论》和

《从上海织布局看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等，研究外国在华资本

的有《十九世纪外国银行在中国势力的扩张及其对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

控制》、《关于十九世纪外国在华船舶制造工业的史料》、《十九世纪外国在华的

工业投资》等，这些论文皆提出新的史料和新的观点，开掘既深，又每每阐述研

1878年李鸿章、唐廷枢在直隶（今河北）创办的开平矿务局

·星殒光犹照 书陈纸尚新———记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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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所碰到的一些新问题供大家讨论，因而令人耳目一新。汪敬虞还在《中国

社会科学》和《近代史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论自由竞争的社会主义》、《试论

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论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的产生———兼论洋务运动

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再论中

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关于民族资本现代企业发生问题的讨论》、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过程》、《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等。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唐廷枢研究》两书

获学术界一致好评，《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论文 1984 年获

《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奖。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汪敬虞学术成果获得大丰收。除发表大量论文外，

他主持《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这一“八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历时

10 余年，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最终成果于 2000 年出版，全书 178 万字，分

上、中、下三册，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和吴玉章社会科学一等奖。汪敬虞

著《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汪敬虞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

不发展》、《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相继出版。

治学严谨 一丝不苟

汪敬虞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知名学者，但他为人虚怀若谷，处世谦让，工作

认真，一丝不苟。对于别人向他请教的事，他急人所急，尽力相助。他抽不出时

间来整理自己的书稿，却花去大量时间替别人看稿，哪怕是洋洋百万言鸿篇巨

著，他总是认真阅读后提出具体和中肯意见。对于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他

循循善诱，把自己研究心得和研究方法传授给他们，处处为他们考虑，主动为

他们创造各种条件。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为别人（包括其学生）修改文稿，发

表时却不肯署自己名字。他总说，“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传统。”
汪敬虞治学严谨，宁肯在荆棘丛生的悬崖峭壁上攀登，也不愿走平坦省事

的“捷径”。他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一般人看不起的资料工作，他不但乐于为

从事研究工作者整理资料，而且不惜为之竭尽全力。他是以协助我国著名经济

史学家巫宝三从事中国国民收入的统计开始自己研究工作的，为使自己所分

担的中国工业生产部分获得比较精确的数字，他不避繁杂，擅长从零乱琐碎的

资料中整理出比较完整的统计，而不愿只图省事，采取笼统估计的办法。当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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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汪老谈起近年他多次应邀赴香港讲学的事时，汪老谈到他先后应香港中

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及政治与行政学系的邀请，赴香港演讲《中国近代社

会与资本主义》，他对笔者说，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与西方

国家很不一样。中国资本主义没有经历过西方式的由手工业———工厂手工

业———大工业的正常阶段，而是由买办资本发展起来，因而其发展条件及特点

均不相同。他说，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是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资本主义基础十分薄弱，因此，中国不可能如西方国家般实行资本主义，而只

能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汪敬虞表示，中国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

在世界上是极罕见的，有其特殊背景及条件，而研究中国当前经济，不可脱离

这个历史因素。他说，当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汪敬虞的严谨学风，还表现在他从不掩饰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像大

多数有才能有学问的学者一样，在他对自己作估价时，看得更多的是自己的不

足之处。20 世纪 50 年代，汪敬虞曾与郭沫若在古史方面有过接触，1951 年他

曾为郭沫若查考希腊黑劳士的身份地位，并深得郭沫若的赞许（1954 年人民

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有记载），但汪敬虞始终认为自己担任此项工

作并不相称，惟恐产生误差有负重托。1953 年，汪敬虞又受命翻译马克思论中

国的几篇评论。翻译过程中，他深感要准确翻译马克思著作，需要博大精深的

理论修养和知识结构。他不满意自己的工作，该译稿曾请北京大学教授校阅，

北大教授写了译后记，对有关史实作了详尽论述，这使汪敬虞自感前辈学者学

识渊博恢弘，也感觉自己的不足。
1997 年 7 月，汪敬虞作诗一首，以抒发人生感悟，诗曰：

赣水潮初涌，梁园柳渐鸣。
西川钭日淡，北地暮云轻。
头白谁堪老，书陈纸尚新。
开门迎寂寞，投笔惜清贫。

南朝梁著名诗人谢灵运有“园柳变鸣禽”的诗句，现代著名学者钱钟书《谈

艺录》中又有“高柳眠阴半在池”的佳句，在诗人眼中，柳树既会唱，又会睡，于

是，汪敬虞就有“梁园柳渐鸣”的发挥了。此诗前 4 句汪敬虞写人生经历，后 4
句写做人和做事的意境。“头白谁堪老，书陈纸尚新”，充分表达汪老以学术为

生命的境界；“开门迎寂寞，投笔惜清贫”则活脱脱展现学者风范。一个学者所

·星殒光犹照 书陈纸尚新———记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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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甘苦和成就，均可从诗中寻觅。坦坦荡荡地回首人生，发现寂寞和清贫竟

是读书人最大的财富。只有保持心平似镜，坦荡孤寂的心态，才能成就学术。当
清贫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过去的岁月尽管不富有，但我们精

神生活充实，生活方式朴实，清贫是对人生选择的考验。在这方面，汪老堪称楷

模。

高山仰止 风范永存

从汪敬虞 1943 年至 1945 年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生起，

至 2012 年辞世，整整 70 载，汪老均在经济史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研究和写

作成为他生活方式里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43 年汪敬虞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就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任研究生，1946 年 1 月，任助理研究员，1949 年 10 月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1955 年任副研究员，1978 年 10 月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

授，1979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所学术委员，1981 年

7 月，兼任经济研究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1982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
月兼任《经济研究》编委，1983 年 6 月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经济史》副主

编，1985 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2 月被选为中国经济史

学会副会长，并任《中国经济史研究》副主编，1987 年 6 月任中国社科院经济

学评审委员会委员。他为民盟成员，1988 年 3 月被选为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

以学者身份积极参加国家政治活动。1991 年 10 月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社会

科学工作者，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 年 3 月被选为八届全

国政协委员。1999 年，汪敬虞 82 岁高龄退体，2006 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

学部委员，仍笔耕不辍，撰写专著。2007 年 4 月 1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和经济研究所在社科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汪敬虞先生九十华诞学术研讨

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

学、云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单位 60 余位专家、教授、学者出席学术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其编辑《汪敬虞全集》、《汪敬虞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以资庆

贺。
汪学琦先生曾为汪敬虞先生赋诗《赞蕲邑在京著名学者汪敬虞》道：

神都济济荟英才，楚有龙驹早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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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边磨利剑，石头城下度宏斋。
名高两度亲国政，学博终身献雅怀。
耄耋耆年犹著述，夭桃秾李尚培栽。

汪敬虞先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在长期从事研究工作中，有一个警句

他常引以自勉，这就是他的那句诗，“头白谁堪老，书陈纸尚新。”如今，这一警

句的前者只能改为“星殒光犹照”了。

父子学者 皆负盛名

汪敬虞的长子汪同三亦为著名经济学者，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研

究所所长卸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父子二人同为当代经济学学

者，皆负盛名，饮誉学界。
也许您不会相信，汪敬虞父子俩同为学部委员的照片和简介竟同时刊载

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光明日报》同一天报纸上。据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于

2006 年建立学部制度，并推选出第一批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其学术地

位相当于中科院院士。《中国社科院组建学部实施方案》规定，“首批学部委员

从中国社科院在职的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优秀学者中产生。”在首批中

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就有 3 名蕲春人，除汪敬虞父子外，还有中国社科院农

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
汪同三 1948 年生于南京，童年随父母迁居北京，在京接受完整的小学和

中学教育，1977 年参加“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高考，考入北京师范学院

（今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获数学学士学位，受父亲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汪同三在大学期间即系统学习经济学理论，1981 年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成为我国第一批研究数量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1985 年硕士毕业后，

到中国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海外投资部工作，参与不少重点海外投资项目。1987
年，由汪同三等设计的模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参加世界模型联接，这是中国模

型首次参加世界联接，并获得成功。此后，汪同三多次应邀参加世界联接模型

会议，并向大会宣读论文，进行广泛学术交流，让中国经济融入世界潮流。汪同

三长期从事经济模型理论、方法论及其在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方面的研究工

作，其系列性专著《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1989 年获中国社科院科技成果

一等奖、孙冶方经济学奖，1990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汪同三在科研

·星殒光犹照 书陈纸尚新———记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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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突出表现，他曾两度破格晋升，1989 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 年晋升为研

究员。先后任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经济模型研究室副主任、
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研究员。1993 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

贴，1994 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汪同三为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主任，还兼任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并为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专家，是国务院智囊团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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