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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字如面

“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沿着唐代诗人杜甫眼中水净沙明的剡溪一路向南，在天姥山、四明

山、会稽山、覆卮山的怀抱之中，有一处备受历代文人墨客青睐的清妙之境——嵊州。这里是书圣王

羲之、雕圣戴逵、山水诗圣谢灵运等学者名流的归隐地，也是马寅初一生为之挂念的故乡。

白墙青瓦、古朴清幽，嵊州市浦口街道名人街74号，一座晚清风格民居内，郁郁葱葱的老树探出新

绿。142年之前，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诞生于此。按干支纪年，他出生之年

为壬午年，五月为午月，初九为午日，再加上他午时出生，又姓马，“五马齐全”的巧合仿佛预示着他极

不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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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
你们好，我叫马大成，是马寅初先生的侄孙，目前在马寅

初纪念馆工作。

今天，我想和你们聊聊一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长

者——马寅初。他的故事，不仅仅是历史的一页，更是一份

精神财富、一盏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

想象一下，一百多年前，一个和你们差不多年纪的年轻

学子，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国家的热爱，踏上了求学之路。

这就是青年马寅初，他从小就立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

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历程。

1902年，马寅初受到实业救国思想的启发考入北洋大

学学习采矿，毕业后官费保送至耶鲁大学留学。看到了美国

发达的工商业和繁华的都市面貌，意识到要振兴中国必须从

经济着手。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将

经济学作为主科、法律社会学作为副科，1914年获哥伦比亚

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他的这种勇于探索、敢于改变的精神，是我们年轻人勤

奋学习、不断探索的最好榜样。

1915年，马寅初抱着“把知识献给祖国”的初衷归国。

回国后，初在交通部和财政部任职，为铁路会计统一和币制

整理作出了贡献，设计了中国首套十进制兑换券。但他感到

在腐败无能的民国北京政府很难有所作为，就走上了教育救

国之路。他深知，教育是国之根本，办好教育才能让国家走

向繁荣富强。

在教育领域，马寅初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先驱, 他是新中

国成立后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以及很多大学商

科和经济系的创建者。他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经济学科建

设的主要创建者，更是一位热心于普及经济知识的教育家。

1920年，南下上海后，他还发现可以从整理银行入手，

实现整理中国财政的目的，便又转入银行界，积极推动了银

行界、商界与经济学界的交流合作，在上海成立了全国银行

公会联合会，团结中国的银行与外国资本竞争，还起草了中

国第一部银行条例，培训了熟谙国外汇兑的银行业务人才，

为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而且不辞辛劳奔波于北

京、上海、杭州、广州、厦门、武汉等地，为全国各高校和各商

业团体演讲，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唤醒民意，要求关税

自主、经济独立。

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马寅初参与设计全国预算体系和

税制体系，结束了清朝末期以来的财政关系混乱局面，确立

了中国分级预算管理体制。

马寅初的一生，也是不断斗争的一生。他主张对中国经

济进行全方位改造，始终站在国家、民族和大多数民众的利

益上，与帝国主义、买办势力、既得利益集团和不法行为作坚

决的斗争。

抗战时期，他反对四大家族不顾国家安危大发国难财，

提出对发国难财者征收战时临时财产税，被国民党当局秘

密逮捕，失去自由达5年之久。经中国共产党设法营救，重

获自由后，他不改初衷，走到了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前列，

还写下遗书到南京中央大学演讲，鼓舞了青年学生的斗争

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以主

人翁的态度积极建言献策，提出有计划地生育和经济要综合

平衡、协调发展的主张，这在今天都非常具有指导意义。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马寅初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

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的成就，更在于他对社会的贡献、对国

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即使在被全国范围批判的艰难岁月中，他也没有放弃自

己的信仰和追求。他说：“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

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

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我相信，你们这些正处在人生黄金时期的青年学生如果

能够从他的故事中汲取力量，一定能够立志高远，成为国家

的栋梁之材。像他一样坚定信念、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就能

够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以马寅初为榜样，成为新时代的奋斗者吧。

祝你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此致

敬礼！

马大成
2024年5月31日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

人口普查，并提供了我国人口的准确数字。

这让一直关心我国人口工作的马寅初兴奋不

已，也激起他对于我国人口变化规律的好奇，

由此引发了他著名的“新人口论”。

次年春天，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马寅初回到了自己

的家乡浙江，一连3年走乡串户地进行实地

调查。根据调查研究，马寅初发现，中国人

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22‰以上，而在有些

地方甚至达到了30‰。看到自己调查研究

的结果，马寅初不禁感慨，这数据实在是太

高了。他进一步分析，我国本来人口多、土

地少，按照这样的增长情况继续下去，别说

国家的发展与强盛，恐怕连人民吃饭的问题

都难以解决。

于是心急如焚的马寅初将自己的研究成

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1955

年7月,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

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却没能得到大多数

专家的认可，只有极少数人表示同意，有的甚

至不表示任何意见。

但马寅初并不就此罢休。为了把这个问

题阐释得更加清楚，他四处奔走，积极找人磋

商恳谈。为此，他找浙江大学的老同志竺可

桢谈，找我国人口问题专家陈达谈，找著名会

计大师潘序伦谈，还亲自到北京大学、浙江大

学找有关教授座谈人口问题，征询意见。

1957年，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关于“控制人口数量”

的建议，接着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新人口

论》，并在其中发出警告：“控制人口，实属刻

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棘手，愈难

解决。”然而，紧接着席卷而来的政治风暴让

马寅初遭到了集中的批判。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

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

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

降。”面对报刊上200多篇反对他的

文章，一方面，他逐篇细读，虚心

采纳合理因素用以完善自身

观点；另一方面，他对其

中的谬误毫不留情地进

行了学术性论战，发表

了10余篇说理性文章

反击。后来的几十

年，事实证明了马寅初

“新人口论”的预言。

1979年，马寅初被彻底平

反，恢复名誉，并成为北京

大学第一位名誉校长。

在马寅初的葬礼上，有人送上

这样的挽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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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寅初身

上，有着师者的风骨与信仰，也有勇士的胸

怀和格局。无论在怎样的时代，他都是国家

的脊梁。

马氏原本是绍兴的书香门第、仕族望门，但自明亡以

后，马家子弟皆遵照祖训，三朝不仕，从此便耕读传家、商贾

继世了。到了马寅初父辈这一代，马氏家族中大多都在做

酒水生意，其中马寅初父亲马棣生的“马树记”最为著名。

“马树记”酒店位于浦口镇中央，是前店后家的格局，马

棣生一家和酒坊师徒都居住在店后的楼里。马寅初少年时

就住在院子北屋西头的二层楼上。每当酒旗扬起，在附近

停泊的船工舟子、客商游人经常喜欢到“马树记”酒店喝上

一盅，借以解忧解乏。随着马家的生意逐渐兴隆，马棣生也

开始考虑培养继承人。

在父亲的安排下，马寅初在6岁便进入家附近的私塾——

凌云学堂读书。在那里，他得前岗村贡生俞桂轩先生启蒙，

学识大进，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功底。同时，还学得了一手好

字，以隶楷见长，洋洋呈大家之风。俞桂轩打开了马寅初的

眼界，点燃了他求学的火苗。

绍兴城里水澄巷王家是马寅初母亲的娘家，马寅初13

岁时经由舅父竭力说和，父亲才勉强同意其随舅父进绍兴

县学堂读书。晃眼4年过去，马寅初因受维新思潮影响，想

去新式学堂继续深造。但父亲不打算让他继续上学，而是

想让聪明伶俐的马寅初继承酒坊。可是马寅初不愿意服从

父亲对他前途的安排，为此多次遭到父亲的打骂斥责。

正当父子两人吵得不可开交之际，与马寅初大哥私交

甚好的上海瑞纶丝厂经理张江声的到来打破了僵局。张江

声非常欣赏这个“跪下也要读书”的年轻人，就力劝马棣生

把眼光放长远些，要支持儿子外出读书，并主动提出自己出

钱供马寅初上学。就这样，17岁的马寅初在张江声的安排

下，进上海教会学校英华书馆（又称中西书院）读书，命运的

轨迹从此改变。

英华书馆开设的英语、代数等科目让马寅初感到格外

新鲜，但他的家乡口音一直改不过来。马寅初毫不气馁，他

抽空便大声朗读，不到口干舌燥不罢休。凭借着刻苦的精

神和顽强的毅力，马寅初头一年英文考试没及格，但在第二

年就考得了第一名，其他科目也都名列前茅。

1902年，马寅初抱着“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

想，考进北洋大学的采矿冶金科。1907年，因学业成绩优

异，马寅初和其他13个同学一起被选为官费留学生赴美

深造。

马寅初在耶鲁大学冶矿系学习一年左右，深受美国发

达经济制度之触动，意识到“实业救国”这条路在当时的中

国是行不通的，必须改革中国的社会制度。于是，他从第二

学年开始改为研究经济学。

马寅初知识面广、基础功课底子扎实，加上他好学不

倦、刻苦钻研，用常人三四倍的时间去学习，所以虽然转换

专业，也能按期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并考入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作为一个学者，马寅初一直保

持着勤奋好学的精神。在70岁高龄

的时候，为了研究苏联经济理论，他

开始学习俄语。有人劝他，年纪大

了，记忆力衰退了，何必再学外语

呢？他回答，恒心与勤奋能弥补不

足。马寅初从俄文字母学起，学发

音、背单词、练语法，每天上两次课，

还要时时考试。就这样，经过3年苦

读，他以惊人的毅力掌握了俄语，不

仅能阅读俄文经典名著，而且能用

俄语对话，甚至可以在苏联报纸上

发表文章。

勤学笃行，自强不息

在嵊州幽深邃密的峡谷之中，在潺潺流淌的

剡溪和黄泽江两岸，在马寅初命名为“竹屋”的故

居庭院中，到处都生长着挺拔秀丽的翠竹。在诸

种花草树木中，马寅初最为喜爱的就是竹子，因为

竹子有着与他同样的风骨和品格。丛丛翠竹，以

虚心劲节、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品格影响着马寅

初的一生。

1915年，马寅初学成回国，之后长期从事经济

学的研究，并热衷于通过演讲和著书普及经济知

识，还组织创办了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术团体——

中国经济学社。随着马寅初在经济界的影响力逐

渐扩大，标榜着要搞经济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为

了装点门面，便邀请马寅初到国家立法院任职。

1928年11月，马寅初应邀到立法院任立法委

员，之后又被委任为立法院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委

员长。当时的立法院中大多数委员都是国民党的

御用文人、官僚政客，他们习惯于对国民党反动派

唯命是从。马寅初则秉着公心，对那些损害人民

利益、阻碍工商业发展的财政政策拼命抨击、寸步

不让，不给国民党反动派留一点情面。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

办资产阶级，利用其政治、军事上的权力贪污腐

败，滥发纸币和公债，大发国难财，弄得财政混乱、

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目睹这一切腐败现象，马寅

初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他在报刊上发表文

章，在各种集会上演讲，在立法院提出议案，痛斥

国民党反动派鱼肉百姓的经济专政，主张要向发

国难财者征收战时财产税，以充战后经济复兴。

马寅初的文章字字句句铿锵有力、内容翔实，矛头

直指四大家族，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1940年11月24日，重庆大学礼堂里人头攒

动。虽然是一个星期天上午，但听众非常踊跃，连

礼堂外的空地上都挤满了人。讲台上，马寅初精

神振奋，声音洪亮，礼堂内外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他说道：“我们抗战，中等人出钱，下等人出力。至

于有钱的上等人呢？既未出钱，又未出力，反而发

了国难财。要铲除这种阶级性的不公平……非要

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纸币不可。”马寅初的

文章和多次公开演讲像一柄柄锋利的匕首，刺中

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要害，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不

容。同年12月6日，马寅初被国民党宪兵抓捕，先

后被囚禁在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

“不屈不淫征气性，敢怒敢言见精神。”这是新

华日报社为马寅初六十寿辰送来的贺联，也是马

寅初性格的真实写照。为了声援当时仍身陷囹圄

的马寅初，祝寿来宾和重庆大学学生纷纷解囊捐

款，在重庆大学校内修建寅初亭。黄炎培特地写

了一首诗：“顽龙经岁困泥中，忙煞惊曹斗草童。

报道先生今去矣，一亭冷对夕阳红。”并制成诗匾

挂在亭中。时至今日，寅初亭仍在原址，系六角屋

檐，有玻璃屋面和玻璃滴水，亭前还种有菊花等各

种花卉。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和周恩来等共产党员

的营救下，1942年8月，马寅初出狱，但仍被软禁

在重庆歌乐山上，限制与外界接触。直到1944

年，他才彻底恢复人身自由。他始终站在爱国民

主运动的最前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顽强

的斗争。

爱国为民，敢怒敢言

马寅初学成回国之初，自以为在外国学

的是财政，便想着用所学之物来改造中国腐

败落后的财政税务，并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

里当一名职员。然而痛心于当时中国的各

项税收大都控制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手里，

再加上目睹北洋政府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

丑恶行径，马寅初便一甩袖离开了政界，决

心走一条教育救国的新路。

从1915年学成回国后，即走上各大学

讲台，到1960年辞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

一生从教40余年（中间除被国民党当局软禁

的4年多外），足迹遍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清华大学、南

开大学、天津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等20

多所著名大学，还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校

长、浙江大学校长和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1916年，马寅初应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

学担任经济学教授。任教期间，受到“思想

独立、学术自由”的北大精神的影响，马寅初

的民主办学思想开始萌芽。他曾讲，这些头

脑灵活、有先进思想的在校大学生是祖国的

栋梁，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应该维护学生的爱

国热情，大力支持学生的政治活动。1938

年，马寅初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专任院长之

后，积极鼓励学生自由读书，使得当时的进

步书籍报刊可以在重庆大学的学生间随意

传阅；支持成立学生自洽会，自洽会内学生

可以民主选举、自由发表意见。

1949年8月，被任命为浙江大学第一任

校长的马寅初便反复思考，怎样办好一所社

会主义新型大学。在他看来，要办好大学，

还是得继续发扬之前在北京大学和重庆大

学的民主办校传统。随后，他对全校师生员

工说：“办好一个大学，不能单靠校长一个人

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应当是

人人提方案，个个想办法，大家献计献策，大

家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新

浙大！”在这样的倡议下，师生员工纷纷开动

脑筋想办法，结果一下就提出了900多条提

案。马寅初对此非常高兴，组织召开全校师

生员工代表会议，对这些提案和建议加以研

讨和落实。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

主席谭震林高度评价马寅初的工作，并且建

议浙江大学把代表会议制度化，“这是一个

新创造，它对于浙大本身的健全和保证它本

身任务的完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今后的浙大，要在人民民主的总方针

下，大家学习新的思想，确定为人民服务的

立场，教育要与新中国的建设相结合，培养

切合实际要求的专门人才。”这句出任浙江

大学校长时的致辞，鲜明阐述了马寅初的

教育目标和办学目的。在1951年就任北

京大学校长时，马寅初再次强调教育的基

本立场：“以团结一致的精神发扬北大的光

荣革命传统，保持北大的学术地位，并配合

国家建设工作的开展，为国家造就大批优

秀的建设人才。”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举

措，例如强调师资队伍建设、注重科学研

究、重视教学建设、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等。

不论在经济研究中还是在校长职位上，

马寅初自始至终都秉持学以致用的原则。

他坚持主张高等教育与科研相结合，以研究

成果教育学生；认为经济学服务国家和社

会，学界要与事业界进行良性互动；一贯主

张和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提出主张以教授治

校，使学校教学计划与国家计划相符合……

这些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对今天的教育工

作者来说，仍然有无可比拟的启迪与参照

价值。

以人为本，民主办校

坚持真理，舍生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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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伶丽 钱璟暖

“跪下，也要去念书！”课堂上，透过学生们抑扬顿挫的朗诵声，少年马

寅初在父亲面前坚持己见、矢志求学的形象跃然眼前。

“为什么要拿鞭子抽打他？”“面对爸爸的鞭子，他改变主意了吗？”“他

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在教师一系列问题的引导下，学生们大胆地给

少年马寅初“贴标签”——有决心、意志坚定、宁打不屈、好学乐学。

其实，学生们对马寅初先生并不陌生，甚至人人都能说上几个马寅初

的小故事。作为一所以马寅初先生名字命名的学校，嵊州市马寅初小学

不仅毗邻马老故居，校园里也处处蕴藏着马寅初精神的印记。多年来，学

校创设以马寅初精神为特色的新时代校园文化，并将其融入校园特色文

化建设中，全面提升师生的精神文化内涵。

希望学生能像马寅初一样明理、做人、做事、治学，在提炼马寅初精神

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学校凝练出“爱国、至孝、刚正、厚道、求实、创新、刻

苦、严谨”的校训。不仅如此，学校还积极组织教师开展马寅初精神文化

论坛、开发校本课程，将马寅初文化写进课本、搬进课堂。

《马寅初爷爷的故事》就是基于学校特色校本研修项目而编印的校本

研修教材。在编写该教材的过程中，教师们坚持理论学习和实地考察并

重，通过参观马寅初纪念馆、马寅初故居，收集整理马寅初著作、手迹和生

平事迹图片，与马寅初侄孙马大成座谈等，做了大量前期筹备工作。此

外，学校还特邀专家讨论提炼适合师生学习的马寅初精神元素，继而编写

了上下两册适合学生学习的校本教材《马寅初爷爷的故事》。

此次课堂上选取的，除了少年马寅初《我要读书》的小故事外，还有

《七十多岁的“小学生”》，借以引导学生了解学习马寅初“活到老、学到老”

的优良品质。通过播放提前准备好的录音材料，学生们发现：尽管已经精

通英文、德文，粗通法文，但为了能看懂相关文章和材料，已届70高龄的

马寅初又开始学习俄语。他在车里背俄文单词，晚上到家就开始写作业，

经过4年多的坚持，终于学会了这第4门外语。

“对比少年和老年时期马寅初的两个故事，你有什么新感受？”

“我们要学习马寅初爷爷哪些精神品质？”

“古今中外，你还知道哪些勤学好学的名人？”

……

从马寅初向和马寅初一样的勤学名人延伸，学生

们纷纷举手各抒己见。映雪读书的孙康、凿壁偷光

的匡衡、悬梁苦读的孙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

周恩来……这些名人先贤勤学苦学的故事无不

激励着学生要更加发愤图强、勤勉好学。

紧接着，教师话锋一转抛出新的问题：“同学

们，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勤学的好榜样呢？”“我们

要以怎样的实际行动向他们学习？”新一轮讨论又

将这堂课推向了新的高潮……

除了像这样的校本课程，在马寅初小学，马寅初精神

润物细无声般熏陶、感染着师生。学生们在韵石文化课上以石为

纸，画马寅初人像、绘马寅初故事，在语文课上朗诵《寅初赞》，在音乐课上学

唱现代越剧《马寅初》，在综合实践课上担任马寅初故居的小小讲解员……

学校多门马寅初精神文化校本课程被评为嵊州市义务教育精品课程，韵

石社团也先后被评为绍兴市特色社团和绍兴市“百佳”美育特色社团。

不仅如此，学校还将每年的9月定为马寅初文化教育活动月，开展

“寅初少年”主题教育活动，过主题演讲、绘画、手抄报、征文、校园剧等，传

承和发扬马寅初精神。2022年，在马寅初140周年诞辰之际，学校还与街

道、社区、市关工委、马寅初中学等联合举办“走进浦口，亲近马老”百人艺

术创作活动、“红领巾讲马寅初爷爷的故事”、先锋课堂展示等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活动。

（作者分别系嵊州市马寅初小学校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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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州市马寅初小学内的文化墙

最美奋斗者——马寅初回家展

马寅初小时候的书桌

位于嵊州市的马寅初墓

嵊州市马寅初小学师生在马寅初精神研究工作坊参观学习重庆大学的寅初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