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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 日，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厦门大学老教授胡培兆“回家”了，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生他养
他的故乡——我市古山镇前杭村。这次，他再也不走了。

画眉岩肃立，乌溪江无声。
“培一代名师教泽宏施瞻北斗，兆千年瑞雪政经卓著誉南强。”“高风传梓里，公去大名垂史册；

亮节昭后学，我来何处别音容。”胡培兆故居，古老的四合院挽联高挂，亲朋云集。没有喧哗，没有
哀乐；院外也没有名车大贾，有的是静穆，是敬仰，是虔诚。

“是学者，是教师，是思乡的游子，一生勤奋好学，现在回家了。”他的花岗岩墓碑上镌刻着这样
的文字。

厦门大学老教授胡培兆“回家”了
是学者，是教师，是思乡的游子，一生勤奋好学

胡培兆有一副自勉联：“春夏秋冬无春秋，东

南西北有东西”。这副联也镌刻在他的碑文里，作

为他一生的写照。

纵观他一生的业绩，这副联可作这样的解读：

“春夏秋冬”，指的是时间维度。“无春秋”，是

说365天，每一天都要珍惜，不让它虚度；“东南西

北”，是指空间维度。“有东西”，是指“有成果、有业

绩”。人活着，要珍惜光阴，要为人类作贡献，不能

虚度。这也是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他的一生，确实不平凡，真正践行了“无春秋”

“有东西”。

先看他生前获得的头衔和荣誉：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厦门大学教

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首届孙冶方经济科

学奖获得者、全国师德标兵、首批福建省优秀专

家、享受国务院津贴、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研究的代

表人物。

——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专

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

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江学者”聘任评审会评

审专家、中组部人才局“千人计划”评审专家、全国

《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会副会长。

——福建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学术

委员会主席、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院长，《中

国经济问题》主编。

胡培兆辞世，在厦大、在福建，乃至在全国都

引起巨大影响。

胡培兆于前年 4 月 26 日逝世，29 日，福建官

网《东南网》就惊呼：“他的离去，意味着又一巨星陨

落！”同日，《厦门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厦大教授、

著名理论经济学家胡培兆去世，享年84岁。他研

究了一辈子价值，却无意‘经营’自己的价值⋯⋯”

前年 5 月 2 日，《中国招生考试全视角网》刊

发了厦门大学宣传部文章。文中披露：教育部，厦

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福建省教

育工委、教育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部分兄

弟学校等单位及领导、厦门大学领导班子全体成

员、生前好友同事学生，以不同方式对他的逝世表

示沉痛哀悼，对其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该文还详细介绍了他的学术贡献：

——20 世纪 80 年代，胡培兆创造性地提出

了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广泛

关注和赞同，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体制改

革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他十分关注经济学热点

问题，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破解难

题，提出了“有效供给论”等著名经济学观点，为后

来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在经济

学界，有“北厉南胡”之称，“厉”是指厉以宁，“胡”

是指胡培兆。

——胡培兆先后在《求是》《中国社会科学》

《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

文400多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7篇。

——出版著作《马克思与〈资本论〉》《〈资本

论〉研究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

研究》《社会主义国有资本论》《经济学本质论》《胡

培兆选集》《有效供给论》等十几部。

1956 年，胡培兆考入厦门大学经

济系，如愿成为经济学家、厦门大学校

长王亚南的弟子。1960 年毕业分配

时，他成绩优良，被保送到复旦大学读

研究生。但是，到校不久，该校压缩研

究生规模，他被调整为助教，后又被调

回家乡金华一所镇中学教书。

这位曾经踌躇满志的“未来经济学

家”一度苦闷万分，写信给王亚南。后

者给他回的信，他一直保留着：社会总

是美好的，但不能保证每个人的工作都

理想。只要把自己永远放在进步状态，

有志于为社会为人民尽一份力量，迟早

总是有着落的。

王亚南的这些话，让他安下心来。

他做好了长期打算，先是教俄语，后来

教语文。

胡培兆后来从这段岁月中总结出

一种观点：要把自己永远安放在进步状

态的“心态自我平衡模型”上。意思是，

每个人面前都有两条曲线：一条是理想

曲线，另一条是现实曲线。这两条曲线

最终都会相交，不论在哪个节点上相

交，心态都要自我平衡，都要使自己处

于进步状态。

王亚南表面劝自己弟子要安心，暗

地里寻机向浙江省有关领导提出调回

胡培兆的请求。不过，他 1965 年发出

的调函，1977年才生效。1977年，胡培

兆被调回母校厦大任教，回校后他出版

的第一本著作《马克思与〈资本论〉》就

是在中学教书时写的初稿。

（下转第5版）

春夏秋冬无春秋
东南西北有东西

□通讯员 徐天送

胡培兆在伏案工作（资料照片）。

他悟出了
“人生曲线”

胡培兆故居被装扮得庄严肃穆。

家人在胡培兆墓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