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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守正业绩及学术思想评述 

许兴亚 

 

摘要：周守正教授是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河南大学经济学科

的奠基人。他不仅在对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中殚精竭虑，而且多年来笔耕不辍，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学

术精品和珍品。 

Summary: Professor Zhou Shou-zheng is a famous economist and 

educator of our country older generation, the founder of economics 

branch of learning of New Chinese Henan University. He is not only pay 

out all his energies at the education of research students, but also 

research and writs unceasing until now. In the research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especially in the research of Marx’s CAPITAL, 

provided many of the precious science exquisite articles for us.

    关键词：周守正 资本论 剩余价值理论 

    作者：许兴亚，1946年生。籍贯：山东省肥城市。河南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研

究生毕业。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 

 

2006年7月14日，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河南大学经济学科的奠基人周守

正教授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作为他的学生和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深感万分悲痛。

就在他老人家去世的前几天，我还多次单独或陪同我的研究生时代的同学陆立军、蒋金波、

巫继学、赵学增等前往医院去探望他老人家。其中有几次，老人的精神还特别好。我最后一

次与老人家的谈话，是我把中国社科院李成勋老师写来的慰问信读给病床上的他老人家听，

并向他转达他的其他学生的问候，同时也向他报告了我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和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专业博士点开始招生的消息。对此，老人家表现得特别喜悦。我每读完李老师信中的一

句话，他都很有精神地回应一声。并在信读完后和汇报完这几件事以后，都分别握着我的

手，十分高兴地连说了几声“谢谢”。我最后一次见到老人家，则是在7月13日下午接到老人

家病危通知后，参加校领导和经济学院及老干部处负责同志一起听取我校校医院和附属医院

专家介绍对老师会诊的结果。这天下午，在病房内我看到医生正在为老人家吸痰，老人已经



表现出呼吸困难的征兆。但根据专家的诊断，我仍然乐观地心存希望。期待老人家能够再次

胜利地闯过这一关。但不幸地是，第二天早晨我便得到了老师逝世的噩耗。 

悲痛之余，回顾老人家不平凡的一生和他为新中国河南大学的教育事业建立的光辉业

绩，我含泪写下了如下挽联：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铁肩担道义披肝沥胆释党义开马列新风树道德楷模有仙风道骨音容

笑貌今犹在精神千古”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妙手著文章鞠躬尽瘁为人民建百年伟业育建国英杰看桃李芬芳万紫

千红春满园风范长存” 

横批：“一代宗师” 

               

学生 许兴亚 泣挽 

 公元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四日 

农历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九 

现谨把我在2003年所写的庆祝周老师90华诞和执教63周年的一篇述评刊载于此，以作为

对恩师周守正先生的哀悼。 

 

2004年9月1日，是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教育家、新中国河南大学经济学科的奠基人周

守正教授90诞辰和执教53周年。前此，在河南大学90周年校庆的日子里，河南大学校领导与

经济学院的校友及师生欢聚一堂，共同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我作为他的学生和长期在他

身边工作的同志，谨向他致以崇高的敬礼！ 

周老师是江西清江县人，1914年生。早年曾就读于南昌中学。1934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

系。翌年东渡日本，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现东北大学）经济学部，攻读经济学。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曾经给邹韬奋主办的《救国日

报》和《生活》杂志写稿。1941年，在江西泰和县农业高等职业学校，他受聘为教师，讲授

过农业经济等课程。1945年，受聘于广东中华文化学院（后改名为文法大学和文化大学）任

副教授、教授，曾任该院工商管理系主任。1946年，在广州创办进步报纸《每日论坛报》，

任主笔，撰写了大量的社论。因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政策，报纸被查封，他和其他一些同

志被迫转移至香港。在那里，他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派，撰写了《封建剥削》和《官僚资

本》等著作，由三联书店出版，配合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斗争。 

1949年初，由中共党组织安排，经杜宣、冯乃超等同志介绍，他与黄元起先生等一起，

经广西、武汉等辗转来中原解放区首府开封，在河南大学原址中原大学参加革命工作，为解

放军南下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1949年4-8月，中原大学南迁武汉，同时中共河南省委、河南

省人民政府决定重建河南大学。周老师与中原大学的部分同志留下来，在校部参加新河南大

学的创建，并在新成立的河南大学行政学院从事培训干部工作，为新中国河南省的革命和建

设继续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同年10月，学校成立政经研究室，周老师任负责人之一，兼任

该室新民主主义政策研究组组长。1950年初，河南大学成立财经系，周老师兼任系主任。

1952-1953年，河南大学院系调整，财经系整体合并至中南财经学院。周老师因工作需要留下



来，于1953年9月任教务处副处长，兼任全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1956年～1966年间，历任

政治理论教研室副主任、政治系教授、副主任等职务。在此期间，为支持我校政治理论课教

师赴人民大学进修提高，他曾一度单独承担起全校6个学院的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任务。1960

年，为了支持新成立的郑州大学的建设，曾接受委派，同时在我校和郑州大学两个学校担任

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不仅为我校的建设、也为郑州大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整个

50-60年代，作为我省高校政治理论课和政治经济学专业中的惟一的经济学教授，他不仅领

导、组织和实施了我校政治理论课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而且多次组织编写了

全省高校和中学政治理论课的教材。 

1962年，他代表我校教职工出席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聆听了周恩来

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报告，回校后向全校师生员工进行了传达，极大

地鼓舞了我校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推动了我校教学和教育改革的向纵深发展。 

在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周老师也遭受过各种磨难和屈辱。但他始终保持着坚定

的共产主义信念，相信群众、相信党，并且尽其所能地为党的教育事业默默地做出了自己的

贡献。在70年代学校恢复招生后，他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教学工作，先后为几届工农兵学

员和新招收的大学生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并且主持编写了《〈资

本论〉注释》的讲义。 

1978年，周老师任政治系的系主任。同年10月，以他为导师，招收了我校历史上第一届

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1979年，在他主持下成立了我校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全国高

校中惟一的《资本论》研究室。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校的《资本论》研究，很快在全国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公开出版的《〈资本论〉学术研究与动态》曾专门载文介绍了《河南

大学的〈资本论〉研究生班》。1980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追求的

夙愿。1981年，我校政治经济学专业获得国家首批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此后10多年

的时间内我省惟一的经济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来我校进

行选点检查，对我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

“导师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从课程设置到毕业及学位论文的写作和答

辩，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办法”，“研究生所撰写的论文一般均具有较高的质量”，“毕业

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至90年代中期，由他作为导师，单独和联合培养的毕业研究

生已经超过100名。这些毕业生后来都成为我国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其中有不少人走上了重要

的领导工作岗位，也有不少人成为国内《资本论》学术界和经济学界的知名专家。 

1985年，在他的支持下，我校成立了我省高校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研究所。他任所长，

并兼任政治系名誉系主任。该所自成立以来，一直成为我校的校级重点研究所。1988年，以

他为第一学术带头人，我校政治经济学专业首次被确定为省级重点学科点。此后，该学科点

连续6届18年被确定为省级重点学科点。 

1992年，我校恢复了财经系。1993年，以经济研究所为依托成立了经济系。同年成立了

贸易系。1994年以经济研究所为依托成立了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它们共同组成了现经济学院

的前身。目前该院已成为拥有1个博士学位授权专业、6个硕士学位授权专业和4个本科专业、

2个省级重点学科点、2个校级重点研究所、师生近2000人的经济学院[1]。根深才能叶茂。前



人栽树，后人乘凉。我院的发展能够有今天，离开了周老师的精心开辟和培育，是完全不可

想象的。 

周老师不仅在对研究生的教育和培养中殚精竭虑，而且多年来笔耕不辍，在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学术精品和珍品。 

20世纪末，在他接近90岁高龄的情况下，为了不占学校的编制，在他本人一再坚持和要

求下，校领导尊重他的意见，同意他在编制上光荣离休。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校经济

学科的发展，关心着他的在他身边的以及走上全国不同工作岗位的学生的健康成长。并在力

所能及的条件下，继续为研究生担负一定的课程。同时以他深厚的学术底蕴和过人的睿智，

以超凡脱俗的心态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继续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方面的科

学研究。2002年，他和他的学生合作的100万字的学术著作，又刚刚获得了河南省优秀社会科

学成果1等奖。他的有关《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研究方面的其他著作，正在进一步整

理中。 

由于他对我校、我省和我国高校教育事业和经济学理论事业的突出贡献，他曾先后当选

为河南省第二、三届人大常委、全国第五、六届人大代表、河南省社联副主席、中国《资本

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和顾问，并曾多次获得河南大学

和开封市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及开封市优秀教师、河南省优秀研究生导师、全国教育系统

劳动模范、河南省优秀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等项荣誉称号，并曾长期担任河南大

学校务委员会、校学术委员会和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他精心治学、教书和育人，成

为我校经济学科的一面旗帜。 

以上，是从他的生平和业绩方面所做的一些介绍。下面，再就他的教育思想和若干学术

思想进行一些粗浅的介绍和探讨。 

一、树立“历史唯物主义革命人生观” 

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人生观，这是周老师在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历史唯物

主义革命人生观》一书中所论述的宗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都深刻

地表明，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前途和归宿。革命青年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

就要自觉地走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积极投身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中去。在今天，时代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和宗旨仍然没有变。我们

作为周老师的学生，仍然要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思想改造，更好的树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我认为，这也是作为周老师的一个好学生的前提。 

二、  确立新型的办学方针和教育思想 

20世纪50年代，新河南大学建立之初，学校就提出了“为工农服务，为河南经济和文化

建设服务”的方针。周老师作为校教务处和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负责人，与其他同志一

起，积极贯彻了学校的这些方针和措施。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他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原

则，采取启发式教学，反对注入式。1951年，为了进一步搞好教学改革，他受学校委派，与

张柏园副校长一起率教师赴人民大学学习，回来后经学校研究制定了如下改革措施：1．加强

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课程建设，注意课程的系统性；2．拟定教学大纲，按照教学大纲编写教材

和讲授；3．加强政治理论课教学，并注意在各学科中进行思想教育；4．加强教研室和教研



组的教研活动；5．注意系统讲授规律性的知识，减轻学生负担，注意学生身体健康。在以后

多年的工作中他都一贯地贯彻了这些方针，并且不断进行了一系列教学和教育的改革。总的

来说，都是要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又红又专的要求，尊重教育和科学自身的规律，尊重实

践，尊重教育对象，使教育更好地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 

三、  为四化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周老师作为我国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最早招收和培养经

济学硕士生的导师之一，他在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的经验总

结和发表于我校主办的《高教探新》上的论文《为四化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

中，以及其他一些经验总结中。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招生方面注重能力

和基础知识的考察，不拘一格地对考生进行选拔。二是制定明确的培养目标，即要“为四化

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三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严格把关，“管住”、“管

死”，不允许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言论在研究生的论文和作品中出现。四是在学术上

放开、放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鼓励研究生之间互

相争鸣和争论，创造条件让他们外出参加学术会议，鼓励研究生对外投稿和发表学术论文，

以便开阔视野，参加学术界的讨论，同时也接受社会的检验。五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

则，面向经济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的实际找课题，努力为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服

务。六是注重能力的培养，因材施教，发扬教学民主等。这些经验，现在看来，已成为我国

高校研究生培养方面的一些较为共同的做法，因而反映了研究生培养的一般规律。但在当时

的情况下，则属首创。由于他的精心教育和培养，所以由他亲自指导和培养的研究生均能较

早、较快地取得较为明显和突出的成绩。他和他的同事和学生合作的《研究生教学与培养》

和《面向经济建设、深化研究生教学改革》的成果，先后获得河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 

四、  在实践中研究和丰富《资本论》科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马克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也是全部马

克思主义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之一。早在50年代初，他开始组织我校经济学教师学习

《资本论》。20世纪70年代初林彪集团垮台后，他很快就组织编写了《〈资本论〉注释》，

并在政治系的学生中开设了《资本论》课程。坚决驳斥了林彪一类关于《资本论》“过时

了”的反动谬论和无知妄说。在以后的教学与研究中，他又不断地深入进行研究和探索。尤

其注重对于《资本论》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研究和运用，并且结合我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组织研究生深入讨论，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的论文，积极投

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本人也先后撰写和编著了《〈资本论〉逻辑开端的研究》、

《〈资本论〉中的动态、静态分析和质、量分析》、《〈资本论〉中剩余价值到利润逻辑转

化的中介》、《马克思对待先前经济学家的科学态度》、《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资本论〉

的科学理论》、《〈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之一、之二）》、《国情·宪法·〈资本

论〉》、《〈资本论〉教学与研究纲要》（全3卷），以及《〈资本论〉的结束部分》等著

作，为我校的《资本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还写有大量的关于马克思《资本

论》的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笔记、提纲和手稿。凡是读过这些笔记和手稿的他的学

生，都认为这是十分成熟、十分难得的珍品。 



五、  关于《资本论》中两个“三统一”的思想 

这一观点，是周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召开的以他为理事长的河南省《资本论》研究会的

几次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其内容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

成部分的统一，另一方面从方法上看，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这三个方

面的统一。这既符合马克思《资本论》的实际，又符合列宁的有关论述。但是我认为，如果

没有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经典著作的融会贯通，就难以做出这种高屋建瓴的概

括。 

六、重视对于《资本论》的方法的研究 

周老师对于《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除了注重它的基本原理及应用外，特色之一还在

于尤其注重其中的方法。除了在他的许多专门文章中的具体论述之外，我体会最深的是他以

下这两个方面的思想： 

一是突出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方法的意义，一贯强调它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

占有的特殊的地位。在周老师看来，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学习和

研究它的方法。方法就是工具，就是桥梁，就是武器。在立场问题即“要不要学”、“为谁

学和为什么学”的问题解决了的前提下，方法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了解、不懂得它，

也就不懂得《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何况，《资本论》的总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

物论。而这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方法又总是与立场、观点和原理

直接相联系的。 

二是学习和研究《资本论》的方法，只能从《资本论》自身的理论中去发掘。不能拿现

成的方法去套。否则也就不能把握马克思《资本论》方法的真谛。 

七、学习马克思对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态度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

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但在人类经济思想史的长河中，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

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经济思想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的变革而创立的。在它的进一

步发展和创新中，还要不断地面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的挑战。周老师在《资

本论》的教学和研究中，一贯倡导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对待先前的经济学家的科学态度。他写

道：“马克思始终一贯地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方法，实事求是的评价每个资产阶级学派和主要经济学家，批判、继承、变革它们的经济理

论和观点。”“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评价，总是从批判他们的方法论开始，将它们进行必要

的阶级分析。但又不随意贴‘阶级标签’，把阶级立场当大棒，横扫一切。马克思经常具体

地分析以往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指出他们的思想、观点、学说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

征。他特别研究经济学家的认识论上的缺陷。”“马克思对前人的评价具有极高的科学性。

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就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然后具体分析了：“一、从批判方法论

开始并且贯彻始终”；“二、对各个经济学家作阶级分析”；“三、对各个经济学家作历史

的分析”；“四、深入研究各种观点的认识论根源”等等[1]。在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正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的

经济学，同样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而在这一过程中，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对待资产



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做到对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简单排斥、一概否定，又不盲

从。这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无疑具有重

要的意义。 

八、关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是亚·斯密以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在

周老师《〈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提纲和笔记中，详细地归纳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

论》（《资本论》第4卷）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见解。其中特别指出：生产劳动范畴是一定的生

产关系的本质的概括。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则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资本的劳动。“生产劳动

不过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2]。马克思

批判了斯密单纯地从一般物质生产过程或使用价值生产的角度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所下的定

义，而肯定了他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指出：“亚·斯密在这里触及

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因此，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

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

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这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

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3]。周老师解释说：

“资本家只看是否给他创造剩余价值或资本。是这样，他就承认这种劳动是生产劳动。至于

劳动的具体形式如何？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劳动的物质内容或劳动的结果如何？劳动

者创造的使用价值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等等，只要不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资本的劳动，那就

都不在话下，统统是非生产劳动。”[4]此外，在这个提纲和笔记中，还根据马克思的论述，

分别指出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意义，以及“服务劳动”的几种类型。 

应当说，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理论，这是全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讲清并

且强调指出它“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

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

得出来的”，这对于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 

周老师这个提纲和笔记涉及的内容还很多，例如还有：《马克思在再生产理论上的批判、继

承、创新》、《马克思创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经过》、《马克思在论战中创立地租

理论》、《马克思论经济危机》，以及《〈资本论〉的结束部分》（其中包括了马克思《资

本论》逻辑终点的研究、批判“三位一体的公式”、批判斯密教条、批判资本的拜物教和收

入的拜物教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总之，周老师的业绩和风范是多方面的，是光彩夺目、彪炳后人的。我们有理由为成为

周老师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把周老师开创的事业和风范继承下来，

并且加以发扬和光大，把我校、我院经济学科的建设工作做的更好，以不辜负周老师的期

望。 

[1] 此处为该院2003年的数字。 

[1] 摘自周老师《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手稿。 

[2]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6页。 



[3] 同上书，第148页。 

[4] 摘自周老师《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研究》手稿。 

[5] 参见许兴亚：《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原载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

中心年度报告（2001）。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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