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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儒作古 硕德长存 
—— 追忆著名经济史学家张国辉先生 

摆在我面前有两本书，一本是《张国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一

本是《中国金融通史 第二卷：清鸦片战争时期至清末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10
月出版）。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张国辉先生。4月6日，忽接社科院经济

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林刚先生的电话，告知张国辉先生于4月4日清明节那天去逝，虽然知

道他已82岁高龄，也知道他近来身体欠佳，但我对张先生的去世还是感到突然，心里非常

难过。因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为了我自身学习中国近代史的需要，我曾多次拜访过
他；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担纲人之一，张先生以谦和的风度，循循善诱的传授，给
我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后来，他又一再要求我做他文集的责编。 

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已达50余年。他出身于一个还能供得起他读到大
学的教师之家，虽历经战乱，但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立志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且矢志不

移，并于1948年开始渔业经济的调查研究。为了更好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
初，正值新中国诞生之初，全国热气腾腾，百废待兴，他毅然从工资待遇较高的上海来到
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工作。记得张先
生说，那时生活还是很清苦的，工资比在上海低了十几元，他一方面要照顾自己一家三口
人的生活，还要寄钱给温州老家。工作的劳累，营养的不足，使自己和夫人的身体都很受

影响，以至于后来他从事医务工作的夫人因患肾衰竭早在十几年前别他而去------ 张先生曾
告诉我，他从事经济史研究工作初期，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完全是在大量地查阅
和研究资料。为了言必有据，“文章不写半句空”，他努力掌握中外文历史文献和档案，
例如，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他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把当时所能见到的《申报》内
容全部查阅收集，并记下了大量笔记。即使这样，他说，他也不敢轻易下笔写文章，而是
深入分析，广泛考察，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通过对大量史料爬梳考订，才撰写了涉及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代企业史、钱庄、票号等诸多方面的著作和论文。 

从1961年开始，张国辉先生长期参与经济研究所主持的中国近代经济通史（1840~1949）
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其第一卷和第二卷已由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10月和2001年10月出
版）。在漫长的撰写过程中，各卷主编和撰稿人均恪守严谨的治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

原则，力求写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信史来。选录于《张国辉集》的12篇论文就是上述
专题研究中的部分成果，而文集的重点主要在围绕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领域和流
通领域运营的状况；各篇则视涉及范围分别采取区域性的“中观”和全国范围的“宏观”
研究或“中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别进行剖析。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查阅了
大量原始档案、方志、文集、中外报刊及中外学者学术专著，尽可能使论述建立在可靠的
基础上。在中国近代经济史范畴内，作者涉猎甚广，据我所知，他尤侧重于金融史的研
究，特别是对近代中国的钱庄、票号研究卓有成果。从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作者论述广
及近代轮船招商局、洋务企业、缫丝工业、煤矿、进出口贸易、钢铁、通讯等各个领域。
正如前述，他仅收集、分析研究资料及文献、档案、报章杂志等就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在
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的体系。他的每件个案研究，都深刻
地、有说服力地剖析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及其代理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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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集中，在研究外国资本对中国洋务企业的贷款问题上，作者以盛宣怀这位早期工业
化的开拓人为典型，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实业贷款说到底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掠
夺的一个组成部分，盛宣怀虽然周旋于中外权势之间，却只能是一个受外资的摆弄、束
缚，甚至为了从中渔利而不惜出卖本国财政情报的买办，虽然他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功不
可没，但也无法摆脱其半殖民地的、软弱的本质。也许，作者并不热衷于从更高的理论层
面上，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学说。但是，他“探赜索隐”、‘拾遗补阙”的努力，足以作
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块奠基石。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并于

1984年再版，颇受读者欢迎。在这部专著中，他通过对近代航运业、煤矿、金属矿、纺织
业、电讯及铁路运输业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历程的研究，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
的特殊性，兼及分析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中国资本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状况和特点。这本书
与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聂宝璋先生的《唐廷枢研究》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
生》在“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初期先后出版，即成为社科出版社建社初始的开山之作，在

学术界享有盛誉、经久不衰，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然而，20多年过去了，张先
生并不满足在这本专著上已取得的成就，他一直关注近些年来，对于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
企业研究状况的发展。一方面，他也批评那些并未广泛占有资料、未做深入系统考察的某
些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对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分鼓吹；另一方面，他一直
在搜集与本书各种论点有关的研究内容。他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更多资料的开掘和更深入
的研究，他的某些观点肯定有过时和不完善之处。在一次我们的交谈中，他拿出了正在修
订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一书，我惊讶地看到，在已经发黄的旧书的空白处，还
有很多夹在书中的纸条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极其工整秀丽的钢笔字，这就是他新的研究成
果！当时，我感动极了，老先生做学问真是太认真了！我回到社科出版社后与同事们商
量，一定要给老先生再版这本书。我还大概记得张先生告知我的一个论点是：洋务运动并
未促进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起了负面作用。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张先生治学严谨的一件事例。当他听说社科院要为老专家们出版“学
者文选”，所里准备落实他的文集出版事宜时，他就将文集要采用的文章——有手稿，有
复印件，做了系统的编排，并且详细地询问我出版社出书的规格体例，包括对注释要求。
他说，我尽量事先搞好，可以减少你们工作中的麻烦。 

张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他治学精深，立论缜密、严谨，资料丰厚、扎
实，所以无论是他早期发表的论文《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钱庄的买办化》；还是他最后出
版的《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本书被誉为“深刻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
经济特点”，都是很有份量、难以超越的，而且读来并不枯燥，充满了新鲜之感。他虽年
届八十，却一直笔耕不辍。他晚年撰写的论文《晚清财政与咸丰朝的通货膨胀》，还获得

社科院2002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 

我不仅有幸成为张先生文集的责任编辑，我还是他的邻居，能较为方便地聆听他的教诲。
由此，我粗浅地知晓了他专业知识的渊博，所具有的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和深厚
的历史学素养，对自己从事研究的热爱，以及他未了的心愿：他想再版《洋务运动与中国
近代企业》的修订本；他掌握着大量珍贵的资料，还想将中国金融史从清末写到民国时
期，交我社出版，还让我做责编。可叹，天不假年，这竟成了他的遗愿。 

张先生晚年生活是比较寂寞的，他很盼望有人与他聊聊天，可又不愿意过多地打扰别人。
今年初我最后一次见到张先生时，觉得他虽身体较弱，但精神尚好。他热情地把自己那本
《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送给我，这似乎是了结了他的一桩心愿。我在张先生家坐了
一个多小时，他说自己现在已经不能写东西了；他告诉我正在读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回

忆毛泽东的书，很感动，还掉下眼泪。他想看的《资中筠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那次我也给他带去了。然而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快就去了。当今，还有多少人能
像他这样从事研究和写作呢？ 

张小颐 200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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