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新征程的第一年，是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年，我们也
迎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在这历史的
荣光时刻，不由得让我回忆起我的祖辈，
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
第一届和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
学社发起人之一樊弘先生。

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
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
得益于在清华求学时的几门“旁听课”。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外文
系。外文系对选修课要求较为宽松，于
是季羡林经常去旁听外系的课。他曾旁
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人的
课。有一次，他和同学慕名去听冰心的
课。冰心当时非常年轻，满脸庄严，不
苟言笑。她看到教室里人满为患，知道
其中有“诈”，就严厉地说：“不是本专
业的学生，下节课就别来了！”季羡林自
觉无趣，从此不敢再进冰心的课堂。

旁听郑振铎的课，却有意外之喜。
郑先生豁达大度，待人真诚，没有名教
授架子。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
之等人因为听课，与郑振铎成了忘年
交。后来，作为特约撰稿人，他们的名
字赫然印在《文学季刊》的封面上，几
个人都倍感荣幸。

让季羡林受益终身的，是旁听陈寅
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课。陈寅恪身着
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一个布包，里

面装满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这给季
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陈寅恪是考证
大师，讲课时，“他总是先把必要的材料
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
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
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
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不
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
仿佛引导学生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
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
朗。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
比拟的享受。”陈寅恪的这种学风，影响
了季羡林的一生。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我旁听和选修
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身受益。
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
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
学’。直至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
艺理论，显然是受朱先生美学的熏陶；
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
言，则与陈寅恪先生分不开。如果没有
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和提携，我不会走上
现在的治学道路，也进不了北大。”

季羡林与清华“旁听课”
王 剑

1983 年，《陈奂生上城》 拍成电
影后，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影片中
的主人公“陈奂生”是否确有其人，
也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其实，“陈奂生”是有原型的。他
就是高晓声家族的堂兄弟高焕生。高
晓声对高焕生知根知底，彼此很熟
悉、很了解。因为两个人既是邻居，
又是本家亲戚。从1957年之后的20多
年间，高晓声一直生活在农民中间，
与乡亲们休戚与共，风雨同舟，自己
也成了地道的农民。

同电影里的陈奂生相比，高焕生
身材魁梧，显得很有力气。只是有点
憔悴，太阳穴凹陷，颧骨凸起，下巴
弯弯的，向上翘着。他也不穿电影里
的中山装，平时上身穿蓝布短衫，布
搭襻纽扣；下面是黑色大裤管抿裆
裤，穿时拉一拉白色裤腰，往左一
摺，然后用帆布带束住。

看到 《陈奂生上城》 被拍成电影
后，高焕生郁闷极了，不止一次说
道：“高晓声是写现实。他写卖油绳，

我真的卖过，卖得好一天能赚十来
元。那个‘投煞青鱼’的绰号也是我
的。但因为这个电影而影响了我的生
活，我真是心有不甘。”电影《陈奂生
上城》 拍完后在董墅村公映，大家都
怂恿高焕生到场现身。结果他一个劲
儿拒绝，说道：“我不去，坚决不去。
要是我去了，大家都不看电影，全来
看我了!”

后来镇上也要放电影了。吃晚饭
时,不少人围着他的女婿起哄：“快去看
你老丈人啊！大家都去看啊！”他的女
婿气得跳脚，心想：“我让你们看不
成!”于是，就操起一把剪刀，蹿到露
天电影场,“叭”地把电线剪断了。这
下大家都没法看电影了。镇公社向高焕
生索赔，他把头一仰，推卸责任说：

“不关我的事，全是高晓声写文章写出
来的事！你们要赔偿，就找他去!”

然而，在相邻的焦溪乡翟家湾放
映后，当地老百姓齐声称赞高晓声把
农民写得活灵活现。直到现在，当地
群众还对此津津乐道。

高晓声写“陈奂生”
周 星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
思想家、著名学者及国学大师。他在
对待人方面遵循区别对待原则，从不
用一种尺子量人。

一次，章太炎和学生们闲谈，提
到一个学生的名字时，大家言辞有些
不屑一顾，章太炎敏锐地从学生们的
表情中读到了什么。细问后得知，这
个学生颇为吝啬，也很少和别的同学
来往。在一次慈善活动中，其他同学
都慷慨解囊，只有他未出分文。章太
炎听后，摆摆手说道：“此一项不足以
论吝啬。”

接着又谈起另外一名学生时，大家
摇头，声称此人生活过于铺张，未免奢
侈。章太炎问道：“你们说说，这个学
生如何铺张？”大家回答：“每日衣着与

餐食好过别人数倍。”章太炎听后仍是
摆摆手说道：“此一项不足以论奢侈。”

见大家疑惑不解，章太炎解释
说：“没有捐款的学生可能只是因为困
窘，经济上的拮据，让自己过得捉襟
见肘，如何给人施以援手？‘穷则独善
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每日着华服
食美味之人，大概家境富有，众人眼
里的奢侈在他看来只是寻常生活而
已。因此，这些不应该成为评判他人
的依据。”

后来大家得知，事实上果然如章
太炎所说，遂反思自身的成见之深，
对章太炎肃然起敬，钦佩不已。

章太炎能够区别对待，不用一种
尺子去量别人，不被偏见所蒙蔽。这
不仅是他的高明，更是一种睿智。

章太炎不用一种尺子量人
张 雨

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毛泽东
同志处工作。一天，谢觉哉拟了一则
会议通知，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
后，竟然全部修改了。谢觉哉很纳
闷：“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
毛泽东回答了两个字：“你学！”

毛泽东的答复，让谢觉哉很受
触动。同时，他对学习也有了更深
的理解：读书，到底要怎样读？应
该读哪些方面的书？经过思考，谢
觉哉开始进行“补读”——搞清自
己在哪些方面、领域存在不足和欠
缺，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和学
习。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读书要坚
持学以致用、多读好书、持之以
恒。首先，读书对工作要有所帮
助，“积累知识不是为了名利，而是
为了搞学问，搞好工作。”其次，读
书要注重消化吸收，多读让自己受
益的好书。最后，读书要持之以
恒，点滴积累。

一次，一位年轻的同志因读书
不得要领，专程向谢觉哉请教读书
之法：“我平时读书没有什么计划，
总是东抓一本看看，西抓一本看

看；觉得要读的东西很多，自己又
处理不好，每天忙忙碌碌，琐琐碎
碎，很有些杂乱无章，我一直为这
事苦恼呢！”谢觉哉沉吟片刻，说：

“你可以试试，晨思夜读，重新学
习。”并随手拿起铅笔在一张纸片上
写下了“晨思夜读，重新学习”几
个字。接着他又解释说：“为什么要
晨思呢？因为晨是一天的开始，也
意味着新的开始。在新的一天开始
的时候，不要急于做，而在于计，
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计就是思。
孟子说过一句话：‘心之官则思’，
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之。思什么
呢？我们今天的人所思的内容和方
法同孟子时代自然不同，但是多思
这一点，则是自古以来有成就的人
都是重视的。你可以结合工作的特
点去思，你觉得自己常常是杂乱无
章，那就思如何才能使杂乱无章变
为杂乱有章，使工作效率高一些，
一天抵两天用，思的目的在于多
得。夜读，是根据你工作的特点提
出来的，白天忙于工作，没有完整
的时间读，就利用晚上，每天晚上

抽它一两个小时攻读一下，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长期坚持下去，不就
有个完整的时间了吗？时间对一个人
来说是少的，也是多的，会挤时间，
会利用时间的人，可以把少变成多，
对他来说，时间就是多的。相反，给
你再多时间，你不去利用，就是少
的。思是必要的，但只靠思还不成。
思而不学则殆，危险！学而不思则
罔，同样也是无用的。思要读，读促
思，读得多，思则广，思越广，读得
多就更好。晨思夜读是相辅相成的。”
这个年轻人按照谢觉哉所说的读书方
法读书，后来果然有了很大的改变和
收获。

1948 年 8 月，华北人民政府成
立，谢觉哉担任政府委员、司法部部
长。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司
法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司法
干部。他坚持写讲课提纲，并每天讲
课3个小时。新中国成立前夕，接收北
平后，将原朝阳大学改为中国政法大
学，谢老兼任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
校长，为全国培养大批司法干部。这
期间，谢老又是把“补学”融入自己

的日常每一天。
1959年3月，谢觉哉当选为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到任后，他先是通过“补
学”，使自己成为“行家”，然后提出了
要恢复法院的正常审判制度，把案子办
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做到不
纵、不宽、不漏、不错。为了实现这些
要求，谢老不仅亲自办案，典型示范，
而且还深入到全国各地法院，查大案要
案，亲自查看案卷，实行“实地补
学”，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纠正了不少冤
假错案，使法院这一专政工具，更有力
地打击了犯罪分子，也更好地保护了人
民的正当权益。

活到老、学到老，学以致用，是谢
老的一贯读书主张。逝世前几年，谢老
因脑血管栓塞导致半身瘫痪，右手不能
动。在病榻上，他仍然坚持学习。由于
不能久坐看书，他就让人买了一个放乐
谱的铁架子，把书放在架子上，头靠着
椅子，用左手艰难地翻阅。夫人王定国
劝他少费神，说在病中看了书也用不
上。谢觉哉回答：“怎么用不上？有人
来问，我可以讲。自己看得深一点，对
人讲得就会透一点。”

林伯渠曾这样赞誉谢觉哉：“清词
如海复如潮，健笔春秋百万刀。”谢老
一生读书不倦，不矜不伐，给后人留下
丰厚的精神财富：从五四运动到逝世
前，他留下了100多万字的日记、1000
余首诗词和数十万字的 《谢觉哉文
集》，并且成为新中国著名的法学家和
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
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

谢觉哉倡导“学以致用”读书法
钱国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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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辈樊弘先生于1900年出生于
重庆江津县朱沱镇，19岁时考入北京
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经成为全国
革命运动的中心，樊弘作为一个热血
青年，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刻投入到
如火如荼的北大学生运动之中。他是
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北京大学
学生自治会的干事。

1925年底，樊弘离开北大，成为
《国民公报》的一名编辑，恰逢北大教
授陶孟和组建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
查所，陶孟和对樊弘颇为欣赏，樊弘成
为陶所长的秘书、助理研究员。完成
了《社会调查方法》一书，并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发行。此书为社会学在中国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会调查
中，樊弘看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
中，心中常常思索社会不公平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怎样才能救民？经过思
考和广泛的阅读，樊弘认为，或许研究
经济学更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于
是他的研究方向从政治学、法学、社会
学转向了经济学，并向往到当时世界
经济发达的国家留学深造。

1940 年，樊弘在胡适先生的帮
助下，由北大蒋梦麟校长亲笔推荐，
申请用庚子赔款来到在经济学研究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英国剑桥大学
留学。经过 3 年的学习，学成回国，
成为经济学界的知名教授，曾先后
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央大学
经济系教授、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
兼系主任。

由于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往大
后方的重庆，樊弘也回到重庆，与许德
珩、潘菽、税西恒等教授组成“民主科
学座谈会”，讨论时局，宣传政见，成为

“九三学社”的前身，樊弘成为“九三学
社”主要发起人之一。

1942年，重庆。蒋介石深知樊弘
先生在教育界、经济界的地位，希望
樊弘成为他的幕僚，蒋介石派其秘书
赠给他戎装照片一幅，照片背面题
词：“愿共同携手奋斗之”。樊弘则
说：“蒋介石想笼络我，办不到。”

参加新政协 建设新中国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
布“五一口号”，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
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
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

1948年 9月 20日中共中央致电
华北局，提出拟在平、津邀请许德珩、
樊弘、袁翰青、劳君展、王之相、费孝
通、徐悲鸿等党派、产业界、教授24位
代表性人物。但中共中央考虑到各位
民主人士的安全，建议暂时留在北平，
并为后续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一些
工作。

此时樊弘想到的是胡适校长。据
他本人回忆，当时他希望胡适校长不
要出走，并到胡适家苦劝其留下来，希
望他能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作贡献，
但最终胡适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还是
离开了北大。

1949年 1 月，通过中国共产党、
爱国民主人士的多方努力，终于达成
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由于常年的战
乱，已无粮食可吃，傅作义将军派人为
樊弘教授送来面粉两袋，樊弘在日记
上这样写道：“今收到傅作义将军处送
来面粉两袋。”1949年1月26日，九三
学社负责人许德珩、樊弘、袁翰青、薛
愚、劳君展等，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
名义发表《拥护毛主席八项主张》,同
日，又以九三学社名义发表宣言。
1949年9月，樊弘受邀参加中共中央
为民主人士举行的招待会，毛泽东连
声称赞他是“社会科学家”。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樊弘出
席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担任
经济小组的副组长，之后又多次接受
周恩来的邀请到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
讲解经济理论。在如此众多的荣誉面
前，樊弘想到的只是如何为建设新中国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在当时几
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我国实行极其严厉
的“封锁、禁运”，很多国家中断了与我国
的直接贸易关系，使我国的国际经济环
境急剧恶化。为打破“封锁、禁运”，扩大
影响，恢复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按照
周恩来的指示，中国派了一个阵容强大
的代表团出席1952年4月召开的莫斯科
国际经济会议。南汉宸（1950年加入民
建）和雷任民（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
分别担任正副团长。樊弘作为代表出席
了这次世界经济学会议。会议上樊弘见
到了自己多年未见的、英国剑桥大学的
老师和同学，分外亲切。樊弘见到了英
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后来，在
樊弘的邀请下，罗宾逊夫人访问中国，由
樊弘接待。樊弘代表新中国的经济学
者，热情地宣传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
展。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雷任民、秘书长
冀朝鼎也非常高兴，对他讲“你认识的经
济学家很多，英文又好，可以多为新中国
做宣传工作”，于是樊弘更加努力地同外
国学者交流。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使新中国的影
响大大增强，中国同英国、日本等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直接的民间贸易关
系，中国与芬兰、锡兰（今斯里兰卡）、巴
基斯坦、印尼等国则建立了政府间贸易
关系。这个会议成果的巩固和扩大，为
新中国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进一步
拓展与西欧国家贸易往来，建立半官方
贸易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精耕学术 为国育才

樊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马克思、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均有精深的研究。他
一生发表专著10余本，论文100余篇，
涉猎经济学的诸多领域，以及政治学、法
学、社会学等学科。而且，他的学术论文

大多是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作为一
位著名的民主党派教授，他潜心研究马
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发表了许多研究
论文，进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奋斗
一生。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注重培养学
生的品德，许多学生受他影响走上进步
之路。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鼓
励学生发表文章。他的一些学生对国家
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樊弘一辈子做学问，特别惜才爱
才，学生和青年教师都喜欢他，他也非
常愿意帮助大家在学术上、工作上的进
步。20 世纪 60 年代，前中央研究院院
士、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教授曾
经在北大与樊弘共事。

在经历了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之后，
北大为樊弘教授召开了“教学55周年的
纪念大会”。北大党委书记项子明主持
大会，作了激动人心的发言。他认为：

“樊弘教授不但在民主革命时候是一位
进步的教授，而且还是一位站在斗争前
列的民主战士。”樊弘仍用他那一口四川
话，语重心长地发言：“只要一息尚存，就
努力去攻克庸俗经济学的顽固堡垒，攀
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珠穆朗玛峰！”

他热爱北大，他多次通过著文、直言
等方式，对北京大学的办学提出自己的
意见，尽了他一个北大人的一份责任。

樊弘教授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
委员。不幸的是，会后不久，他就因病卧
床不起，1988年4月18日，樊弘教授结
束了他精彩的一生。

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
堂举行。聂荣臻、胡启立、许德珩、严济
慈、费孝通等老朋友悼念并送上花圈，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等前往八
宝山公墓向樊弘遗体诀别，首都经济
界、教育界 200 多人以及中共中央、全
国政协、中央统战部的朋友们参加了樊
弘教授的告别仪式。逝世后，《人民日
报》刊登了悼文，给予他的一生很高的
评价。

（本文由成都市青羊区政协供稿）

爱国民主先贤樊弘
张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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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吴贻芳接到美国密执
安大学的来信，信中告诉她，经过该校
校长的大力推荐，决定接受她去该校学
习。当年8月，吴贻芳就来到密执安大
学，进入该校研究生院生物系学习。

吴贻芳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自立
意识较强，她很快就熟悉并适应了密
执安大学的一切。她的英文基础非常
好，学的又是自己喜欢的专业，所以
成绩自然是出类拔萃的。但她并不满
足这些，她深知这样的学习机会来之
不易，所以十分珍惜。为了采集标
本，她将积攒下的钱买了一辆破旧的
福特牌汽车，经常驾驶这辆老旧的汽
车外出收集标本，进行考察，成了校
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

吴贻芳的勤奋和热情很快赢得了中
国留学生们的好感。1924年，她被推
荐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会长，
1925年又当选为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
长。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吴贻芳的社会活
动能力不一般。

1925 年，国内发生了五卅惨案，
当时美国的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些消
息。吴贻芳在紧张的学习中仍然注视着

事态的发展，她多么希望祖国能够强大
起来，不再受人欺侮。1926年的某一
天，一个外国的总理应邀来校演讲，听
讲的师生有4000多人。在演讲中，这
位总理十分傲慢地声称：“中国不能算
为一个近代国家，邻近的亚洲国家应当
就近移民到中国去。”这是典型的赤裸
裸的侵略理论，这里所谓的“移民”，
就是殖民的另一种说法。

同时，这位总理在言辞中对中国人
还颇多讥讽，在场的中国留学生闻之哗
然，群情激奋。吴贻芳更是气愤，认为
这是对中国人的极大污蔑。

这天晚上，吴贻芳连晚饭也没有
吃，奋笔疾书，写了一篇批驳文章，
刊登在学生自己编辑出版的 《密执
安大学日报》 上。中国同学读了觉
得十分解气，认为写得好，美国同学
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见了她也表示赞
许。但是吴贻芳深知，只有祖国真正
强大起来，国际上这种轻视中国人的
现象才会彻底消除，从此下定了教育
救国的决心。回国后，她于1928年受
聘于母校金陵女子大学，先后主持校
务23年。

吴贻芳的愤怒
顾 燕

文人
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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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排
左
起
：
邓
初
民
、翦
伯
赞
、谢
觉
哉
、李
木
庵
、范
文
澜
、王
学
文
；
第
二
排
左

起
：
张
志
让
、胡
绳
、阎
宝
航
、侯
外
庐
、樊
弘
；
第
三
排
左
起
：
陈
伯
达
、吴
觉
农
、钱

端
升
、艾
思
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