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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碧波梦 珞珈翠微心
——追记我国发展经济学重要奠基人谭崇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吴江龙

人物小传
谭崇台，字白南，1920 年 6 月 8 日出生，四川开县

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

谭崇台19岁时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赴哈

佛大学留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48年归国后，谭崇

台回到母校武汉大学任教。2009年，谭崇台入选“影响新

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0年被中共湖北省委

评为首批“荆楚社科名家”。他所著《发展经济学》《经济

发展思想史》《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丰裕中贫困”》

《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4 部重要论著构成了他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相对完整

体系。

2017 年 12 月 9 日上午，在武汉大
学(微博)首届珞珈智库论坛上，我国发
展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
97岁的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谭崇台7时45
分辞世的消息传来，与会的专家学者、
青年学子全体起立，满怀尊敬与沉痛之
情，为这位著名经济学家默哀1分钟。

谭崇台 19 岁时考入国立武汉大学
经济系，毕业后赴哈佛大学留学，取得
经济学硕士学位。1948 年归国后，谭
崇台一生扎根珞珈山，将毕生所学都献
给了自己热爱的祖国和母校，成为中国
发展经济学的引路人。

身处异乡，思国之心日胜一日

岁月悠悠，光阴流转。谭崇台1920
年 6 月 8 日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 岁考
入武汉大学经济学系。1938 年至 1946
年，武汉大学师生西迁四川乐山，他也
由此与武大结下不解之缘。往事并未淹
没在光阴深处，谭崇台曾深情回忆起报
考武大的经过：“1937 年，我高中毕
业，一心向往电气工程、土木工程等工
科专业，高考目标是北大、清华或上海
交大。但战火纷飞，民族危亡，北大、
清华、南开迁至西南，合并为‘西南联
大’，上海交大搬到了重庆。恰巧武汉大
学迁址于四川乐山，身为四川人，我意
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地选择了她。”

谭崇台常听高年级同学谈论武大校
园“葱茏叠翠珞珈山，碧透晶莹东湖
水”的美景。他在一首五言诗中写道：

“东湖碧波梦，珞珈翠微心。国破山河
在，何年到汉荆。”他的国文老师叶圣
陶先生在诗后批了评语“爱国爱校之心

深也”。从此谭崇台便与其钟爱的武汉
大学结下终生不解缘。

“我们的宿舍就是一个当铺的库
房，又黑又暗，而且非常潮湿。一
天三顿全靠‘八宝饭’来维持生
活，这‘八宝饭’就是掺有杂
粮、沙子的米饭。”谭崇台生前
对艰难求学的岁月如数“家
珍 ”。 当 时 的 中 国 ， 战 乱 不
断。怀着精进学术的愿望，谭
崇台毅然决定远赴重洋留学深

造。1944 年，本科毕业一年多
的谭崇台参加全国留学考试，以财

经类第五名的成绩获得了去哈佛大学学
习的机会。

在美国，谭崇台受教于熊彼特、列
昂 惕 夫 等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 1947 年 年
初，谭崇台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
学位，由于成绩优异，他与挚友陈观
烈、陈文蔚合称“哈佛三剑客”。

毕业后，谭崇台在华盛顿远东委员
会任专门助理，研究战后日本经济和赔
偿问题，工作虽得心应手，思国之心却
日胜一日。他内心真切感受“江山信美
非吾土”，作为华夏子孙，不如归国效
力。他认为“回国自然而然，正像中小
学生放学必须回家一样，作为异域求知
学子回到祖国怀抱，天经地义”。

1948 年，谭崇台婉言谢绝了师友
和同事的挽留，应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
鲠生之邀，回到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
执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认定中
国人就要回中国做事”。

躬耕武大，专注“发展”数十载

谭崇台归国正值 20 多岁，看起来
与一般大学生无异。他于 1952 年兼任
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副秘书长。
1953 年李达出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即
任校长办公室主任，成为李达助手，最
难 得 的 是 他 一 直 未 脱 离 经 济 系 三 尺
讲坛。

改革开放前，谭崇台曾因种种原因
被调离经济系长达 20 年。他后来惋惜
地回忆：“我痛心的是经济学的停滞和
倒退。”不过，难能可贵的是，那段离
开经济系的岁月里，尽管不少论文未能
发表，不少文稿也在“文革”中散失，

谭崇台仍旧不忘自身专长、笔耕不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谭

崇台重回经济系，年近花甲迎来了学术
春天，他如饥似渴地工作，要将失去的
时间抢回来。

上世纪 80 年代初，谭崇台到美国
做访问学者期间，了解到发展经济学在
欧美国家备受关注，当时的中国对这门
学科却知之甚少，这门“研究穷国如何
变富国”的学问对刚启动改革开放策略
的中国意义重大。

从那以后，谭崇台一直致力于发展
经济学的引进、教学和研究。谈起钟情
一生的经济学专业，谭崇台曾中肯地谈
道：“发展经济学这一门新兴的学科所研
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
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
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作出很大努
力去解决但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

发表第一篇发展经济学论文、撰
写我国第一部发展经济学专著 《发展
经济学》、主编出版第一部以经济发展
思 想 为 脉 络 的 西 方 经 济 学 说 史 专 著

《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 ……30 多年
来 ， 谭 崇 台 接 过 “ 发 展 经 济 学 创 始
人”张培刚的接力棒，成为中国发展
经济学的重要奠基人。

多年来，谭崇台的多部著作受到国
内外经济学界高度评价。他撰写的《发
展经济学》成为国内率先评述西方经济
发展理论的专著，发行量创同类书籍之
最。这本小册子在当时经济学专业学生
中人手一本。几十年来该书多次重印，
影响了不只一代经济学人。美国著名发
展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
所长帕金斯曾给予《发展经济学》高度
评价：“此书的广度和深度给我以深刻
的印象，我相信它会成为中国使用的一
本经典教科书。”

拒绝吹捧，自称“20后”教书匠

作为将西方发展经济学引入中国的
“第一人”，几十年来，谭崇台学以致
用，用研究成果把脉中国经济，武汉大
学经济学院也因此成为中国发展经济学
的研究中心。早在 35 年前，谭崇台就
明确指出：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
中国要注意科学地发展经济，不能只追

求增长速度。这一理念与后来成为国策
的“科学发展观”不谋而合，也与今天
的“五大发展理念”相契合。

几年前，记者曾有幸采访谭崇台先
生。对于学界尊称他为泰斗，他特意叮
嘱说：“不要帮我‘吹牛’。我不接受

‘泰斗’这个称号。我不是什么大师，
只是个教书匠。”当时，谭老仍思维敏
捷、言语风趣。他曾给记者看了一张自
己年轻时的老照片，青年时代的谭崇台
相貌英俊、风度翩翩。他得意地告诉记
者，自己的学生拿去翻拍时，有人问是
哪位明星。他还幽默地说：“学生们是

‘70后’‘80后’，我是‘20后’！”
直到晚年，谭崇台仍孜孜不倦地耕

耘在发展经济学这块园地。老先生耄耋
之年仍没“退休”，忙课题、指导博士
生，2011 年初还出版了 《谭崇台经济
文选》。

谭崇台视严谨学风如生命，他常说
“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七分做人，三
分做学问”。他严厉批评学术研究弄虚
作假的行为。几十年来，谭崇台不仅培
养出一批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人才，
桃李芳菲远播海内外，还以在任社会职
务、研究报告方式，积极为国家经济建
设献计献策。

“严谨庄敬，后学楷模”是人们对
这位在珞珈山上治学的智者、东湖之畔
育人的仁者发自内心的赞誉。

走进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镇巴
格日社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间“努
尔丁红色记忆收藏馆”。收藏馆的主人名
叫努尔丁·沙塔尔，他爱书、藏书、读
书，逾 4 万册的书籍和宣传画，见证了
这 位 66 岁 老 人 始 终 不 渝 以 书 为 友 的
追求。

在这间收藏馆，挂满了毛泽东、邓
小平等各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
要历史事件和会议的图片。最新的部
分，是党的十九大的内容。作为老党
员、复员军人和退休干部，前不久努尔
丁·沙塔尔还分别为葡萄镇巴格日社区
和英萨村群众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熟
知党史国情、见证吐鲁番巨变的他，宣
讲内容深入浅出、联系实际，赢得群众
阵阵掌声。

提起建立收藏馆的初衷，努尔丁·
沙塔尔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他的想
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通过这些书籍、
图 片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历 史 、 牢 记 历
史。“吃水不忘挖井人。”他说，“党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才有了今天来
之不易的好日子，我们心里得有本感恩
账”。

努尔丁·沙塔尔是土生土长的葡萄
镇人，自幼勤奋好学。1969年，18岁的
他成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驻守在帕米
尔高原。退伍后通过自学考入新疆大学
中文系，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
到吐鲁番地区师范学校教书；1982年调
入吐鲁番地区党史办工作，始终勤恳敬

业，以书为伴。
在成长道路上，书籍成为努尔丁·

沙塔尔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我从一个
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党员干部，
离不开党的培养和教育，离不开知识的
力量。”退休后，努尔丁·沙塔尔利用自
己多年购买、收藏的图书，在农家小院
办起了图书室，“希望这些书籍发挥更大
的作用”。

从那以后，努尔丁·沙塔尔的家，
成了葡萄镇巴格日社区居民的好去处。
农闲时节，大家围坐在一起，伴着一本
书、一壶茶，半天时光就过去了。在努
尔丁·沙塔尔的家，有的乡亲通过书籍

了解了国家的发展变化、新疆的发展历
程，有的村民掌握了最新的农业信息、
葡萄种植技术，这个维吾尔族小院总是
很热闹。

起初，老伴对努尔丁·沙塔尔不断
掏钱买书很有意见，夫妻俩甚至大吵过
几次。“肚子饱没饱？饱了吧。精神上
饱没饱？没饱吧，而且永远也不能饱。
那还有啥意见呢？”努尔丁·沙塔尔向
老伴解释，“好书让人走正路，特别是
娃娃们多读点书有好处。就像扣衣服扣
子，第一颗扣错了，下面都会错，书籍
则会让年轻人不走歪路、茁壮成长”。
后来妻子发现，看书的人越来越多，无

所事事的人则越来越少，慢慢理解了
丈夫。

10年前，政府部门在努尔丁·沙塔
尔家的对面，建了一间 50 平方米的房
子，专门陈列老人的书籍，努尔丁·沙
塔尔的图书室升级为农家书屋，让浓郁
书香飘满村庄。去年，在市、区及葡萄
镇的支持下，努尔丁书画室、红色记忆
收藏馆也陆续筹建，成为乡亲们的精神
家园。

协助老人管理图书的热比娅·吾
甫尔告诉记者，努尔丁书屋、书画室
和红色记忆收藏馆现在已成为葡萄镇
的一张名片，不仅市里的干部职工、
中小学生常来参观，还经常有全国各
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如今，努尔丁书屋不仅是学习知识
和技术的场所，还成为民族团结教育的
阵地。葡萄镇干部、努尔丁·沙塔尔和
其他草根宣讲员，经常在这里宣传党的
政策，讲述民族团结故事，引导各族群
众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
结，像石榴籽那样紧抱在一起。

“这是一名退休干部坚守职责的情
怀，这是一名革命军人忠于祖国的情
怀，这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的情
怀。”葡萄镇党委书记赵怀光这样总结
努尔丁·沙塔尔的事迹，“我们将继续
支持努尔丁大叔办好书屋，充分发挥努
尔丁书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让红
色记忆代代相传，让书籍点亮希望之
光”。

新疆吐鲁番市自建图书室的退休干部努尔丁·沙塔尔：

“心里得有本感恩账”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努尔丁·沙塔尔（中）向当地干部讲解历史。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张 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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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区党委书记张宝芳：

“让温暖看得见摸得着”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世友

写中国字 励人生志

农民工子女学写毛笔字、硬笔字，临摹字帖。

农民工子女观摩书法作品创作，感受汉字魅力。

眼下虽是岁末寒冬，对浙江省余姚市一些农民工子

女来说，身边的关爱却如同一股暖流。2017年 12月 16

日下午，余姚市大城小爱志愿服务团队的志愿者利用周

末休息时间，组织 15名农民工子女走进国网余姚市供

电公司职工书吧学握毛笔、练习书法，感受传统文化的

深厚底蕴，同时激励他们从小立下大志。

陈振初摄影报道

“小区变化大了，深一脚浅一脚的搓板路修补平整
了，污水横流的化粪池重新疏通后换上了新盖子，就连
丢过 15 辆自行车的老岳头都敢把电动车放在新修的车
棚里了……”谈到越河街道竹竿巷社区的变化，63 岁
的山东济宁市任城区居民薛俊芝逢人便夸社区党委书记
张宝芳，“在这里，遇到啥大事小情的就找宝芳书记，
准没错”。

薛俊芝夫妻没有固定收入，儿子一家三口和老两口
挤在 53.6 平方米的蜗居里，日子和住的房子一样，过
得紧紧巴巴。2012 年，张宝芳来到竹竿巷社区任党委
书记，薛俊芝发现很多人向张宝芳反映问题后都能得到
满意的答复。一天，她找到张宝芳试探性地问道：“张
书记，俺老两口年纪大了，也没啥本事，能给俺俩找个
活儿补贴补贴家用吗？”“我尽量帮您找找看”，得到张
宝芳答复后，薛俊芝将信将疑地回了家。

让她没想到的是，两天后，张宝芳就给老两口找了
一份社区保洁员的工作，每人每月 1300元的工资。得
到消息的薛俊芝找到张宝芳，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连说
了十几个“谢谢”。

天有不测风云，薛俊芝的儿子得了肝硬化，家里不
多的积蓄很快就花得“底朝天”。薛俊芝不想再给社区
添麻烦，一句没提过，谁知从其他居民处得知情况后，
张宝芳主动“上门找事”。了解情况后，张宝芳联系了
红十字会，并安排网格员跑了一天，申请下来 2000
元。捧着救助金，薛俊芝哽咽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
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
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
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基层党组织解决好群众的小事
儿就是工作上的大事儿，这些小事儿，只有走街串巷入
户进门才能看得到、听得见。”走起路来脚下生风的张
宝芳，说起话来也快人快语。

这几年，张宝芳通过走街串巷还真的“找到”不少
事儿。去年 12 月份，家住中轴北楼的张圣红查出癌
症，相对于住院、化疗的巨大开支，每月 1100元退休
金实在是杯水车薪，社区为其办理了大病救助；太白小
区的苗惠，无业、离异且患有二级精神残疾，和 80 多
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社区为其办理了低保，张宝芳的
手机也成了苗惠的“情感热线”……

“我自己浑身是铁，也打不出几颗钉。”为此，张宝
芳探索建立了“党建+公益”志愿服务模式，在这个模
式下的“爱心驿站”党支部，不仅发挥了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志愿者的模范带头作用，还促进了社区以

“党建统领，网格联动”为工作主线，开展网格化社区
治理，让小事不出楼道、大事不出社区，解决了为民服
务“最后一公里”，整个社区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在基
层，为民服务有温度，才能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来自党的
关爱，让温暖看得见摸得着。”张宝芳说。

谭崇台 （左） 与前世界银行副行

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列茨

交流。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