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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面前的是钱颖一的五卷本著作《大学的改

革》，一共分三次出版。每一次，他都会在第一时间

当面赠送给我，像是一种庄严的宣告。每一次，也都

会亲笔签上他的大名，写上“笑寒指正”并附日期，

作为“唯一标识”。这并不为奇，他送出去的每一套书，

几乎都写上对方的名字，以书会友，是知识分子的规矩，

虽然我们这些后辈已不再严格遵循。不过，在第一卷

的扉页，显然是极其郑重的，他写了一段“长文”：

笑寒惠存。

感谢我们一起的工作、合作的文章，你对初稿的

建议，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

钱颖一

2016.10.31

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说实话，我没有从头

到尾的细读。但是，对于钱颖一所言的“我们共同的

事业”，却是一刻也不敢忘怀。为此，提笔写下与钱

颖一交往的若干往事，与这部巨著中摘取的“只言片语”

相对照，希望能成为读者理解钱颖一和他的《大学的

改革》的一个略有益处的导读。

共同讲授《经济学原理》

2002 年，钱颖一受聘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特聘

教授。受聘仪式在学院报告厅举行。在受聘仪式前，

经济系教师与特聘教授有一个简短的见面会，地点在

学院二层院史展览室。见面会结束后，大家匆匆赶往

一层报告厅。承蒙系里安排，我将和他合教本科生一

年级两学期的《经济学原理》。从二层下到一层的回

钱颖一和他的《大学的改革》

钟笑寒

旋楼梯上（现已拆除），我和他进行了记忆中的第一

次交谈。大概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吸引”他的注意力，

我斗胆说，我是经济系老师中和他合教经济学原理的

“最佳人选”。“是吗？”钱颖一用他那独有的犀利

眼光看着我，既像是怀疑，又像是好奇。

2002 年秋季学期，我在 MIT 访学，错过了和钱颖

一合上经济学原理的最初机会。2003 年寒假，钱颖一

联系我，要求我将英文版的课程 PPT 全文逐字逐句翻

译成中文，与英文原版一起呈现，这就是我们使用至

今的双语 PPT。他对翻译很满意。2003 年春季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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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非典”导致他无法返校上课时，他索性将整个春

季学期的经济学原理（2）的课程都交给我上，只是应

我的要求，在结课那天，发来了一段勉励同学的话（当

时还没有短视频这样的东西），算是作为“第一任课

教师”的结束语。

从 2003 年秋季学期起，我们开始了“迟来”的正

式合作。从教学大纲、到课程讲授、到考核环节，他

都和我反复讨论。他是一个极其重视细节的人，笃信“魔

鬼在细节中”。尤其是讨论考试题，乐此不疲，成了

我们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每次发现我考试题中的小

小错误，他都不无得意。直到现在，我出的每一份期

中和期末考试题，他都亲自“审定”，有时候一些题

目仍难免遭到被“闪拒”（desk rejection）的命运。

不久前，我们到学校电教中心去录制参评国家一流课

程的简短视频，他先录 5 分钟，然后安静却又得意地

坐在那里，看我录完后面 10 分钟，方才一起离开。这

不禁使我想起，在多少年前，我们刚刚开始合作讲授

经济学原理的时候，他偶尔不打招呼来到我课堂，偷

偷坐在后面，进行“飞行检查”。这一晃，20 年就过

去了。

《经济学原理》是钱颖一在清华开设的第一门也

是唯一的一门课。这固然是出于身为院长，无暇它顾，

却也另有深意。在写于2016年的文章《理解经济学原理》

（收入《大学的改革》第一卷）中，他有如下的说明：

2002 年秋季在清华开这门课的时候，我坚持一定

要两个学期。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做对的一件事。

尽管我本人在清华本科念的是数学专业，数学对于我

学习经济学很有帮助，但是我强烈地感觉到，即使在

今天，在国内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经济学整体水平提高

得很快的情况下，《经济学原理》仍是不可或缺的一

门课。这门课看上去简单，没有用任何数学，但是它

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它传授基本概念、分

析思路，特别是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直觉。关于这一点，

我在海外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教学中深有体会。

在课堂上，钱颖一还经常提到，他们那一代人的

经济学是“倒着学”的：到国外先读高级经济学，读不懂，

再自学中级、初级经济学。他的一番苦心，是不想后

人也吃他们那样的苦。从大的方面，则是希望时代总

是进步，后一辈比前一辈更好。

《经济学原理》有着钱颖一深深的寄托，也是我

和他无尽的话题。“计金双（计算机和金融双学位班）

的同学怎么都不爱提问啊？”就在最近的一次通话中，

他冲我大声嚷嚷。这门课程依然是他的“爱恨情仇”

之所在，而对新的一代，他也仍然有着执着的期待。

“把一些事儿干成的理想主义者”

强烈的时代感，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对比那一

代人的共同特征。在《大学的改革（第一卷）》引言

的最后，钱颖一如此写到：

我很幸运，改革时代给我了好的机会。我赶上了

一段好时光。这些年来我心怀理想主义，尽力做事，

干成了一些事儿。同时我也要坦诚地说，由于各种制

约因素和我本人能力所限，还是有不少事或是不能干，

或是干了但没干成，或是干了但干得不彻底，或是干

成了又退回去了。这是我的遗憾，也是时代的特征。

我深感庆幸的是，我仍然还是一个“把一些事儿

干成的理想主义者”。

这是钱颖一发自肺腑的一段“自查报告”。钱颖

一在任院长 12 年，以学院为改革的“试验田”，亲

自设计和实践了高等教育的全方位改革。这当中，从

2009 年开始的本科教育改革，无疑是他最看重的一项

改革，也是我有幸能亲身参与的。从 2011 年担任学院

本科项目学术协调人，成为学院本科教育的“革命军

中马前卒”，直到今天担任负责学院本科教学的副院长，

继续为深化改革“添砖加瓦”。本科教育改革是我们

另一个、也是更为艰巨的“共同的事业”。

 我本科阶段是学习“管理信息系统”的，入学填

报的专业本来是“国民经济管理”，却因故停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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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还读了自动化双学位，

博士阶段才转“回”经

济学。同时，我一直热

爱写作，大学期间主编

班刊、院刊，写长篇报

道，忙得不亦乐乎，还

博得了学院“四大才子”

之一的“恶名”。因此，

对于钱颖一提出的“通

识教育和个性发展相结

合”的本科教育理念，

即使没有他那样的宽阔

视野和深入思考，单是

从自身“复杂”的经历，

我也感同身受。

史蒂夫·乔布斯是钱颖一常常提起的一个人。在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载于《大学的改革》第二卷）

这篇 2012 年经管学院本科开学典礼致辞中，他引用了

乔布斯的斯坦福开学典礼致辞：

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

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十年之后，当我回

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人是不可能向前

预测如何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的，只能回首往事时才能

把这些点连接起来。所以你必须相信在你的未来，这

些点将得以连接。”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人生哲学。

钱颖一引用这段话，用于说明“无用”知识的有

用性。但我以为，他对这段话的理解，正如许多人生

的过来人一样，远比这一点深刻，“这是一个值得记

住的人生哲学”。钱颖一愿意用乔布斯这些“近似疯狂”

的话，来激励年轻人走上人生新的旅程。“大学即自

由”。我们常常说：“未经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但更应该想想，完全设计好的人生更不值得过。如今，

经管学院的本科开学典礼，仍然保留了这段话，只不过，

讲述者变成了我。

 在另一篇开学典礼致辞《“学好”与“好学”》（2013，

载于《大学的改革》第二卷）中，他阐述了对于大学

学习的深刻见解：

“学好”与“好学”是两种不同的“学”的境界；

“学好”是学习中被动地接受，而“好学”则是学习

中主动地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

学”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

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

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而“好学”

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

追求的是真理。

这些话语，无疑是对于自诩为“天之骄子”的清

华学子一剂清醒剂，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自身追求

的体认。

2014 年暑假，当我还在广西桂林利用暑期的最后

时光与家人共度良辰美景时，钱颖一的电话“无情”

地找到了我，嘱咐我对他新一年开学典礼的致辞“提

提意见”。相较于之前的两篇开学典礼致辞，这篇名

为《“人”重于“才”》（2014，载于《大学的改革》

第二卷）的致辞主题更难把握，这也许也是他“请我

看看”的缘由。这篇致辞，结构略显松散，但主题仍

钱颖一讲授《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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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鲜明。致辞最末的那段话，清晰地传递了钱颖一

对于大学教育的期许：

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

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

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

就应该是最高层面的——价值层面的现代化。这就是

为什么“人”重于“才”。

人的现代化，任重而道远。这三篇开学典礼致辞，

分别从知识、能力和价值三个方面体现了钱颖一的本

科教育思想，我愿意把它们称为“钱三篇”。在《论

大学本科教育改革》（2011，载于《大学的改革》第一卷）

中，钱颖一也许是第一次表述了“通识教育与个性发

展结合”的本科教育理念：

中国大学，特别是主要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目

标是：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

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这一教育理念，一直为清华经管学院所秉承。

比较出思想

不再担任院长以后，钱颖一接受了另一项“光荣”

的任务，主编《大百科全书（比较经济学卷）》。这

一次，他依然没有“饶过我”。邀请我和他开始了另

一项共同的事业。

钱颖一是比较经济学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比较，

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古今、中外、文理，都可以比较。

钱颖一最近和我讨论起他对于社会学、法学与经济学

的学科差别的看法，可见他对于比较的思想是多么的

“着迷”。《大学的改革》中，也有他对于比较思想

的不多的一些阐述。在《经济研究：比较出思想》（2015，

载于《大学的改革》第一卷）中，他引用一位著名政

治学家的话表达他的看法：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

（Seymour Martin Lipset）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

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这

是因为只有超越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

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

析的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

地认识世界。

可以说，“比较”是钱颖一的方法论基础，在中

外大学教育的比较中，他产生了改革的思想。在理念

提出和实践效果的比较中，他不断探索改革的路径。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钱颖一极为推崇思想的力量。

在经济学原理课程上，我选择了钱颖一下面一段话作

为结束语（出处同上）。我想把它也作为这篇文章的

结束语：

相比于人们眼中的既得利益，人的思想观念更应

受到重视。就像技术创新可以放宽资源约束一样，思

想观念的创新可以放宽政策选择面临的政治约束……

可以说，利益和思想观念是改革的一体两面。囿于利

益而不敢在思想观念上有所突破，改革就不可能破冰

前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

思想创新、观念突破的时代。

钱颖一，一个“把一些事儿干成的理想主义

者”。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副院长】

钱颖一与钟笑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