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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立奇）昨日，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réng）先生
宁波旧居暨生平纪念展，在位于江
北区新马路23号的历史文化保护
建筑内揭幕。武汉大学校长窦贤
康，宁波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军，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董辅礽基金
会会长陈东升在揭幕式上致辞，江
北区相关负责人、一大批武汉大学
校友企业家代表参加了揭幕仪式。

董辅礽，1927 年生于宁波，
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后前往莫
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获得副博
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
杂志主编，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
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学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一代经济学
大师”之称。

揭幕仪式上，中共宁波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李军在致辞中表示：
董辅礽先生是从宁波走出去的著
名经济学家，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
的经济学家之一。董先生一生辛
勤耕耘，成果丰硕，在理论和实践
上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董辅礽先生
出生于宁波，求学于武汉，汉甬两
地都因水而兴，如今又因先生而紧
密相连。董辅礽旧居暨生平纪念
展正式揭幕，这既是家乡父老对先
生的深切怀念，也是对先生学术成
就和学术精神的传承弘扬。

武汉大学校长窦贤康与一大
批武汉大学校友企业家代表特地
从武汉来到宁波，参加揭幕仪式。
窦贤康表示，董辅礽出生在宁波，
求学在武汉，又曾在武汉大学教书
育人，董辅礽的经历仿佛浓缩了宁
波与武汉的缘分，“未来，希望董辅
礽旧居不仅能成为展示宁波本地
文化的场所，也成为传承武汉大学
教学精神的一个基地。”

受疫情影响，董辅礽的亲属们
无法来到宁波，揭幕仪式现场，其
学生代表宣读了董辅礽家属从大
洋彼岸寄来的感谢信。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董辅礽
基金会会长陈东升回忆了陪同老
师董辅礽回到家乡宁波的故事：19
年前的4月17日，也是一个春暖花
开的时节，董老师受邀请回到家乡
宁波参加活动，空暇之余，老师凭
借老屋门口一块地基墙石上写着
的“赵姓己”字样，找到出生的老房
子新马路23号。老师看到老房子
仍在，非常高兴，师徒俩站在旧居
门口留下一张合影。“几年前，我再
次来到宁波，想从故居着手为老师
做点事情，兜兜转转几个小时，一
时间找不到老房子的具体位置，幸
亏那张合影还在，通过照片‘按图
索骥’，再次确认了旧居的具体位
置。董老师说他从小在这里长大，
当年屋子旁边就是码头。”

揭幕仪式后，董辅礽宁波旧居
正式对市民开放。记者在现场了
解到，这栋建筑是董辅礽出生时所
在的外婆家，属民国砖木结构，占
地面积285平方米，建筑面积435
平方米，共两进两层，主要用于展
示董辅礽的生平照片及经济学学
术成果等。未来，将定期在此举办
经济学论坛和沙龙。

回到故居一楼，在教育贡献主
题展厅，有几十块四四方方的玻璃
罩，里面放着很多老照片和学生的
留字。“‘老师，我想你’，这旋律永
远在我心头回荡”“缅怀恩师，往日
教诲历历在目，莫敢忘怀”“师恩铭
记，守身为大”……每一行字留下
学生们对董辅礽的怀念，更有学生
将自己与董老师的合影放入盒中。

除了经济学大师的身份，董辅
礽还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研究
机构和高等院校担任教授、博士研
究生导师。可谓桃李满天下，春晖
遍四方。

馆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一
个盒子里的文字背后都有一个感
人的故事。其中一段话这样写道：

“亦师亦友，缘分深厚。但愿来世，

仍随左右。”这位董辅礽昔日的弟
子已经离开人世，弟子的儿子在整
理遗物时翻出了这张纸条，就是上
面那短短四行却情真意切的祝
福。据悉，这些感人至深的留言，
是深得董老真传的 64位博士所
写，他们将对老师的感恩装进发光
的玻璃盒子里。

业内许多人士都知道，董辅礽
不仅与厉以宁、刘鸿儒等经济学家
结下深厚友谊，还尽力为年轻的学
者提供迅速成长的机会。

特地赶来参加董辅礽宁波旧
居暨生平纪念展揭幕的武汉大学
校长窦贤康感慨地说：“问学西东，
国之栋梁，守身为大，人生楷模。
董辅礽像一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
学生们前进的道路。”

记者 朱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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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籍经济学大师董辅礽旧居揭幕
位于江北区新马路23号

众人在参观董辅礽旧居暨生平纪念展。记者 杨辉 摄

新马路23号，一座民国时期的老房子静静地屹立在那里，斑驳的老墙，上了“岁数”的
铁门，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这里是甬籍经济学家董辅礽出生的地方，也是他
的旧居。

走进旧居，参观者可以通过精
心设计的镂空“白色框景”，一眼看
到立在小院里的董辅礽雕像。“他”
双腿交叠，右手托着一本书，左手比
划着动作；“他”沉浸在书海中，整个
世界似乎都安静下来。

1927年，董辅礽在宁波外婆家
出生，共有兄弟姊妹6人。虽然时
局动荡，生活困苦，父母仍然让6名
子女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作为长子
的董辅礽自幼聪慧好学，1946年考
入武汉大学法律经济系学习。此
后，前往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

一楼展厅，系统展示着董辅礽
的一生。他与家人的合照，在宁波
度过的孩提时代，在外求学的点滴
经历，包括其跟随著名经济学家张
培刚、布列耶夫学习的过往。一位
董辅礽的学生面对着老师的全家
福感慨地说：“董老师自己是经济
学大师，更是教子（女）有方，他的
儿子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终身教
授，女儿在2012年成为美国科学
院院士，女婿则是中国科学院外籍
院士，他们一家还都是武汉大学的
校友。”

登上旧居二楼，狭长的三开间
里整齐陈列的展板上，讲述着董辅
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早在上世纪50年代，董辅礽就
创造性地提出了平衡增长理论，被
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
的代表”。

旧居二楼还原了董辅礽曾经的
书房：一张俭朴的书桌，一把木椅，
三台书架。据悉，这些家具是从北
京运来的。多少个日夜，董老曾经
在桌案前埋头撰写，或者潜心思考。

1978年，董辅礽大胆突破当时
的理论禁区，提出著名的“两个分离”
观点，即国有经济应当“政企分离”，
农村集体经济应当“政社分离”。如

此大胆的观点，让很多人为他捏一把
汗，但是刚过知天命之年的董辅礽顶
住各方怀疑和责难，将报告发表在
《经济研究》1979年第1期上，吹响了
国有制改革的第一声号角。

1985年，董辅礽又提出著名的
董氏八宝饭理论，他认为没有糯米不
成为“八宝饭”，只有糯米没有红枣、
莲子也不成为八宝饭，我国经济应该
容许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存
在。董辅礽的理论得到了国家的认
可，1999年，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
主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写进
宪法。另外，他的宏观经济调控创
见、证券市场思想、经济立法实践，对
中国经济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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