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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黄岩方言汇编》

一个学子，他曾是高考状元；一个师者，九十高龄仍带
着研究生；一个摄影达人，他留下了故乡不可多得的民国
记忆，摄下闻一多、吴晗等学人，成为经典影像；一个学人，
他身后留下五十部等身著作……

他，就是北京大学教授张友仁。一个从黄岩走出去的
乡贤，一个经济学家，一个革命者，一个改变了中国经济的
命运，把中国智慧惠及世界的学人。

一、高考状元
1.出生。1923年11月12日，一个年轻的生命在上虞五

夫村诞生了。以后，他不停地随父亲张国华（陆军少将）迁
徒于黄岩、上虞、徐州，后来来到了“六朝古都”南京及河南
郑州。1929年 6月 1日，正在读小学的他，亲历了孙中山先
生的“总理奉安大典”，目送宋庆龄执绋跟随中山先生的灵
车前往中山陵安葬。一路上许多群众向灵车致敬，中山先
生的革命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他就是张友仁，祖籍黄岩鼓屿。

2.求学历程。少年的张友仁倾听陈安宝（抗日英雄，陆
军上将）向他灌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曾清晰
地记得陈将军教导他要学习班定远、马伏波、岳武穆等的
事迹。陈将军告诉他，军人应以战死沙场为荣誉。

1934年，父亲患癌症病故，他考入当时北平最好的中
学——育英中学（现北京 25中）。次年，他转学到杭州著名
的安定中学。1936年初，他在浙江省立图书馆少年部举办
的青少年时事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3.高考状元。1936年暑假，在母亲的要求下，他回到黄
岩，就读黄岩县立中学；

1939年，初中毕业后升入了高中部学习，1942年10月
高中毕业，参加浙江省会考。全班会考集体总分为全省第
一名。他和吴全德同学取得全省会考个人第一、二名的成
绩，并被保送免试升入所愿进入的任何一所大学。后来，他
们都按第一志愿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学习。该校是北大、清
华、南开三校抗战时期在云南昆明联合组成的。

二、名师滋养
他的成长，与其家庭环境有关。尤其是从小接受名师

教育，开阔了他的视野。上大学后，名师对其影响更是深
远。

1.黄岩县立中学时期。那时该校名师云集。校长是江
文炜（从事革命被捕，蔡元培先生专门给浙江高等法院郑
文礼院长写信），老师有江翼时（曾任春晖中学校长）、解箴
言（科举考试最后一个拔贡）、干人俊（曾任杭州民生中学
校长）等。他在《回忆黄岩中学》一文中写到的老师还有：陈
熙光、张若云、管观韶、管昌侯、喻信厚、牟思补、赵绳荪、周
子序、朱笑鸿、朱希晦、方通良、罗保东、吴文、林子仁、马启
义、许雪樵、毛乃琅、吴启政等老师。

2.西南联大时期。西南联大抗战时融合了北大、清华、
南开三所名校的优质师资，大师云集。在这里，张友仁不仅

修习了如陈岱孙、周炳琳、赵廼抟等名家的经济学课程，也
修习了冯友兰教授的伦理学等诸多学科，还旁听了闻一
多、朱自清、吴晗、郑天挺、王力、费孝通、沈从文等诸多教
授的课，同时，不断听到李公仆、光未然等名家的报告，为
他后来学问的精进打下了扎实的根基。

1946年秋，他回到北大，又学习了周炳琳、蒋硕杰、许
德珩、樊弘、梁思成等教授的课，毕业时撰写了《亚当·斯密
的经济自由学说》，获得了导师、经济系主任赵廼抟教授的
好评。1947年，被胡适校长聘任为北大经济系助教。

三、学术大咖
1.北大的评价。“张友仁是北大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开

山鼻祖，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盛名。张友仁先生学养深厚
全面，著述等身，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科的开创者。执教期间
诲人不倦、桃李满园，很多目前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
学者们，都曾经师从张友仁先生，张先生为中国的经济宏
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同时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
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经济
的命运。”

2.学习与研究。1950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政
治经济学研究生，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回到北大，负责
筹建北京大学最先成立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他兼代教研
室主任。这之后，他撰写了许多的论文，在北大第一届科学
讨论会、匈牙利中央理论刊物《社会》《人民日报》《学习》

《北京大学校刊》等处发表。1956年，参加国务院哲学社会
科学规范中的《经济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
——政治经济学》的制定工作，并执笔起草草案。1957年，
参加教育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示范教材》编写组，教材
1957年始供全国高校使用。这一年，他还撰写了一批论文
在《经济研究》《光明日报》《新建设》《北大学报》等报刊上
发表。1960年，他参加中宣部组织的《马尔萨斯反动言论选
辑》一书的编写和翻译，同年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
题》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同志论政治经济
学》《政治经济学反面材料》等书。1962年，北大恢复研究生
招生，他是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取得了很多成果。

这之后，他撰写了一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经济
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北京大学，他开出了“社会主义经
济理论发展史”等新课程。1984年，他编写并出版的《政治
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获北京大学首届优秀教材
奖。198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张友仁编写的《在改
革的实践中学习政治经济学》一书，同时参加了 1949年后
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写，也为一些著作作序。后
来，他又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的编写工作，并
担任“政治经济学（总论）”分支学科副主编。他有50多部著
作出版，100多篇论文发表，成就了一位知名经济学家的人
生。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北京大学学术委员、北
京大学经济学学位委员、北京市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北
京《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北京经济学会总会理事、北京社
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会顾问、《经济学家》学术委员、《经
济科学》编委、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荣誉顾问、美国传记
研究院研究顾问等一系列职务。

3.出国讲学。1977年、1978年应联合国副秘书长邀请，
两度为联合国工作人员讲授“中国的政治和经济”。1982
年，应邀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 10所著名大学旅行讲学，
并应邀在加拿大亚洲研究会上作学术报告。1985年—1989
年，先后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及荷兰、联邦德国、丹麦、法
国、美国等大学和研究机构任教或讲学。

4.笔耕不辍。2010年后，高龄的张教授仍笔耕不辍，不
时有新作和新著出版。《北大恩师》《北大清华的教授们》

《周炳琳文集》……一部部厚厚的著作接连问世，你不能不

钦佩，不能不动容。
5. 成就卓著。他先后获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获加拿大政府出版奖、陈岱孙纪念奖、君
安——北大科学家奖、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卓越服务
荣誉证书、北大经济学院终身教书育人成就奖、北京大学
100周年奖章等诸多荣誉。

四、革命志士
1.西南联大时期。在西南联大这所被誉为“民主堡垒”

的大学里，他参加了闻一多教授任导师的西南联大社会科
学研究会，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学习过《论联合
政府》，经常能阅读到中国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和《群
众》杂志。

抗战胜利后，昆明学生争民主反内战风起云涌。张友
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一”运动，他参加和组织纠察队，守
卫在联大校门的照片至今被收藏在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
里。在他撰写的《黄岩中学学生在“一二·一”运动中》一文
中，他写道：“《一二·一运动史》中有一段这样写道：‘这时，
张友仁等七位同学，他们都住在校新校舍北区 24号乙宿
舍，他们悲愤万分，下定牺牲决心，从守卫校门等处的第一
线换班下来时，在宿舍里各自写下绝命书，在宿舍南边柏
树丛前留影纪念，然后又奔赴斗争第一线。’”这张照片现
陈列在昆明“一二·一”运动纪念馆中。

“一二·一”四烈士牺牲后，张友仁写下了悼念的诗词，
这首诗后来被收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一”
诗选》中。在纪念“一二·一”牺牲的四烈士灵堂中，他还写
了挽词，以黄中校友会名义送上的“尚余遗孽艰难甚，谁与
斯人慷慨同”（原孙中山先生的诗句）的挽联，后又参加了
四烈士的出殡仪式和公葬典礼，这些照片收集在四烈士纪
念馆内。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他与同学们自发组织
护送闻一多等进步教授的行动。不幸的是，当他 1946年 7
月回北京的途中，传来了闻一多教授被暗杀的消息。他强
忍着心中的悲痛，整理出闻一多先生的几篇政治性演讲
稿，送给吴晗先生，后来收集在朱自清先生编的《闻一多全
集》中。

2.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秋，他回到北大，同时担任
《文汇报》《浙江日报》等报刊的通讯员和记者，报道了大量
北京学生运动和文教界的新闻，也参加了北京学生反饥饿
反内战的游行。

在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期的1948年，他积极参加民主
青年联盟和中国共产党，从事迎接北京解放的第二条战线
工作，动员大批北大教授不要迁往南方而留在北大。

1948年11月，北大50周年校庆，他组织了法政经济记
录室展览社会主义和苏联文献，同时利用自己负责图书资
料工作的条件，秘密收藏了大量进步书籍。在 1998年北大
百年校庆时，还可看到有些实物是“张友仁捐赠，赛克勒博
物馆提供。”

1949年 2月，北京解放后，他参加了北京大学政治课
教学委员会，任委员兼政治课教员，开设了“政治经济学”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同时协助赵
廼抟主任聘请了薛暮桥、邓拓、王亚南、千家驹、王学文等
一批大家。1949年7月见到了领袖毛泽东，这期间，他请到
了李达等到北大民主广场演讲。1950年，他协助韩寿萱教
授布置了“毛主席在校工作室”“李大钊先生纪念堂”。

五、摄影达人
张友仁先生热爱摄影，在学习、教学和研究工作之余，

拍摄了大量照片，其中有不少照片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
件，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他大约在中学开始开始迷上了摄影，摄下了故乡黄
岩、临海等地的许多风光；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吴晗等教

授肖像；北大时期，摄下了赵廼抟教授等许多知名人物的
照片。北大专门为他举行了摄影展，现大多照片原件放在
北大校史馆等处。

1.故乡风光。故乡是永远的缘。他拍摄下故乡北门的
双塔，也摄下友人在庆善寺塔的合影等，成为不可多得的
民国时期的故乡影像。

2.闻一多、吴晗等教授标准像。张友仁先生曾写道：
“我们笑着和闻一多先生说：‘闻先生我们给你照张照吧！’
闻先生也很高兴地说：‘好的。’我们就以厕所为背景，给闻
先生拍下了这张没有胡子的历史性的照片。裘昌淞同学手
持相机进行取景，我建议采用何种光圈、快门速度和距
离。”

“1948年，吴晗先生住在清华大学旧西院 12号，8月
15日的早晨，我去拜访他，在门外树林中，给他拍了一张
照片，记得吴晗先生当时还穿着拖鞋的。后来，这张照片
成为《吴晗画传》的封面。”（张友仁《忆吴晗先生二三
事》）

3.解放战争时期。他摄下不少国民党军队镇压革命运
动时动用的装甲车及学生游行、示威的照片。

4.赵廼抟教授等名人照。赵廼抟教授是先生与夫人张
秋舫教授的老师，他多次摄下赵廼抟教授等的照片，成了
北大珍贵的影像。

2012年 5月 4日，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联合举办了
《转折年代、无悔青春——经济学院张友仁先生珍藏图片
展》，在北大学生中引起轰动。

六、故乡情重
1.情系母校。他牵挂母校，多次为母校题词、参加校

庆、作报告，并专为母校撰文。如《黄岩中学高春三会考第
一是怎样取得的》《回忆黄岩中学》《黄岩中学学生在“一
二·一”运动中》。

2.关心后学。他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在《金也书画集》
即将付印时，金也写信请他作序，他回信道：“金也先生大
著，敢不从命，容我近日详细图之，如何？”他在序言中写
道：“在北大经济系教学六十余年，有出息的学生不计其
数，但像金也同学这样的编外学生也是让我欣然的。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金也学弟正值盛年，我为他对黄岩文化事
业的卓越贡献感到由衷的欣慰！我深信，他将为黄岩的文
化事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2002年，我的著作《文明的失
落》即将出版，先生为书籍作序，后多次专门给我题词，如

“千秋笔墨惊
天地，万里云
山入画图”，勉
励我为家乡留
下文字记忆。

3. 参加柑
橘节等。只要
家乡需要，他
都愿意为家乡
出力。一段时
期，他每年来
家乡，参加柑
橘节等活动。
领导会见他，
感谢他对家乡
作 出 的 贡 献
时，他风趣地
说：“我比你们
徒 增 岁 月 而
已，我是黄岩
人民的儿子！”

五份里位于乌岩中街以东，有三透九明堂
大型建筑群、司谏第等，明万历年间进士卢明
诹后裔建。卢明诹，字君教，五份里卢氏始祖，
明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初授太常博士，后
任刑部给事中等职，天启三年追赠光禄寺少
卿。卢明诹为官刚正不阿，有政声，被载入《明
史》和《中国人名大词典》。卢氏后裔分为五房，
故称五份里。

五份里东邻砖墙里，乌岩街的住房大多为
木石结构，此住户率先用砖块砌筑，故名砖墙
里。南接俞家，为短垟俞氏迁徙于此。西邻蔡
卢，据传河南蔡姓女子嫁给乌岩卢家，后嗣兴
旺，多蔡、卢两姓。北邻旗杆里，系东崖公“文林
第”。东崖公即卢之岳，字运会，号东崖，康熙五
十六年（1717）举人，官至天全知州。他中举后
门前立有旗杆石，故地名旗杆里。

五份里东北为乌岩小学，西华书院旧址。
书院里三棵树龄 500多年的古樟见证了书院
悠久的历史。清咸丰七年（1857），卢明诹五世
嫡孙在西华社学的基础上，扩建校舍，因临筠
溪，改称筠溪书院。溪畔有一片方竹，竹细如
指，高约 2米，外方内圆，有棱有角，溪以此得
名筠溪。“筠溪方竹”乃乌岩八景之一。清同治
八年（1869），黄岩知县孙憙为祀卢明陬，因明
陬号西华，改筠溪书院为西华书院。

五份里的东南方向为圣旨门。明正统年
间，天大旱，乌岩上宅的卢思诚慷慨出谷千石
救灾，明英宗下旨赞为义民。卢氏一家三代乐
善好施，后人在其接旨处建“旌义”石牌坊。圣
旨门附近有文昌阁和月池、牛轭塘等胜迹，东
北有始建于明代的东岳庙，1933年当地绅商
募资重修。再往东南，为县丞衙。清同治六年
（1867），为了更好地管理黄岩西部山区，在乌
岩设县丞衙门，分理黄岩县政务与防务，有大
堂、二堂、花厅、上房、夹室、厢房、二门、土地
祠、保民、头门等百余间建筑。

乌岩卢氏自五代时始迁祖卢肆到黄岩山
访王方平仙迹，喜爱乌岩山川秀丽，土地肥沃，

举家从福建迁此定居以来，耕读传家，历经千
年，代有才人。五份里卢氏兄弟五人均有功名，
七代清官。过去，五份里台门上方还存有一方

“司谏第”匾额。
20世纪50年代末，为造福一方百姓，五份

里的卢氏族人也和其他库区儿女一样，含泪挥
别家园。五份里随同整个乌岩镇被淹没在静谧
浩瀚的长潭湖底。

著名经济学家张友仁教授的不凡人生
■章云龙

五 份 里

■张永生 夏 吟 整 理

张友仁（左）和赵廼抟（中）、周炳琳
（右）1954年在燕东园合影。

主办：黄岩区政协、黄岩区委宣传部
承办：黄岩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协办：黄岩区历史学会

张友仁在黄岩中学校庆上讲话

乌岩街示意图 图片来自《乌岩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