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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传》

内容概要

马寅初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学家和人口学家，是举世公认的“学术泰斗”、“一代师表”。
他的名字和中国人口问题紧密相连，半个多世纪以来，曾几次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甚至轰动了世界
；他一生坚持真理，严谨治学，在经济、教育、人口理论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的一生历经三个时代，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
图文典藏版《马寅初传》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马寅初坎坷而光辉的一生。书中细致描绘了马寅初与毛
泽东、周恩来、陈云、陈毅、邓颖超等知名人士的交往，以及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全面披露了
中央为马寅初平反的内情，充分反映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命运、生活道路和品格风范，以及中国近
百年来风云激荡的历史。作品以饱满的激情给人多方面的教益和启示，告诉我们应如何做人、如何做
学问，怎么才算度过了有意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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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建业
笔名杨泉，高级记者、传记作家、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6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近40年间，曾先后任新华通讯社记者、副主编
、副处长，《中国教育报》副总编辑，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局长，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正局级调研员、局长、巡视员，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局级高级研究员等职务；长期以来，
接触、研究并采访过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科教文等领域的知名人士，写
有大量的消息、通讯、评论、调查报告、内参、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及新闻理论文章，发表、出版的
作品总计近700万字。
主要代表作有《马寅初传》、《黄昆传》、《姚雪垠传》、《风云人物采访集》、《李鹏》、《延河
之子李鹏》、《耕耘外宣，奉献人生》、《怎样采写教育新闻》、《新闻采访与写作》等；作品曾在
全国范围内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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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跳着看的，比较关注他那段坎坷的历史细节~有图、有料、有真相
2、二胎政策一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又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了，看完书后才知道，人家明
明提出可以生两的嘛~
3、命运真的蛮坎坷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4、其远见卓识的新人口论影响远大~
5、很厚的一本传记，图文对照，读起来比较有意思
6、刚开始读，感觉还可以，内容比较正的那种~
7、史料很丰富，披露了不少细节⋯⋯感叹那个年代，命运往往在不经意中变幻
8、给老爸买的，他比较喜欢读这类的书，很喜欢，，
9、真实还原历史过往，很多人对马的《新人口论》只是其一，不知其二⋯⋯读了，还是很震撼的，
作为知识分子，他努力展现了自己该有的胆识与风骨，重新认识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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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百年马寅初：不朽的胆识与风骨□ 林强2009年中国作家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出版，小说通过讲
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
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2012
年莫言凭借《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5年10月，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即“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
育两个孩子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后，争议从未间断。被誉为“中国人口学第一人”的马寅初
，也因提出与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新人口论》而饱受争议60年，直至今天争议与误解似乎也没有完
全消除。因此，当我手拿这本杨建业批阅数载，增删多次的《马寅初传》，有一种历史的沉重感。那
不仅是一个忧国忧民、铁骨铮铮的知识分子的人生，也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几代人的血泪。一字一
句读来，百岁学者马寅初的胆识与风骨越来越清晰。《马寅初传》一书以生动的语言，详实地描写梳
理了学者马寅初的一生。马寅初跨越百年岁月，历经三个时代，充满了传奇色彩。青年时代的马寅初
，勤奋与天赋并存。1906年，26岁的马寅初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留学美国耶鲁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
经济学硕士学位，1910年继续学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马寅初传》书中提到的
一则马寅初的轶事值得今天的我们玩味与反思。当时中国留美学生喜欢选择中国问题做博士毕业论文
，因为导师对中国问题大多比较生疏，毕业论文容易过关。马寅初做毕业论文时，却偏偏选择了一个
美国学生也未必敢尝试的题目《纽约市的财政》。这是马寅初自信的表现，同时又可以从中看出马寅
初做学问的扎实与诚实。更难能可贵的是，马寅初的毕业论文由于水平高超，见解独到，轰动了当时
的美国经济界和财政界，随即出版发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并用于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马寅初时刻没有忘记多灾多难的祖国，赤忱的爱国之心让他不贪恋美国的繁华，拒绝了美国友人的
挽留和高薪工作。1916年，马寅初毅然回国。此时距马寅初初来美国已是10年光景，其间马寅初一次
也没有回国，清廷断绝学费之后，马寅初以清苦的生活和美国老师的资助才完成学业。受中国官本位
思想的影响，许多留学生回国之后主动向官方靠拢，谋得一官半职。而《马寅初传》给我们展示了一
个不一样的马寅初，他身上散发出的是铁骨铮铮的爱国情怀，是不畏权贵的高尚气节。归国的马寅初
谢绝了一批又一批说客的邀请，最后不胜其烦，马寅初公开发表声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1916年
底，马寅初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之邀，就职北大，走上了治学救国之路。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曾
对蒋介石政府官员大发战争财的无耻行径公开揭露，在公开演讲中多次对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
高层官员的贪腐行为进行批判，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多次威逼利诱无效之后，马寅初受到迫害，失
去人身自由，一度有性命之忧。但是马寅初没有屈服，继续自己的奋斗，正是“不屈不淫征气性，敢
言敢怒见精神”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先后出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并于1957年提
出《新人口论》，阐发了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计划生育思想，受当时“极左”思潮
的影响，马寅初很快受到批判，并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至“文革”结束才得以平反。此时马寅
初已逾90岁高龄。历史的车轮不会倒退，但是对于历史的反思却时刻不能停止。对于小说《蛙》中沉
甸甸的人类生育的血泪和马寅初一生的起起落落，都是历史留给我们反思的素材。掩卷沉思，《马寅
初传》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具有胆识和风骨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不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
，马寅初都能够坚持真理，不屈服于权力，这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中难得的品质。任何一个
民族都需要这样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马寅初的人格光辉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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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马寅初传》的笔记-第226页

                马寅初是一个意志坚强、心胸开阔、遇事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他自从被免职回家，停止一切政治社会活动以来，对于过去曾经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就下
决心要把它彻底忘掉。
      一天，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表达自己心愿的这样一段话：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
奋力写新书！
     ⋯⋯
     不得不佩服马老的豁达。

2、《马寅初传》的笔记-第183页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全文共分十个部分：
    （1）我国人口增殖太快；
    （2）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
    （3）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
    （4）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5）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6）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
    （7）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8）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9）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10）几点建议。
     在这篇论文中，马寅初深刻地分析了中国人口增长和生产力发展速度的矛盾，正确地估量了当时中
国人口的发展状况，科学地合乎实际地阐述了当时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增长过快的原因。

⋯⋯
     对人口问题提出的建议，在当时是富有远见的。
     

3、《马寅初传》的笔记-第54页

              1928年至抗日战争初期，马寅初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先后担任经济、财政委员会委员并兼
任委员长。在那些充满污泥浊水是国民党机构中，许多人都唯命是从，亦步亦趋，人与亦云。唯有他
，像鹤立鸡群，始终能够保持自己的品格的高洁，并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
⋯⋯
     不亏有知识分子的胆识与风度啊

4、《马寅初传》的笔记-第165页

        
    1950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北京东总布胡同32 号宅院，春光明媚。当这家会客室墙上的挂钟刚刚响过
八点以后，一位黄头发、蓝眼睛、高个子的苏联青年女教师用流利的汉语说： 
“今天先教俄文字母的发音，我先将俄文的32 个字母念一遍，然后再将每一个字母念两遍，您也跟着
念两遍，并注意我发音时的口形。每个字母多念几遍以后，我再讲它发音的特点。现在开始⋯⋯” 
     从这天起，公务繁忙、七十高龄的马寅初开始学习第四门外国语——俄文；这位著名的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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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变成了一个“小学生”。
    ⋯⋯⋯⋯
       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俄文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从俄文资料中深入了解和研究苏联的经济情况，
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马寅初毅然下定决心：不顾七十高龄一定要学会俄文。趁这次从上海来北
京开会，他专门请了苏联女教师教他学习俄文。在如此美好的春天，开始了他向新的目标的攀登⋯⋯

      真实一位可爱的、好学、敬业的老人啊

5、《马寅初传》的笔记-第39页

               马寅初讲完他的教育学之后，风趣地说：“我姓马，这位老师姓杨，另一位姓牛，我们的亲戚
姓朱。这里真是马、牛羊（杨）、猪（朱）齐全，原来我们是在开‘牲口大会’⋯⋯”
     大家被马寅初的风趣、幽默的谈吐，逗得哈哈大笑⋯⋯
   ⋯⋯
     呵呵，感觉马寅初先生，还是挺幽默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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