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

13位ISBN编号：9787533453237

10位ISBN编号：7533453239

出版时间：2010-5-1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作者：罗银胜

页数：3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

前言

1974年12月，顾准去世以后，我的最大心愿就是恢复顾准被严重扭曲了的形象。恢复顾准原来的形象
，最好的办法无疑是让他自己说话，把他的思想公之于世，让社会公众来对之作出评价。1994年，在
距他去世二十年之后，几经周折，《顾准文集》终于能够在国内公开出版。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为顾准诞辰八十周年和《顾准文集》的出版，专门召开了纪念座谈会，与会的学者、专家几
乎一致地肯定了顾准思想的先进性和它的现实意义。有的还称誉他为中国的思想家。吴敬琏（他自谦
为顾准的学生）称顾准为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的第一人。顾准的形象因此得到了恢复，这当然是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胜利，也是我国人民对被林彪、“四人帮”扭曲、埋没了
多年的思想的一种肯定。我当时正好因为患多发性脑梗阻（小中风）住院，未能参加，不免遗憾
。2005年7月1日，顾准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顾准生前工作单位中国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部分老专家、学者为主体的专家团赶赴河南省息县及东岳镇，在顾准的诞辰日举行
纪念活动。这场纪念会，凝重而热烈，务实而求真，我与本书的作者也参加了纪念活动，真是感慨万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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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

内容概要

《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顾准评传》内容简介：他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在中国全面实行计
划经济时，他发文呼吁中国应进行市场化改革；他虽被两次错划为“右派”，但仍坚信市场经济将是
中国的“神武景气”。他从经济学破壁而出，研究先秦社会、法国大革命、希腊史，试图从更高的学
术视点反思中国。他的学说给予孙冶方、王元化、吴敬琏等不少启迪。学者李慎之评价顾准说，他是
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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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

作者简介

罗银胜，资深传记作家、学者。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顾准先生生前工作过的上海
立信会计学院。著有《顾准传》、《顾准的最后25年》、《才情人生乔冠华》、《乔冠华全传》、《
潘序伦传》、《潘序伦教育思想研究》、《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红色名媛章含之》、《周扬传
》、《贾樟柯传》。编有《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顾准再思
录》、《钱谷融：闲斋忆旧》、《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多情莫笑我：黄宗英回忆录》
、《记忆的修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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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早慧少年第二章  立信因缘第三章  思想嬗变第四章  刀锋之问第五章  孤岛岁月第六章  军
旅文人第七章  锋芒初露第八章  东方暨白第九章  赫赫局长第十章  陈云激赏第十一章  征税风波第十二
章  “思想老虎”第十三章  万里麾下第十四章  读书之乐第十五章  市场先声第十六章  傲骨诤言第十七
章  打成右派第十八章  知己冶方第十九章  国乱家破第二十章  相思无尽第二十一章  京城反思第二十二
章  警世华章第二十三章  著作流布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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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

章节摘录

插图：从1927年至1940年顾准参加新四军，在这漫长的十三年中，除少数一段时间，顾准一直在立信
工作，与潘序伦结下深厚的友谊。他聪颖好学，勤奋努力，很快掌握会计学科这门知识，并攀上了学
术高峰。加上潘序伦唯才是举，并不囿于世俗的偏见，拘泥于学历、年龄等条件，对顾准大胆提拔、
委以重任。从一个练习生开始，顾准很陕崭露头角，成长为一个会计学者、著作家、教师、会计师，
成为立信的台柱之一。他前后担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编译科副主任、函授部主任、夜校部主任、立信
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教师、事务所稽核员、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等等，并以此作为职业掩护，从
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在美国留学期间，潘序伦把自己的功课主要集中在会计学方面，1924年潘序伦
回国后，在上海国立东南大学所属的上海商科大学、暨南大学等学校任教，主讲西方现代会计学，将
复式簿记方式及其理论引入上海商界。1920年代正值中国民族工商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企业的
发展，那种上收下支、科目颇简的中式簿记已难胜任日趋繁复的财务活动，现代会计在中国有相当广
阔的前景。1927年，潘序伦创办了自己的会计事务所——潘序伦会计事务所。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
潘序伦感到会计师业务的发展，必须取信于社会，于是第二年他便取了《论语》中“民无信不立”之
意，将“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后来他还把它引申为“信以立志，信
以守身，信以处事，信以待人，毋忘立信，当必有成”，把它作为立信会计的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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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

后记

在中国，顾准已是一个万众颂扬的名字；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因为“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
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
的人”（王元化语）。在众多善良的中国人眼中，顾准是大德大爱的化身：顾准的大德——体现于他
对理想、对真理的勇敢献身；顾准的大爱——体现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顾准这个名字，
得到国内思想界、知识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人们为顾准的人格魅力、思想底蕴所深深折服。顾
准先生是中国前改革时代的思想家、经济学家。我从事顾准研究近二十年，基于学术界对顾准研究已
有长足的进展，最近修订旧作，谨以这本《顾准评传》化作心香一缕，祭奠顾准先生在天之灵。我第
一次接触顾准先生的名字，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一个偶然的
机会，我在书店购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顾准先生遗著——《希腊城邦制度》，捧读之下
，当即被作者敏锐高超的历史观所折服，并惊叹不已。从此，我就一直铭记着一个名字，一个光辉的
名字，他就是——顾准。后来，由于工作单位变动的缘故，我从上海市人民政府来到了顾准先生早年
工作、学习的地方——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得知顾准先生自1927年就在这里工作，立信既是他的母校
，他又是立信元老。顾准勤勉笃实、学有所长、著述颇丰，深得我国杰出的会计专家、教育家、立信
的创办人潘序伦先生的首肯，也得到立信同仁的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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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这里有不少人以思想家自诩。但配得上这个令人尊敬的称号的，恐怕只有像顾准这样的学者。他
没有自高自大的傲慢，也没有过于自尊自重的矜持。他在求真求实的路上一往直前，义无反顾。这是
使我们肃然起敬的。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就需要这种治学精神和道德品质。　　——王元化顾准的思
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这自然同他系统地
研究过经济学有关，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商品经济和价值论
等，像他思考得这么深、这么透的人，当年大概是极少的。　　——李锐顾准个人本身的故事，你就
会觉得很有意思。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英雄、一个志士、一个烈士。就是大家说的，举起肋骨点燃
光明。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仍须为真理，要为自己已经认识的真理去追求。耐人深思的是，顾准
那种对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执著，一个人对造神和终极目标的抵抗，也可以做出表现出气壮山河的
境地，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经验，就是一个提倡相对的、经验的悲壮执著。　　——王蒙顾准是一座巍
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能接
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然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在“为世界人民服务”的
宏伟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就是对顾准的最好纪念。　　——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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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

编辑推荐

《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顾准评传》：顾准研究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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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

精彩短评

1、这本书做的很细，值得购买
2、书写得有点啰嗦，有的地方材料也显得比较零乱，作者缺乏一个清晰的思路，只是在堆砌材料，
让人怀疑他是不是专门研究过。把文字压缩1/3，可能会更好一点。感觉还没有吴晓波在《一个经济学
家的肖像：吴敬琏传》中“顾准”之死一章写得惊世骇俗。如果不是传主本人的故事传奇、思想深刻
、地位独特，此书价值其实不大，不如直接去读《顾准笔记》或《顾准文集》。值得摘抄的地方也往
往是出自顾准文集中的段落。思路之外，本书的语言质量对一个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资深传记作家
来说实在是不过关。最后，向顾准致敬！
3、民国时代 大师遍地 一个民族不可以没有大师 但是。。。。唉
4、看完了。感觉不是想象中的。
5、思绪万千，不胜感慨
6、以前看过一些，这回是买给朋友的。值得一读的好书，认识一位思想大师。
7、关于顾先生的传记能比较容易买到的大概就是这本了，且作者写过不知一本的顾先生传记，算得
上是专家了，虽岁价格偏高也只好下单了。
8、顾准生平的传记
9、我没有看过这本书，是送给同学的
10、不是大师，却比大师还可贵。他身上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话最能概括：谁说我不反对三面红旗，
胡说八道，我就反对三面红旗。。读这本评传，读的是一个人读的是一个时代读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
精神。。
11、越是阅读顾准的著作，越想了解这个思想家，这本书真的很不错！
12、都是很艰深的书，还得慢慢读读。
13、学习顾准精神
14、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顾准评传，真正的学者，应该是这样的思想者。
15、对这样的思想家理应表达由衷的敬意。
16、我们这里有不少人以思想家自诩。但配得上这个令人尊敬的称号的，恐怕只有像顾准这样的学者
。他没有自高自大的傲慢，也没有过于自尊自重的矜持。他在求真求实的路上一往直前，义无反顾。
这是使我们肃然起敬的。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就需要这种治学精神和道德品质。　　
17、闲暇多读书。
18、顾老能在60年代时代背景下，有如此想法见解，还能说出来，坚持到底！值得我们学习
19、书还不错的，帮外甥女买的。
20、毛边本。
21、一口气看了66页，脖子都酸了。我最怕人物评传里一下交代过多的时代背景和关系谱，看着冗乱
，读不下去。这本书还好，叙述始终以人物本身的活动为主线，每次只交代一点，后面随着事件的展
开，一点点补充背景和相关人物，读起来很顺畅！
22、未读。顾准真是难得，因尊崇而买书。
23、写法很一般，不过也算基本详尽地还原了顾准的一生。如果希望了解顾准的一生，这本书有一定
参考价值。
24、真正的勇士「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与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痛苦，正视
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向独立与自由致敬！
25、我们这里有不少人以思想家自诩，但配得上这个令人尊敬的称号的，恐怕只有顾准这样的学者。
他没有自高自大的傲慢，也没有过于自尊的矜持。他在求真的路上一往直前。
26、这本传的文字一般
27、让人佩服的人
28、作者找到的史料内容很丰富，但主要以事件罗列的方式来叙述，感觉比较枯燥，不是很有吸引力
29、很普通的一个评传。罗列事件并偶尔表达感受，感受写得并不生动，比较直白。但是却让我很清
楚的了解到了顾准的生平，我想至少对我读顾准文集，还是有帮助的。
30、非常好，值得收藏的一本书
31、顾先生的书很有思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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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

32、顾准其人打5分，作者水平打3分
33、最早的体制内反思体制问题的之一。
34、还没来得及看，但传主是我十分钦佩的思想家，但愿多出现一些这样的思想家。
35、看了才知道顾准那么牛，可惜啊！书中有的人物还是用“某某某”，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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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

精彩书评

1、先向本书的作者致敬，是您的长期劳动为我们展现了一位伟大人物光彩的一生！ 最近几个月来，
本人读书甚多，思考甚勤，自读过吴晓波的《吴敬琏传》，终于让我又从中有幸结识了吴敬琏所最为
敬佩的师友——顾准，这位我辈不二之精神楷模！ 顾准是伟大的，无论其精神品格，还是其道德文章
，但他的伟大恐怕还要再用一个世纪才能让大部分人充分领教得到！ 有人将他与鲁迅相提并论，事实
上鲁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及当时政治的批评既带有一定的情绪化、非理性（易使人产生出悲观的念头
及民族自卑感），也是相当狭隘的，不过仅仅局限于最浅显的表面而已，至多是精神层面的！ 但是顾
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借着自己丰富的学识及深入的思考，不仅为我们在制度架构（包括历史因缘）
上找到了窥视中国式悲剧的突破口，也为我们指明了解决中国式症结的方向！ 而且，鲁迅的骨头硬，
顾准骨头的更硬！！死他不怕，疼也不怕，怕的是让自己停止思考，让自己不能再动笔写出自己的思
想！ 顾准（1915—1974）最早是位年轻的出色的会计学家，而且很早就加入了中共。建国后，他在领
导岗位（好象是上海财政局局长）上被莫名其妙地拿下后，又被发往洛阳等地做建筑行业的管理工作
。 渐渐的，“中国式悲剧”愈演愈烈，出于对中国现实困境的深入思考，在入中央党校系统学习了马
列经典及经济学、历史学等各种知识后，顾准迅速成长为了一位颇有见解的经济学者！再以后，“中
国式悲剧”及他个人的悲剧不断向他袭来，然而愈是这样，他愈是如饥似渴地读书、搅尽脑汁地思考
，在那种孤绝的艰难处境中，终于有幸为我们保留下了他的一点思考的成果！ 但是，顾准不是大师，
因为他死得太早，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太过恶劣，而不容许他有良好的钻研、创作条件，不容许他创造
出更多更完美的精神产品！ 然而，他还是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直到今天，顾准的思想的光芒也
足以照亮我们！请大家务必铭记，“中国式悲剧”在今天并没有终结（这一点相信大家自己也应该有
所体会）！顾准的悲剧预言仍旧会成为我们未来不远的一天的无法逃脱的现实，因为中国社会的种种
变态、畸形不是一天可以治愈的，人性的本性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 但是，悲剧之后，我们还
会有成长，有复兴，更有下一周期的危机！顾准着重指出：整个人类历史也只是在不断进步之中而已
，绝没有所谓终极（目的）！ 这本新出的评传我是从首图借的，用了几天时间已全文读过，那天在去
北大办事的路上还一直不舍得丢下，在地铁里又坚持读了三个小时（当然，即使不读这本书，也一定
会读其他的）！二十多年间，作者已经给顾准写过几次传记了，所以说本书在所有的顾传中，应该是
最好的吧，总之是非常值得看看的，然后再是《顾准文集》。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顾准的感情是深沉
的，顾准的思考是横绝当世的，我们未必能轻易弄懂他，但只要我们坚持接近他，我们一定会发现一
些让我们的心灵为之一震的东西！甚至是一些让我们找寻了很久的真理，直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 这次评论草了点，以后研读过顾准文集后一定再专门撰文发
扬先生的品格、思想。 ------------------------------------除了顾准文集，再参考《通往奴役之路》等书
，那么一定会加深对于中国历史现实的理解的。有意思的是，好象就有称顾准为“中国的哈耶克”的
，我还是比较认同这一说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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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的笔记-第245页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熊彼特被人视为是常识最为渊博］思想倾向最为复杂的人物，他是在马克
思逝世那一年来到人间的，同年诞生的还有凯恩斯。在思想的深邃和著述的丰盛方面，熊彼特是凯恩
斯所无法企及的。⋯⋯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将自动趋向社会化，不会永远活下去。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将”不断地从内部革
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不断创造新的结构“，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企业家的创新
职能将使”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于是，企业家终于活不下去，”自动地出现“社会
主义。当然，对于一个资产阶级学者来说，他所谓社会主义，只是由中央机构直接控制生产和分配的
一种组织形式。

2、《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的笔记-第304页

        “位卑未敢忘忧国：，顾准 就是这样一们思想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更不关心我的处理
问题。二周前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决心超出“利用对象”的水平，力求继续革命。然而出版为何，不
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倘然还能活二十年，最大希望，不过是广泛涉猎威信哲理，
旅行祖国各地，看看山河如何重新安排，经济如何建设，作刍荛文献而已。Huxley(赫胥黎）说，“所
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懂焉”，以之对付过去，以之对付未来。“

3、《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的笔记-第311页

        ”因此，顾准认为，“产业革命是多种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英国就是如此。所以带有
宿命主义色彩的目的论史观使人丧失创造性，而顾准则强调历史的发展的复杂过程，说明历史只是逐
渐演变的过程。
在否定了目的论史观后，顾准明确主张：“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
。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4、《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的笔记-第268页

        春节过后，大年初五，顾准便离家去周口店。他出门的时候，他的几个小孩正在抖嘴。顾准 回过
头，大吼了一声：”还吵什么？你们没爹啦！“这真是很惨很惨的一幕！

5、《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的笔记-第196页

        ⋯⋯经济核算制在二个方面帮助计划经济运用价值规律：
（一）经济核算制提供的，关于成本、价格、利润等资料，经济计划据以调节生产，使社会生产的经
济效果是最大的；同时也帮助经济计划规定正确的国民收入分配方案，规定各生产企业与生产部同类
间产品转移的合理价格。
（二）经济计划规定一个合理的限度（这个限度因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此
限度内，任令经济核算制度发挥对生产、分配及产品转移的自动调节作用。所谓”自动“，就是不必
事事规定在经济计划内，事事由经济领导机关决定，而是由生产企业之间，或生产企业与劳动消费者
之间，经过价格结构，与工资率以外的劳动者报酬补充规定，自动进行产品的转移或劳动报酬的分配
。
以上两种作用，都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不过在前一种作用中，计划经济借经济核算之助提供资料，使
计划本身得以正确运用价值规律。这是价值规律通过计划直作用。后一种是价值规律在经济计划规定
限度之内，而又是在计划本身之外，调节生产与流通。而只要经济核算制度不发展到否定计划的程度
，以上两种作用，不妨归总起来，都称为价值规律通过经济计划调节全部经济生活。资本主义则是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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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律作为自发的规律，通过竞争，自发的调节全部生产。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区别
所在。引自顾准论文

6、《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的笔记-第166页

        当代学者林贤治著文说：”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幕僚知识分子，葛兰西称为“统治
集团的管家”；二、技术知识分子，也称“技术专家”；三、人文知识分子。虽然同为知识分子，但
是所处的地位和状态可以很不相同。幕僚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分别 为权力中心和市场中心所咐附
，唯人文知识分子留在原来的知识谱系内，成为名副其实的“边缘人”。他们不像另外两种类型的知
识分子那样人事实际事务，谋求世俗利益，往往显得不同流俗，不切实际。他们是创造者，他们的工
作更多地带有乌托邦性质。所为创造，也只能是思想，一种具有道德价值的象征物。他们的最大特征
就是对现实不满，因此总是站在现在秩序相对立的位置上，施予严厉的批评。他们不能接受权力的公
开的或隐蔽的操纵，不能接掌别人分配的角色，不能屈从于强盗的逻辑和骗子的谎言。从他们身上，
我们可以引出知识分子的一般性质：启蒙性、批判性、颠覆性。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新的知识分子
”。“

7、《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的笔记-第188页

        有一天，顾准向孙冶方指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七篇的下述一段引文：”在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规律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
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各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
更重要。“

8、《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的笔记-第1页

            朋友向我推荐了&lt;&lt;顾准评传&gt;&gt;这本书,开始读时并不觉得有什末吸引人之处.不过是一般
的平铺直叙,不时的还加一些作者的议论,但,读着读着,便被传主的治学精神,崇高品德所吸引.
    顾准没有学历,没有学位,更不是什末海归.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真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好品德,是当今
那些自称是大师们的厚颜无耻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读了这本书后,真的好想再读一读顾准的那些遗著了.

9、《当代思想史的失踪者》的笔记-第263页

        孙冶方和顾准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持批判态度，竭力主张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共同的。而且，
由于他们不同的处境，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这一段时期，在分析和解剖传统体制的弊病方面，孙冶
方比顾准作的贡献要多一些。不过，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方面，笔者认为顾准又有两点是超越于孙
冶方的。第一，在理论上孙冶方主张的是有计划的生产价格，而顾准是要让真正的价格，即市场机制
来调节生产。这一点在他上述1957年所写的文章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尽管当时表述上仍然袭用苏
联的经济核算之类的术语，但他提倡经济核算制的最高限度的做法，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思想。第
二，在方法上，孙冶方用的是平均概念，生产价格就是以利润平均化为前提的，而顾准除了平均概念
以外，还有边际概念。尽管我们未能见到他运用边际分析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论著，但他具有这方面
的素养是可以肯定的。
赵人伟在回忆干校后期，顾准 在同他聊天中居然对”颗粒还家“的问题进行了边际分析。顾准说，颗
粒还家的精神无疑是好的，表现了中华民族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不过从经济的操作上来讲，还有一
个限度的问题。如果一位农家老妇上地捡麦穗，每天能捡回十斤八斤麦子当然很好，但到后来如果每
天只能捡回一斤麦子，而每天的消耗也要一斤麦子时，就到了一个边界。赵人伟问他，如果这位老妇
不上地捡麦子在家里闲坐也要消耗六两麦子，应该怎么办？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她至少每天要捡回
四两麦子才值得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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