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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佚信佚文辑释

封越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３６）

［内容提要］《王亚南全集》编者付出了极大努力，将王亚南生前几乎所有文字一网打尽。 但仍有漏

网之鱼。 现从各种书刊辑得《王亚南全集》失收佚文佚信十余篇，另搜得 １９４７ 年至 １９５１ 年王亚南致经

济史家彭泽益未刊信函三通。 从这三通信函可以钩稽出王亚南这一时期的一些事迹以及学者之间的交

往，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王亚南生平事迹的认识。
［关键词］《王亚南全集》；佚文；王亚南；彭泽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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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南（１９０１—１９６９）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教育家。 王亚南一生

著述丰硕，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厦门大学学者持续不懈搜集整理出版王亚南论著，在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煌煌 ２０ 卷 １ ０００ 余万字的《王亚南全集》（下文简称《全集》）。 有关王亚

南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除众多单篇论文外，有关专著已经出版王岱平、蒋
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①王增炳、余纲编《王亚南治学之路》、②韦曙林著《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

度障碍探源：王亚南经济思想的启示》③等，传记有蒋夷牧、王岱平《生命的辙印》④和林坚《王亚南

传》。⑤ 《全集》编者付出了极大努力，其第一个特点即是“全”，编后记称“按照‘应收尽收’原则，将
王亚南生前发表的几乎所有文字‘一网打尽’”。 但由于一些书刊搜寻、检索不易，《全集》仍难免有

“漏网之鱼”，书信由私人和机构收藏，搜集更为困难。
经济史学家彭泽益先生之子彭弘兄保存有王亚南 １９４７ 年至 １９５１ 年致彭泽益未刊信函三通，

近日承彭弘兄惠赐笔者整理发表。 本文拟将这三通信函略加考释，并钩稽王亚南这一时期的事迹

及学者之间的交往。 为省篇幅，中山大学校史、厦门大学校史、清华大学校史或王亚南传记中已有

记载者不再展开。 笔者另外搜寻到《全集》佚信 ２ 通、佚文十余篇，本文亦一并罗列，以飨学界，并
补《全集》之阙。

彭泽益（１９１６—１９９４），原籍湖南常德，出生于安乡县。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在中山大

学历史系学习，次年 ８ 月考入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专攻中国近代史，１９４５ 年 ８ 月毕业，获文学硕

士学位，留校任历史系助教至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工作。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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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１９４９ 年后隶属中国科学院，１９５３ 年改名为经济研究所，１９７７ 年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彭
泽益一直在此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太平天国史、中外经济关系

史、手工业史、财政史等领域卓有建树。 在中大读书时，彭泽益与王亚南的关系颇为密切，并在王亚

南等老师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 毕业后，彭泽益一直和王亚南保持书信

联系，研究上有问题彭泽益也多写信向王亚南请教。 １９４２ 年 ９ 月彭泽益到重庆国民政府军训部任

秘书，工作了一年左右，王亚南曾给他写了几封介绍信，找重庆的进步人士建立联系。 １９４３ 年王亚

南到重庆，还与彭泽益见面。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王亚南到北京参加综合大学会议，又曾约彭泽益去厦门

大学教书。 １９５０ 年后，彭泽益多次在自述中将王亚南列为主要社会关系之一（本文有关彭泽益自

述材料皆来自经济所藏档案及彭弘兄提供，不另说明）。
第一通：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９ 日致彭泽益

泽益学弟如晤：一别数年，人事诸多变改。 拙著《社会科学论纲》再版扩充，改为《社会科

学新论》，不日将寄一册来。 《社会科学》第一卷四期手边有一份，兹附寄，唯第一篇《中国社会

经济史上的法则问题》（笔者按：原信无书名号，系笔者所加），系我在此间讲中国经济史之讲

义，排错甚多，连项目亦多排误。 其他各期，即去函该所，看可否奉赠贵院一全份。 卓兄去新嘉

坡。 胡先生“优则仕”，刻下应已觉得够味了，有信来往否。 另纸盼代交希孟先生。 亚南 　
五，九。

此信信封为国立厦门大学信封，寄“南京鸡鸣寺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彭泽益先生”，系航空

信，贴有国币 １００ 元邮票 ２ 张、５０ 元邮票 １ 张。 正面邮戳为“厦门 ９．５．４７”，背面邮戳为“南京 三

六 ／五月十一 ／十四”，当系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１４ 点到。 有意思的是南京邮戳是民国纪年，而厦门邮

戳为公历。 信纸为红色“国立厦门大学办公用笺”，上端中间印有“止于至善”校徽。
１９４２ 年彭泽益从中大毕业后，曾任重庆国民政府军训部秘书，此后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攻读研

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又到中研院社会所任职。 王亚南也在 １９４３ 年从中大辞职，到永安任福建省研

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１９４５ 年 ９ 月任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 中大的同事行踪也多变化，故信

中说“一别数年，人事诸多变改”。 《社会科学》由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辑发行。 当时中

央研究院没有总图书馆，《社会科学》如要寄赠，当是赠送社会研究所。 现在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未

收藏该杂志，因经济所图书馆藏书亦有散失，难以确定当时是否赠送。 《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法则

问题》收入《全集》第 １７ 卷时改正了原文若干错误，如“起于我们的传统的历史认识及我们历史本

身显示的诸社会变象”一节编号“（二）”改正为“三”，原文注十二“经济学批判”改正为“《政治经

济学批判》”。
卓兄即卓炯（１９０８—１９８７），湖南慈利人，１９３１—１９３５ 年就读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１９３９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１—１９４６ 年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彭泽益在中大时与卓炯较为接近，政治上

受卓炯影响。 彭泽益从中大毕业后还与卓炯有通信联系。 １９４３ 年卓炯寄给彭泽益一篇用马列主

义观点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错误观点的文章，托彭泽益找地方发表。 彭泽益觉得文章很好，亲自将

此文送到重庆《新华日报》馆，投给《群众周刊》。 不久《群众周刊》发表了卓炯的这篇文章，彭泽益

买了一本刊物寄给卓炯，卓炯很高兴。 因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１９４６—１９４８ 年卓炯被迫出走泰国，
现有卓炯的传记只说去泰国，此信提到去新加坡，有待考证。 彭泽益与卓炯在 １９５１ 年恢复联系，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卓炯来北京参加中宣部会议，与彭泽益见过面。

本信和下面两信中的胡先生皆是胡体乾（１８９５—１９７７），吉林人，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４５ 年任中山大学

社会学系教授，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序言里首先感谢的就是胡体乾。 １９４６ 年胡体乾任吉林省

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所以王亚南信中说他“优则仕”。 彭泽益回忆在大学期间“最接近的老师是

朱谦之、胡体乾、王亚南、卓炯四位”“我愿意和他们接近主要他们是当时学校中的进步教授，学问

好，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知识和做学术研究的方法和一些经验。 直到现在我对他们还是抱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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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和感激的心情”，认为胡体乾“态度开明进步，学问比较渊博，佩服他，常和他接近”，通过胡体乾

而认识了王亚南和卓炯。 １９４９ 年后彭泽益与胡体乾恢复了通信联系。 １９５３ 年暑假胡体乾回北京

探亲，曾到彭泽益家里长谈一个上午。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胡体乾在北京医治眼疾，与彭泽益相互看望。
本信和 １９５１ 年信中的“希孟先生”为程希孟（１９０１—１９７６），字次敏，江西南城人，曾参与蒋光

鼐、蔡廷锴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１９３８ 年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任职于国民党宣传部、国民

政府外交部。 １９４７ 年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工作，１９５０ 年 ５ 月回国。 程希孟自称是王亚南的

老朋友。 １９４２ 年左右在重庆，彭泽益经王亚南介绍与程希孟结识，来往较多，有些文章请程希孟看

过，并征求程希孟对文章的意见。 １９５３ 年初彭泽益全家迁往北京，曾在北海小石作程希孟住处借

住了一个多月，并请他代为校订手工业史资料英文译稿，平常也到他家去玩。
第二通：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致彭泽益

泽益兄：
十一月三日来信收读，知现状尚好。 我于本年一月离厦，五月离港北来。 现在清华教两门

课，政治经济学与马列主义，因为都是自己愿教的，所以特别感到兴趣。 我打算在两三年内不

离开北平，也不愿担任任何行政工作。 胡先生现在沈阳农学院任课，是九月间才去的，未去前，
我们也像在砰石那样一样谈几小时。 人是老了，思想却新了一些。 胡太太还在北京。 知关注，
特以附告。

前天我们召集了一个“资本论译本通俗化座谈会”，打算把这部书弄得更适合大众要求一

点，这也是我无法离此他去的原因之一。
陶先生代问好。

祝进步。
亚南十五日

按：此信信封正面左上印有中英文“国立清华大学”，寄“南京鸡鸣寺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彭

泽益先生”，落款“清华大学照澜院 １８Ｂ”，邮票贴“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面额 １００ 元，邮戳“北京”“１５．１１．４９”即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背面无邮戳，彭泽益手写“十一、十九

到”“十二、十四复”。
王亚南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到北平，次年 ５ 月 ２４ 日被教育部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６ 月 １５ 日自北京启

程去厦门。 王亚南在北京仅短短一年，但这是他在教学、著述和社会活动上极为忙碌的一年，如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８ 日致彭泽益信中所说“倒是在清华的那一年，才真是忙得可以”，也是成果丰硕的

一年。
王亚南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间及具体情况在有关传记中语焉不详。① 据清华大学校史资料，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清华大学校委会决定聘请王亚南为经济学系教授。② 与王亚南同时被聘请的有

中文系教授郑振铎、化学工程系教师恽魁宏，这一消息在《光明日报》７ 月 １２ 日、《大公报》 （上海

版）７ 月 １７ 日均有报道。 ９ 月 ２３ 日，清华大学第 ２４ 次校务委员会会议通报了华北高教会核准聘任

王亚南等教授名单。③ 根据文管会制订的大学教职员工薪给标准，教授、副教授月薪为小米 ８００—
１ ３００斤。 清华大学教职员工薪评定办法为学术以论文专著计分，年资从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算
起，按年计分。 据 １０ 月 ４ 日《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评定支薪数额清册》记载，王亚南的支薪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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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３５斤小米。①

王亚南入职中山大学时即声明自己“志在研究，其他一切均无兴趣”，②这封信中又表示“也不

愿担任任何行政工作”，王亚南在清华短短一年时间可谓潜心教学与著述。 据当时报道，王亚南在

政治经济学第一课中就明确向学生指出：“它不但供给了基本的经济知识和了解社会的能力，同时

还是一个改造思想的课程”。 课程采取讨论方式，由同学提问，因为担心同学们有时提不出问题，
或者提出问题而过于琐碎，教学委员会每次事先拟一份问题提纲，以供同学参考。 班上经过讨论不

能解决的问题，会后汇集到教学委员会，由教学委员会加以比较和综合，班教员们反复研究讨论，最
后得出一个正确答案，上课时由王亚南向同学报告。③ 王亚南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教学课程改革。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清华大学第 ２４ 次校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委员会改组为辩证

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王亚南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的召

集人。④ １１ 月 ４ 日，教育部高教司召集京津各大学教员 ３０ 余人座谈政治经济学讲授问题，王亚南

参加了座谈会，并被选为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九人成员之一。⑤ １１ 月 １０ 日，清华大学经济系成

立教学改进委员会，王亚南亦是委员。 １９ 日晚召开第一次会议，有同学代表反映对改进教学的一

些意见，王亚南明确提出改委会的三大目标：（１）明确任务，根据高教会的方针，确定经济系的任务

及教学方针；（２）改进内容，课程内容均应符合马列主义的原则，要有正确的观点；（３）精简课程，不
必要和不合理的课程力求精简以节省同学的学习时间。 他的意见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⑥ 根

据这封信，１１ 月 １３ 日清华大学召开“资本论译本通俗化座谈会”，虽然具体情况有待考证，但作为

《资本论》中译本的译者，王亚南无疑是这一活动的主要人员。 除了在清华授课，１９４９ 年 ６ 月王亚

南还接受北师大历史系的邀请，讲授经济学课程。⑦

王亚南还应邀做了一些临时性的讲座。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清华教授成立马列学说研究会，每
月集会一次，由主讲人报告其研究所得，然后展开讨论。 其中王亚南讲“马列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

社会经济形态”。⑧ ８ 月 ２ 日，应邀参加青年团中宣部与《中国青年》社的座谈会，座谈青年怎样学

习社会科学及《中国青年》怎样帮助青年学习社会科学。⑨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清华大学文法学院出

发参加京郊土改前，组织学习土改理论与政策，请 ３ 位同志作了讲演，其中王亚南讲“中国土地改

革理论基本问题”。�I0

校务方面，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清华大学准备召开代表大会，王亚南被聘为大会代表。 次年 ２ 月被选

为清华大学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在 ２ 月 １ 日清华大学工会总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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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文管会合理改订薪额 制定大学教职员工警薪给标准》，《人民日报》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６ 日，第 ２ 版；《清华北大师大

教职员工展开薪给评定工作 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办法》，《人民日报》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第 ２ 版；《国立清华

大学教职员评定支薪数额清册》，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 ５ 卷《解放接管与院系调整

时期》下册，第 １０２７ 页。
《一九四〇年度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名册》，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号 ０２０—００３—０１０９—００１，转引自黄瑶

等《百年传承：中山大学法科学人：１９２４—１９５３》，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８２ 页。
王眉生：《政治经济学学习在清华》，《光明日报》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第 ３ 版。
陈旭、贺美英、张再兴主编：《清华大学志：１９１１—２０１０》第 １ 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０８ 页；清
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 ５ 卷《解放接管与院系调整时期》下册，第 ７０７—７０８ 页。
《人民日报》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第 ４ 版。
《经济系开始改进教学，成立委员会有三目标》，原载《人民清华》第 ２ 期（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清华大学校史研

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 ５ 卷《解放接管与院系调整时期》上册，第 ２８６—２８７ 页。
《光明日报》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第 ４ 版；《北京师范大学校史（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卷，征求意见稿打印件，第 ３４ 页。
本报讯《清华马列研究会积极展开工作》，《光明日报》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第 ４ 版。
《人民日报》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３ 日，第 １ 版。
清华通讯组：《清华师生二百余人出发参加土改，校委会学生会晚会欢送》，《光明日报》１９５０年 １月 ３０日，第 ４版。



主席兼文教部部长。①

这一年王亚南也是著述颇多。 在报刊发表文章 １０ 余篇。 鉴于“不到一年工夫，局势发展得太

快也太大了”，王亚南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已经不适合了，于是王亚

南重新编辑《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其中一部分是旧作，一部分虽是旧作但经过改编或增

订，再有一部分是新写的，序言落款时间为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１１ 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为重版

《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写了长达 １２ 页的《解放后新版序言》，落款时间为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 ４ 日，５ 月

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为了再版《政治经济学史大纲》，１９５０ 年 ６ 月离开北京

前，王亚南“就只在仓促中，把原书涉猎一遍，将其中二十几处有讹误的字句，给改正过来”。②

王亚南还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现在可查知的有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８ 日中国经济学研究者及经济工

作者 ３０ 余人开会发起组织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王亚南被选为总筹备会常务委员 １９ 人之一；７ 月

１４—１７ 日又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７ 月

１７ 日作为发起人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③

由这封信还可知，１９４９ 年 ９ 月胡体乾前往沈阳农学院任教，去之前与王亚南有数小时的长谈，
并且随着解放，胡体乾的思想也有进步。

这封信中的“陶先生”和下一封信中的“陶所长”，均指陶孟和（１８８８—１９６０），原名履恭，字孟和，
以字行，祖籍绍兴，生于天津，著名社会学家。 １９２６ 年后担任社会调查部（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

研究所（社会研究所）所长，１９４８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１９４９ 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学部

委员。
第三通：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８ 日致彭泽益

泽益老弟：
二月九日信由胡先生转交。 我一直以为你到武大去了，原来还在南京。 我到厦大已经有

八个月之久，学校一切虽上了轨道，但因厦门逼处前线，不时有一些突出任务。 我还教几门功

课，也还有一些时间读书。 因为学校行政部门负责人都很得力，我就乐得忙里偷闲了。 倒是在

清华的那一年，才真是忙得可以。 最近我在《新中华》（笔者按：原信无书名号，系笔者所加）发

表《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二十讲，大概最近可以开始登。 在清华讲授的“马克斯主义基本理

论”，最近又在此间经济研究所讲授，拟陆续写出来。 好在身体比以前好了，夜间可以作一些

事。 科院聘我为专门委员，去年就收到了聘书，陶所长及你的推荐，我衷心是感到非常光荣的。
前不久曾函郭院长探问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物，院中把“中国科学”及“科学通报”寄来，都是

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 我意“中国科学”第一期全登自然科学方面稿，只在最后附一篇历史方

面的东西，似不妥当；要登，就应多登几篇，否则就让它变为自然科学的专刊。 此意反映上去，
上□院里来信说可以考虑。 社会研究所各方面的情况，希望告诉我一点，出版物请寄我一份，
看我有否有时间可以抽出来写点东西。 这里经济研究所由胡先生代为主持，学生中有几个很

特出的。 福州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全人马都来了。 这里讲师、助教级有很多优秀份（分）子，我

尝为此感到慰藉。 你近来的写作生活怎样？ 希孟先生我在十一月初见到，身体还是很不好，工
作似还未确定。 薛祀光先生在新法学院受训年余，最近也要到厦大来了。 要开会去，再见。

祝好，代向

陶先生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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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 ５ 卷《解放接管与院系调整时期》上册，第 ２８２ 页；下册，第
７６３、７７０ 页。
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再版序言”，上海：中华书局 １９５０ 年再版，第 １８ 页。
《光明日报》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第 １ 版；７ 月 １４ 日，第 １ 版；７ 月 １７ 日，第 １ 版。



亚南 ２ ／ ８
按：信封左上为中英文“国立厦门大学”，并有英文地址：ＡＭＯＹ，ＦＵＫ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信封正面：“南京

鸡鸣寺路一号社会研究所彭泽益先生 ／王缄”。 背面贴 １９５０ 年发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

订纪念”邮票，面额 ８００ 元。 信封背面有彭泽益手写“３ ／ １４ 复”字样。 信纸左下印有“校长办公室

便条”。 背面有厦门、南京邮戳，其时间难以辨认，落款也无年份，但从信中王亚南自述“到厦大已

有八个月”，可推知此信时间为 １９５１ 年 ２ 月 ８ 日。
这封信提供了不少信息。 第一，王亚南到厦大 ８ 个月，对学校行政、讲师助教和学生都很满意。

经济研究所是 １９５０ 年暑假后成立的，王亚南兼任所长，从这封信可知是由胡体乾代为主持。 第二，
由于行政部门得力，王亚南的身体也有所改善，能够有时间授课、读书、著述。 从信中可知，王亚南

准备写作出版《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二十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可惜这两部书都没有完成

出版，前者仅在《新中华》分 ４ 期发表《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凡》《贯彻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诸

原则》两篇。 第三，王亚南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此事王亚南传记和厦大校史均失载。①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经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备案，中国科学院聘任第一批专门委员，王亚南被聘为社会经

济组（共 １２ 人）专门委员。② 专门委员具有学术顾问性质，为名誉职，１９５３ 年酝酿学部委员，专门委

员制度即告结束。 信中还可以看到，王亚南当选为专门委员后写信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对于期刊

的意见。 当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方面的副院长为陈伯达和陶孟和，陈伯达属于兼任挂名，实际是

陶孟和负责；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仅社会研究所，所长仍是陶孟和，陶孟和指定彭泽益代理所

务，社会科学专门委员的聘任多少与陶孟和、彭泽益有些关系，所以信里提到陶、彭的“推荐”。
程希孟回国后，１９５２ 年 ６ 月才安排到国际贸促会研究室工作。 此信中提到王亚南曾在 １９５０

年 １１ 月见过程希孟。 至于见面地点在北京还是其他地方，难以稽考了。
薛祀光（１９００—１９８７），字声远，浙江瑞安人，１９２８ 年至 １９４８ 年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思想进

步，与王亚南熟悉。 信中所说“在新法学院受训年余”，系新法学研究院之简称，该院由新法学研究

会创办于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宗旨是改造旧法律界及司法人员。 薛祀光为该院第一期学员，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４ 日开学，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结业。③ 由此信可知薛祀光结业前王亚南已经聘请他到厦大工作。 实

际上王亚南写此信时薛祀光刚刚结业。
除上述三通信函外，笔者还搜寻到 ２ 通信函和 １２ 篇独著文章（发言）、６ 篇联合署名的宣言（提

案），联合署名宣言也可收入《全集》。 兹罗列如下，必要处略加说明。
信函和文章（发言）：
１．《致刘大年》（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先后收入《刘大年来往书信选》《刘大年全集》《刘大年往

来书札墨迹选》。④ 后者并收有手迹影印本。 年份为编者所注。 三处录文第一句“我在九月初寄学

部第一封信”，据手迹应为“第一号信”。 又信末原有“第二号信”，三处录文均缺。
２．《致人民出版社负责同志》（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收入《人民出版社藏名家书信》，⑤落款时

间为“１２．１４”，无年份。 信中说“《中国经济原论》订正稿，原在十一月中完成，因我到农村视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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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厦门大学校史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０—１９９１．１２）》只记录卢嘉锡和郑重膺选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厦门大学档案馆、
厦门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厦门大学校史》第 ２ 卷（１９４９—１９９１），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３９８ 页）。
李真真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１９５０ 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１９９４ 年编印，第
１４８ 页。
《新法学研究院院刊》第 ２ 期，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１２４ 页；刘大年著，张海鹏主

编：《刘大年全集》第 １１ 卷《书信（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５４ 页；赵庆云、马忠文编：《刘大年

往来书札墨迹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６２—１６３ 页。
人民出版社编：《人民出版社藏名家书信》，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３７ 页。



两周，所以延到此刻才寄上” “书名改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大概你们可以同意”。
按：《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第 １ 版第 １ 次印刷，《增订版序

言》落款时间为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故此信当写于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３．《由日本政治经济形态论到日本最近政治外交动态》，《扫荡报》（重庆）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科编印《敌情研究》１９３９ 年第 １３ 期转载。
４．《德国社会经济体制解剖》，研究与批评社编辑发行《研究与批评》第 ３ 期，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 日

出版，文末说明“本文系在中大经济学会演讲词，由李世棣君笔记，特此志谢”。
５．《论做官与发财》，长沙《民意半月刊》第 １ 卷第 ８ 期，１９４８ 年。
６．《关于〈中国经济原论〉答杨奎章先生》，《文汇报》（香港）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７．《新经济学界的研究方向》，《文汇报》（香港）１９４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８．《论社会转形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文汇报》（香港）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第 ５ 版；《文汇报》

（上海）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第 ５ 版。
９．《论城乡间的社会经济问题》，《光明日报》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５ 日《经济周刊》第 ５ 期。
１０．《论政治经济学的新任务》，《光明日报》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济周刊》第 １３ 期。
１１．《参加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的收获》（系在《光明日报》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邀请参加全国综合大

学会议的各大行政区高教局和各综合大学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光明日报》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１２．《从胡风集团反革命事件中受到的深刻教育》，《光明日报》１９５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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