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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北京大学 27 日晚发布，著名经济学

家、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北京大学哲
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因病医治无效，
于 2 月 27 日 19 时 31 分在北京协和医院
逝世，享年 92 岁。

——新华社

今夜，打开新闻，惊闻北京大学光
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先生因病医
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 92
岁！

今晚，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官
网变成了黑白色⋯⋯而在远离北京的张
家界这片山水里，笔者心有所失，夜不
能寐。

夜不能寐，不仅在于厉以宁先生为
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贡献了大量重要的
思想，他的去世是我国经济学界的重大
损失，还在于他心系天下的历史使命感
和社会责任感，在于他对张家界人们的
深厚情感，在于他对笔者个人的谆谆教
导⋯⋯

在见到他之前，笔者对厉以宁先生
的了解，来源于平常的新闻报道，和在
北京朋友的点滴介绍——他的名气如此
之大，以至于每次他在北大的讲座都座
无虚席，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

但最直观的一次认识，来源于他在
张家界的一次专题辅导报告。

那是 2017 年 6 月 17 日，张家界阳光
酒店 2 楼报告厅内，已经 87 岁的厉以宁
教授围绕 《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
个问题》，从地方发展需要了解自身优
势，道德力量是调节资源配置的重要因
素，地方领导干部、企业家必须懂得的
消 费 经 济 学 ， 城 乡 收 入 差 距 缩 小 的 难
度，观念改变的重要性五个方面进行了
精辟的讲解和分析，提出了有预见性、
前瞻性的见解。

整个报告厅座无虚席！一个半小时的
报告，厉以宁教授没有休憩。报告完毕，全
场 400 多名领导干部全体起立，对厉以宁
教授的精彩发言致以热烈的掌声！

从 17 日至 19 日，笔者以记者的身
份，跟随厉以宁教授一行，到武陵源核
心景区和玻璃桥等地进行考察。考察期
间，他不顾年事已高，坚持深入一线进
行调研，以严谨的调研作风、平易朴素

的个性，感染了众多张家界人。
对于张家界这片惊艳了世界的风景

明 珠 ， 厉 以 宁 教 授 是 充 满 了 深 厚 感 情
的，他谆谆告诫：

张家界一定要有研究历史文化的机
构。文化与旅游相结合，是张家界今后
发展的方向。张家界今后要注意把绿色
经济放在首位，对于旅游消费采取新的
看法，把当地的脱贫致富放在重要位置。

厉以宁教授彼时虽然已是 87 岁高

龄，因为劳累，嗓音也有些沙哑，但他
的每次讲话，观点严谨、独到、鲜明。
在张家界大峡谷，厉以宁教授对大峡谷
玻璃桥的创意、设计和策划表示充分肯
定。他说：“玻璃桥当时地点选得非常
好，这个设计也非常好，有了这两条，
就能够声名远扬。”

在武陵源区考察时，厉以宁教授对
张家界杜仲茶、莓茶的研发十分赞赏。
在认真听取了莓茶的功能介绍、研发和
市场销售后，他说：“张家界发展莓茶
大有可为！”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十分关心地方上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种种行动。

“你给我说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24 个字是哪 24 个字？”在回答完笔者
的数个问题之后，厉以宁教授如同一个
邻家老师，这样笑着考问笔者。

岁月易逝，距厉以宁教授张家界之
行已过去数载，但教授亲切的身影总是
在笔者脑际回旋，难以忘怀。厉以宁教
授一生成绩斐然，他如一盏明灯，走在
中国城乡土地上，拨动思想密码，将学
术科研融入生命中，只为“广厦城乡大
众安”，而今，突然离去，让人内心悲
痛！

在这个深夜，真的好怀念这个说玻
璃桥和莓茶好的人，这个以毕生心血经
世而济民的人。撰写此文沉痛悼念！

那个说玻璃桥和莓茶好的长者，走了
——沉痛悼念厉以宁先生

全媒体记者 曾甲长

1930 年 11 月 22 日深
夜 ， 在 具 有 悠 久 历 史 的
文 明 古 城 南 京 ， 一 声 清
亮 的 啼 哭 ， 一 个 可 爱 的
男 婴 降 临 人 世 。 家 人 为
之 取 名 “ 厉 以 宁 ”，

“以”是排行，“宁”指
其出生于南京。

太 平 洋 战 争 爆 发
后 ， 1943 年 ， 厉 以 宁 先
生 随 家 迁 居 到 湖 南 沅
陵，以优异成绩考入雅
礼 中 学 34 班 （1938 年 ，
抗 日 战 争 全 面 爆 发 后 ，
雅 礼 中 学 西 迁 沅 陵 办
学）。抗战胜利后，1946
年 ， 厉 以 宁 重 返 南 京 ，
进入金陵大学附中学习。

在 雅 礼 中 学 读 书 的
这段日子，是他一生最
流连忘返的时光。他常
常在暮色苍茫的黄昏独
立在沅江之滨，眺望蒙
蒙的青山，隐隐的小洲、远去的白
帆及荡漾的碧波，倾听阵阵涛声起
伏的号子、倦归的鸟语及爽爽的江
风。

美丽壮阔的山河，苦难深重的
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学，艰难重重
的求学⋯⋯尤其在厉以宁成长的这
段少年岁月里，日寇的侵略，战争
的烽火，民不聊生的惨景无不使这
位 热 血 少 年 激 扬 、 昂 奋 ， 甚 至 愤
怒，厉以宁也曾想过像前辈那样，
用文学唤醒人的良知，复苏人的善
性，升华人的境界，从而复兴中华
文明。

从小学到中学，厉以宁一直偏
爱文学，熟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
国外优秀作品。读书陶冶了他的性
情，净化了他的心灵，滋润了他的
精神，开阔了他的视野，扩大了他
的 胸 怀 ， 使 他 的 思 想 人 格 日 趋 成
熟。读初二时，他曾用“山外山”
的笔名写了不少小说，在学校的壁
报上连载。厉以宁把他自幼所感受
到的一切凝聚在他所塑造的主人翁
形象中，倾注在主人翁的言行上，
引起了师生们的强烈共鸣。

由于厉以宁少年时生活、学习
在湘西，因此沈从文的作品给他留
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在中学时总是
把沈从文的小说作为枕边的读物。
有人说，厉以宁如果沿此走下去，
很 可 能 中 国 的 文 坛 上 会 多 一 位 巨
匠。但是，他若如此发展下去，中
国便可能少了这样一位经济学家

高中毕业后，厉以宁回到湖南
沅陵，在一个消费合作社里当过两
年会计，从而积累了与顾准、薛暮
桥一样的从会计出身，学习、研究
经济学的宝贵经历。

1951 年 ， 厉 以 宁 考 入 北 京 大
学，1955 年毕业留校。他在北京大
学 经 济 系 历 任 助 教 、 讲 师 、 副 教
授、教授，1985 年出任北京大学经
济管理系系主任，1993 年任北京大
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2005
年 担 任 北 京 大 学 光 华 管 理 学 院 院
长。

（综合 《湖南日报》《潇湘晨报》）

厉以宁先生的湘西之缘

厉以宁教授在张家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