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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5月到 6月，孟宪民三次专访经济学家冯玉忠。十余
小时的面谈，凝结成 180多页、近两万字的采访笔记，以及一段关
于改革开放走到第八年、辽宁经济形势的难忘记忆。

孟宪民是原新华通讯社高级记者、新华社辽宁信息社社长。
冯玉忠逝世的当天，他翻找出那本由线绳穿起的采访笔记，深夜
人静仍不忍放下。

随着一页页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泛黄纸张被捻开，一段段有
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声音被重新加载，一句句由社会责任感触发的
真切表达被再次读取。笔记的另一端，曾经那位一心想为改革贡
献力量、探寻方向的经济学家、辽宁大学校长冯玉忠，仿佛又回来
了。

诚然，一篇文章无法完全呈现近两百页的笔记，而这些笔记
也难以构建出一位学者、师者的全部。但我们仍尝试从一个切面
去接近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高山仰止，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再现
和纪念其35年前的思考与疾呼。

为为““精神萎靡精神萎靡””的改革者鸣不平的改革者鸣不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本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
企业管理的教科书”的《厂长经营管理》刚一出版就
被抢购一空。

这是一部“献给厂长（或经理）们的书，受到厂长
们的启发、鼓舞而写的书”，作者就是冯玉忠。书中
有他个人理论的总结，也有来自近百名厂长的改革
实践经验。

然而，在 1985年八九月间，冯玉忠发现，一些锐
意改革、效益卓著的厂长因为被莫须有的诬告侵扰，
改革意识正在减退，“精神萎靡”。

为什么他们在救活濒临破产的工厂后，反而受
到围攻、指责？为什么有些厂长经理应得的奖金都
不敢领？这些改革者未来将如何走下去？

当时，对选拔干部制度，曾有一种批评的声音：
“知人渠道太少，用人胆量太小”，在冯玉忠看来，还
可以加上一句“察人方法太旧”。他曾说，“诬告是不
流血的暗杀，以往的干部考核制度，又在无形中助长
了诬告者的气焰”。结果只能使改革者“侧着身子干
事，硬着头皮前进”。

孟宪民仍记得 35年前，冯玉忠为厂长们鸣不平
时紧皱的眉头，但作为经济学家，他的痛切不能止于
无奈，他愤而提出：锐意改革的企业家不仅在开拓前
进的时刻，需要理论力量的支持，在遇到“随大流、不
冒尖”、“枪打出头鸟”等传统势力阻挠时，更需要理
论力量的鼓舞！

给给““倒蛋倒蛋””部队正名部队正名

冯玉忠深感经济学家有义务为改革发声。他语
重心长：对改革的追求应建立在对改革理论追求的
意识上；只有在所有制理论上突破“单一公有制”，在
计划理论上突破“本本计划经济”，在分配理论上突
破“平均主义”，在分配关系上突破“单一化”，在劳动
就业理论上突破“高就业低效率”……做好这五个

“突破”，才能从根本上有效破除传统观念。
冯玉忠曾出版 10 部著作，180 余篇、300 万字论

文。其中，1985年出版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
题》一书，被中宣部出版局评价为“干部正规化理论
教育的一部新教材”；《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等文章，也被有关部门评为优秀论文。

在孟宪民的笔记中，冯玉忠曾提到过一篇并没
有出现在其作品列表上，名字十分接地气的文章
——《“倒蛋”部队是我们自己的部队》。

有一次，冯玉忠到海城调查商品流通状况，陪同
他的一位工作人员向他数落“二道贩子”的种种劣
迹。后来在鞍山，另一位负责人则兴奋地感叹，过年
吃饺子，不出鞍山就能买到海城有名的韭菜，这就是

“二道贩子”的功劳。冯玉忠回家后，立即写下这篇
评论，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倒蛋
部队”正名。

“只有商品经济，才能解决社会化的问题，让那
些没事干的人去干那些没人干的事”。冯玉忠的理
论，都蕴藏在这些朴实的话语里。

建议召开建议召开““二道贩子座谈会二道贩子座谈会””

后来，冯玉忠把这些通俗的话语融入自己的理
论体系，到各地区作报告时，哪怕是在商品经济还属
于“禁区”的某些地区，他也时刻提醒自己“要让台下
的观众，听得懂、喜欢听”。

1986 年前后几年间，冯玉忠做了百余场有关改
革的报告，听众超过五万人次。省外某演讲与口才
领域的杂志社慕名而来，他直言相告自己的演讲技
巧：“我的报告长短由观众们定，不用表决，我会察言
观色，台下一闹哄哄的我就知道了，他们不爱听”。

此外，他还建议相关负责人召开“二道贩子座谈
会”，充分发动社会“能人”；建议各级政府，对这些

“行商”和“客商”给予鼓励、支持和扶植。
当时，冯玉忠率先意识到，中国的改革的理论准

备还不充分，旧体制的诸多弊端还需进行系统解剖，
专业理论工作者应以改革的理论支持改革，消除改

革家的“心有余悸”和“心有预悸”。
而他自己，早已走在了以理论支持改革的前

列。孟宪民回忆，1986 年的中国，当时还鲜有经济
学家像冯玉忠一样，试图成体系地思考这一问题。

12年前，辽宁大学曾在官网的一篇文章中这样
评价冯玉忠：潜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改革开放理
论研究，对推动辽宁经济体制改革和文明城市建设
发挥了重要智囊作用。

如今再看这本有关冯玉忠经济理论如何诞生
的记录，我们也不难看出：冯玉忠作为一位经济学
家，他的急切表达背后，实则是对当时形势的忧虑、
天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中国改革寻找方向，让
中国人富起来的强烈愿望。

田间地头里田间地头里
有取之不尽的经济学素材有取之不尽的经济学素材

这本笔记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篇幅，记录了一
位经济学家勤勉踏实、奔走调研的身影。

有一年麦收时节，冯玉忠与一名乡长和合作社
主任一同在晚间散步至一大片棉田，冯玉忠发现棉
田中长出了不少高粱，这引发了冯玉忠的好奇。

经过一番盘问，冯玉忠终于得到答案：种棉花
是上级给的任务指标，但为了多打粮食，农民只好
稀稀拉拉地种棉花，再把高粱当补苗。这个发现，
让冯玉忠看清了价值规律在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
中的调节作用。按照冯玉忠的话来说，“这件事，让
我第一次尝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甜头”。

此后，冯玉忠一直都没有放弃走出去，迈开双
腿到人民中去，从火热的改革实践中汲取营养。他
也愿意和各行各业的改革先锋接触，从工人师傅到
农民老伯，从小商小贩到企业厂长，也都曾被他邀
请到家里，一起谈过天、喝过茶。

冯玉忠曾在一篇读书笔记中写道：社会主义经
济学是真正的“人民经济学”或“大众经济学”。他
也曾对孟宪民说过，这是个涌现经济学家的时代，
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商场柜台、街头的个体户和
小巷子里的夫妻店，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济
学素材。

把改革实践带到高校里去把改革实践带到高校里去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1985 年元旦前，冯
玉忠决定从辽宁大学内部开始，改变高校中脱离实
际的理论与学风。

他动员全校1200多个教职员工和6000余名学
生开展社会调研，并先后召开了11次座谈会，从中
落实选题、总结收获、发现人才。

辽宁大学的学风变了，学校的影响力也得到提
升，在 1985 年 7 月的一次大学校长恳谈会上，中国
10所大学校长参加，除了辽宁大学之外，其他学校
都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教育部直属大学。

以在辽大历史系和经济系内进行理论联系实
践的改革为例，当发现历史学科研究的课题基本上
还是过去老传统的题目时，冯玉忠建议，要多研究
现代史、文化制度史、城市建设史，以及人口史和贸
易史。在经济系，则要引进企业家、改革家，到后期
的成熟阶段，要与社会联合座谈。

而在 11次座谈会中，主要是要和教工、学生们
谈哪些是阻碍改革的，哪些是推动改革的，从中发
现题目落实选题，而不是硬性的给大家安排选题，
并在时间和经费上给予必要的保障。改革之风吹
进校园，也吹进了学生们的心里。冯玉忠逝世之
后，校友群里一篇篇自发写就的悼文，满是对老校
长的追忆和对当年校园改革的怀念。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冯玉忠 刘志超 摄

本报记者专访孟宪民，听他讲述三次专访经济学家冯玉忠。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冯玉忠，一位勇立潮头的经济学家
35年前原新华社记者孟宪民三次专访，记录了他的思考和疾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