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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货币起源于实体经济，在数字货币颠覆传统

金融的今天，深扎基本原理才是看清事物本质的

根本方法。”“开设一门《中外金融思想史》，

也为创造出融合中华文明精髓的货币金融理论而

努力。”围炉的讨论环节中，张杰、王国刚、庄

毓敏等教授不无感慨地说。

在中国金融学领域，黄达这个名字如雷贯耳，

无人不晓。在他荣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

就奖的颁奖典礼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受命宣读颁奖词：“黄达先生，中国经济金融学

界之泰山北斗。他徜徉浩淼幽深之经济金融天地，

揭秘揽胜；结缘货币银行学 65 载，培育东西方

两个文化平台自由漫步之英才。他博古通今，学

贯中西，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现代经济学

与中国实际于一炉，开创东方文化精髓引入经济

金融学研究之先河，钟于斯，成于斯，终铸一代

大家。”

颁奖词中还有与四年前刘鸿儒教育基金会授

予他“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

几乎相同的字句：“他是新中国金融学教材与课

程体系的主要奠基者与引领者、新中国经济学领

域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论证者、新中国‘大金融’

“怎样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我国的货

币金融理论结合起来！中国的货币金融理论从先

秦以来延续数千年，数不胜数，例如管子的《轻

重篇》就花样繁多。”

“ 东西方都非常重视金融、货币，将其作

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利器，需摆正实体经济和金融

经济的关系，金融调好了，经济问题都能解决。

这一道理虽然简单，但准确把握起来却难。”

“中国的制度、文化传统显然和西方有所不

同，照搬照抄苏联、欧美的经验是行不通的。古

今中外，含英咀华，我们可以闯荡出具有中国神

韵的货币金融理论来。”

2017的冬天，北京城与雾霾的纠缠少了许多，

一个明媚的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黄达—蒙代尔教

室里座无虚席，93 岁高龄的黄达教授精神矍铄，

身子硬朗，在 IMI“货币围炉”沙龙上侃侃而谈，

他穿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时空，举重若轻地梳理

着有关货币的历史逻辑，也为当前金融学科的建

设指点方向。

“93 岁一个半小时演讲，提前做了 7 页论

文的准备，这种严谨负责的学者精神非常令人

感动。”“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金融起源于货

黄达提出将东方文化精粹作为哲理性的指导思想引入经济学研究，以改造当前以西方
文化为基础构建的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因其传统思维和认知惯性而滋生的固守和片面。

文  |  本刊访谈主笔   马力

抒写中国金融学神韵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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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

家，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

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

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

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作

为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

人，黄达教授从 1950 年起

就开始讲授货币银行理论，

在研究课题上，除了货币银

行理论外，还扩展到物价、

财政及综合平衡等问题。他

的论著曾两度获得孙冶方经

济科学奖，获得中国金融学

科终身成就奖、中国理论创

新奖和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

终身成就奖等多项大奖。

插画 ｜网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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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体系的主要设计者、新中国金融教育事业的

主要开拓者、新中国金融理论的积极实践者与金

融决策的积极参与者。”

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校长、金融学

会会长、金融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等一串串响

亮的名头之下，黄达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时自我欣

慰，能够捕捉到幸福感的教书先生而已。

“金融天地，浩淼幽深；揽胜揭秘，乐何如

之！”他用一个甲子的生命去演绎和享受“钟于

斯，老于斯”的执着，以至我们根本无法彻底分

辨黄达与金融。

在 2018 年 2 月 22 日黄达先生 93 岁的生日

前夕，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黄达传略》

新书面世，作为黄达的铁粉和本书作者，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宋科对《英大金融》说：

“《黄达传略》无意于全景式地展开先生的人生

传奇——这个几近无法完成的任务。若能以平铺

直叙、图文相互交映地将先生在生活、学习、工

作的若干画面娓娓道来，让读者在浏览一张张历

史 、一行行朴素文字的同时，捕获到原本遥不

可及的先生真实的生活瞬间，如此足矣！”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有语：“云山

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是的，

山高水长话金融学泰斗黄达先生，娓娓道来。

坎坷少年，初识金融
1925 年 2 月 22 日，黄达出生在天津一个知

识分子家庭，他少时志向既不是当教师，更没想

到研究经济学，他一心想学工，像父亲一样当一

名工程师。初中二年级时，父亲的病故改变了黄

达的生活轨迹，当时天津被日军占领，百姓苦不

堪言。“温馨童年，贫苦的少年，中学毕业后的

坎坷谋生。”黄达曾在《自述》中如是描述此时

的生活。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这样的变故中，

他没有放弃，勤奋努力考上天津市立第一中学高

人物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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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这所天津历史最悠久的中学，师资力量雄

厚，学习氛围浓郁。教授黄达的老师，有著名的

文字学家、音韵学家裴学海，王荫浓，数学家杨

学涵等名师。

在名师的教导下，黄达游历于中国古往今来

的文学园地，徜徉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间，

这为他理解这个伟大的民族打开了一扇窗户；也

为他打下了历史、文学与思辨的功底，形成了基

本的人文素养。日后，他的著作逻辑严谨、文采

飞扬、妙语连珠，读来如水银泻地、一气呵成、

文字之间透露着自有韵味儿的“黄氏风格”，大

都源自于此。

此外，大量的课外阅读，不仅对黄达日后从

事社会科学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受“进步”书籍

的熏陶，黄达还看到了指引自己思想进步的理想

之光。他在书里依稀看到了一个有别于旧社会的

美好世界，这会成为他一生为之不懈奋斗和追求

的理想吗？黄达不止一次地思索。不久后，他便

找到了正确答案。

1946 年春，21 岁的黄达满怀憧憬，从国统

区进入解放区，想追寻一种崭新的生活。适逢华

北联合大学在张家口地区招生，他顺利地考取并

进入联大政治学院财经系，一边学习革命理论，

一边参加土改运动。不久，学校从张家口撤退，

转到冀中平原，黄达转为该校政治学院研究生，

研究“边政建设”。这一年岁末，黄达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1950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以华北大学为

班底组建中国人民大学。“一提起 1950 年秋季

学期开始，我走上讲台，讲授货币银行学，人们

都赞许我相伴这门课走了很长很长的路程。到

2010 年，很长有了一个极具标志性的度量单位：

一个甲子。于是自己也觉得这的确是很长很长的

了。好像我的一生就是作为一名导游，了解、欣

赏、介绍并全身心地参与装点中国货币银行学景

观的旅程。”黄达在《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

一书中如是写道。

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虽开了课程，但

没有教科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黄达找到了“土

法上马”的好法子，教学相长、师生共勉、持之

以恒。“那时仿照苏联，把所有的东西都分成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黄达回忆，“改编布列

格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因

此学苏联变成间接的学西方。”

1951 年提出，1954 年开始动手，直到 3 年

后的 1957 年，经过周作人、杨承祚、黄达、以

及林与权对文字表述的大换血、充实和增补，改

编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被称

为“蓝皮书”，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人自己

编写的第一本金融学教材。

黄达随后提出来要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

门《货币流通与信用》课合并，以货币银行学的

基本原理为基点，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

况变成一门课，于是，在黄达和周升业等老师的

努力下，中国的《货币信用学》诞生了。

学术生涯的路标
2011 年 6 月 1 日，黄达获“中国金融学科

终身成就奖”的时候，时任国务委员马凯在致黄

达的贺信中有这样的评价：“您给我的突出印象

是在教学、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中，您始终坚守

着独立思考精神，从不人云亦云。您总是从中国

经济的实际出发，提炼和阐述经济理念，从不是

拿本本，或马列本本，或西方经济学本本等剪裁

中国经济学现实。”

纵观黄达的学术生涯，他一直是个积极的思

考者和实践者，在中国的《货币信用学》诞生后，

黄达又走进了宏观分析的新天地。

1956 年开始，计划经济当中的术语“三平”，

即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信贷收支平

衡，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专业的直觉让黄达

意识到：“三平”应该纳入货币银行学的框架。

左图  2017 年岁末，中国

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

究所（IMI）联合主办的“货

币 围 炉” 开 讲，93 岁 高

龄的黄达教授做题为“基

础——必须强调再强调”

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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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或许没有想到，此刻的“顿悟”将成为他

日后攀越货币银行学巅峰的“云梯”。这一时期，

黄达形成的思想被收录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中的货币和货币流动》，这也是黄达的第一本

个人专著。此刻，宏观经济分析的框架已经在

黄达的脑海中生根发芽⋯⋯

黄达的第一部译著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

期，与留苏归国的刘鸿儒等共同翻译了苏联学者

弗 . 伊 . 米哈列夫斯基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资本体系中的黄金》。“抓住一片宁静，继续

前进，不能放弃继续研读金融的机会！”在 60

年代后，那段文革特殊的日子，黄达始终保持着

与货币银行学“藕断丝连”的关系，他一边对《如

何看待价格》《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等文章进

行打磨；一头扎进纷繁浩瀚的古文典籍中。

古文典籍，加上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加上

西方经济思想，再加上中国实际。这些原料经过

1950 ~ 1976 年近三十年的积淀，黄达终于揽之于

怀。剩下的工作就是把它们同时装进“发酵缸”，

经过若干道工序，最终酿出历久弥香的“美酒”。

文革结束后，黄达、陈共、周升业、侯梦蟾

和韩英杰几位老师不约而同地出现同一个念头：

尽快编出一本囊括财政学和金融学的教材，完成

十年前未竞的事业。历时两年多，这部定名为《社

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的教材，由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于 1981 年出版。这本书荣获许多大奖，

更大的褒奖是：20 世纪 80 年代的财经类学生，

对于金融学、财政学的了解大都从这部教材开始。

人物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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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是中国物价体制元年，同在这一年，

“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当年，

黄达一篇应景之作《谈谈我们的物价方针兼及通

货膨胀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流行的

观念，是一点点通货膨胀都不允许存在，允许一

点点通胀，就会发展到严重甚至恶性通胀。”黄

达回忆。但是，基于长时间的理论思考、对计划

经济以及改革开放早期的经济现实的理解，黄达

论证了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货膨胀的事实存在，剖

析了改革开放后通货膨胀的不可避免，以确立正

视和正确对待通货膨胀的思路。

1981 年，黄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他在

《什么是信用膨胀，它是怎样引起的》一文中这

样写道：“剖析信贷问题，在经济学中往往使人

有走入迷宫的感觉；多年来分析这一问题的传统

思路似乎又很难把人领出迷宫。正是反复理不清

的困境所推动，我把我们教研室集体形成的剖析

信贷资金供求问题也即货币供求问题的思路加以

推演，并建立模型。对我来说。这是飞跃，是获

得了可以解开有关难题的钥匙。”

正是将通货膨胀、信用膨胀、财政收支等问

题纳入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框架中，并为这些问

题的分析和论证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系统。黄

达在教学中结合自己的思考把这些“模型”加以

串联并作应有的补充，提炼出货币信用的一般规

律，更将这些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观点一步步推向

经济实际。于是诞生了标志着黄达达到个人学术

生涯的巅峰之作——《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

这一年，黄达 59 岁，已近花甲之年。《导论》

因其突出的理论贡献，先后于 1986 年、1995 年

和 2013 年分别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

奖”以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三项代表中国

经济学科最高荣誉的奖项。

“那时的中国经济学人，就好像装备着汉阳

造、卡宾枪这些杂牌武器的士兵，但凭着振兴中

华的热情，凭着贴近、熟悉自己生存的土壤，凭

着从实际出发、科学求实的指导思想，奉献了一

系列有关改革的路径和对策的建议。”在黄达看

来，正是置身于计划经济制度这样一个大“实验

室”当中，他才能通过对简明的商品货币关系的

分析，较为轻松地得出西方经济学需要花大力气

才能得出的理论论断。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

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

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迄今为止，我们无法统计有多少人读着黄

达的书走进金融学的神圣殿堂，喜欢上金融学；

有多少人在课堂上领略过黄达的精彩演讲，在书

房里聆听过黄达的耐心启发；有多少人追随着黄

达的思想，在金融学这个广阔的天空尽情翱翔。

但是，有个数字是可以统计的，那就是黄达门下

的 16 位博士和他的那些在金融界叫得响亮的“私

淑弟子”。

1981 年，黄达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博

士生导师，但直到 1985 年，他才招收了第一批

博士。“成为博导的最初几年更多的时间用于对

这一教育制度的观望从而没有急于招生，后来由

于事务性工作繁忙，招人而不育人与一个老师的

责任不符。”黄达解释说。

周慕冰（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王松奇（中

国社科院金融所原党委书记、副所长）、邓乐平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有幸成为黄

达的第一批博士；加上王传纶教授的博士生贝多

广（中国人民大学小微金融研究中心理事会联席

主席），人大财政金融系第一批四个博士生都在

黄达老师和王传纶老师的悉心呵呼下成长起来并

顺利完成学业。

1988~1992 年，黄达每年招收一名博士生，

组成他的第二个博士生团队，这便包括中央财经

左图1  1996 年 9 月 21 日，

黄达赴美访问期间拜访蒙

代尔教授，以两位著名教

授共同冠名的“黄达 - 蒙

代尔经济学奖” 倡导兼容

并蓄、学贯中西，培养在

东西两个文化平台上自由

漫步的人才。（来自《黄

达传略》）

左图 2  2013 年 11 月 28

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

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

奖（2013）颁奖典礼”在

武汉大学举行。黄达的《财

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获

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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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原校长王广谦、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

以及人民大学李焰教授、刘振亚教授。以后的若

干年，黄达基本保持着平均 1~2 年招收一名博士

生的节奏：李鹰、刘成、郭浩、林琳、左毓秀、

李向科、孔燕以及向东先后成为他的学生。2006

年，他收下的最后一名弟子韩文秀，如今是国务

院研究室副主任。

黄达曾在“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获奖之际，饱含深情地回顾第一任校长吴玉章先

生：“先后有十八年，经常直接聆听吴玉章老人

家循循善诱、慈祥平和的教导，一再被这位长者

毕生为祖国、为民族、为共产主义理想忠诚奉献

的坚定信念和高贵品德所感染，永生难忘。”而

在 1991 年，黄达在其 66 岁之际开启了新的人生

篇章，担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镇”——中国

人民大学校长。

私淑弟子，私即私下，淑即善。洪琦、李杨、

李晓西、李健、刘曼红、瞿强、宋逢明、涂永红、

夏斌、王国刚、汪昌云、吴晓灵、吴晓球、谢平、

于学军、张杰、赵锡军、庄毓敏⋯⋯一个个从人

民大学走出去的在金融界响亮的名字，我们无法

尽数，但闪耀在他们身上的共同品质我们却能清

楚地看到——对老师的敬爱、对先生的仰慕以及

对事业的执着。

人物       Figur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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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黄达先生 80 寿辰之际，陈雨露写

下这段文字，大抵能代表弟子对于先生的感激和

敬仰之情：“回味黄达先生的人生、点点滴滴，

给我们既有温暖的感动，又有严肃的鼓励。作为

黄达先生的学生，有幸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循

循善诱的指导，自由平等的切磋，感受他严谨求

实的学风，学习他精雕细琢的精神。”

2005 年 6 月 2 日《黄达书集》出版，共 6

卷 7 册， 约 400 万 字， 包 括 黄 达 从 1957 年 到

2003 年间出版的 11 本教材、专著和译著，这 11

本书不仅记述了黄达教学研究的历程，刻画了金

融学教师群体建设这一学科的轨迹，而且，它们

的写作是一个持续 50 余年的过程，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作为剖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金融学科教

研究发展脉络以及经验教训的系统资料。黄达把

《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与 80 年代中期的《财

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90年代的《货币银行学》、

新世纪的《金融学》一起，并称为留且仅留的“四

部教材”。正是因为在诸多领域的突出建树，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他曾任第八届人大代表、

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政策委员会首

届专家委员等社会兼职。这些职务为他参与国家

金融决策咨询以及金融政策实践提供了便利。这

一时期，黄达登上世界经济学的大舞台，从美国

到法国、古巴、日本、匈牙利、波兰、俄罗斯、

意大利、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瑞典、阿根廷等国和地区，都留下了

他的足迹和思想。

在具体的金融实践与金融决策过程中，黄达

坚持认为，能否最大限度发挥金融的积极作用而

抑制其消极作用，取决于是否具备正确的金融决

策理念。而正确的决策理念，则源于对金融基本

性质的如实把握。当然，要正确把握金融的基本

本质，则须注重金融理论的实践检验。

作为经济学人，黄达知道自己的武器就是经

济学，就是经济理论。他提出将东方文化精粹作

为哲理性的指导思想引入经济学研究，以改造当

前以西方文化为基础构建的现代经济学，特别是

因其传统思维和认知惯性而滋生的固守和片面。

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世界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

更有活力、更能指导实际、更能引领实践的高度，

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

作为一名“纯粹”的人大人，黄达自己的

奋斗历程，可以说是践行“永远奋进在时代的

前沿”生动的范例。“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

闯荡出具有中国神韵的货币金融理论来！”黄

达深情地说。

左图1  2004 年 3 月 26 日，

“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

革工程”项目研究结项会

议期间，在千岛湖黄达和

各位教授的合影留念。从

左至右分别为：陈雨露、

李玉书、王广谦、马君璐、

宋逢明、白钦先、黄达、

张亦春、刘锡良、刘红忠、

朱新蓉。（来自《黄达传

略》）

左图 2  1949 年，时任华

北大学正定分校第十一区

队助理的黄达在正定教堂

的宿舍兼办公室内办公。

（来自《黄达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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