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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开 拓 与 探 索 于 一 书

— 评《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何 炼 成

由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的二十五位年青经挤学者联合撰著的《 中国 ]I: 会主义经济思 想 史 简编》

一书
,

终由面世了
。

为此
,

我感到 由衷的高兴
,

并向作者们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经济思 想史的研究
,

在我国还不是开展得很深入的
,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
,

而且是很重要

的一部分一
一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史的研究

,

尚是一片
“

处女地
” 。

1 9 8 4年 1 0月间
,

我收到了 《简编》副主编

刘风鼓同志的来信
,

信中传达 了一 个实在令人兴奋的消息
,

即国内一 些年青学者们将联合攻关
,

向这块尚待

开垦的
“

处女地
”
挥师进军

,

并希望得到 我的支持和指 学
。

说实在的
,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 想史
,

或中国现代

经济思想史一类的选题
,

国内不少
一

著名学 者并不是 没有想到
,

也不是 没有能力
“

开垦
” ,

然而
,

这一群
“

学术

界的小伙子们
”
却说干就干

,

首先动作起来 了
。

我当即 回信
: 一是肯定 ; 二是支持

;
三是说 明此举不易

,

千

万不 能半途而废
,

井预祝这件很有意 义的学术 研究成功
。

事 隔大约两年之后
,
1 9 8 6年 7 月底

,

我又收 到了这 些
“

小伙 j二们
”
的来 函

,

邀请我赴高原古城西 宁 参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脚编》一书的定稿 会
。 ’

气时
,

我还有一 个很 重要的 会要开
,

而且 即将赴美国讲学
,

有很多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在等着我
。

然而
,

我为这些
“

小伙于们
”

的开拓精神和实干精神所 感 动
,

也为
“

中国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
”

这一令人振奋的选题所吸引
,

终 于决定到 青藏高原
_

h 去见见这些小将们
。

人类的 价值在于开拓
,

科学的 生命在对探索
。

在条件艰 苦
、

高原缺氧的西宁
,

我见到 了《简编》的儿乎全

部作者
,

实在是文如其人
,

精干
、

思索
、

求实
、

创新是这些年青学者群体形象的真实概括
。

与他们在青海师

范大学相处的 日子里
,

仿佛我又回到了 自己的而
一

立之年
;
和 他们在一块讨论学术

,

致使我的思想也特别地 活

跃起来
。

如今
,

见到 了这一
“

学者群体
”

勇于开拓
、

大胆探索的结 晶
,

怎能 让我不高兴呢?

当我拿起笔来
,

要为这些小将们的学 术成果写儿 句 评论的时候
,

我 又 回 想 起 了 当 年 我 在 西 宁 召 开 的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学 术 讨 论 会

”
开 慕 式 L的发

.

草

。

那 时

,

我 就
《 简 编 》 一 书 的 写 作 成 功 发 表 了

“

三 个 第 一

”

的 见 解

。

现 在 看 来

,

仍 不 过 时

。

首 先

, 《 简 编 》一 书 是 我 国 第 一 部 系 统 研 究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的 开 拓 性 学 术 专 著
。

据 我 所 知

,

国 内

有 一 些 大 专 院 校 和 科 研 机 构 的 学 者 专 家 在 研 究 这 方 面 的 内 容

,

但 就 己 经 成 书 成 系 统 的 来 看

,

而 且 研 究 的 规 模

如 此 之 大

,

这 在 全 国 还 是 首 创

,

因 而 既 具 有 开 拓 性

,

又 具 有 探 索 性

,

它 的 出 版

,

确 实 填 补 了 中 国 经 济 思 想 史

研 究 领 域 的 一 个 空 白

,

因 此 作 者 们 对 我 国 的 学 术 研 究 是 有 贡 献 的

. 、

我 们 知 道

,

社 会 主 义 的 经 济 思 想 传 入 中 国

已 经 近 百 年 了

,

如 果 要 从 俄 国 十 月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算 起

,

也 有 七

一

1来年 了
,

在 中 国 这 块 古 老 的 土 地

_

L 从事社

会 仁义经济建设也有三十多年 时间了
,

这 期 间

,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经 济 学 说 从 传 播 变 为 行 动

,

从 理 论 变 为 实 践

,

并 且 不 断 地 得 到 丰 富

、

发 展 和 创 新

,

然 而 一 直 没 有 得 到 系 统 地 和 科 学 地 总 结

。

儿 十 年 来

,

从 中 国 革 命 的 先 驱

者 们 到 中 国 革 命 与 建 设 的 领

一

导 人

,

以 及 对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理 论 在 中 国 的 发 展 作 出 了 许 多 贡 献 的 经 济 学 家 们

,

他

们 的 实 践 活 动

,

从 理 论 上 来 说

,

就 是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经 济 理 论 中 l国化了
,

并 且 为 这 一 理 论 添 加 了 一 系 列 的 中

国 特 色

,

特 别 是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来

,

我 国 的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理 论 更 有 重 大 飞 跃

,

这 也 需 要 我 们 认 真 地 和

系 统 地 加 以 总 结

,

然 而 这 一 研 究 与 总 结 工 作 在
《 简 编 》 出 版 之 前 也 还 没 有 见 到 显 著 的 成 效

。

值 得 欣 慰 的 是

, 《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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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作 者 以 自 己 系 统 研 究 的 成 果 而 捷 足 先 登
,

首 开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研 究 之 先 河

,

实 在 值 得 庆 贺
l

一 方 面
, 《 简 编 》 在 我 国 第 一 次 系 统 研 究 了 如 李 大 钊

、

陈 独 秀

、

瞿 秋 自

、

蔡 和 森

、

彭 湃

、

李 达 等 中 国 早 期 共 产

主 义 昔 们 的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

从 而 别 开 生 面

。

以 往

,

学 术 界 对 于 上 述 中 国 早 期 共 产 主 主 义 者 们 的 研 究

,

多

侧 重 于 党 史

、

哲 学

、

中 国 革 命 史

、

中 国 农 民 运 动 史

、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等 方 面

,

而 很 少 从 经 济 学 的 角 度 进 行 挖

掘

。

而 读 了 《 简 编 》 之 后
,

却 使 人 大 开 眼 界

,

给 人 以 焕 然 一 新 之 感

。

另 一 方 面

,

《 简 编 》 在 我 国 也 第 一 次 系 统 地

研 究 了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建 设 主 要 领 导 人 的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

因 而 具 有 鲜 明 的 时 代 特 点

。

既 然 是 一 部 中 国

的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

当 然 就 不 能 不 研 究 领 导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建 设 事 业 的 领 袖 们

。

进 行 这 一 研 究 的 坦

难

,

不 在 于 能 寿 系 统 地

、

简 要 地 概 括 他 们 的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的 内 容

,

而 在 于 是 否 把 捉 住 了 这 些 领 袖 们 各 自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的 实 质 与 特 点

,

更 重 要 的 是 如 何 进 行 客 观 地 评 价

。

对 此

, 《 简 编 》 的 作 者 们 进 行 了 艰 苦 的 努

力
。

我 在 参 加 他 们 的 定 稿 会 期 bJJ
,

是 深 有 沐 会 的

。

不 能 说

, 《 简 编 》对 领 袖 人 物 们 的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的 峨 本

内 容 以 及 实 质 与 特 点 的 概 括 都 是 精 当 的
,

也 不 能 说

,

对 他 们 各 自 的 评 价 没 有 什 么 局 限 性

。

但 是

,

作 者 们 所 作

出 的 努 力 是 大 胆 的

,

给 人 以 启 迪

,

这 就 很 难 能 可 贵 了

。

再 者

, 《 简 编 》 在 我 国 也 还 是 第 一 次 系 统 地 研 究 了 国 内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的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

并 将 他 们 与 中 国 苹 命 与 建 设 的 领 袖 人 物 们 写 在 同 一 部 书 中

,

并 同 等 地 沦

述 与 评 价

,

确 具 学 术 胆 识

。

在 我 国

,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

经 济 理 论 与 政 府 决 策 是 有 距 离 的

,

同 时

,

学 者 与 领 袖 也

是 有 距 离 的

。

在
《 简 编 》 之 前

,

单 独 论 及 领 袖 人 物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的 菩 作 有 之

,

单 独 阐 释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的 著 作 也 有 之

。

但 将 二 者 合 璧

,

当 属
《 简 编 》

一
首 创

。

所 有 这 些

,

我 认 为 都 是
《 简 编 》一 书 的 开 拓 性 与

探 索 性 所 在
。

此 外

, 《 简 编 》 还 第 一 次 对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商 品 经 济 思 想 的 历 史 发 展 进 行 了 较 为 细 致 的 考 察
。

例 如

,

我 们 在
《 简 编 》 中 可 以 看 到

,

早 期 共 产 主 义 者 陈 独 秀

、

瞿 秋 白 等 都 曾 指 出 过

,

中 国 的 社 会 主 义

,

要 比 欧 美 国 家

困 难 得 多

,

原 因 是 中 国 经 济 落 后

,

封 建 性 很 强

,

中 国 一 旦 实 现 社 会 主 义

,

必 不 能 立 即 消 除 商 品 经 济

,
著 名 经

济 学 家 王 学 文 早 在 四 十 年 代 初 就 认 为

,

中 国 搞 社 会 主 义 是 不 能 离 开 市 场 的

;
陈 云 在 建 国 初 期 反 复

翼
调 市 场 的

辅 助 作 用
;
等 等

。 《 简 编 》 所 提 供 的 这 些 历 史 线 索
,

对 于 研 究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商 品 经 济 思 想 史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对

于 科 学 地 总 结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社 会 上 义 这 一 重 大 理 论 与 实 践 课 题 同 样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其 次

, 《 简 编 》 一 书 是 我 国 第 一 部 试 图 建 立 中 因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这 一 崭 新 学 科 的 尝 试 性 专 著
。

毋 庸 咒

疑

,

中 国 经 济 思 想 史 应 当 包 括 古 代

、

近 代 和 现 代 三 大 部 分

,

当 然

,

由 于 各 部 分 的 研 究 对 象 的 差 别 性 又 可 以 分

称 三 个 学 科

。

作 为 中 国 现 代 经 济 思 想 史 来 说

,

应 是 中 国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时 期 和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与 建 设 时 期 的 经

济 思 想 发 展 史

,

从 中 国 的 实 际 情 况 看

,

其 主 要 内 容 自 然 是 中 国 无 产 阶 级 的 经 济 思 想

。

换 占 之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

虽 然 不 同 于 中 国 现 代 经 济 思 想 史

,

但 它 却 是 中 国 现 代 经 济 思 想 史 的 主 干 部 分

。

由 于 中 国 革 命 的

特 殊 性 以 及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建 设 的 曲 折 性

、

艰 巨 性 和 复 杂 性

,

从 而 将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视 为 一 门 独

立 的 新 学 科

,

我 认 为 不 仅 是 必 要 的

,

而 且 是 可 行 的

。 《 简 编 》的 作 者 们 为 这 一 新 学 科 的 创 立 而 付 出 了 艰 辛 的 劳

动
,

在 学 术 界 第 一 次 对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这 门 学 科 的 研 究 对 象 和 方 法 作 了 尝 试 性 的 概 括

,

并 就 这 门 学

科 的 任 务 和 特 点 及 其 历 史 条 件

、

基 本 线 索 等 阐 述 了 自 己 的 看 法

。 《 简 编 》 的 作 者 认 为
: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

是 研 究 并 阐 释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产 生

、

发 展 与 完 善 的 条 件

、

过 程

、

特 点 及 其 规 律 性 的 科 学

。 ”

其 基 本

任 务

,

是

“

客 观 地 再 现 富 有 革 命 性

、

科 学 性

、

实 践 性 和 创 造 性 的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形 成 和 发 展 的 历 史 轨

迹

” ,

研 究

“

从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经 济 理 论 传 入 中 国 到 建 设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社 会 主 义 理 论 的 确 立 这 一 具 体 发 展 过 程

中

,

中 国 特 殊 的 国 情 及 历 史 条 件 对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的 发 展 到 底 有 些 什 么 影 响
? 各 种 经 济 理 论 观 点 是 如 何 演

变 的
,

相 互 间 的 历 史 联 系 和 内 在 动 因 如 何
?整 个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在 其 发 展 过 程 中 休 现 出 了 一 些 什 么 样 的 特

点 及 规 律 ?等 等
。 ” 《 简 编 》 的 作 者 们 还 把 中 国 社 会 土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的 研 究 方 法 具 体 化 为

“

过 程 法

” 、 “

分 析 法
”
和

`
比 较 法

” 。

虽 然

, 《 简 编 》 的 作 者 们 对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这 一 崭 新 学 科 的 对 象
、

任 务 和 方 法 所 作 的 概 括

不 无 商 榷 之 处

,

然 而

,

应 当 承 认

,

这 些 见 解 是 有 深 度

、

有 份 量 的

。

特 别 是
《 简 编 》对 中 国 近 现 代 经 济 思 想 史 分

期 的 认 定
,

对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特 点 的 概 括

、

条 件 的 分 析

,

以 及 对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发 展 阶 段

的 划 分

,

还 是 颇 有 见 地 的

。

我 以 为

,

尽 管 《 简 编 》 一 书 可 能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毛 病 或 疏 漏
,

也 可 能 存 在 不 少 缺 陷

,

甚 至 有 很 大 的 局 限 性

,

国 内 的 学 者 们

一

也 还 可 以 从 其 它 角 度 在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这 一 学 科 领 域 内 重 新 著

述

,

但 无 论 如 何

,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这 一 崭 新 学 科 的 首 创 权

,

属 于
《 简 编 》 一 书

,

并 为 这 一 新 学 科 的 发

展 奠 定 了 基 础

。

《 简 编 》 作 者 们 在 选 题 与 撰 写 该 书 时 所 表 现 出 来 的 开 拓 与 探 索 精 神 值 得 赞 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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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简 偏 》 一 书 可 称 是 尖 沙卜
’ 一

青 心 气 川 jJ 大尸州
户
学术合作的典范 从 日前否

,

年 青 学 者 的 学 术 专 著 并 不

少 见

.

几 位 年 ,学者合作的学术 专 下世
一
不少见

。

但 是

,

国 内 二 十 多 所 商 等 院 校 和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机 构 的 如 此 大

思 棋 的 学 术 合 作

,

」t 日还 J
;

岁 叭 牙 学 沂 自 已 比 帅 这 八 我 国 羊 术 界 却
} 小 多 见

。

据 我 了 解

, 《 简 编 》 从 选 题 到 列

出 写 作 大 纲
.

从 组 织 班
广

到 实
际

,
了 了下

.

从
沁 陷

日 沦 列
报 终

定
流

,

翔
性

小 将 作
} 自己独 立 完 成 的

。

当 时

,

最 大 的

不 超 过 三 十 六

、

七 岁

.

最 小 的 只 有

一 }
一
介才

{ ’ !

川 川
f !酝 酿

“
了 作 少

、

洞
}’ 仁卜

一

还 没 有
一

个 人 有 中 级 职 称
。

主 编

王 毅 武 那 时 不 过 是 青 海 师 范 大 学 的 一 个 日 教

、

从
然

已
经 仃 沦 苦

间 111 但在纤济学 界还是一个
“

无 名 小 辈

” 。

四

位 副 主 编

,

河 北 大 学 杨 欢 进

、

延 安 大 下

、 `

价 丈 岐

.

齐 齐 哈 尔 师 院 李 连

典

、

云 南
仁

学 院 刘 汉 武

,

「弓样 都 是 如 此
。

他 们 成 功 地 组 织 了 这 次 大 规 模 的 全 :lI 性 华 术 合 作
,

可 见 他 们 的 组 织 能 力 和 学 术 水 平 是 值 得 称 进 的

。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

我 可 以 说

, 《 简 编 》 一 书 是 我 国 第 一 部 由 小 将 挂 帅 并 由 小 将 们 合 作 完 成 的 学 术 专 著
,

是 池 们 开 拓 与 探 索

精 神 的 真 实 体 现

。

我 并 不 认 为
《 简 编 》 一 书 完 美 无 瑕

。

实 事 求 是 地 说

,

该 {妇卜囚为 环拓性
,
了探 索 性 集 于 一 身

,

因 而 不 可 避 免

地 还 是 一 种 粗 线 条 的

、

轮 廓 性 的 汗 过

。

是 的

,

要 把 中 国 社 全 仁 义 华 济 思 想 产 生 与 发 展 几 于 年 的 内 容 与 过 程

,

在 一 本 著 作 中 全 面 概 括

几

阳 评 述 清 楚

,

决 作 易 事

;
采 用 沐 人 浅 出 的 语

,、
汗 口 简 明 扼 要 的 方 式 去 阐 述 至 今 还 并 不 普

及 的 多 方 面 的 经 济 理 i仑
,

对 于 我 们 这 些 从 巾 教 孕 与 旬 日 乙 儿 l
一
年的老将们来说

,

也 非 易 事

,

因 而 也 就 不 好 苛 求

小 将 们 了

。

但 是

,

仍 有 三 点 愈 见

,

秒 小 将 们 将 来 终 i丁《 简 编 》 一 书 时 冬 考
:

其 一

,

关 于
《 简 编 》 一 书 的 著 述 方

法
。 《 简 编 》 一 书 采 用 了 经 济 思 想 史 通 用 的 分 川 方!按 人 物 写 经 济思 想 发展 史 的 方法

。

此 种 方 法 能 使 人 们 对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发 展 吐 程 的 主 要 方 而 和 巨 要 环 汽 仃 较 完 整 的 以 只

,

对 一 些 垂 要 代 表 人 物 旧 经 济 思 想 有 较

全 面 和 较 深 入 的 了 解

。

然 叫

,

这 种 方 法 无 涅

、 ’

存 纳 许 多
对

一

中 国 社 会
L 义经济思恕的发展或 多或少地作出过贡献

的普通经济理 论工作者们的确 有见 J也的 观 点或 思 想
,

同 时 也 难 以 集

`
{
,

并 完 整 表 述 各 种 经 济 理 论

、

观 点 的 渐 次

发 展 过 程

,

以 及 它 们 相 互 问 的 区 别 与 联 系 为 了 克 服 这 些 不 足

, 《 简 编 》 的 作 者 们 表 示
,

还 要 再 写 一 部 分 时 期

按 理 论 写 经 济 思 想 发 展 史 的 令 名

。

这 义 是 一 项 创 造 性 的 劳 动

,

我
士
州 吧 小 将 们 成 功

。

其 二

,

关 于
《简 编 》一 书 的

人 物 选 择
。

正 如
代

简 编
》 一 书 在

“

后 记

”

中 所 说 的 样

,

在 人

’

阳 钩 取 含 卜 还 唯 以 尽 如 人 意

.

在 这
些

人 物 经 济 思 想

的 介 绍
上

可 能 有 所 心 漏

,

价 内 容 的 归 纳

’
并 1三价 丘也会 出现 久 妥 之处

。

此 三 个 层 次 之 不 足

,

我 以 为 最 重 要 的 是

人 物 的 取 舍

。

既 钱 是 分 时 J如按人物写经济 思想发展 史
,

况 且 时 期 又 已 划 定

,

那 么

,

人 物 的 选 择 就 成 为 关 键 性

的 一 着

。

各 个 时 明 的 代 丧 人 物 选 扦 得 当

,

全 书 的 枢 架 就 亿 稳 了

。

从 心 i奇编》 的 体 例 看
,

全 书 除 绪 论 外 为 五 篇 二

十 二 讲

,

分 别 阐 述 并 评 论 了 中 国 社 会 胜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上 的 三 十 二 位 代 友 人 物

。

但 是

,

该 书 却 未 收 入 洪 秀 全 与

孙 中 山

,

是 否 欠 妥
? 因 为 《 简 编 》 是 写 中 }! J

o L会 主 义 经 济 思想 史
, “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

前 面 并 未 冠 以

“

科 学

”

二 字

,

那 么

,

洪 秀 全 与 孙 中 山 也 应 选 入 书 中

。

这 个 问 题

, 《 简 编 》 的 作 者 们 实 际 上 已 经 注 意 到 了
。

例 如

,

该 书

在

“

绪 论

”

中 就 详 细 地 阐 述 了 洪 秀 全 与 孙

`
1 山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科学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 与发展 的 影响问

题
。

如 果
《 简 编 》再 增 设 一 篇

,

专 写 洪 厅 全 与 孙 中 山 的 经 济 思 想

,

止黔 至 违 可 以 再 加 写 几 位 这 一 时 期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人 物

,

作 为 中 困 科 学 跳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史 的 前 之

.

那 就
扛

好
厂

。

其 三

,

关 于
《简 编 》一 书 的 内 容 阐 述

。

《 简

编 》在
“

绪 论

”

中

,

曾 提 到 这 样 两 个 问 题

:

一 是

,

川 川 阵 流 圣 济 思 想 以 及 中 国 特 色 的 农 民 空 想 社 会 主 义 对 中 国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产 生 与 发 展 的

.
’

磁
场

坟 应

”

问 题

; 几
是 中 囚 利 会 主 义 经 济 思 想 在 其 发 展 过 程 中 所 遭 受 的

“

左

”

的

与 右 的 错 误 思 想 的

“

侵 害

”

问 题

。

应

1

洲 兑

,

这 两 个 问 题 左 具 体 阐 述 各 位 代 表 人 物 的 经 济 思 想 时

,

是 可 以 具 体 化

的

。

但 是

, 《 简 编 》 除 个 别 章 竹 在 这 方 面 有 ))( 体现 外
,

从 整 体 看 是 很 薄 弱 的

。

当 然

,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

这 也 并 不

是 一 个 不 能 理 解 或 凉 解 的 缺 陀 总 之

, 《 简 编 》 虽 然 还 乍 在 着 这 样 或 那 洋 的 缺 点 与 不 足
,

但 瑕 不 掩 瑜

,

仍 不 失

为 一 部 具 有 开 拓 性 的 我 囚 第 一 部

’

川

, {` }二会 主 义经 济思 想 史方 面 戍 功 的 学术 专 著
。 《 简 编 》 的 问 世

,

除 了 为 学 术

界 的 自

`

花 园
又

增 添 了
一

朵 新 花 外

,

还 使 我 们 石 到 了 经 济 科 学

,

特 别 是 中 国 经 济 思 想 史 发 展 与 兴 旺 的 希 望 所

在
!

最 后
,

我 还 想 借 评 论
《 简 编 》一 书 的 机 会

, ’
感 均 扭 简 编

》 的 全 体 作 者 对 我 的 信 任 与 厚 爱
,

祝 愿 他 们 有 更 多 更

好 的 着 述 间 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