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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教书育人
1950年，洪文达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

所研究生班毕业之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

政治经济学教师中的一员。

1950年至1953年，洪文达进入华东财

经委员会工作，先后任办公厅秘书和第二

办公室私营企业组负责人，同时在沪江大

学和上海财院兼授经济学。1950年，华东

军政委员会在上海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当

时发放的“纪念手册”末页列出了华东军政

委员会各级机关的办公地址与通讯方式，

其中“财经委员会”的办公点设在常德路

421号。常德路，旧名赫德路，始筑于十九

世纪六十年代，以担任清廷海关总税务司

的英国人赫德定名，1943年改名常德路。

1928年的《申报》曾有记载：“总税务署南

迁续闻：现决定在南京设置正式总税务司

署，另在上海赫德路二十一号及二十四号

设立办事处，已正式定名曰总税务司署上

海办事处。总署办事人员南迁后，尽在该

处办公。海关档案运沪后，亦庋藏该处。

电信公文亦寄该处。”

1954年，洪文达调入华东纺织工学院

任教，后任该校副教授兼马克思主义教研

室主任。1956年，他赴复旦大学经济学系

任教，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

与研究工作。1979年，由洪文达主动推

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建成，成为中国高

等院校中最早设立并首次倡导以国际化视

角培养经济领域高级专门人才的系科，也

是中国第一个世界经济系。在课堂上，他

总是告诉大家要关心新鲜事物，解放思想，

睁大眼睛去看世界，重新去认识西方经济。

洪文达在复旦大学九舍的寓所也是弟

子们交流学习的场所，他甚至会亲自上阵

烧饭款待学生。如今，在邯郸路校区的复

旦11号楼还设有洪文达纪念碑。

倡导开卷有益
1990年，洪文达曾接受《新民晚报》的

采访分享读书经验。洪文达从事社会科学

研究，但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却是

从读文艺书籍开始的。“文艺书籍中对我吸

引力较大的是旧俄现实主义小说和法国批

判现实主义小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夫 ·托

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

侮辱与被损害的》。这些著作激发起一个

青年人改造社会的热情，也就自然地推动

我去接近马克思主义。”

洪文达在高中时期就看过启蒙、通俗

的社会科学著作，“如生活书店出版的《青

年自学丛书》。1941年到1945年，我在西

北联大求学时，课堂上读的主要是西方经

济学课程，业余时间钻研的却是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如《反杜林论》《资本论》等。”洪

文达认为，《反杜林论》是对他影响最大的

著作。

谈及对读书的看法，洪文达认为读书

的范围要宽些，“特别是搞社会科学的人。

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是相互关联的，如经

济学就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关系相

当密切。”其次，读书虽然要集中主要力量

在专业方向上，但广泛阅读也很重要，“一

旦考虑某方面问题，脑子里积累的有用的

信息自然会跳出来，帮助你思考和分析。”

他认为读书既要考虑专业，又要顾及兴趣

爱好，“总之，开卷有益。我认为，最重要的

是养成持之以恒的读书习惯。人都是有点

惰性的，只要能克服了

惰性，就能学有专长。

当然，读了以后，还要继

之以思考。只有这样，

才能从读书中真正得到

教益。”

文 沈琦华 图 金晶

·广告

洪文达 的上海足迹寻访

洪文达，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原副会
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原系
主任。洪文达1923年出生于江苏南京，在苏州中学、重庆
“国立九中”、西北大学读书后考入复旦研究生班，此后一
直在上海工作生活。在60多年的学术岁月里，洪文达深
耕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和世界经济领域，代表作有《政治经
济学》教材、《世界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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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公寓
地址：常德路   号

常德公寓，原名爱林登公寓，

高8层，钢筋混凝土结构，1936年

竣工，装饰艺术派风格。整个建

筑平面呈凹形，两翼后收，东立面

两侧长条形挑阳台，中部竖线条

形成横竖对比，顶部两层退台收

进。旧时常德公寓的内部，每层

3户，户型有2室户和3室户。每

户客厅较大，安装壁炉。卧室里

都有小储藏室和卫生间，厨房沿

西外廊布置，双阳台连通客厅和

卧室。西面有长挑长廊，既作

为安全通道，又兼作阳台。常

德公寓6楼65室是女作家张爱

玲旧居，她当时住在姑姑家里。

小校经阁旧址
地址：新闸路    号

刘晦之的藏书楼小校经阁

是目前上海仅存的近代传统式

私人藏书楼旧址。刘晦之的文

物收藏以甲骨文、青铜器、古钱

币及善本古籍为主，兼及书画

瓷器、秦汉玺印、汉魏名碑、名人

名砚等。由于藏品太多，他专门

造了一幢藏书楼，取名小校经

阁。小校经阁为二层砖木结构的

八角楼飞檐式楼台，墙面装饰花

纹类似中国古代窗花并有如意形

花纹，房顶由琉璃瓦铺就。

培明女中旧址
地址：新闸路    号

培明女中1925年由许均衡

女士创办于原麦根路，几经搬迁，

于1936年迁到新闸路今址。校

内现存的历史建筑为两栋教学

楼，均为二层砖木结构四坡顶，由

主副楼构成；立面横向三段式布

局，两翼凸出，中部设门廊入口，

门廊上方有外挑露台，立面中轴

位置设有壁柱上方有突起山墙；

立面的外饰面整体采用水泥仿石

粉刷压线处理，外凸壁柱柱头有

悬花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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