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边漫步

本报副刊部主编 |第892期 |
2025年7月8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蔡 瑾 视觉设计：窦云阳
编辑邮箱：caij@xmwb.com.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6

●▲●

陈彪如，著名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什么是
凯恩斯主义》《国际金融概论》《国际货币体系》等，
合著有《人民币汇率研究》《国际金融论文集》等，
译作有《宏观经济理论》《现代经济学导论》等。陈
彪如早年留学哈佛大学专攻经济学，1946年回国
后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等
校的经济系任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
他一直在华东师范大学执教。

陈彪如的上海行迹寻觅

·广告

韬奋纪念馆
地址：重庆南路205弄

万宜坊53—54号

韬奋纪念馆坐落于重
庆南路205弄万宜坊53—
54号，其中54号是邹韬奋
和夫人沈粹缜1930至1936
年在上海的寓所之一。邹
韬奋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
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
士、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
记者。韬奋纪念馆以上海
韬奋故居为基础，展示了
韬奋先生的生平事迹，还
原了他生前生活与工作
的场景。韬奋纪念馆于
1958年11月5日对外开
放，馆名由沈钧儒题写，现
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张充仁旧居
地址：合肥路592弄25号

这栋新式里弄住宅建
于1932年，砖木结构三
层，坐北朝南，立面有壁
柱，窗框有倒角，双坡顶开
虎窗，黄色混凝土外墙，二
层红砖清水墙面，屋前有
花园。1931年，24岁的张
充仁赴欧洲留学，进入比
利时皇家美术学院，1935
年学成回到上海，便在现
在的合肥路上创办了“充
仁画室”，这也是中国第一
个私人绘画雕塑教学工作
室。1935年—1987年，张
充仁居住于此。

复兴中路468号住宅
这栋建于1928年的花

园里弄住宅，砖混结构三
层，附汽车间。整幢房屋
的建筑标准和室内装饰都
很考究，接近独立式花园
住宅。屋前辟有专用小庭
院，种植花草树木的空地
面积较大。住宅的总体布
局采用半独立式，即几幢
住宅毗连在一起。双坡简
瓦屋顶，立面处理为细线
条，墙面做水泥拉毛，并用
淡颜色粉刷。

宝山路584号暨大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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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区

探索经济治国之路
陈彪如1910年12月生于

湖北孝感，9岁随全家移居周
口店，同时进入私塾受传统文
化教育。5年后，他进入河南
信阳的中学接受新式教育，并
于19岁考入清华大学政治
系。4年本科之后，陈彪如考
入研究院继续深造，但是只读
了一年便因家庭负担关系，不
得不中途辍学参加工作。
抗战爆发后，陈彪如投

身抗日救亡运动。1944年，
他获得留学美国的机会，进
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经济
学，从此走上研究经济学的
道路。当时正是西方“大萧
条”之后经济重新复兴之际，
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经济
学派逐渐壮大，而国内学界还
停留在马歇尔经济学时代，陈
彪如对新兴学派兴趣浓厚、悉
心钻研，也为日后写下《凯恩
斯就业理论的批判》《什么是
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经济学》
等著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
础。在研究中，陈彪如也认
为一些经济学家并不了解现
实世界，凯恩斯的理论是以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为出发点
的，并不适合经济落后的国
家。关于中国的经济问题，
他认为要在评论资产阶级经
济学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方
法，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

对症下药，改变中国经济的落
后面貌。
经过两个春秋的苦读，陈

彪如获得硕士学位，1946年回
国，受聘为暨南大学经济系教
授，不久后兼任经济系主任。
经济学家伍柏麟1947年考入
暨南大学，曾师从陈彪如教授
学习经济学。对于这位从美
国带回凯恩斯学派理论的恩
师，他曾回忆说正是陈教授缜
密的思考、严密的逻辑、清晰
的条理、通俗的语言、严谨的
学风，培养起了自己对经济学
的兴趣。

1949年至1952年期间，
陈彪如历任复旦大学经济
系、东吴大学经济系教授及
震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办公
地点也在杨浦江湾、虹口昆
山路和重庆南路280号之间
辗转。

创立国际金融学科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

整后，陈彪如进入华东师范
大学，历任政治教育系教授，
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世界经
济研究室主任，远东国际金
融学院名誉院长等职。他是
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现代西
方经济学的学者之一，也是
我国国际金融学科的开创者
和领军人物。对西方经济学
说，陈彪如认为必须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应以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
对其进行科学客观的分
析。陈彪如同时强调理
论联系实际，着重探索
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
的重大问题。早在20
世纪80年代初，他就提
出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
中心的设想，从理论和实际
两方面论证了上海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并提出发展战略的总体
思路。

1977年之后，陈彪如开展
国际金融研究，成立了世界经
济研究室，建立硕士研究生
点，后来又建立世界经济博士
研究生点，在全国招收了第一
批国际金融博士生。他带领
一批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率先
开展国际金融研究，创立了
国际金融学科体系。1987年
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陈
彪如完成了高校文科教材
《国际金融概论》的编写任
务，次年出版，标志着陈彪如
教授独具特色的国际金融学
理论体系的形成。陈彪如曾
经表示，他最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爱因斯坦说过的：“科学
研究好像钻木
板，有人喜欢钻
薄的，而我喜欢
钻厚的。”

文 沈琦华

图 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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