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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主要著作有《资
产阶级价值学说批判》《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和英国的庸
俗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研究》《大卫·李嘉图》《帝
国主义经济与政治概论》《布哈林经济思想》《殖民地的经
济分析史和当代殖民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研究》等。
陈其人1949年来到上海，先在洋泾中学教书，后进

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正式开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研究和教学工作。

陈其人 的沪上光影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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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白渡滨江绿地
地址：近杨家渡渡口

北至张杨路，南至塘桥
新路，由原上海港最大的煤
炭装卸区（上港七区）和上海
第二十七棉纺厂的江边地
域改建而成。老白渡滨江
绿地保留了系缆桩、高架运
煤廊道、煤仓、链斗式连续
装卸船机及带门座起重机
轨道，以及部分原上海第二
十七棉纺厂烟囱等实物。
绿地还利用基地废旧材料
再造了座凳、花箱、广场等
设施，码头遗迹和工业元素
的保留和重塑，使人们自然
地与历史进行着交流与互
动，展示历史文脉的延续。

江海南关验货场旧址
地址：滨江大道4088号

江海南关验货场始建
于1918年，初为木构浮码
头。抗日战争期间，江海南
关及其验货场为日本侵略
者占领并移交日本航运企
业使用。上海解放后，其交
给房产局管理，1953年被
港务局接收。同年，上海油
库借用安记栈仓库储油。
此文物点现包括安记栈仓
库、混凝土码头、红砖烟
囱。安记栈仓库坐北朝南，
为西式风格；混凝土码头现
作为游船码头使用；红砖烟
囱位于一下沉庭院中央，现
开放展示。

艺仓美术馆
地址：滨江大道4777号

原为上海煤运码头旧
址处的煤仓，在保留原有的
建筑和风景上重新构筑，成
为一座承载艺术的美术
馆。改造后的美术馆和高
架运煤廊道形成了一个开
放的城市滨水公园，从浦江
对岸远观，美术馆的滨江
立面和长廊以光洁的铝板
勾勒出一段段横向的线条。

嘉定井亭桥上的明代印记

申景如画

“龙门旧锁春申渡，鸿运新开甲子年”，
嘉定安亭街西首的井亭桥上刻着这样一副
楹联，抚过桥栏斑驳的刻痕，让人感受到岁
月锁痕酿成的新岁诗行。
安亭镇在明代时已形成集镇规模，明、

清时期以安亭泾为界分设南、北两市，北市
以严泗桥为中心，南市就是以井亭桥为中心
的“小安亭”。井亭桥因旧时桥头建有井亭
而得名，东西向跨安亭泾，连接安亭街和永
安街。井亭桥是安亭泾南出顾浦，进入吴淞
江，直通黄浦江，汇入长江、东海的咽喉，是

安亭对外交往的要津。
井亭桥始建于明弘治八年（1495），清顺

治八年（1651）、嘉庆八年（1803）先后重建，
1949年后多次修缮。井亭桥为单孔石拱
桥，桥身采用花岗石质，桥长约13米，宽约3
米，桥孔净跨5米，拱高约3米，东西各有台
阶8级，桥侧刻“井亭桥”三字。栏杆柱的柱
头为方形，中间雕饰如意纹，两侧的四根刻
有代表八宝的暗八仙图案，暗含“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之意，同时也有保佑来往行人的
美好寓意。 文 沈琦华 图 金 晶 安亭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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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讲台
陈其人1924年出生于

广东新会，虽然年少时因战
乱经历了背井离乡、失学流
浪，但立志求学的他通过努
力考上了中山大学附中。其
间，他去中山大学听了时任
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国
内首译《资本论》的王亚南教
授的经济课，激发了他对货
币理论、物价理论等经济问
题的思考，也由此对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
兴趣。
考上中山大学经济系之

后，陈其人师从王亚南、梅龚
彬等名师。对于那段日子，
陈其人曾撰文回忆：“王亚南
先生给我们一年级学生讲的
是政治经济学。最初听讲，只
见他全神贯注，声音洪亮，那
湖北口音，接近西南官话，特

别富有表现力，使人难忘。例
如，他分析封建社会经济时，
指出其特征是：土地经济、庄
园经济和自然经济……”

大学期间，《经济学教
程》一书中阐述的变革生产
关系的概念引起了陈其人的
好奇，于是他决心通读《资本
论》。1945年，陈其人通过
省吃俭用，用身上仅剩的钱
买下一本渴望已久的《资本
论》，从此“致力于《资本论》”
成为了他一生的坚定信念。

1949年，陈其人辗转香
港、广州来到上海。同年2
月，他到上海市洋泾中学工
作，同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
研究所。当时，洋泾中学将
黄浦江老白渡畔的明代古庙
俞家庙作为临时校址。浦东
的潍坊西路原名就叫俞家庙
路，一棵原本栽于俞家庙内
的银杏树（现在潍坊西路67

号），如今挂上了“编号
0499”的古树名木保护牌，静
静守望着历史回旋。洋泾中
学当年的学生，至今还有不
少记得陈其人当年教书时的
样子。作为上海地下少先队
首批23名队员之一的章大
鸿曾提起：“在俞家庙临时校
址的香烟袅袅中，陈其人老
师坚守讲台给同学们上课。”
洋泾中学解放前夕中共地下
组织发展的地下学生党员高
茵也记得，“陈其人先生是我
高中时代的班主任……”

执教著文
1952年起，陈其人先后

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国际政
治系任教，一边搞理论研究
一边教书育人。在近半个世
纪里，他以《资本论》为基础，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原理，系统地批判了斯密教

条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在国
内较早提出“世界经济学”，
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货
币理论、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理
论、南北经济关系、亚细亚生
产方式等均有研究。陈其人
晚年的学术创作能力惊人，
《李嘉图经济理论研究》《东
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亚
当·斯密经济理论研究》等都
是在80岁高龄后完成的。
作为复旦知名教授，陈

其人上课很有特点，他从不
用已有的教科书，不是自己
写的，一概不用。即使为研
究生开课，并且开几门课，他
都是“自产自销”。比如，
2002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发
展研究》一书，正是陈其人在
1994年对复旦大学国际政
治系博士生讲授的专题，针
对学生们的研究方向（宗主
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和南北经

济关系），陈其人要求他们必
修发展经济学。然而，当时
有关发展经济学的论著，书
店里不是没有，但并不是他
期望的那种教材。因此，他
就自己撰写，认为这样做的
好处就是可以和由他讲授的
其他课程构成一个有机的知
识体系。曾有文章提到过这
样一段轶事：西北大学教授
刘承思钦敬陈其人先生的才
学，将楚图南题赠戴东原纪
念馆的两句诗转送给他，誉
称他“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
真知启后人”。陈其人先生
对此则微微一笑，淡然答曰：
“执教著文中有我，吃饭穿衣
外无他。”
文 沈琦华 图 金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