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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强市，无
锡是广为人知的“太湖明珠”“江南盛
地”。作为定居无锡近二十年的新市
民，随着对无锡历史文化认知的逐渐
加深，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无锡“明”在
何处，又“盛”在何方？

日前，由中共无锡市惠山区委党
校编著的《经世济民：无锡籍经济学家
群体研究》由凤凰出版社正式出版，对
近现代无锡籍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和
思想脉络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
究。

首先，该著从人文地理学的角
度，探讨无锡与经济学家的关系，呈
现经济学家群体在时代背景、社会变
迁、地域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形
成与发展。无锡籍经济学家群体的
崛起，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变迁
紧密相连。有明以来，东林学派提倡
实学，讲求实体达用、经世致用，以其

“求真务实”的学风，影响着后世的一
代代学人。作为民族工商业的发源
地之一，近代无锡经济发展迅速，为
经 济 学 研 究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现 实 土
壤。杨氏、薛氏、荣氏、唐蔡、唐程等
资本集团的崛起，以其“实业救国”的
积极实践，推动了无锡经济的繁荣，
也促使人们对经济现象和规律进行
深入思考，从而为经济学家的产生和
成长创造了条件。20 世纪上半叶，中
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救亡与
启蒙”成为两大时代主题。诸多无锡
籍知识分子怀抱经世致用的理想，投
身经济学研究，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变
革紧密结合，试图探寻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的道路。

其次，该著将群体研究与个体研

究有机结合，既注重探索和解释群体
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价值规范、发
展水平等相关问题，又强调代表性个
体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思想脉络及其
本质特征，进而详细论述了无锡籍经
济学家的学术成就、研究特色和价值
引领。在无锡籍经济学家群体的形成
与发展中，作为先行者的意见领袖发
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20 世纪上半
叶，陈翰笙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成果丰
硕，还积极组织和引领一批无锡籍进
步青年开展农村经济调查等研究活
动，确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经验研究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培养了最早一
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该著
清晰指出了无锡籍经济学家的思想图
景与严谨轨迹，即“从自由主义走向社
会主义”“文化传承、学术借鉴与思想
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世

济民的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务实作
风与奋斗精神”。

最后，该著将理论研究与实务研
究有机结合，既注重厘清和研究无锡
籍经济学家的思想脉络、理论体系与
研究特色，又关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实践挑战下，他们在各自领域作出的
创造性应答。无锡籍经济学家致力于
为现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提供思想
资源、理论依据，为现实的经济决策与
经济活动提供指导。对于无锡而言，
既是无锡籍经济学家群体产生的沃
土，又是无锡籍经济学家研究的对
象。在陈翰笙、孙冶方、薛暮桥等无锡
籍经济学家的组织下，先后开展了四
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形成了无锡、
保定南北两地数千户农村家庭演变的
珍贵数据资料，对研究百余年来无锡
的乡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具有重要
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2012 年出版的《无锡走出的经济
学家》（许卫国主编），按照专学、专业、
专著、专家的学术标准，选取51位代表
性的无锡籍经济学家，进行个体研
究。12年后出版的《经世济民：无锡籍
经济学家群体研究》，则侧重于从群体
的角度，对无锡籍经济学家进行整体
研究与综合考察。两本书“双剑合
璧”，相得益彰，既是对无锡籍经济学
家的思想和学术研究，同时丰富了无
锡学人的精神传统，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和现实意义。

《经世济民：无锡籍经济学家群体
研究》，中共无锡市惠山区委党校 编
著，凤凰出版社2024年 9月出版,定
价：98元

为什么无锡走出这么多经济学家
评《经世济民：无锡籍经济学家群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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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用文字书写
时代变迁的知名作家，
一位是用镜头丈量时代
脚步的青年导演，长篇
小说《一天世界》讲述了
电视剧《守护》剧组从立
项、招商、开机、拍摄到
停拍期间的纷纷扰扰、
各 方 博 弈 、个 体 挣 扎
……小说采用多人视角
叙事，揭示影视圈里小
人物的酸甜苦辣。

《人鱼之间》中的故
事，以童话解构的形式，
折射了关于爱情婚姻、
关于家庭人生的普遍法
则。

这是一本将民族志
研读与创意写作巧妙并
置的指南。通过对契诃
夫《萨哈林旅行记》以及
诸多民族志文本的细致
分析，本书展示了如何
用精细的叙事技巧来捕
捉和呈现日常生活中的
人类经验。

本书按照时间线分
为五个部分，分别是英
雄时代、中世纪、哥白
尼 、开 普 勒 以 及 伽 利
略。作者突破了“科学”
和“人文”之间的僵化区
分，用动人的笔墨展示
了宇宙学家们的创造性
探索。作者为一系列伟
大的天文学家提供了生
动而明智的肖像。

诗歌是那么主观而难以蠡测的存
在，作为旁观者就更加难以铁口直
断。对于由99首诗歌构成的《海上信
札》这样的诗集，倾听下去就好，或许，
试图循着草蛇灰线，揣测作者的苦心
孤诣本就是徒劳的。

这是一部怀疑论者的心曲。
“海搅乱了我，让我对永恒/第一次

产生了怀疑”（第1号），这是对永恒的
怀疑，也是永恒的怀疑。

里拉的海，是一个观念之海，文化
之海，整个知识谱系的汪洋大海。而
里拉则是一个缠绵于大海却又质疑着
大海的浪漫而又冷酷的自白者、释梦
者、揭示者。这是一场精神的漫游，却
也是质疑与反诘之旅。

而在这观念的大海上，老虎的巨
石，鹈鹕的巨石，都将孤苦落下，游隼
也将蜕化为嬉戏者，沉湎于聊可果腹
的苟且。这片海不是艾略特信仰失却
的荒原，却更像是丰饶而芜杂的另类
贫困的荒原，这就是里拉的大海，幽暗
的海，深不可测的海，动机难测的海。

“我写下的信上，一个字都不存
在”（第19号），对于观念的怀疑，首先
表现为对语言自身的审视。“我阖上了
嘴唇，其实已经说出了很多”（第2号），
这怀疑也是对于语言自身的，“蓝色修
辞的练习”，无论这蓝色是什么，是既

有的还是独创的，是追求的还是选择
的，但语言是无能的，它离开根系已经
太远。

正如诗人自称的那样，“考古人，
神话杜撰者，水手，盗梦客，这些都是
我的身份”（第70号）。考古人，神话杜
撰者，难道不是复述与因袭吗？所以，
杜撰也需要原创，也是一种态度，而水
手则对于大海而言，既是遨游，也是搏
击，盗梦却往往是截取自己的梦，是海
上的梦，甚或是梦中之梦。

但是，怀疑是一种态度，怀疑的原
始动机是肯定和求索。诗人并没有满
足于在梦与现实之间走钢丝，并由此
创造出独特的语言，这注定是一场未
竟之渡，对美与爱的追求，是“渡”的动
机和力量所在。

这是一部爱的箴言。
怀疑不是最终的指向或结论，爱，

或许是最后的救赎。无论“蓝色”的火
焰代表着什么价值，执着的爱，是诗人
所要紧紧攥住的。

“亲爱的，你是一个我虚构的人”，
诗人“把一个想象中的人，创造得像一
个爱了多年的人”（第 5 号）。这个

“你”，是虚幻的“你”，臆造的“你”，单
恋、独白的对应人，是诗人的贝娅特丽
采 。“ 爱 情 是 海 上 一 头 饥 饿 的 狮
子”——为什么不是骆驼，不是婴孩？

在水手和盗梦者这里，在诗人这里，它
只能是狮子。

《海上信札》是一场语言与单恋的
孤旅。“在海水里，杜撰一个人的历史，
用浪花飞起的泡沫，照出一个情人”
（第6号），海，是怀疑的靶向，但海里产
生了维纳斯。

诗人是一个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求
索者，是大海的漫游者、搏击者、反叛
者，却也是一只幽幽低吟的夜莺。虽
则如此，他又不是那向往“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诗人，他的低徊，有着坚
韧的绵柔和悠长。对于海的态度不是
上岸“喂马劈柴”，诗人重申道：“我爱
你”，这同样是一种态度和姿态，是绝
唱一样的歌吟，是水手与塞壬的对唱，
优美而蛊惑，危险而晕眩，这是一场对
决，以爱者的名义，以刺客的身法步。

在《海上信札》里，我们可以品味
到保尔·瓦雷里的生与死、变化与永
恒、行动与冥思，感觉到雷米·德·果尔
蒙的婉约清丽和细腻刻骨的微妙感官
体验，以及叶芝弥漫在古老神话与象
征里的神秘，乃至何其芳《画梦录》那
种“超达深渊”的情致。

谁说蝴蝶飞不过沧海？伊卡洛斯
可以陨落，但伊卡洛斯必须起飞。里
拉就是那只飞得过沧海，却不肯登陆
的君主斑蝶，《海上信札》就是明证。

精神的漫游，或质疑与反诘之旅
阅读里拉诗集《海上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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