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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日，著名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家、上海市首批社

科大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贡献奖”获得者、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下

简称：国务学院）教授陈其人

（1924-2017）雕像在位于文科楼

和五教间的“国箴园”揭幕。复

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中国人民

大学校长林尚立、中共上海市委

副秘书长燕爽与陈其人先生家

属代表陈冬村、陈叶生等共同为

雕像揭幕。裘新、林尚立、陈冬

村与2001级国务学院全体本科

生代表封励先后致辞，国务学院

院长苏长和介绍雕像制作背景

和过程，国务学院党委书记刘季

平主持仪式。

陈其人先生以其深厚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殖民地

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研究、南

北经济关系等研究领域的独到

见解获得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

奖，其代表作包括《陈其人文集

——经济学争鸣与拾遗卷》《南

北经济关系研究》等。2018年，

他作为政治经济学家入选首批

“上海社科大师”。

作为礼赞“上海社科大师”

系列纪念宣传活动的内容之一，

这尊雕像由国务学院2001级全

体本科生捐建，雕塑者陈建旺精

心制作。此项活动是复旦大学

政治学学科建立100周年系列学

术文化活动和学校“文化校历”

政治学学科周活动之一。

纪 念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传

承。睹像思人，言犹在耳。

为穷人摆脱贫困而研究

平日里，以严谨著称的陈

其人，总给人留下不苟言笑的

形象。但是，他却很喜欢和农

民工朋友“拉家常”，经常会关

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实际收

入，也善于用政治经济学的思

维思考其中的经济学问题。作

为学者，“为穷人摆脱贫困而研

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他学

人生涯的写照。

1924年，陈其人出生于广东

新会。通过不懈努力，他考上了

中山大学附中。期间，他听了时

任中山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王亚

南教授所作报告而对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后又考上中山大学经济系。

大学期间，他读了一本名

叫《经济学教程》的书，书中阐

述了变革生产关系的概念，引

起了他的好奇，于是决心通读

《资本论》。1945 年，生活极为

艰苦的陈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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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其人将毕生心血倾注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

和研究工作。他在斯密教条及

庸俗政治经济学批判、货币理论

和价值理论、危机理论和危机周

期性问题、殖民地理论和帝国主

义理论等方面进行了长达半个

世纪的探索，为我国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

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陈老师是真懂、真信，他

不仅学问做得深，更重要的是，

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国务学院教授郭定平这样评

价，陈其人所授的“《资本论》导

读”课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0 年起，陈其人先后在

复旦大学经济系和国际政治系

任教。他是国内最早总结由亚

当·斯密提出而为马克思肯定的

关于资本主义的两种殖民地理

论的学者，同时继承并阐发了王

亚南教授关于中国半封建半殖

民地经济形态的研究成果，提出

从土地关系开始研究中国半封

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论纲。

“中外古今、东西南北，既

有政治经济学原理，又有经济

学史，既有世界经济，又有中外

经济史”是对陈其人研究生涯

的概括，而所有这些，他认为都

是自己以“致力于《资本论》”为

基础再加努力的结果。

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1978 年，复旦国际政治系

迎来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本科

生，也招收了第一届研究生。

陈其人是当时系里仅有的三位

有招生资格的老师之一。

作为老师，他始终坚持教

学与科研相结合，认为这两者

是相得益彰的。他曾说，对定

位为研究型的大学，如像复旦

大学来说，不论是新教师还是

学生，加强方法论的研究和学

习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很难学

科创新，也很难创立新的学科。

“抓大放小”——国务学院

教授陈明明这样概括陈其人教授

的学问特点，“陈先生上课特别强

调‘舍象法’，就是对于有很多‘枝

枝蔓蔓’，只有把它们‘拨开’，直

奔本质，抓住关键，才能纲举目

张。这一点让我们很受教。”

上课时，陈其人还有一个

习惯，就是从不用已有的教科

书。不是自己写的，他一概不

用，即使为研究生开课，并且开

几门课，都是这样“自产自销”。

从经济系调入国际政治系工

作后，为了给学生上好课，陈其人

首先自己“查漏补缺”，仔细梳理

知识体系，潜心钻研于理论研究。

“陈老师的课很有深度，他

讲的都是自己的研究所得，而且

连续讲两个学期，这非常不容

易。”国务学院教授臧志军在谈

陈其人教授上课的场景时说。

“先生的为学、为师、为人之

道，他的言行风范和精神风格竖

起了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林

尚立说，陈先生对学生之严超乎

想象，但同时他对学生之爱也超

乎想象，他是经师人师的统一，

是一位真正的“大先生。”

古稀之年硬啃五笔打字

1997 年国庆前夕，73 岁的

陈其人因病在家休养。为了让

他多接触平常喜爱的东西和爱

看的书，家人们为其准备了一

台电脑。陈其人硬啃下五笔打

字法，钢笔换键盘，进入了他学

术研究的又一黄金期。在他公

开发表的 25 部著作中，有三分

之一是在80高龄后完成的。

西北大学教授刘承思曾赞

他，“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

知启后人。”

“陈其人先生一生诠释师者

真谛，严谨治学、作育国士，为复

旦后学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裘新寄语复旦政治学人，传承先

生精神，光大政治学脉，坚守卓

越为公的学术服务传统，为中国

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和中国式

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本报记者汪蒙琪
实习记者 张怀艺摄

一生致力于《资本论》的“大先生”
复旦政治学学科建立100周年之际，陈其人先生雕像揭幕

弘扬教育家精神

1953年的夏天，一群青年
学子戴着草帽，背着行李、粮食
蔬菜来到远离城市和村镇的浙
江天目山山脚下，驻扎下来。他
们此行的目的是深入了解天目
山的各种生境，采集生物标本，
这是复旦大学“生物学野外实
习”课程第一次开课，也是师生
踏出充分了解天目山生物多样
性的第一步。

40 余位教师薪火相传，
2000多名学生踊跃参与，“秒
杀”选课、好评如潮、深耕细
作……转眼间，70年过去，这门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课已然成为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最炙手
可热的课程之一。今年，课程入
选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日前，复旦大学天目山“生
物学野外实习”课程70周年纪
念展在邯郸校区元·创中心开
幕，通过实习照片、采集到的动

植物标本、历届学生论文集与
教学视频等，让师生一窥这样
一门在复旦“畅销”70年课的魅
力所在。

打造“沉浸式课堂”

天目山南大门游客中心的
屋檐下是烟腹毛脚燕聚集、筑巢
的地点，“这里还生活着金腰燕
和家燕”，生命科学学院（下文简
称：生科院）生态学系主任、鸟类
模块负责人马志军正在向同学
们介绍这些燕子的生活习性、分
布特征的差异，以及它们在天目
山里分布的变迁及原因。

7月，依托天目山国家级生
物学野外实习基地，“生物学野外
实习”走进被誉为“生物基因库”
的浙江省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开展为期10天的实践教学。
正如课程负责人、生科院教

授张文驹所说的：“只有深入自
然，让学生亲自观察、亲身体验，
才能让学生树立起更为全面而
完整的生命观。”

科研需要“敢想敢做”

“应该是某种大青褶伞，还
需要回学校后再做检测”，在大
型真菌实习模块，2020级生科
院本科生王子晗所在的A1组，
与组员在进山实习的过程中意
外发现了真菌疑似新种。

课程以组织学生开展科学
研究活动的方式，鼓励学生观
察自然、提出问题、筛选问题、
解决问题。“我们在实际观察和
操作中学到了生物样本采集、

野外调查技巧、数据记录与处
理等技能和专业知识”，提及课
程收获，2020级生科院本科生
李佳琪说。

课程开课70年来，共有约
2000名学生参与实习，完成研
究论文 417篇，其中正式发表
24篇。“课程会在结课后将课题
小组的研究论文编纂成册，目前
已经超过20册，同学们的很多
论文虽未发表，但都十分优秀，
充满了奇思妙想，也展示了科研
探索的艰苦过程。”张文驹说。

用七十年铸就好课

1998年起，实习教学团队
开始改革野外生物学实习课程，
以促进学生树立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世界观和全面的生命观

为教学目标，将单一的动物学或
植物学野外实习改变为植物学、
动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和生
物地理学交叉融合教学。

“课程理念也从以传授知
识与技能为主体转变为培养创
新能力为核心。”张文驹介绍到。

在现有教学基地基础上，
课程配备了 10多位包含多学
科、老中青相结合的强大的教
学团队。

课程还将数字技术与教育要
素深度融合。教学团队的吴燕
华、严珺利用新媒体平台，于
2021年开始实施野外实习课程
的线上直播，让课堂走出山林、走
向大众，吸引了数万名在线观众。

“这门课是我本科期间上过
的最有意思的一门课，累但绝对
值得。”李佳琪说。

本报记者赵天润
实习记者严静雯

一门“畅销”70 年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