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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
!"

岁时

脱离家庭，从香港

回到内地；他曾在

#"

岁时，出国转修

经济管理，并被誉

为“中国风险投资

之父”；在
"$

岁本

欲退休之际，他又

走上从政之路，成

就人生最辉煌的
!!

年———

本报与海外网记者采访成思危（左二）后合影留念

成思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满头银发一丝不乱，面色红润，腰板笔直，声音浑厚、洪亮，见到邬沧萍

先生时，很难将眼前这位
%!

岁的健康老人与“耄耋”两字相联系。

!"

岁依然
李 扬

邬沧萍去年还出版了
&$

万字的新

书《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

非
常
好
声
音

开门办春晚非常

好，将各路高手请进

来。春晚应该回归到

它的原点，就是要博

大众一笑，既要符合

年文化的特点，又要

符合文艺规律。

———冯骥才对于
今年“开门办春晚”
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我想把艰巨的研究工作

留给自己，再用读者最能接

受的语言表达出来，带给读

者轻松、愉悦的感觉。轻松

好读和严谨认真不构成矛盾

冲突。态度是严肃的，但表

述是活泼的。

———易中天这样界定自
己作品的风格。

开放是把

别人的东西转

成 自 己 的 东

西，所以本土

化 是 很 开 放

的，是不能断

了外面的源头

的。

———陈 冠

中对于本土文
化和开放的关
系是这样认为
的。

如果成长永远是一个模式，顺理成

章，洁白无瑕，那不是成长，那是不合

格的文学创作。成长是真实、立体的，

也会让人有一些担心，但不出格，守住

底线就行。

———白岩松对于培养孩子有自己的
心得。

（李婷婷辑）

顺境不懈怠 逆境不沉沦

成思危的人生写满了自强不息，用
他自己的话说是“顺境时不懈怠，逆境
时不沉沦”。
“文革”结束，不少与成思危一样怀

着报国理想投身新中国的香港青年，怀
揣复杂的情感，离开了大陆，而成思危选
择了留下。

放弃化工，当年在朋友们看来，成
思危这是另起炉灶从零开始，并非明智
之举。然而，成思危认定了的事，就一
定会坚持下去。

'%()

年，
*"

岁的成思危赴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
习，由于是从化工专业转学管理，最初，
别人一小时能读四五十页书，成思危则
只能在字典的帮助下读

+,-

页书，难度
很大。但在短短不到三年时间里，成思危
愣是凭着一股韧劲儿，发表了十来篇学
术论文，赢得了奖学金。当他把最后一学
期的成绩单给他从台湾赶来已

($

多岁高
龄的老父亲看时，成绩单上是三个

.

和
一个

.!

。“我那一生都不肯轻易表达情
感的老父亲也夸我：没想到你近

&/

岁的
人了，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成思危说，“虽然我没在湖南生活
过，但可能还是继承了湖南人的内在性
格：一旦看准了的问题，九头牛也拉不
转。就像我父亲一样，敢于屡败屡战。
幸运的是，我这些选择都对了，但当时
看来，都冒着风险。”

成思危记得，
!0

岁生日时，他拿着
刚买的纪念册，去找父亲写几句祝福的
话，父亲不假思索地写了

*

个字：自强
不息。成思危感慨地说，他一生都在践
行父亲给他写的这四个字。若干年后，
成思危在女儿

)0

岁生日的时候，也将
“自强不息”这

*

个字，写在女儿的笔记
本上作为赠语。

敢于直言真话实话

成思危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

父”，他在经济领域著述颇多，因其特殊
的政治身份，他的一些言论一经发表便
引起股市震动，因此也招致了不少批评
的声音。但时间证明，他说的那些可能
有些人并不爱听的话是真话、实话。

成思危分析说，最近几年中国股市
的发展，“宏观来看进步不小，微观来
看问题不少”，应该让股市发挥扶优淘劣
的功能，让好企业以低成本实现融资，
并且使投资者总体上得到比较合理的回
报。目前，中国投资者信心受挫，但股
市总会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

“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
但求无愧于心。”此前，成思危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就说到这句话，赢得全场掌
声。当天，成思危为我们讲起人生经历
时，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当股市最
火热的时候，他理性地给民众浇了浇
“冷水”，现在，股市低迷，成思危却表
现出了信心，“我的信心不是凭空的，
从长远来看股市还是会向上走的。”

现在，成思危已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有

&

年了，可他依
然担任着中科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科
院虚拟经济和数据科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每个月仍在坚持授课，为学生讲授萨缪尔
森的《经济学》和默顿的《金融学》。今年，
他还将出版《中国股市的分析》和《虚拟经
济发展史》，力图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
为中国梦的实现添一份力量。

邬沧萍

1(

岁的成思危，从第九、十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高位上卸任后，
依然坚持学习、研究，尽一份报国之心。
1

月
)(

日，当记者在他的办公室里见到
他时，一身轻便夏装的成思危笑脸相迎，
温文尔雅，思路敏捷，平易近人。

)%-&

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中
的北平，父亲给他取名成思危，寓意
“居安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
安危的责任。事实上，成思危的一生，
也充满了选择与转折。

三次选择皆为报国

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独子，
父亲成舍我是杰出的一代报人，母亲萧
宗让曾留学法国，书香门第的他自幼便
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成思危在北平时，已深受鲁迅、茅
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影响，其中影响
最大当数《家》、 《春》、 《秋》 “激流
三部曲”。在《家》这部著作中，觉慧毅
然决然离开家，寻得了人生道路。在成
思危看来，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就像
是觉慧的真实写照。

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人民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少年时代的成思
危，对国民党的统治甚为反感。

)%*(

年底，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成
思危就读于左派学校，受社会进步思
想的影响，

)%&)

年，年仅
)"

岁的成思
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个重要转折，毅
然决然地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抱
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回到广州。
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跨越两个世纪的
报国之旅。

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
“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
省总工会工作，还曾在解放前一直生活
在水上、处境悲惨的民船业中工作了一
年，上了“最好的社会大学”。由于良好
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
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

毕业时，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阳化工
研究院工作，满怀抱负地投入到“向科
学进军”的祖国建设高潮中。正当成思
危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革”
开始了，戴着“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帽
子的成思危，被下放当了锅炉工，后因
周恩来总理评价他父亲的一句话，才最
终摘掉戴了

0$

多年的“帽子”。
“文革”结束后，成思危做了他人生

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去美国读书，
当时已在化工界小有名气的他，却改行
学了工商管理。

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
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希望他回台
湾继承家业，而是选择回国继续为新中
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他将风险投资的理
念带回国内，成为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

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成思危本
打算安度晚年，去看看散布在世界各地
的姐妹。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成思危，
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能够达
至高层，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于是，
成思危欣然接受了时任民建中央主席孙
起孟的邀请，加入了民建，并在

)%%"

年
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
席。

)%%(

年
-

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生的第三次转折，
也让成思危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

归国参加第一次人口普查

邬沧萍先生
(-

岁才离开中国人民大学人
口所的办公室，但是回家后，他始终闲不住，甚
至更忙碌，不仅指导博士生、编书、写文章，还
要定期在清华大学授课。去年，邬先生主编的
&$

万字著作《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出版，
%$

岁高龄仍有新作出版，令晚辈后学钦佩。
)%00

年，邬沧萍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
子家庭，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海关学院，分
配到香港九龙海关当公务员，捧的是“金饭
碗”。其后，他自费到美国纽约大学、哥伦比
亚大学求学。

)%&$

年，邬沧萍响应党的号召
回国，后来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统计学。
“其实，在美国读书时，我就对人口问题

很有兴趣。”当时全世界刚兴起国民计算研
究，邬沧萍选了一门叫“国民收入的人均比
较”的课，他研究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
国民收入，研究结果表明：“若按人均来算，
我们的基本能源没有不短缺的，所以那时我

意识到，人口问题是一个致命伤，是中国的
大问题。”

)%&-

年，邬沧萍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口
普查。人口已经超过

"

亿的统计数据出来后，
全国为之震惊。知识分子、党内党外都在讨
论人口问题，较多的倾向意见是要解决人口
问题，马寅初在

)%&1

年发表了《新人口论》。
就在大家热情高涨的时候，

)%&1

年，“反
右”风暴席卷而来。人口控制也失去了最好
的机遇，导致人口增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达到世界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提出控制人口最可行建议

)%1(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
正，高扬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风帆。国
家统计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与中国人
民大学一起进行了全国性的人口预测调查，

调查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到
1$

年代末，已新
增加

"

亿人口，其中
-

亿多是妇女，按照这
个基数，只要每人生一个孩子就是

-

亿，每
人生

0

个就
"

亿！
形势非常严峻，

)%1%

年
0

月，邬沧萍和
刘铮在 《人民日报》 共同发表理论文章 《人
口非控制不可》，论证了控制人口增长与经济
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篇理论文章为之后
人口科学的蓬勃发展吹响了号角。

随后，由邬沧萍起草，与刘铮、林富德共同
撰写的《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递
交到国务院，报告分析认为，由于失去了控制
人口的最佳时机，一般的人口控制已经不行，
必须进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提倡一对夫妇生
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对于生两个，
不反对、不鼓励也不支持。”这份报告是“文革”
结束以后，全国第一个向上报送的人口研究报
告，其观点被认为是“中国控制人口最佳的、最
可行的建议”。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中国
)-

亿人口的到来
推迟了

*

年，世界
"$

亿人口日到来的时间也推
迟了

*

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
国家之一。“严格控制人口利大于弊，不然中国
绝没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机遇。”邬先生感慨道。

最先预见人口老龄化问题

在早期参加人口学国际交流时，邬沧萍
就看到，中国必须重视老龄问题，必须居安
思危、未雨绸缪。于是上世纪

($

年代初，花
甲之年的邬沧萍逐渐转向老年学研究，在全
国最先提出要研究老龄问题。

)%(*

年，邬沧萍在 《人民日报》 发表
《老龄问题和我们的对策》，在理论上阐明控
制人口与老龄问题的相互关系，呼吁优先控
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要重视老龄问题。

)%(-

年，他开始指导我国最早的老年学
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

-$

年来培养了一批
学科骨干。在他的倡导下，

)%("

年成立了老
年学学会，世纪之交，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
老年学研究所，这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第一
个正式设立老年学专业的高校研究机构。

怎样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邬沧萍认为，

首要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让劳动力充分
就业；第二是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健康老
龄化，让老年人都能长期生活自理。

邬沧萍本人就是一个“活广告”。现在他每
天仍坚持用一个小时活动身体，他有一套自编
的“保健操”，作息规律。“我认为养生，就是世界
卫生组织提出的饮食平衡、科学健身、心理平衡
等等，最要紧的是坚持。”“过去我刚搞老年问
题的时候，

)$$

岁都是按百万分比计算，现在有
些国家已经变成万分比，我国个别地区也有万
分比的。现在

%$

岁是千分比，
($

岁是百分比，
都比过去大大提高，将来

)$$

岁都不算回事。”
因夫人于

0$$1

年去世，子女又都在美
国，邬沧萍先生如今是名副其实的“空巢老
人”。但是，他每天依然忙碌而充实，对生
活、工作的激情丝毫没有减退，他说：“我
之所以还在工作，就是想看看一个知识分子
的潜能究竟有多大，自己要做个试验。”

（据《文汇报》报道）

人口学的开拓者 老年学的奠基者

忙碌

成
思
危
的
三
次
人
生

本
报
记
者

叶
晓
楠

石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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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空、假”已

成为公文写作通病，公

文写作应更具时代性、

鲜活性。实现文风的转

变是撬动良好社会风

气，包括党风、政风、

民风的杠杆。

———中国公文写作
研究会会长桂维民指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