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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厉以宁先生

张红力

惊闻恩师厉以宁先生离世，心中沉痛异常。先生是国家之

栋梁，社会之先锋。今憾驾鹤西去，先生之遗产，世人还将受

用无穷；先生之遗志，还有我等担当继承。但每每思及先生耳

提面命、殷殷教诲的种种情景，我仍悲怆不能自已。

我曾在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在先生指导下做过乡村

振兴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在先生鼓励下坚定了攻读博士研究生

的想法。后来机缘巧合，有幸成为先生的博士生。我的博士论

文题目是金融服务农业和农村的方向，往往遇到不懂的问题，

就去向先生求教。先生日程安排非常满，但对学生却时有例外。

先生特别关心我的学习，让我不时有登门求教的机会。先

生家里非常简朴，除了书还是书，有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去

先生家时遇上饭点，往往还有口福。何师母烧的菜虽然简单但

十分美味，充满了家的味道。

先生的思想极富前瞻性。他曾教导我，社会经济的未来变

化远远会超过我们大家的预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谈几

十年后的经济和金融是什么样子。很多问题是我们今天想不到

的。所以，我们更要为之思考。因为谁占领了思想和理论的高

地，谁才能真正掌握未来竞争的主动权。从先生这里，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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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浅，充满感恩。

先生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对乡村振兴问题的关心和重视。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怀，并付诸脚踏实地的行动。在本可颐

养天年的年纪，先生仍于繁重的工作、研究和教学任务中，在

全国主要高校中首个成立专门的乡村振兴研究院（原北京大学

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坚持推进多个乡村振兴研究项目，深

入农村开展调研，进行了许多务实的工作，包括扶植养殖业贷

款、帮助农民外出务工、支撑农民在城镇创业等，积极倡导“造

血式”乡村振兴，围绕“毕节试验区”探索出一条生态环保和

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我曾陪同先生几次离京调研。旅途中偶尔聊起先生的诗，

其中关于山水花鸟的妙句数不胜数。“山几重，水几重，北雁

南飞秋又冬”，“湖景茫茫湖畔树，燕子飞来，绕过斜阳渡”，

等等。我第一次听到“朱鹮”这种濒危鸟类也是从先生这里。

先生曾持续关注陕西汉中一个叫洋县的地方。有一次，先生高

兴地告诉我：“在各级政府和社会保护下，洋县的朱鹮已繁衍

到 2000 多只。”先生的言传身教，处处闪现着其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哲学思想。“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此乃

先生豁达胸怀的真实写照。

恩师厉以宁先生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