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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代表 ６０ 届对外贸易系校友欢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建校
６０周年， 献给所有倾心于学校建设和发展的领导、 老师、 同事和校
友！
赞助此书出版的为 １９８９ 届国际贸易系全体校友。



自 　序

２０１１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将迎来她的 ６０岁生日。 ６０ 年中， 北京对外贸易
学院发展成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人才， 对中国对外贸易事业
作出巨大贡献。 在 ６０ 年中， 贸院／贸大经历了多少曲折、 多少挑战、 多少巨变、
多少辉煌， 都镌刻在历史的车轮上。 ６０ 年中， 贸院／贸大众多领导、 老师和职工
为学校发展尽心竭力， 创建学科， 潜心科研， 恪尽职守， 默默奉献。 他们的崇高
风范值得我们铭记， 值得我们学习， 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 续写贸大的辉煌。
我 １９５５年从北京汇文中学考入对外经贸大学前身—北京对外贸易学院，

１９６０ 年本科毕业， 接读研究生。 １９６４ 年研究生毕业留校， 一直从事国际贸易教
学和研究， 间或做一些行政工作。 ２００７年 ２ 月 １５ 日办理退休手续， 但国际经济
贸易学院赵忠秀院长告我， 仍是院里国际贸易学科带头人， 继续从事我原来的教
学和科研任务。 我开始了退而不休的教学与研究生活。
我在贸院／贸大由青年到壮年步入老年； 从莘莘学子到资深教授。 贸院抚育

我成长， 贸院／贸大使我增长才干， 我为贸院／贸大国际贸易教学与研究殚精毕
力， 努力奉献。
我确立的教学与研究的基点是 “研国内外经贸风云 撰有特色育才文章”。 在

教学中， 我一直从事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的教学； 坚持校内教学、
函授教育、 继续和远程教育； 强固老课程， 创建新课程； 编著高质量的教材； 主
讲的课程成为国内精品课程； 注重师德培育， 教书育人； 不断改革教学方法。 在
研究中， 坚持科学方法论， 做到博专结合， 与时俱进， 不断拓宽研究领域， 创建
中国特色的国际贸易理论。

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成为国策， 国际经贸教育得到巨
大发展， 我的教学与研究进入繁忙时期。 在校内， 我一直从事本科生、 硕士研究
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及学术研究； 在校外从事国际贸易等课程的函授教育， 以
及 ＧＡＴＴ／世界贸易组织的宣讲， 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 在这些活动之余， 乘
便参观和游览。
这些参观和游览给我以知识和启迪， 使我视野开阔， 体会到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的深刻内涵。 ２０ 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 开始写游记， 用文字把感受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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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 以备日后回忆。 写作游记的结果却超出了我的初衷。
伟大的英国思想家培根指出旅游对人生的意义： “对青年人， 旅游是一种教

育方式； 而对老年人， 旅游则构成一种实验。” 对我而言， 旅游、 参观、 晤会既
是一种教育， 也是一种实验。 通过旅游， 我看到祖国壮观的山川大河， 悠久的历
史文物，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先人们的哲理和情操， 先进正义与落后丑恶的角
斗， 繁荣昌盛的经贸事业和蓬勃发展的对外经贸教育。 参观旅游的见闻， 有的令
我振奋， 有的给我启迪； 有的使我开阔视野， 有的使我领悟到历史的真谛； 有的
令我不平， 有的使我感到改革的艰辛； 有的使我看到了中华民族魂。
游记的写作， 加深了我的上述感受， 一些问题从感性上升到理性， 而不是停

留在参观旅游时的浮光掠影和短暂感受的激情。 旅游使我受到融政治、 经济、 道
德、 民族精神于一体的内涵丰富的教育。
在教学研究之余， 在短暂的时间内， 把参观、 游览、 晤会的感受变成文字，

并不容易。 对习惯于写作经贸文章、 教材和学术专著的我， 游记写作是另辟文
径。 游记属小品文， 枟辞海枠 说小品文往往 “夹叙夹议地讲一些道理”。 夹叙夹
议并非易事。 首先， 对所见所闻要有个人的见解， 不能人云亦云。 因此， 对参观
旅游中的见闻要多思考， 多总结。 其次， 要言之有物， 不能空乏议论， 在用词、
取材、 用典、 选景上缜密思考。 再次， 要快， 不能拖拉， 要保持参访时的激情。
为提高写作速度， 也逼我参访时多想、 勤问、 收集资料和留影； 参访结束后

加紧总结， 理出头绪， 迅速成文。 游记写作使我能保持对事物的新鲜感， 加强敏
锐性， 提高了撰写经贸文章的构思速度和文字的表达能力； 有时意犹未尽， 还激
起我写诗的兴趣。
我的游记首先发表在学校的 枟旬报枠 上， 受到读者的关注。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学校 枟旬报枠 登出林海的 枟小视角看大教授枠 的文章， 就我在 枟旬报枠 登出
的 枟在泰山巧看日出枠 和另一篇游记小品 枟窦店村见闻与感受枠 发表评论。 说
我 “既能承担 ‘八· 五’ 重点课题研究， 洋洋几十万言著作问世， 也不放过对
‘小事’ 的留心”。 说 “一名大教授在 ‘豆腐块’ 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对生活
的热爱， 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做事有果的精神令我感触很多。 这样的为人之道， 或
许是事业有成的原因所在”。
说我是大教授， 实不敢当。 写作游记对我触动很多， 最深的是发现自己的无

知和语汇的贫乏。 游记是在我不断脸红的过程中完成的。 写游记时我才知道， 我
以往念了多少错别字， 有些字还不认识。 自然、 社会、 历史和文化知识知之甚
少。 写游记给我刺激， 发现无知， 使我心虚， 促我上进， 逼我增长见识。
也正因如此， 我把教学研究之余的参访当成向历史、 向社会、 向参访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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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课堂。 它加深了我对生活、 对经贸教育事业的热爱， 给我以怀着历史的责任
感争取做事有果和事业有成的动力。
美国杰出作家爱默生曾忠告人们： “为了找美， 我们到各地去旅行。 但我们

必须随身带着美， 否则就找不到。” 我带着上述心情去参访， 自当受到深刻的教
育， 为自己的教学与研究注入活力。 在游记写作基础上， 也开始写一些即兴的感
受和心得。
为了庆祝建校华诞， 与校友沟通， 共享贸大的辉煌历程， 我把 ２０世纪 ９０ 年

代中期以来， 写的游记等散文辑录近 １３０ 多篇， 取名为 枟情怀枠 出版。 为便于
阅读， 列出 ２０ 部分， 即： 贸大神韵， 师恩亲情， 我与贸大， 怀念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
缅怀先人， 参会感受， “入世” 识辩， 革命教育， 双教干校， 农村道路， 家乡建
设， 进藏追记， 自然景观， 巧遇天时， 宗教胜地， 文苑揽胜， 景点开发， 趣事体
验， 宝岛感言， 国外观光。 为保持原创性， 各部分按写作时间排序， 在集录时，
对文字有所修正。
迄今为止， 我从事对外贸易教育事业 ４６ 年， 作出了一些成绩， 获得了党和

政府以及学校给予的一些荣誉。 为此， 我要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 感谢校领
导对我的关怀， 感谢过世老师的教导， 感谢我教过的学生和培带过的研究生。
更要感谢我的老伴—王秋莲女士。 她对我的教学事业全力支持， 承担了全部

的家务， 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使我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教学、 研究和社会活动
中。
我将再接再厉， 以有生之年， 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添砖加瓦， 做到六十春华

绽桃李、 甲子秋实报国晖。
１９８９国际贸易专业本科校友， 为表示对学校建校 ６０ 周年庆贺之忱， 为毕业

校友了解贸院／贸大的巨大发展， 特赞助 枟情怀枠 出版， 谨表谢意。

薛荣久

２０１０年 ２月 ２０日于耕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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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大神韵

校园新貌赞

２０００年后，
校园出现巨变。
令我这个 １９５５年入学，
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的老贸院赞叹！
宽敞温馨的校门，
雅致透视的栅栏，
把校园风貌展现。
１９７２年复校时的旧貌换新颜，
野草杂树已消失，
垃圾堆，
旧锅炉房，
老学生食堂，
巨大的摄影棚，
被三大块绿地更换。
ＵＩＢＥ花丛摆其上，
引人向上的警语牌，

1



· 情怀

排列路的左边。
整齐的便道，
优美的体育场，
万人学生宿舍据东北，
绛红色的宁远楼立东南，
刘鉴雄楼 （图书馆） 俏西南，
优美的大都国家公园来相伴。
绿树茵茵，
花草满院，
小桥湖波白鸽舞，
微型花园随处见。
博学楼顶校名扬，
宫廷式的柱灯，
高大的塔灯，
令夜晚的校园生辉。
诚信楼顶刻校训：
博学、 诚信、 求索、 笃行泛金光。
老革命家陈云题写的校名熠熠生辉，
母育婴的雕塑向全校师生员工召唤：
爱我温馨文明校园，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巨变？！

１９５５年，
我从北京汇文中学考入外经贸大学前身—
由清朝旧王府改建，
座落在前马厂的北京外贸学院。
院内名贵花木繁多，
主要建筑雕梁画栋，
砖铺小路连接几处院落，
只有一个篮球场，
平房里面上大课，
越过马路去吃饭，
饭厅兼做大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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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街过巷去洗澡，
二三十人一屋居，
长跑围着后海转。
借助后海寛水域，
舢板溜冰成强项。
狭小的校园里，
汇集各大学经贸外语名师，
专业参考苏联建，
外贸部长兼院长，
学生选自高中优秀生。
不像高等学府的贸院，
成为新中国第一座培养外贸干部的大学，
东欧、 越、 蒙、 也门等 １０国学生来留学，
贸院也成为这些国家经贸人才的摇篮！
１９５７年毕业生，
得到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１９６０年，
校园迁往西郊车道沟。
教学楼盖起，
宿舍楼出现，
教师楼立起，
大操场兴建，
校园栽种花草树木，
楼间有路相连，
校园成为一片！
大饭厅兼做校会场，
校园后面流过的京密运河，
大游泳池角色来担当。
外贸专业开招硕士研究生，
贸易研究国内领先，
外语教学经验好，
人才辈出名气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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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怀

驻华使节来参观，
贸院登上全国重点大学光荣榜。

１９６９年秋，
一号令下：
属于机密专业的贸院，
一周之内，
迁往河南固始县，
学校分散为几处，
中学成为主校园，
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种地开渠劳动多，
批判运动不间断。
１９７０年秋，
驻外贸部军代表宣布，
贸院在固始县就地解散，
停止招生，
在校学生前往农场去锻炼。
少部分教师自谋生路，
大部分教职工迁往息县，
编入外贸部 “五七干校” 当学员，
种地、 盖房挖护校河，
批斗会不断。

１９７１年、
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
“副统帅” 葬身温都尔汗，
经贸人才稀缺现，
贸院奉命复建。
车道沟校园已被军乐团占用，
只好再找校园。
废弃的北京电影制片厂被启用，
校园空旷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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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野树丛生，
铁丝网当墙护院，
亚洲室内最大摄影厅，
拍摄 枟智取威虎山枠 影片留遗产，
充当雪景的白沙砾堆处处见，
演员休息的八层通体大玻璃窗楼，
冷清地孤立在校园东南方。
校园四周是菜地。
没有公路到校园，
汽车只到和平街北口，
上下班走菜地崎岖小路，
骑车小心掉进路边大粪塘！
没有教室，
没有图书馆，
没有运动场，
教师队伍残缺不全，
重建贸院难上难！
复校教师员工不辱使命，
争分夺秒拼命干，
修复专业，
抢救教学图书资料，
改造教室，
整修校园，
召唤寻找流失的教员，
短期内开始上课，
招收工农兵学员，
恢复对外交往，
齐心协力，
艰苦奋斗，
创刊 枟国际贸易问题枠，
研究活动开展，
老外贸学院荣光重现，
短期内培养出一批人才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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