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胡树祥先生

李俊生副校长

赵丽芬校长助理

诸位先生 :

众所周知,现今中国正牵引着 21世纪世界的经济,而贵中央财经
大学则是辈出中国财经界人才的宝库。今天获贵大学颁授名誉教授称
号,是我最大的荣誉。对先生们的深情厚谊从心里表示感谢。

这令我想起了贵大学第一任校长李予昂先生写给日本友人们的一

首诗。内容谈及先人们舍命开辟的中日两国悠久友谊的历史。

扶桑旭日海之东

沧溟浩淼路早通

佳话三千光史册

岁寒三友寄深情

友谊中日传代代

携手同心弟与兄

今年适逢文化大恩之国贵国和日本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

新年伊始,贵校赐与的荣誉,我要以把日中千秋万代友好薪传给年
轻一代的决意来拜领,并衷心感谢。

当今世界经济越来越混乱,为 了确保社会的稳定与共荣,开辟新的
创造与发展活路,亟需要有对未来清晰的远瞻和创新的活力。贵大学
是新中国第一所、也是首屈一指的财经大学。我在贵校的历史与理念
中发现了巨大的指标。

贵校于 19翎 年和共和国一起诞生,和人民一起经历磨练,为未来引
导改革开放,建起了今天的经济大国。我要对贵校六十多年的斗争及胜
利表示满腔的敬意。

草创时期,当时学生们高唱的校歌,有如下的歌词 :

伟大的人民的力量

有谁敢来阻挡

新的中国放出万丈光芒

经建大业落在我们肩上

我们有钢铁意志



接受财政的重担
(下略 )

激荡着多么高傲的
“
使命感

”
,回 响着多么坚定的

“
决心

”
!

听说贵校以
“
承担责任,勇往直前

”
作为大学的精神。这是与只

顾自己而不负责任的
“
个人主义

`在
他人的牺牲上谋求个人利益的

“
利

己主义
”
成两极端的精神。

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为未来,千辛万苦,承担起巨大的使命

与责任,勇猛果敢地不断前进——我从堂堂冠以
“
中央

”二字的贵校校
名上,也深深感受到这种所有领导人都应秉持的崇高信念。

无限敬爱的
“
人民的好总理

”
周恩来总理对贵校寄予极大的信赖

和期望,也是众所周知的。

197茌 年 12月 ,在我们会面时,周总理对比他小三十岁的我展望 21

世纪,说所有国家必须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帮助。简洁的一句话明快地
宣示了国际社会及世界经济绝不可迷失的根本指针。

本来
“
经济

”
的本义也是贵国先人们一向重视的

“
经世济民

”
这

一精神。所谓
“
走不通就返回原点

”
,人类如今正应该返回

“
经世济民

”

的精神,集结众知,聚合力量,来打开活路。

贵校创办的理念是
“
求真求是,追求卓越

”。校歌中也昂然歌唱 :

“
追求卓越的美德,海纳百川的胸怀。同心再创辉煌,无愧伟大时代。”

由此可见,贵校充满
“
开放风气

”
和

“
进取精神

”,立足于全球视野 ,

融合多元文化,培育为人类进步做贡献的具有创造性的财经人才。而且,

贵校还扎根于现实,具体地推进人性教育,重视品德,培育关怀他人、能

与他人共存共荣的人才。

诚如胡树祥书记曾明晰论说:“互助的友爱从身边开始是可能的
”。

我不禁由衷地感叹与赞同。

《庄子》有云 :“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生命孤立就不能发挥其本来的力量。在超越种种差异,积极对话 ,

互相学习,互相扶持之中,能涌出无穷无尽的新的创造力。我通过和贵
国以及全世界的文化教育交流,非常切实地感受到这一点。

我知道推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副总理对贵校非常重视。我本人也

曾两次和邓副总理进行过难忘的交谈。

邓副总理强调经济建设的
“
关键在人

”。我完全同意。推动经济的

是人,创造和平的是人,一切从造就人开始。

我们的创价教育创始人牧口常三郎先生也曾在 19⒛ 年那场世界危

机最严重的时候宣告 :“ 要以教育来打开社会各方面的难局,要从基本



培养起这方策。”

面对当时日本的国家主义教育,牧 口先生标榜以孩童的幸福为重

的教育,勇敢地与军国主义斗争。作为青年教育家,他那时和来自贵国

的留学生也有交往,是一名彻底反对侵略贵国的和平战士。他被军政府

逮捕,最后死在狱中。我一贯提倡和贵国邦交正常化的根源之一也在于

此。
“
搞革命也好,搞建设也好,需要一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

创造的闯将。”这是邓小平副总理的至理名言。

实现持续可能的经济发展越为困难,越能令人发挥无限智慧与创

造力,开发人自身的力量。贵校正提供了最好的榜样。
“
龙马担乾坤

”
是贵校的主题雕塑。从今天起成为光荣的贵校一

员,我要进一步培育有力的人才,让他们像升腾高空的龙,驰骋大地的

马,肩 负地球文明的未来。谨此立约,并 以此为谢。

衷心祝愿各位先生愈益健康,祝愿贵校蓬勃发展,祝愿光荣的、我

无限敬爱的贵国更加繁荣。

谢谢。

日本创价大学创办人

池田 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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