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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紅閣經濟史文選》

内容概要

1954～1955学年，我校率先在我省高校中开设《中国国民经济史》(简称《中国经济史》)课程，在西
南地区高校中也可能是最早的。已退休的我校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史教研室主任、本师李运元先生就
在当时既无教材又缺助手的情况下，独自为我校各专业学生主讲此课。两年后才陆续增加了几位教师
。光阴荏苒，于今50年矣。为了纪念西南财经大学《中国经济史》课程开设50周年和李运元先生从事
本门学科教学、研究垂50年之久，我们在李运元先生所写30余篇学术文章中选取了15篇，独为一册，
以付剞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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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运元（1922-2010），四川内江人，生前长居成都柿子巷，书斋名柿红阁。194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政
治系。1952年全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之时，进入四川财经大学的前身，原四川财经学院。当时成立的
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由陈豹隐、刘诗白、罗象谷与先生组成，刘诗白任教研室主任，负责全校的政治经
济学课程教学与研究。1954年，先生接受任务，自编讲义，率先开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使
四川财经大学成为建国后全国首批，西南地区最早开设此门课程的学校。
先生于五十年代初期即为讲师，1979年职称评定解冻后，为学校首批晋升的副教授之一，1981年再晋
升为教授，担任学校政治经济学系经济史教研室主任直到1991年退休。因自小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
他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且学贯中西，尤其是在文字学、考据学方面功底深厚，腹中藏有诗书万卷，信
手拈来，在不经意间散发着机智、幽默、智慧与诙谐。
先生于1954年以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史的教学、研究工作。曾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
光明日报·史学》等刊物发表学术文章多篇。参加由国家教委统编的高校教材《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
教程》的编写并任副主编。（198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后三次再版；获国家教委第二届高等院
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2010年3月5日，先生在家里摔伤，导致粉碎性的骨折，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住院、输液。在骨折
伤好之后，又因久卧病床，导致褥疮，因褥疮导致心力衰竭而于2010年7月9日病逝，享年八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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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西财老一辈教授，部分文章有点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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