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學生李克強 
李克強的悟性，在他翻譯時，作者已覺察到。再來，就是探討通貨

膨脹，懂得在沒有數據情況下，以替代方法量化通脹，是否日後

「克強指數」的雛形？ 

 

 作者: 黃賢     2023-12-29   品味歷史 

  

 
斯人已矣，留下個逗號。（灼見名家製圖） 

 

熟人去世，必定翻起往憶，難免傷神。耄耋長者作古，勉強可説是一種解

脫，聊以慰藉。但深孚眾望卻盛年猝逝，緬懷之餘則只能譴責蒼天有眼無

珠、妒英才，都要喊出：「噫！天喪予！天喪予！」（註1） 

 

 
1  出自《論語·先進》。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author/huangxian/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5%a5%bd%e5%ad%b8%e7%94%9f%e6%9d%8e%e5%85%8b%e5%bc%b7/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category/topic/%e5%93%81%e5%91%b3%e6%ad%b7%e5%8f%b2/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wp-content/uploads/2023/12/wongyinfeatureimageli.jpg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wp-content/uploads/2023/12/wongyinfeatureimageli.jpg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wp-content/uploads/2023/12/wongyinfeatureimageli.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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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悼文，也要沉澱一下，等過了尾七，北面而踴，止喪相送。（註2） 

 

1980 至 81 年。我有幸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講授國際投資法，學生來自 77、

78 年級，李克強是 77 級的班代表。 

 

不妨回顧一下和他的交往，但難免更多講述時代背景，讀起來或許像流水

賬，卻是恰如其分淡如水之交；也要八卦一下。 

 

 
黃賢在北大任教期間攝於天津。（作者提供） 

 

 

 
2  出自《禮記·奔喪》，傳統喪期為七七四十九天；最後是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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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77級的使命 

77 級是文化大革命荒廢 10 年後，恢復高考的第一代，濃縮了 10 年的人

才，是精英，是少林寺，前途無量。但也要記住，是文革時期長大的最後

一代，承前啟後，背負歷史，是時代革命的見證人，是改革開放的宣言

書、宣傳隊、播種機，有責任、有義務警惕倒退、復古。 

 

 
1977 年的高考考場。（共產黨員網圖片） 

 

1978 年三中全會前，筆者獲邀到北京，向各政府部門提供法律諮詢。當

時內地幾乎沒有法律人才，工作應接不暇，遂提出兼任教學，建立團隊。

首先在外貿學院帶研究生，能早日投入工作，繼而到北大帶本科生，各部

委也安排涉外人員到北大聽課，100 多人，好不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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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的襟章。（作者供圖） 

 

課程細節兹不贅，是邊講課邊立法，猶若創世紀。指導思想不外幾點：尊

重經濟規律、擺脫小農意識、吸取中外經驗、摒棄二元思維、重視定量分

析。這些都是發展現代經濟、建立法治體系的基本要素；但願有利同學們

日後事業。 

 

課外則秉承我在香港男拔萃上學各階段的經驗，每每得益於老師安排各種

校內、校外工作，能開拓視野，早日見識社會；由是想到為同學們做出同

樣安排。 

 
黃賢是香港拔萃男書院舊生，上學時老師會安排各種校內、校外工作，開拓同學視

野。（灼見名家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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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合照，李克強站在第三行左三，作者站在前排左七。（作者提供） 

 

 
黃賢（後排右二）與李克強（後排右一）與一眾同學在天津合照。（作者提供） 



6 
 

 

在中信勤工儉學 

我兼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法律顧問，安排學生到中信勤工儉學不成問

題。學校遂指派李克強組織幾位同學去上班；這應是他們第一次正式吃皇

糧。 

 

勤工儉學既讓同學早些接觸日後的業務，也為解決當時失業問題提供多一

個手段。當年全國各階層年輕人失業嚴重，（註3）都忙於找解決方案，我提

出勤工儉學，高層支持，還大肆宣傳，特別在共青團，為日後發展埋下伏

線。 

 

我為中信定下兩個條件以示認真，不是政治走過場。首先是拿正式工資，

而不是實習補助：正規上班，雙方都有利。 

 

其次有關秘級材料：（註4）有需要的「秘密級」材料，都要提供；更高密級

則按需酌情提供。北大法律系是「保密」單位（挺荒謬卻用得着），理論

上同學都通過審查，連中信內可愛的反對派也無輒。 

 

為避嫌，我不直接領導也不過問他們的工作，但願這經驗有利他們日後發

展。 

 

 
3  當年為了面子不承認有失業，改稱待業，自欺不欺人。現在進步了，承認年輕人失

業超過兩成。 
4  濫定秘級是風土病，連北京市區地圖也要保密；反面教材之一，是把磚頭生產量定

為絕密（歪理是可推斷人口數字，雖然人口數據已定期報給聯合國）。為破這迷思，曾

經鬧到中南海。香港近來也沾上此陋習，伺機另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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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羅豪才、龔祥瑞、王紹光、陳興良、李克強、王

建平在北京大學法律系龔祥瑞教授家後花園合影。（網絡圖片） 

 
黃賢（中排左三）、李克強（中排左一）與同學郊遊合照。（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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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美國標準公司法》 

北大講課，務虛外，（註5）就是引導同學們思考，如何從經濟角度全新設計一

部較合理的公司法，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協調現代社會你我他多方持

份者的不同利益。 

 

課程過半，同學們都該入題，初步掌握公司法和立法的思路，即着手翻譯

美國的《美國標準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由助教沈四

寶牽頭，組織幾位同學參與，包括李克強；這或許是他第一次涉足翻譯出

版。 

 
北京大學第二院內景。（Wikimedia Commons） 

 
5  內地政治術語，即「講耶穌」，繞着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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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學行政大樓凱原樓。（北京大學圖片） 

 

然而連出版如此技術性的事務，也會節外生枝，既要打破壟斷，又要創新

挨罵。計劃經濟下，出版社出書，是全國統一徵訂包底，但對公司法銷路

存疑，難下決心。北大出版社夠膽識，決定自負盈虧，通過各不正式途徑

徵訂，成績斐然。 

 

另一難題是要包括原著的詞匯索引，才能充分發揮作用。結果法律譯文

106 頁，經摘錄的索引 43 頁，被外行説是在騙稿費！其實非小説類書

籍，沒有索引，難找具體内容，功能大減。中文書籍要提高影響力，日後

必須編索引，那怕放在網上。 

 

索引的另類作用是打仗。我教公司法、股份制，講法制、法治，首先要摒

除政治掛帥、極左思維，難免有好事者打小報告，幸而都轉告我，方便反

擊打語錄戰：（註6）我有蘇聯剛出版的列寧索引英語版，絕殺 60 年代的中文

版，所以課上偶爾會出格冒出列寧語錄。 

 

 
6  當時沒有公司法，更沒有教材，我匯編的資料，除摘錄國外有關法律條文，還大量

引用 Calebresi、Coase、Weber、Schelling 等作者，以開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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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索引，可看到李克強的悟性：他立即明白翻譯法律必須用語統一，要

設計編譯手段，既省時又可避免不一致。不知他日後翻譯其他書籍時有沒

有用上。 

 

還有一個遺憾，書中沒有列出同學的名字。 

 

 
《美國標準公司法》一書封面及初稿。（作者供圖） 

 

八卦匯集 

難免要八卦一下，回應多年來別人問我但不得其解的疑問： 

 

其一是李克強的為人、性格。我課外和同學們郊遊、打橋牌、開派對、吃

飯聊天；還要在大庭廣眾教跳 disco、提供所謂「靡靡之音」的錄音帶……

畢竟年紀相近，個別同學還抱妻携兒，年紀比我大，沒有代溝。在這些活

動中觀察到，李克強穩重但不失生猛、觀察細緻、悟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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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賢（後排中立者）與同學打成一片。（作者提供） 

 

一次開派對，可看出他觀察細緻。當年物質匱乏，啤酒難買，白酒尤甚。

我買無限額，準備每位同學啤酒一瓶、白酒二兩，滿以為足夠。他看完清

單，能道出班上同學的酒量，特別是在東北蹲點過的，更猜到當天必定放

開豪飲云云。結果加倍也不夠，要臨時開倉補給。據聞有人兩斤下肚臉不

改容；我也學會喝酒男不與女鬥，體驗《禮記》的「斅學半」。 

 

悟性方面，翻譯時已覺察到，再就是探討通貨膨脹：百姓都能感受到，官

方卻不承認。沒有數據情況下如何量化通脹成了難題。我是隔周去同一國

營餐廳吃同樣一份餃子，因不准加價，菜肉餡不僅縮小，還成素食。舉一

反三，想到從紙幣着手：當時尚未發行高面值紙幣，只要不定期把一批

10 元現鈔，按新舊程度分類看分布的變化，即可間接測出通脹。這種用

proxy（替代方法），是否日後「克強指數」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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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在學生時期，已懂得舉一反三，想到從紙幣着手看中國經濟。圖示（左起）王

紹光、陳興良、李克強、陶景洲畢業前在北大南門合影。（網絡圖片） 

 

其二是李克強有沒有想出國？有，但幸好沒有成事。 

 

出國留學成風氣。法律界申請出國留學或實習，對方往往徵求我意見並請

我推薦人選，我也盡力從旁協助。 

 

有一天，北大黨委書記韓天石鄭重約我吃飯，成了奇遇。（註7）平常和他隨

便敞開來談，但當天他卻又體制又認識在兜圈子，我要不耐煩問他究竟想

講什麼。原來是在暗示我不要介入李克強這方面的事。道理很遺憾：他判

斷，當時政治意識較落後，出國學成歸來，了不起只能當專業權威，但被

定性為是半個外人。內外有別，前途有限。 

 

 
7  韓天石當北大學生會主席，組織了 1935 年一二九學生運動，我早就認識。到北大

後，還找他求救，因當時北大校長想辭退所有工農兵學員，但我不同項目身邊都有優

秀者，所以反對一刀切。一二九運動時，他的創舉是抬棺材遊行示威。香港好事者反

對抬棺材道具遊行，認為不成體統，有必要惡補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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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當年有關部門已着手籌備，後來稱之為「第三梯隊」的接班人選，

輪番送到中央黨校學習。令我驚訝的是，原來當局已在構思第四、五梯

隊。設想繼續依此五湖四海甄選人才，中國是可能持續發展的。 

 

他大概已説服李克強留校進修並當學生幹部，只是擔心我好心攪局。 

 

 
圖為 1984 年 5 月 4 日，五四運動 65 周年，共青團中央負責人探望革命前輩。 左二

起：胡錦濤、李克強、王兆國。（網絡圖片） 

 
1985 年，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指派共青團訪日成員，團長是 42 歲的胡錦濤，副團

長是 29 歲的李克強（左一）。（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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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李克強有沒有受我的的案件影響？難免有，很遺憾。 

 

1982 年 1 月我秘密被捕，11 月意外被北大曝光，正好趕上共青團全國代

表大會，李克強間接受影響，也因政治風向在變，他的敢言風格，或許還

過度生猛，導致落選團中央。因為負責共青團的中組部副部長王照華，行

使其任命權才有驚無險，順利步入仕途。 

 

1995 年我因緣際遇認識王照華。我在深圳大學主持《中華大典》工作，

他是去看望深圳大學前校長羅徵啓。（註8）共同興趣很多，熟絡後，他斷斷

續續講述當年情況。這雖是一手資料，但具體細節，一如其他細節，有待

日後披露。 

 

 
李克強仕途順利，圖示 2007 年 10 月，他（右）時任遼寧省委書記，出席中共第 17 次

代表大會閉幕式。（亞新社） 

 

 
8  王照華除了負責共青團，還參與籌建第三梯隊。羅徵啓則是第一批被選中，在中央

黨校學習時的班長，曾任清華黨委副書記，但因反對中央領導違規安排兒子出國，仕

途受阻，到深圳成立深圳大學，當校長、書記。六四後被「雙開」，但仍被敬重。王照

華去看望他，毫不避忌。我是所謂「假釋」後應羅之邀，任深大名譽教授並主持《中

華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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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有沒有走後門？兩次，雙向，打和，都涉香港。 

 

90 年代我返港和偉易達集團合作。偉易達時為內地出口大戶，我向負責

國民經濟的國家計經委主任呂東提起，他居然不知其存在，後經調查，發

覺上報制度有問題，認為要好好宣傳一下，遂在京舉辦一次大規模產品介

紹會。 

 

安排算全面，各部門負責人以及日後的副總理都有參加，朱鎔基賞面參加

晚宴，唯獨沒有共青團，而偉易達卻是全球最大兒童教育玩具生產商之

一，更顯遺憾。只好走後門，輾轉告知李克強；團中央有關負責人就出現

了。 

 

2011 年，李克強榮升總理前訪港，賀港大百年校慶，喜事卻成公關災

難：港大安排屢屢出錯、警方多次過度執法，破壞了他的親民形象。尤其

是「龍椅」的安排，是不適當的場合、不恰當的安排，更令人氣憤。涉港

事務，高層對這些低層的低層次錯誤，一般只好無奈啞忍，因出面處理，

往往只會招來二度傷害。 

 

但有輿論暗示，龍椅安排、要一批官員坐台上是按高層要求，有卸責之

嫌，他遂輾轉告知我。我因不止一次處理這類棘手問題，知道只須把信息

傳給港大校務委員會成立的檢討小組，用替代方式（proxy），從供應鏈查

起。據聞檢討因而延長了兩周，最後判定龍椅安排完全是校方決定，喧賓

奪主並不恰當，與北京無關。 

 

兩起都應算「後門」，是否也不失為恰如其分淡如水之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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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李克強到訪香港大學，因為保安和座位安排而帶出不少爭議。（亞新社） 

 

 

 
2011 年，李克強到訪香港大學期間，與國學大師饒宗頤會面。（亞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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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與港大學生對話。（香港大學圖片） 

 

斯人已矣，留下個逗號。我在北大最後一課，結束語套用孫中山的名言：

「經濟規律，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一如長江黃河東流，有

時悲若李後主的「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或更悲若秦觀的「便作春江都

是淚，流不盡，許多愁」。但都知道，斷不會倒流。 

 

總理，走好！ 

 

2023 年 12 月 21 日 

於雲陽有事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