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徐静 美编：陈明丽

□张体勤

2003年初，我离开山东大学来原山东经济学
院工作，时光荏苒，转眼已是二十载。这二十年内，
我参与并亲历了原山经的跨越式发展和内涵式发
展历程，见证了山财大建设国内一流特色财经大
学的办学之举和宏阔实践。作为一个为山东财经
大学的发展付出过心血与汗水的财大人，虽已过
古稀之年，但山财大发展的每一丝律动，都牵扯着
我的心。时间虽然总是默默无语，却能翻译出那些
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那些为了实现梦想而共同奋
斗的人和事。

说实话，刚从山东大学调到山东经济学院工
作时，特别不适应。不仅是我，听说我被调到山经
工作，周围不少师友也表示不解。我的导师特别担
心，他悄悄问我，你不是犯了什么错吧？虽然我跟
他解释这是正常的组织安排，但他依然有所疑惑。

有一次到上海某大学参会，主办方给我的介
绍很长，是这么写的：山东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山
东大学原副校长，甚至有人问我山东经济学院是
不是山东大学的下属单位。对此，我坦然一笑，那
时候的山经，在全国的确没有什么名气。但心里也
生出一股子劲头，我想早晚有一天，山经会成为全
国一流的财经类大学。

但是山经的现实和困境也摆在我们面前。
2003年的山经，教职工八百多人，有博士学位的只
有8人，有一次开会，学校人事处的同事盘点博士
名单，说总共有8个，我说数错了。他又数了一遍
说，书记，没错，就是8个。我说我也是博士，算我一
个，总共9个。现场的同事们都哈哈笑起来，但笑中
多少有些无奈和酸楚。

但师资力量不足，只是山经当时面临的发展
困境的一个缩影。从人才培养到学科建设，从科学
研究到师资队伍建设，各个方面都需要迫在眉睫
的破局和提升。那时，我国已正式加入WTO，经济
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而我国高等教育也进入
了大众化发展时期。面对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
国际化发展趋势，我们如何从学校实际出发，抓住
历史性发展机遇，实现学校的跨越式发展和内涵
式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必须
深入思考并做出决断的全局性、长远性、战略性问
题。

快速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作为学校
党委书记，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我经常半夜睡
不着，想到与学校发展有关的问题就赶紧拿本子
记下来，第二天再跟同事们讨论梳理。经过一段时
间的调查研究和讨论，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
山东省作为经济大省、文化大省，需要一所能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人才和智慧支撑的高水平财
经类大学，否则与山东省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称。同
时，山东又是高等教育大省，如不建设一所高水平
财经类大学，那就是高等教育结构的缺失。

有了发展共识，还得需要调动全体党员干部
和教职工的积极性。2003年春季开学的中层干部
大会上，我代表学校党委总结了办学方面的九大
成就，然后又提出了学校未来发展的17个问题，供
大家思考讨论，包括党的领导、思政工作，发展定
位、办学结构、办学规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
科建设、人才建设、开放办学、国际合作、社会服
务、后勤保障等等。因为事关学校和自身发展大
局，大家积极性很快就被激发出来，讨论很热烈。
有时候在校园偶尔听到大家在讨论学校发展，我
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心想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
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学校第二次党代会提
出了“三个坚定不移”的发展目标，即坚定不移地
建设新校区，扩大办学规模，适应高等教育发展大
众化需要；坚定不移地把学院更名为大学，结束山
东没有财经类大学的历史；坚定不移地建设博士
学位授权单位，使学校跻身全国一流财经类大学
的行列。

第一个目标，很快就实现了。2003年学校在章
丘征地1000多亩，2005年新校区开工建设，2008年
新校区的学生数量就达到了12000名。但是后面两
个目标的实现道路有些曲折，现在回想起来，也忍
不住感慨半天。

学校更名，这是个大事。最初我们找省里领导
和相关部门，并请专家论证，给出了一个建议，可
以改成山东经贸大学。那是2006年，有了这个更名
目标，我就开始跑省里主管部门支持，跑教育部审
批，究竟跑了多少次，我们也记不清了。但是因为

教育资源平衡的关系，当时未能尽如人意。
更名的目标暂时搁置了，申请博士学位授权

单位的目标还得继续努力。当时是真的像打了鸡
血一样，不知疲惫。不仅我，整个学校领导班子都
很团结，为了实现目标，大家都干劲满满。但是，申
请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这条路走得也不顺。教育部
当时态度坚决，要求山东经济学院和山东财政学
院合并后才能申请，理由是如果单独申请，将来会
造成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这个思路省里也同意
了，只要有思路就会有出路，我们就冲着这个思路
努力。

2008年正式开始申博之路，当时是跟省里的
一批高校竞争，我们是两个学校联合申报，属于

“争取”的序列，相对处于劣势。但我们矢志不移，
决心一举拿下。为了能够取得上级主管部门、兄弟
院校及专家评委认可，我们专门组织了工作团队，
上下联络，到处宣传学校的实力、特色和优势。争
取各方支持，成了那段时间的工作重点。

因为要拜访的专家评委较多，有时候都不知
道先去找谁，经常开车出了校门还不知道要往哪
里去。我就告诉司机在路边停一下，先确定拜访专
家的方位，有时候为了迎合专家的时间，饭也来不
及吃就在路边买个煎饼果子，在车上对付一口。有
一次去山东农业大学找专家，清晨出发时济南还
是好天气，但快到泰安时突然大雾弥漫，能见度极
低，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严重的汽车追尾连环相撞
事故。当我们的车发现险情急刹停下时，距离前面
停着的拖挂车不到一米。接着便听到后方“咚咚
咚”的追尾声，有的车还燃起了火。我们三个人从
车里出来，步行走向服务区时，看到路边很多抬岀
来的伤者，真是心有余悸。因为约了人，我们恳请
服务区管理人员把我们送到泰安出口，等赶到农
大时已经快到中午了。见了那位专家，我握着他的
手说，我们今天真是冒着生命危险来见您。他闻之
也很受感动，再三表示一定支持。

博士学位单位投票那天，学校校长郝书辰去
现场，我在办公室等候。几乎是坐立不安，隔几分
钟就发个信息问情况咋样了。等结果出来，校长立
马给我发了两个字“赢了”！我把办公室的门反锁
上，坐在椅子上喜极而泣，泪流满面。等他们回来，
跟校长一见面，我俩就拥抱在一起，那一刻的激
动、兴奋，真的是难以言表，因为我们深知这条路
走得太艰难太执着了。

2009年省政府与教育部达成一致，以原山东
经济学院和原山东财政学院实现实质性合并组建
山东财经大学为前提，联合申报成功了博士学位
授权单位，2010年国务院高校设置评审委员会通
过了省政府“关于山东经济学院、山东财政学院合
并组建山东财经大学(筹)的申请报告”，2011年，正
式挂牌成立山东财经大学。至此，在中国高等教育
的版图上，有了一所南依泰山、北傍黄河，屹立于
齐鲁大地、全国知名的高水平财经大学。

更名大学，申请博士学位授权单位，这两大目
标在八年内同步完成。在2011年省政府召开的两
校合并干部大会上，我在发言中说：“我心系山财
大，情系山财大，深沉地爱着山财大，为了涵养山
财大的发展，我愿化作一缕阳光、一滴雨露、一把
泥土，继续奉献绵薄之力。”

不知不觉我已退休多年，但这颗心依然还保
持当时发言的热情，有人问是什么力量激励着我
们当时义无返顾地往前奔，我想是信念，信念带来
了力量、勇气和担当，信念也让我老骥伏枥，壮心
不已。2018年我被选为山东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
协会副会长，我组织山东财经大学的专家学者和
山东省老科协的相关研究人员，承担了山东省软
科学课题“山东省老科技工作者作用发挥现状与
人才资源开发效能提升研究”，其研究成果获得了
中国老科协高度认可，并单列条款写入了《山东省
人才发展促进条例》，让我也有了更多发挥余热的
平台。

迈入古稀之年，回望自己这人生大半程，浸润
高等教育领域50年，有朋友开玩笑，说我这一生干

“没了”两所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和山东经济学院，
我颇为感慨，这都是高等教育大势所趋下的顺势
而为。能够参与并见证这一切，我心亦足矣。如今
山财大也已经度过70华诞，然而对于一所高校来
说还正值青春韶华，我也因为曾经的奋斗岁月而
余生充满了欣喜和期待。

感谢一起走过激情岁月的同事同仁，期待山
财大的发展永远正当时！

(作者为原山东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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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俊霖

晋朝的文学家左思构思十年，终于完成了
《三都赋》。然而，《三都赋》起初却无人问津，左思
认为自己的文章不比班固逊色，担心自己咖位太
低导致作品被埋没。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好的营
销方法：找到当时的名士皇甫谧作序，又让名士
张载和刘逵做注释。在名人效应的带动下，《三都
赋》很快成为当时的第一“爆文”。由于那时没有
复印机，人们只好用纸张抄写《三都赋》，洛阳的
纸都因此涨价了，后来还诞生了“洛阳纸贵”这个
成语。《三都赋》一共才一万多字，充其量就是一
本小册子，但从不为人知到洛阳纸贵，这充分体
现了左思的营销水平。

南宋诗坛的扛把子陆游走到哪儿都写诗，粉
丝一多，便纷纷要求他出诗集。于是，他开始编选
诗稿，《剑南诗稿》一出来便脱销了。后来，陆游的
儿子陆子聿索性开了个“出版社”：钓台书院，将
陆游的诗歌全部刊刻出版，成为当时最畅销的诗
集之一。

当然了，作品要畅销还得懂得创新。元代杂
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打破了元杂剧一人独
唱的成规，而且剧情曲折，因此非常流行，里头的

“红娘”甚至成为汉语中“媒人”的代名词。直到明
代，《西厢记》依然是最火的剧目。汤显祖的《牡丹
亭》横空出世后，由于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达到
了极高水准，所以“《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
令《西厢记》减价”。

明朝的出版行业非常兴盛，当时的书商都在
营销上下足了功夫。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叫余象
斗的出版商，他的营销能力绝对能够跻身第一方
阵。首先，他迎合市场，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
史载，他在万历十九年(1591)这一年就刊刻了十
几种科举应试类书籍，赚的都是学生的钱。后来，
侦探悬疑类的公案小说火了起来，他便从地方各
级衙门找了一堆破案卷宗，编了一部《廉明公
案》，虽然文学性不高，但由于是为读者量身打
造，最终成为爆款。借着这波热度，他又出了续集

《皇明诸司公案》。
他还有一个更关键的营销手段：蹭热点。当

时的《西游记》长期霸占着畅销书榜单第一位。余
象斗敏锐地发现了商机，灵机一动，为何不把“东
南西北”全凑齐了呢。于是他提笔就写，后来发现

《东游记》已经被吴元泰写完了，只好分别写了
《北游记》和《南游记》，将《四游记》凑齐为大满
贯。果然，这套书一面市便被抢购一空。

余象斗的营销方式虽然吃相难看且颇具争
议，但他也懂得创新的重要性。时间越往后，插图
便显得越发重要。晚明出版的《牡丹亭还魂记·凡
例》中便提到:“戏曲无图，便滞不行。”戏剧书本
里没有插图，销量就得打个问号，这放在图书当
中照样适用。余象斗创新了营销方式，在书本内
容页面中的上半部分配上插图，下半部分印文
字，读者阅读时就像在看“连环画”一般。为了防
止盗版，还得加上自家的logo。余象斗喜欢在自
家出版的图书中插入自己的画像当作防伪标签。
他还曾在《东游记》中插播了一段声讨盗版的文
字，大骂盗版之徒“无耻之甚乎”。

和余老板一样要为了打击盗版而发愁的，还
有明末清初的李渔老师。作为一名职业撰稿人，
李渔老师的作品通俗易懂，贴近市民生活。所以，
他的作品一问世便畅销于市，他也成为明末清初
最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然而，作为一名专业
作家，盗版横行意味着自己的饭碗受到了威胁。
当时的南京盗版现象尤甚，李渔便搬到南京建了
个书屋，名为“芥子园”。他给自己的每本书都印
上“芥子园”印章商标。此外，李渔还在书铺同时
销售自己精心设计的各种笺帖，以及其他的文创
产品，将自己的畅销书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当然了，如果是某一行业首屈一指的专家，
写出来的专著自然自带“吸粉力”。比如，袁枚老
师是清代的顶级“吃货”。那时虽然没有吃播，可
这一点儿也不妨碍袁枚老师成为食坛的顶流大
V。后来，他专门撰写了一本食谱———《随园食
单》。该书出版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直到今天，
依然是最畅销的食谱之一。

话说回来，营销方式千万种，真正决定销量
的，还是作品的质量水平。营销可能在短期内能
够影响销量，但唯有真正的经典，才能经历时间
的考验。

【短史记】

古人的畅销书营销“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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