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仰望邓小平

“邓小平的智慧，是我需要终身学习的。”
谈及邓小平，周文重不禁流露出崇敬的神情。

担任邓小平翻译的经历，让周文重受益终
生。周文重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为邓小平
翻译“一国两制”。

!"#$年，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

热津斯基访华。邓小平在
与之会见时首次使用了

“一国两制”。当时担任现场翻译的
周文重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小平同志说话非常简洁，但含义深

刻。所以我们要用心揣摩他讲话的内涵，这还
是比较有难度的。”周文重回忆道。

在紧急情况下，周文重脱口而出的“%&'

(%)&*+,，*-% .,.*'/.”的翻译，成为此后“一国
两制”的标准译法。当想到全世界通过自己的
翻译，知晓了一位伟人的思想时，周文重感到

格外欣慰。

寻求平衡点

0121年3月4日，周文重卸任驻美大使之
际，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幽默地说5要
给维基百科有关周文重的简历上补充一条：
“周在建设中美关系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斯坦
伯格为何如此赞誉周文重？

周文重认为，中美关系中的“意外”比较
多，作为驻美大使，一定要找到两国关系的平
衡点，既要斗争，又要谋求发展。

寻求平衡的一个佐证是解决中美撞机事
件。6114年7月4日上午5美国一架军用侦察机
飞抵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5中方两架
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时18分5美侦察
机突然转向5机头左翼与中方一架飞机相撞5致
使中方飞机坠毁。事件发生后，美机未经中方
允许，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在海南陵水机场。

当日夜间，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的周文重
就紧急召见并责问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但美
方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遗憾”。7月6日晚，周
文重再次召见普理赫，敦促美方向中方道歉。

周文重不依不饶，经过随后的两轮磋商后，美
方终于使用了“深表歉意”的措辞。

周文重认为，这场危机再次证明两国之间
是一种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

转战博鳌论坛

7月9日，为期:天的博鳌亚洲论坛614:年
年会落下帷幕，为此次论坛鞍马劳顿的秘书长
周文重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在当日傍
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周文重左半边脸面色赤
红。;<=<公司董事长潘石屹透露，这是因为
周文重之前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被强烈
的灯光灼伤。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
重的一言一行都会引发舆论的关注与解读。
“一届成功的、规模空前的、结果超预期的

论坛。”周文重这样总结博鳌亚洲论坛614:年
年会。而这届超预期的论坛的背后，是周文重
的操劳与压力。

周文重曾坦言，筹办博鳌论坛年会需要找
很多人帮忙。“民间组织不是官方机构，所以人
家可以帮你，也可以不帮助你。这里面就有很
多的工作要做。”

611"年，周文重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毕业典
礼上发表演讲时说，“我在外交生涯中，有幸遇
到了许多被人们视为楷模的人物”，“当听到他
们谈论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我发现他们有一个
共同点，而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那就是保持
干劲，不断自我提高，追求梦想的脚步从不停
止。”卸任大使后的周文重已经>?岁，正是凭借
一股干劲，他转战博鳌，再担重任，并让全世界
再次领略他的从容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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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商

面对媒体，官员必须说实话，更要会

说话。说实话，就是不说空话、少说套话、

忌说假话；会说话则要掌握分寸、熟悉规

律、把握语言策略。总之，在新媒体时代

里，媒商将是一个成功领导干部的基本素

质之一。

———《环球时报》刊文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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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

人都会做梦，梦想总会成真。“中国梦”

就是人民幸福，社会公平公正，贫富拉

近距离，让每个中国人都能享受

到社会给他的回报，让每个人都

有所收获，不断成长。

———星云大师阐释
“中国梦”。

好声音

唱歌变成了体力活儿，难道只

有唱得高、唱得狠、唱得声嘶力竭

才是好声音？

———歌手李健批现在的选秀节
目对音乐看法太单一。

“笑游桃李林” 诗是深思词是情

周文重 为中国 代 言
本报记者 潘旭涛

“做大使难，做中国驻世界唯一

超级大国的大使更难。他立场坚定，态度

诚恳，耐心地摆事实，温柔地讲道理，体现出一位资深

职业外交官的风采。”在《出使美国演讲录 （!""#$!"%"）》 一书

中，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这样描述前驻美大使周文重。

他曾目睹五星红旗首次在驻美大使馆升起，他坚定地反对美国对台军售，

他沉着地处理了中美撞机事件……从事外交工作 &"余年，周文重的回忆联缀

起来就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中美外交关系史。美国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

视周文重为中国人民在美国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代言人。

&月 (日至 )日的博鳌亚洲论坛，让担任秘书长的周文重再次现身聚光灯

下，也让世界重新打量了他淡然而慎思的神情。

7月8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主持开幕式。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周文重给邓小平当翻译

4"??年，经过 7年艰苦的大学学习，厉以宁以优异的成绩留校工作。毕
业前夕，他写下《鹧鸪天》一首，鞭策自己：溪水清清下石沟，千弯百折不回
头。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情鱼自由。心寂寂，念休休，沉沙无意却成洲。

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这一 ?@多年前的自勉，也为他一生治学
所遵循。

厉以宁留校后不久即被贬到经济学资料室当资料员，除了 4">6 年A2">$

年有机会被排上讲课之外，他在资料室的时间前后竟长达 6B年。期间厉以宁
经历了“文革”、下放等磨难，但他始终乐观、豁达，即便奉命在北大红湖畔
扫地，他还“偷赏小鱼自在游”。正是这种“花开转瞬间”的坚定信念，使厉
以宁在身陷囹圄时仍不忘报国之志，改革开放后更是如鱼得水，为国家发展尽
一生之所学。

已在燕园度过半个多世纪的厉以宁，始终秉持“莫问收”的辛勤耕耘，收
获的首先是桃李满天下。他培养的数百名学生遍及世界各地，有的担任政府重
要领导职务，有的是跨国公司总裁，有的在教育领域辛勤耕耘。

纸上应留墨迹，书山总有知音。处世长存宽厚意，行事惟求无愧心，笑游

桃李林。

那是 6BBB年的一个周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多功能厅人声鼎沸，厉
以宁的历届弟子三四百人从世界各地、祖国各地赶来齐集这里，为厉老师的
8B寿辰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诗歌朗诵会。厉以宁登台即兴朗诵了自己的这
首新作《破阵子·七十感怀》，那份为人师表的自豪与自信跃然纸上。

始终与青年学生相伴，他能不充满活力？

“钟声何必似当年”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提出股份制的学者之一，厉以宁“厉股份”的
名号久传中国大地。

早在上世纪 9B 年代初，厉以宁就在不同场合积极呼吁进行所有制改革，
倡导推行股份制。在 4"9B年举行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厉以宁提出要对国
有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尝试找出打破经济体制弊端、提高企业活力、吸引社
会投资的新途径。然而，这一理论当时却遭到一些人的不解和批判。厉以宁感
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但历经磨难的他仍坚持股份制改革的主张不动摇，并在
“六十自述”中表述心志：“落叶满坡古道迷，山风萧瑟暗云低，马儿探路未
停蹄。几度险情终不悔，一番求索志难移，此身甘愿作人梯。”

上世纪 "B年代，股份制终于被正式写进中央文件，在全国全面推行。为
此，6BB" 年，在厉以宁 9B 华诞 （虚岁） 这天，他荣获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
奖。组委会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经济
理论之一。

6BBC年春，中国第一份把民营等非公经济置于与国有经济同等地位的中
央文件———《关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即“非公经济
:>条”）出台了，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份文件最早的倡议者，
也是厉以宁。

当年，厉以宁受托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查组到辽宁、江苏、浙江、
广东等地进行调研，结果发现民营经济在准入领域、融资、税收、土地使用、
对外贸易等方面遭遇到重重阻力。在厉以宁主持下，调查组于 6BB:年第四季
度形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呈交给全国政协，同时给时任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
信，并附上了这份报告。温家宝于 6BB$年初作出批示，委托国务院研究室和
发改委牵头起草了“非公经济 :>条”。此后，全国掀起了一股以“鼓励支持引
导”民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新一轮改革浪潮。于是，厉以宁又有了一个新的外
号“厉民营”。

他还力主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是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在刚刚闭幕的两会
上，他既关心新一届政府面临的挑战，也关心春运期间农民工乘车贵等民生问
题。他说：“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他的思维总是富有创
新和前瞻性。

创新源于何处？源于实践的理论才是常新的。正如他在《相见欢》中所写：
“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
情不在小洋楼。”而在《七绝·苏州枫桥》中，他写道D“钟声何必似当年，新事新风
闹市前，若是乡民皆菜色，诗人能不带愁眠。”4"9B年，在出席经济体
制改革会议期间，他以诗明志，表达求新求变、不拘一格、心怀天
下、勇于担当的情怀：“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
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经济领域的建树颇负盛名，是他提出了
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对中国经济改
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经济学家的厉以宁谈锋甚
健，分析问题鞭辟入理。但许多人对他的诗才并不了解。

其实，厉以宁从读中学时就开始作诗填词，迄今笔耕不止。记得6BB6年傅
旭在写《厉以宁的诗意人生》一书时，看到他创作的百余首诗词，已很惊讶，不曾
想，如今他又整理和新创作出>>>首诗词，收入《厉以宁诗词选集》。那一首首
诗词，既是历史的烟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抒发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
的憧憬。可以说，这些诗词堪称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交响曲。
“诗是深思词是情，心泉涌出自然清”，这是厉以宁诗词创作的追求。
6BB9年，厉以宁与夫人何玉春携手走过 CB周年，回想半个世纪共同

经历的风风雨雨，他感慨万千，填七绝一首D“携手同行五十秋，双双白
了少年头，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

而在为北大经济管理系干部班毕业而作的 《南歌子》 中，厉以宁写
道：“手掌官衙印，须知百姓情，犹如晒谷盼秋晴，最怕连绵细雨下难
停。慎独人人敬，兼听心内明，秉公执法似天平，切莫一头偏重一头轻”，
表达了他对这些基层干部的殷切期盼。

桃李累百千辉映门墙，经国济世的经济学研究不断创新，充满激情哲
理的诗词多有问世，还有温馨和谐的家庭港湾，拥有如此诗意人生，厉以
宁能不充满朝气与活力！

厉以宁小传

4":B年 44月 66 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4"C4 年考入北京大

学经济系，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罗志如、赵迺抟、周炳

琳、陈振汉等，4"CC 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任北京大学经济

学院管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

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4"99年至 6BB6年，任第七届、八届、九

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了证券

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6BB: 年起，任第十届、第十

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6B4: 年 : 月

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他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提出股

份制的学者之一，人称“厉股份”；他从教

几十年，桃李满天下；他寄情诗词

创作，书写诗意人生；他虽已八十

有三，但仍活跃在教学、研究第一

线，还担负了大量的社会工

作，其“旺盛精力和工作热情，

很多年轻人都望尘莫及”。他

就是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

学家厉以宁。让我们追随他的

人生轨迹，从他所创作的诗词

歌赋中探寻其“活力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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