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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长期从事国情研究。过去 !" 多年间，他撰写的国

情报告和著作，为中国决策层提供了重要参考，间接或直

接地促成了包括分税制改革、西部大开发、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就业优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以人为本”新发展观等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的酝酿出台。

他多次应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五年规划和中长期专项规

划制定和政策咨询。他就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经

济学家胡鞍钢。

““““““““““““““““““““““““““““““““““““““““““““““““““““““““““““““““““““““““““““““““““““““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瞭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望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者””””””””””””””””””””””””””””””””””””””””””””””””””””””””””””””””””””””””””””””””””””””

胡鞍钢
刘文嘉

祖国巡展
没有句号
本报记者 董建勤

李自健

羌寨孩子与画家在一起

非常好声音

就跟行人过马路闯红灯

一样，侵权这件事在中国现

在就没人管得了，甭管什么

人拦，人家理都不理你。大

家都成习惯了。这些年我什

么都没干，就维权了。

———著名作曲家谷建芬
认为，改编可以，用与时俱
进的创作态度加入时代元
素，是件好事，但前提是要
按法律程序把事情做漂亮，
否则就会造成负面影响。

中国电影大

导演的时代已经

告一段落了，接下

来是新人的天下，

这是由观众群决

定的。现在的观众

主要是“!"后”、“#$

后”，甚至是“$$

后”，他们的喜好

有时候不是那些

大牌导演能够揣

摩得透的。

———香 港 导
演吴思远坦言。

有很多讲国

学的人是带着一

种传销的热情讲

的，特别可怕。

这种泛商业化的

现象是致命的，

国学就像盐一样，

一杯水，盐撒进

去，看不见，但

是有滋有味有益

处，那才是最好

的境界。

———复 旦 大
学教授钱文忠这
样认为。

每一个使

用微博的人都成为

一个媒体的拥有者，人们

在微博上聚合，一起报

道、讨论公共事务。从这个

平台里，我了解到很多新闻

事件，它们给了我启发。

———青年导演贾樟柯
说，社交网络在电影故事
选择上给他带来了灵感。

孩子对写作比较害

怕，是因为我们只给定

一个题目，像挤牙膏一

样让他们挤出内容，那

么写作便成了件痛苦的

事。作家或老师应该帮

助孩子进入到写作的氛

围里面，让他们迫不及

待的想去写。

———台湾作家朱天
衣认为，写作应该是一
件很自然、很开心的
事。

国内观众对科

幻需求巨大，中国

科幻电影发展为何

举步维艰？这不仅

仅是电影界的事情，

身为创作上游的出

版界也应有相应的

责任。

———青年 作 家
郭敬明认为，中国
作家不是写不出好
的科幻小说，只是
还欠缺方法。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句话来自党的十八大
报告，%$%$ 年，也是国情专家、经济学家胡鞍钢新书《中国
%$%$：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关键词———“%$%$ 年，中国将
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创新强
国。”“%$%$年，中国将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新型超级大国。”

经由定量分析，达成乐观结论，这本由美国布鲁金斯学
会出版的英文书体现了胡鞍钢的一贯风格。“瞭望者”，他
则以此自喻。

“持续发展”战略引起高层关注

胡鞍钢、王毅代表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执笔
的《生存与发展》发表于 &#!#年，有人评价为胡鞍钢的“开
篇之作”、“成名之作”。

当年，与“摸着石头”改革的步伐相伴随，各种政策咨询
机构应运而生。自 &#!'年起，还是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生
的胡鞍钢开始国情研究。他与小组中的不同领域的科学家
协同创新，率先将定性与定量、专家经验与数理统计、历史、
现实与未来预测、国内情况与国际环境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引入了国情研究领域。

在经济增长成为第一要务的上世纪 !$年代，这份
国情报告提出了中国将面临的四大危机：人口、粮
食、生态环境和农业资源。在危机分析的基础
上，胡鞍钢与合作者给出了若干结论———

非传统（指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
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
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等。

在这篇报告中，他们首次提出了“持续发展”战略。“当
时对中国发展有种错觉，以为只要一改革，就什么问题都解
决了。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可以速胜。”胡鞍钢说，“实际上，
现代化需要不断积累的技术进步、结构转型等等。”
《生存与发展》也引起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决策层的高

度关注。&##&年，北京电视台以《生存与发展》为蓝本制作
的国情电视片，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年 !月，胡鞍钢与他的同事又完成了题为《生态
赤字》的国情报告，延续了“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在这份
报告中，胡鞍钢用近乎严厉的语气预警，生态问题将是 %&

世纪中华民族生存的巨大危机。他希望中国能充分利用后
发者的优势，避免重蹈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报告
在绿色发展问题上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
“绿色发展”至今仍是胡鞍钢国情研究的重要关切。
目前胡鞍钢致力于“变成政策”的建言，是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年他就和王绍光、康晓光提出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理念；&##(年他与另一位学者邹平又进一步细化
了这一思路。这一思路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被确立为基
本国策。现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确立了基本公共服务九
大方面，并专门制定了专项规划。

心里深藏着“中国梦”

在 &##& 年《中国：走向 %& 世纪》一书的自序中，他这
样书写自己的报国情怀，“作为共和国承前启后的一代，
我的个人命运始终与民族的兴盛与衰败、国家的光明与黑
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繁荣、祖国的强盛，
既是我人生之路的目的，亦是我学术研究之宗旨。”

作为“"$后”，他经历了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的沉浮
辗转。&#'#年，&'岁的胡鞍钢和北京十万知识青年一起奔
赴北大荒农垦，开始他 &$年的“社会大学”。他干了 (年的
农工，当过炊事班长、排长和副指导员。而后又被调到华北
冶金地质勘探队，出没于穷乡僻壤、跋
涉于山川沟壑，经历了两
年异常艰苦
的 勘

探工人生活。
生活艰辛单调，前途晦暗不明。即便如

此，胡鞍钢始终没有放弃读书自学。他穷尽
一切可以找到的文史哲书籍，珍惜每一个劳
动的间隙。读纸质的书，也读中国社会这部
“天书”。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中国农民的
艰辛困苦，也引发了他对中国为什么“一穷
二白”的长久思考。这是他有志于国情研究
的重要原因。胡鞍钢说：“这段生活让我感受
到了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真正含义。”

&#(! 年，河北矿冶学院（今河北理工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在野外勘探队工作
的胡鞍钢手上。%"周岁的大龄青年庆幸自己
开始了第二次青春，最终还是走上了实现“中
国梦”的知识报国之路。

这 &$ 年的生活对于胡鞍钢的影响显而
易见。无论是给清华本科生开课，还是对中央
国家机关司局级自主选学班讲座，胡鞍钢都会专门提到“文
革”话题。“天下大治的情况太难得，太应该珍惜。”他对国家
发展的各种预测都有一个总前提，那就是社会环境长期稳
定。

“知识报国，知识为民”

几乎在所有和学生相处的时间里，他都在讲述新的研
究成果，传授知识和对研究工作提出要求。在勤奋方面，胡
鞍钢的身教甚于言传。他将每天 %)小时严格分配到读书、
写作和教学以及休息上。一不担任行政职务；二不参加各
种应酬；三减少非学术活动时间；四是专注于研究与教书
育人。

他的博士生杨竺松说：“如果胡老师因为已经有了很
高的学术声望和影响力，便停下笔来安享已经拥有的资
源，那么学生对他可能并没有多少崇敬；极其难能可贵的
是胡老师坚持将学术上的勤勉和孜孜以求当作生命当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你看不出来他已年届六十，还是一位严重的糖尿病患
者。走路大步流星，年轻人跟在后边一溜小跑；说话激情
四溢，兴致高的时候你基本插不进去话。在采访中，他会
时不时带着京腔问“你懂我意思了么？”杨竺松说：“胡
老师这句口头禅说得越频繁，表明他和你讨论的兴致越
高。”果然，这句话说上几遍之后，他的声音、调门也提
高了，眉飞色舞。

他不用手机，反感那种浸淫在利益里的交情，崇尚
“君子之交淡如水”。

比起勤奋，胡鞍钢作为学者的“纯粹感”对学生影响
更深。“知识报国、知识为民”的理念正从他这里传递到
下一代身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出
建设性的建议，成为建设者，而不仅是批评和旁观。”胡
鞍钢的博士沈若萌说。

他珍视为人师者的身份。在面向清华本科新生的大课
堂上，胡鞍钢每次都会勉励年轻一代志存高远，做国家的
栋梁和民族的脊梁。他常常为清华学生开设各种讲座，还
讲党课、团课，基本场场爆满。
“中国梦”需要更多年轻的追梦者。谈起他近几年致

力于推动的绿色发展问题时，胡鞍钢说：“我要终身推动
这个事情，我的学生也要跟我一起推动下去。我

会充分利用我的课堂去传播绿色发展的
理念。”

（据 《光明
日报》报道）

"月 &%日，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主
办、历时 *年的公益性“人性与爱———李自健油画祖国巡展”在国家博物馆降
下帷幕。

"月!日，著名旅美画家李自健庄严捐出扛鼎之作———《南京大屠杀》，称“这
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

创作《南京大屠杀》全球巡展

巨幅历史油画《南京大屠杀》宽 *+%米、高 %+&米，展现了 &#*(年日军在
南京屠城的场景，隐含着中华民族巨大的悲怆、不屈的精神。 《南京大屠杀》
&$年来全球巡展 &$多个国家、展览 )$多个城市。“我将警世之作捐赠给中
国国家博物馆，期待在中华民族宏伟的文化圣殿里向世人源源不断地传递特殊
的能量。”李自健说。
《南京大屠杀》在美国、荷兰展出时，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百般阻挠，甚至

对画家本人威胁，但李自健不为所动，勇敢坚持全球展出。这幅作品 %$$$年
由星云大师与画家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被永久珍
藏并陈列展出。%$$*年，李自健在美国重新制作，并将其加入“人性与爱·李
自健油画祖国巡展”阵容中。“我把它画到最大，巡展一路走来，要斜着搬进
货柜、%$几个人抬进展厅。一次次展出，就是为了要把日本军国主义钉在历
史耻辱柱上。”李自健说。%$$'年，他荣获“南京国际和平特别贡献奖章”。

日本著名文化大师池田大作看到这幅画时，哭了。他邀请画家去日本，
)'$$名东京创价大学的大学生起立鼓掌……“将‘人性与爱’画展带到爱好
和平的日本民众面前。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展厅中，一个泪流满面的小女孩
在留言本上写下一段话：“我叫小云杏子，今年 &*岁，来中国 &$年了，看到
《南京大屠杀》，我震撼了，对日本曾经犯下的暴行感到羞愧，我要对所有中国
人说一声‘对不起’。”

举办公益性巡回个展

李自健，崇尚“为人生而艺术”。这位海外华人艺术家自 &##*年起，在世
界 *$多个国家举行 (%次非商业性《人性与爱》油画巡回个展，全球观众累计
逾 *"$万人次。(%次独立展览对观众全部免费。从第一次办展，他就定下自

力、自主、自费原则。他没
有策展人、经纪人，也不拉
赞助。妻子是唯一的助手，
从联系展馆到帮忙打包，一
路相伴。麻烦没少碰，诱惑
也并非没有。有画廊看好李
自健，想“买”下他，他拒
绝了；有富翁想无偿提供资
助，他婉谢了，“正因为这
样，我才得到了更广泛更重
要的支持和自由。”
“人性与爱·祖国巡展”成

为国家博物馆开馆以来最大
规模的个人油画展，集结了画
家*$年作品总汇，以&"个系列%'#幅油画的超强阵容在)个宽阔展厅精彩呈现。

李自健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小工商业者家庭，早年家道中落，在十口人之多
的大家庭中，度过了艰困坎坷的童年。上世纪 #$年代初，抵美不久于困顿迷
茫中的画家，在洛杉矶幸得星云大师赏识与力助，摆脱生存困境，历经 "$$个
日夜劳作，创作出近百幅充溢人性大爱的油画作品。“我想用作品为祖国讲
话，向全世界诉说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国人生活中的美好、感动与坚持。”

近 *年，画家和妻子又在编织一个“中国梦”：%$&$年 )月，李自健再次
集结被海内外收藏人士与机构收藏的代表性作品，连同一批新作，组成“人性
与爱·祖国巡展”新阵容，于中国美术馆拉开序幕，开启长达 *年、跨越两岸、
纵横 %)个主要城市的 %"次公益性巡回个展浩大工程。

*年浩瀚旅程，&!)万余观众参观，屡次创下展览城市个人艺术展画展规
模与参观人数的纪录，留下近 *$$本逾 )万余条观众留言，李自健说，祖国观
众的真情感言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

李自健多年坚持慈善义举，捐建希望小学、修建乡村公路、资助失学儿
童、专设奖学金支持贫困大学生。近 &$年来，他每年都要资助 &$$名正在求
学的中国大学生。最近他又捐赠 '$$万元人民币，在母校广州美院设立“人性
与爱李自健艺术奖助学金”永久基金。他说：“这些是我毕生奋斗打造的‘人
性与爱’这件大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