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观古今，但凡有所成就的人，大都善于读书。
现今通讯发达，信息灵便，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读
书空间，古人却没有这样的便利，因此好的读书方
法显得尤为重要。

孔子“思、问、习”。他说：“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
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陶渊明“不求甚解”。明代状元杨慎说，陶渊明
读书不求甚解，是不为两汉以来经书中的繁琐考证
所左右，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陶渊明要的就
是有目的、有辨别、有分析地读书。

韩愈“提要钩玄”。他在 《进学解》 中用两句话
概括了自己的读书法：“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
必钩其玄。”之后，对书中的浓郁之处和英华部分，
必须反复涵泳，才能把文章的妙义要道化为己有。

欧阳修“计字日诵”。他根据自己的需要，精选
了《孝经》、《论语》、《诗经》等 !"部书，总字数

为 #$万多字，规定每天熟读 %""字，用三年半全部
读完；每天背诵 !$"字，只要 &年就背熟了。他说：
“虽书卷浩繁，第能加日积之功，何患不至？”

苏轼“一意求之”。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
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
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即“求一”，如阅读经典著
作，每读一遍，只围绕一个中心，侧重一项内容，抓住
一条线索，解决一个问题。这样的读书做学问，好像打
仗一样，把敌人化整为零，各个击破。

朱熹“体会、循序、精思”。朱熹说：“为学读书，须
是耐烦细心去体会，切不可粗心……去尽皮，方见肉；
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关于循序，朱熹说：
“以二书言之，则先《论》（《论语》）而后《孟》（《孟子》），
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则其篇章之句，首尾
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关于精思，朱熹说：“大
抵观书须先熟
读，使其言皆
若出 于 吾 之
口； 继 以 精
思，使其意皆
若出 于 吾 之
心。然后可以
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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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协
会资深研究员詹姆士·库尔斯在 《国
家利益》 杂志有关帝国的特刊中写
道：“今天只有一个帝国……美国是
全球性的帝国。”不知是否因为“帝
国”一词过于敏感，美国政界普遍选
择否认，前总统尼克松更是指出：
“美国不会成为罗马帝国也不会成为
大英帝国，美国就是美国。”

对美国是否为帝国这一设问，
《巨人》的作者尼尔·弗格森倾向于肯
定的回答，不过，他又觉得美国至少
是一个不同于历史上的那些以殖民、
霸占资源和种种利益为目的的特殊帝
国。大概因此，他为本书取名 《巨
人》而非《帝国》。
《巨人》 是一本综合反映美国国

际关系与战略的著作。作为知名历史
学家，弗格森在解读美国历史表现得
相当熟稔，文笔自然流畅，充分反映
了作为学者的深厚知识存量。

但弗格森关于联合国与美国关系
地位的论述却让人颇觉错愕。作者堆
积了大量逻辑上并不充分的理由，认
为“联合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创建
的”，“美国需要联合国，但是这并
不意味着对联合国的所有国际协定美
国都会同意签字。联合国需要美国，
所以它必须容忍它的这位主要赞助
人。”

联合国的存在价值勿庸置疑。
!2#$ 年 !" 月 -# 日在美国加州旧金
山签订生效的 《联合国宪章》，宗旨
之一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
此确立了这样的目的：采取有效集体
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
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
坏；并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
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
国际争端或情势”。同时确立了“各
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在现代国
际关系架构中，联合国的地位不容动
摇。

从另一角度看，美国也并不能保
证所有战争就一定是正义的。而是否
正义，也不能仅由美国式思维作出片
面的回答，更不能仅仅寄望其所谓的
良好愿望。当年小布什和布莱尔信誓
旦旦，坚称伊拉克有大规模化学武
器，后来的结果路人皆知。尽管美英
毫无悬念地取得了胜果，但同时也为
国际秩序酿下恶果。如果联合国不足
以成为遏制战争的控制阀，军事干预
很可能成为常态，相较于萨达姆，这
一隐患更应令人警醒。

历史上的许多帝国表现得更为赤
裸裸，更为残暴。今天之所以这样的
现象鲜有发生，理应归功于人类社会
的共同努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
有了联合国这个公开博弈舞台的存
在。历经半个世纪的联合国，也许在
某些方面有改革的必要，但如果它成
为某一大国附庸，其存在就不可能带
来真正的和平，反倒像是一种工具。

不可否认，美国的政治、经济、
科学、教育等，几乎均处于世界前
列，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至今无人匹
敌，综合国力无比强盛。美国能取得
那么大的成就，与其开放与包容性、
对个体权利的充分尊重有密切关系。
然而，这种源自美国本土的光荣传统
并未有效影响到美国的境外政策，这
令人颇为郁闷。

我们需要帝国
还是
联合国？

———读尼尔·弗格森《巨人》

禾 刀

初识“星巴克”是在梅格·瑞恩和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 《网上情缘》
里。几乎同时，星巴克在北京国际贸易中心开了中国大陆第一家咖啡店，店一
开张就涌进了不少中国人外国人。我也慕名去了一趟，还在国贸一层的走廊
里，浓浓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时间过得真快，想想这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往
事。

之后，星巴克的连锁店一家接一家地出现在北京、上海的街头，十多年间
已数不太清有多少家了，用一个小学生常用的词儿“雨后春笋一般”一点也不
过分。如今北京、上海新建的商厦、写字楼、住宅小区都拉星巴克入伙以示身
份，高档住宅区的广告词写着“有绿地、健身房、星巴克……”云云。现在星
巴克又向中国二三线城市扑去。

-"""年星巴克第一家上海店开业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星巴克创始
人、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和美国《商业周刊》资深记者多丽·琼斯·扬合
写的《星巴克咖啡王国传奇》，讲述了星巴克从仅有西雅图的 #家小店到遍布

美国 !-"" 多家咖啡店、
再到世界各地连锁店的经
历，这是一个新时代的美
国梦。

舒尔茨把咖啡店装点
成生活的绿洲，星巴克在
一些社区成了除家庭和上
班地点以外的“第三个好
去处”，是“一个舒适的
社交场所，就像是前厅的
延伸”。舒尔茨说：“星
巴克拥抱悠久的遗绪，才
能和民众产生共鸣。我们
从自己的历史和更遥远的
咖啡文化撷取力量。”理
念之外，当然还少不了咖
啡好喝，纯咖啡、卡布奇
诺味醇而独特……

也就是那一年，舒尔
茨从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上退下来，只担任公司主席。从那以后，星巴克起了变
化，自动浓缩咖啡机提高了服务速度，却使浪漫氛围大打折扣；为提高扩张效
率而精简了店内设计，失去了昔日门店的灵魂……由于过分追求增长，忽略了
公司的运营，对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再那么重视了，-""& 年星巴克开始走
下坡路。

-""+年舒尔茨重操旧业，推出了“吸引并激励我们的伙伴”、“点燃顾客
的热情”等七大举措；这年 -月 -*日，全美国的星巴克门店关门一天，进行
“历史意义重大的店内教育和培训活动”。在舒尔茨的努力下，-"!" 年 2 月星
巴克创造了历史上赢利最高的财务年度，过去的星巴克回来了，还成就了新的
业绩，于是也成了 《财富》 一类财经杂志重整河山的经典案例。舒尔茨说：
“每个公司都必须推动自我更新和改造，不断挑战现状。”

舒尔茨又和《福布斯》杂志的撰稿人乔安·戈登合作搞了一本自传，中文
本的书名起得很冲———《一路向前》。书中是这样描述今天的星巴克的：“有无数
的时尚达人们，他们坐在笔记本电脑前搜索信息、下载资料、听音乐，浏览或撰写
文章、博客、商业企划、简历、信件、邮件、即时信息……他们随心所欲地做着自己
想做的事。想想那些疯狂地敲击着键盘或是在餐巾上乱涂乱画的人中会有多少
正在创建着下一个谷歌、阿里巴巴或者 34/56007，又有多少人正在构思一本小
说或是谱写一段乐章呢？也许，他们还爱上了坐在身边的某个人。”

我倒是觉得，坐在星巴克发一会儿呆是最舒服的事情。
《网上情缘》中有一句台词，意思大概是：顾客一进星巴克就面临六种选

择，喝哪种咖啡？大、中、小杯？冷的、热的？加不加糖？加低脂还是脱脂
奶？要不要低咖啡因的……舒尔茨在新书中引用阿尔贝·加缪的话：“人生是
所有抉择的总和。”

咖啡是欧美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形态，而中国人早有喝茶的传统。星巴克一
路向前，中国人会如何选择呢？

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果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吗？孙坚出身不过一介
胥吏，后来孙氏家族三分天下有其一，是谁给的机会呢？官渡之战，盟友刘
表因何坐视不理？曹操以弱胜强的原因在哪里？赤壁一战，究竟是谁和谁之
间的战争？汉献帝为何同意和平转让皇权给曹丕，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年 *月，《百家讲坛》 最年轻的主讲人、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姜
鹏新书《三国前史：一个傀儡的力量》由西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替“小
皇帝”汉献帝翻案的历史普及读物，姜鹏提出“汉献帝不仅不是一个庸懦、
无能的傀儡皇帝，而且还是一个对那个时代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愿意牺牲
自己换取天下太平的伟大君主”的观点，跳出“成王败寇”的庸俗历史观，
从汉献帝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三国历史，使读者充分领略到另一种研究历史的
框架和深厚的人文精神，可以丰富读者对历史、对人生的价值取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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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书法长卷出版

中国书协理事、安徽省文联副
主席吴雪，以著名诗人严阵的诗歌
为内容，书写了笔墨酣畅、气象宏
大的草书长卷，将“我们需要一个
新的梦 !需要一个!新的 !中国梦”的
豪情作了更强力的演绎。近日，人
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这一书法长卷
作品集。 （范秋晗）

最近，中央国家机关搞了一个阅读文化调查，评选出了
“最受中央国家机关干部欢迎的 !"本书”。 （见 *月 !&日华声
在线《上司荐书，基层干部必读》报道）

这“!"本书”中，最受欢迎的首先是党史类的图书，这反
映了官员们对执政党的历史颇有兴趣。比如排第一位的是《苦
难辉煌》，这是一本描述中共早期历史的“纪实文学”，特点是
“用散文的笔触描述历史”，作者金一南是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所长，据说销售量已经超过了 !""万册。

另外还有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作为最权威的官方
党史著作，这一卷中关于大跃进、关于文革，都有一些不同以
往的论述。这其实也符合了部委官员近几年的一贯兴趣———此
前的 -"!" 年，中组部开始进行部委司局级干部的“选学”计
划，当时中央党校最受司长们欢迎的热门专题班是“中共党史
重大事件与人物”，分别是对延安整风、大跃进、“文革”的
解析以及对陈独秀历史功过、胡耀邦与拨乱反正、离休后的邓
小平的评判。

这个“最受欢迎”的书单中，还有沈志华所写的《一个大
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沈志华是著名的中苏
关系历史实证研究者，提出很多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发现，如今
他的书为中央机关干部推崇，却也佐证了人们对历史真相的普
遍渴求。

官员们阅读的第二类图书是经济类的，其中有林毅夫的
《中国经济专题》、吴晓波的被看做是描述中国改革内在商业逻
辑的书《激荡三十年》。还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
里德曼的名著 《世界是平的》，这本描述全球化的书早已经蜚
声政坛。更早的时候，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当时还是广东省
委书记的汪洋曾经向自己的下属公开推荐过，作为“寒假作
业”布置给官员，要求“多一点读书学习，少一点吃喝应酬”。
汪洋同志并对 《世界是平的》 的内涵“身体力行”，与网友亲
密互动，另外他还邀请作者弗里德曼来访……也因此，此书广
为人知。

这个书单还包括了 《曾国藩》、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
的崛起》和《历史的轨迹：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

记得《人民论坛》曾在全国
范围内组织过“万名党政干部阅
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三成
多干部每周读书不到 %小时。这
又让人想起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曾
对各级领导干部在读书方面提出
的要求———要真正把读书学习当
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
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做到爱
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此外，我们
还常看到新闻，一些领导同志倡
导各级公务员加强修养、多读好
书，并且确定了干部读书日。所
以，提倡干部多读书，读好书，
乃当务之急，形势所需。

今天，阅读不单是中国高官
的个人兴趣，更应成为整治官风
的一种特殊工具，成为时代对于
中国高官的基本要求。甚至有的
文化批评认为，年轻干部易成腐
败高危人群，更应注重阅读可以
提高道德修养、政治觉悟方面的
好书。

通过阅读，修身养性也好，
获得知识和经验也好，追求真理
和思想也好，或是以书施政也

好，或是悟得政治智慧和社会学经验，接受政治教育和教化
等，的确是我们人类所总结的读书的智慧和经验。我国的古籍
《礼记》中就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诸葛
亮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罗大经《鹤林玉露》
乙编卷一《论语》载赵普对宋太宗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
此 8《论语》9，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
平。”这就是著名的“半部 《论语》 治天下”的典故。而“半
部《论语》治天下”，可说是阅读的政治功用的最精妙的解释。

当今社会，官员干部身在各种矛盾漩涡的中心，要经得住
权力、金钱、名利、美色的诱惑，就应当从读书学习中汲取精
神食粮。这是一种政治读书，或说政治感悟式的读书，也以借
此提高政治自我和道德自我的
高度。这种帮助提高自身修养
的阅读，不仅对官员干部，就
是对我们普通人也都具有重要
意义。

中国党政干部

热衷读什么
杜 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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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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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晞

最初知道德富芦花，是那篇《相
模滩落日》：“落日由衔山到全然沉
入地表，需要三分钟……太阳落一
分，浮在海面上的霞光就后退八里。
夕阳从容不迫地一寸又一寸，一分又
一分，顾盼着行将离别的世界，悠悠
然沉落下去。”当时我就想，德富芦
花是不是拥有一支神来之笔，要不
然，他怎能将落日的三分钟写得如此
动情，如此传神，仿佛每个字词都在
他的笔下幻化出万道光芒。
《自然与人生》 是德富芦花散文

代表作，分为“面对自然的五分钟”、
“写生贴”和“湘南杂笔”三个部分。
买这本书的时候费了不少周折，跑了
几个书店，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德富芦
花的名字，后来在网店搜索，也只搜
出有限的几本，译者各不相同，而且
多是缺货状态。关注了两个月左右，
终于买到了陈德文翻译的版本。

德富芦花是日本近代作家，他原
名德富健次郎，因“天南地北年年客，唯有芦花似故
人”，取笔名芦花。在论及自己的写作意图时他说：
“题目定为‘自然与人生’，并不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论
证大地和人类的关系，只不过是将几页关于自然界以
及人生的写生文字公布于众罢了。”

他在清晨 *时许邀请有情趣的人观看富士山的黎
明：“海湾尽头泛出的淡蓝色……唯有一抹蔷薇色的
光……江之岛一带紫气缭绕……苍穹泛出鹅黄，再变
为淡蓝……”德富芦花像个肆意渲染的画家，丝毫不
吝惜手中的颜料，让人感受到颜色的千变万化。

他登山访花，“黄昏的风轻轻吹拂，满山茅草漾

起了青波。花在波里漂浮，宛若摇曳在水里的藻花。”
他路边谒寺，“古寺，梅树三两株。有月，景色愈
佳。寺内无人。唯有梅花两三株，状如飞雪，立于黄
昏之中。徘徊良久，仰望天空，古钟楼上，夕月一
弯，淡若清梦。”

他不仅描绘美丽的自然现象，还怀有哲人的思考
及悲悯的情怀。雨后的檐沟清浅，“却把整个碧空抱
在怀里……相形之下，人类赤子的世界又是多么褊
狭！”“君不见，农家的炊烟虽出自茅屋，却在冲天
而行吗？”“是朝日！朝日啊，你虽无限广大，却甘
愿宿于一滴露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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