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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中国合伙人》 热映后，不少观众直呼“励
志”。受此影响，相关创业人物、创业故事的励志类书籍
销量也随之走高。. 月 / 日， 《中国青年报》 刊登文章
《有一种毒药叫励志书》，认为励志类大多数是质量低劣
的噱头书籍，其充满蛊惑意味的夸张宣教容易让人产生
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色彩，进而破坏一个社会的平常心
态，故将其定义为毒药。

励志书一直是图书出版市场上畅销的图书种类，其
文化精神和阅读价值应该是点燃生命，唤起读者树立并
实现人生目标的勇气和力量。戴尔·卡耐基、拿破仑·希
尔等励志大师的作品长销不衰，早已被摆上神坛，更有
李嘉诚、马云这样的商界英雄续写神话，成为青年学生、
年轻白领、职场新人追逐人生理想的明灯。

由此产生一些问题：何为励志？怎样励志？在经历了$%

余年热销之后，励志书是否真的已变质成为“毒药”？

市场需要励志书

早在上世纪 /%年代，励志大师卡耐基的一系列书就
被引入中国。中信出版社历史上卖得最好的一本励志书，
当属 )%%$ 年出版的 《谁动了我的奶酪》，销量近百万。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负面情绪多，每个人都希望突出重
围。在无力改变环境的前提下，改变自我就成为一种内
在需求———这是励志书的土壤。

从最早的“成功学”、“潜能开发”到“心理学”、
“心灵修行”0励志书的范畴不断扩大，其拓展市场的速
度也是一路高歌猛进。急功近利、追求成功的普遍社会
心理，使得励志文化向着财富化、物质化、功利化、利
益化和世俗化的方向发展。

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黄亚洲表示，自己青年时代喜
欢读励志书，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雷锋日记》，
看励志书作用很大，甚至能影响人的一生，但那时候励
志书实在不多。现在各种励志书很多，“励”的也是各
式各样的“志”，有激励为众人利益献身的，有激励个人
奋斗以图“黄金屋”和“颜如玉”的，甚至也有激励你
采取“厚黑”之术以达各种极端目的的。这个年代的神
奇就在于成功的路径确有很多，大路小路歪路斜路都通
罗马，所以各种价值观念的励志书都大行其道，你甚至
不能褒贬某一种，因为每一类都拥有成批的范例。黄亚
洲认为，励志书适应了青年一代追求人生意义的渴求，
存在的本身是合理的，至于励什么样的志，励的方式是
否艺术、是否能打动人，这是另一码事，要反对“把婴
儿与污水一起泼掉”的做法。

粗制滥造会误导青少年

励志书是当代出版的重镇，也是假冒伪劣的重灾区，
原创的、高品质的、优秀的很少，缺乏系统性、理论性
支撑的劣作太多，败坏了“励志书”的声誉。据中国新
闻网最近一条消息说：杭州一家书店把图书论斤卖，按
照书籍种类标价，最便宜的就是励志书，只要 $$ 元一
斤！笔者走访了中国传媒大学附近的几家学生书店，发
现书店里的励志书很少，书店老板告诉我们，现在励志
书的销量不好。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认为，所谓励志，就是鼓
励青年人自我成才，帮他们建立发展创业的志向。一个
人的成才是个体成长的综合工程，包括家庭环境、学前
教育、学校教育、社会经历和个人努力等。但励志书把
复杂、综合、漫长的成才工程变成简单的、说教式的、
条块概念化的所谓成才技术的灌输，很多励志书越来越
虚、空洞无物、神乎其神，这样对青少年会有所误导。

$% 多年来，励志书的异军突起、热而不衰，看起来是
体现了“供需对接”的市场规律，但不少励志书不是说得邪
乎、想法偏激，就是内容千篇一律，以雷人书名、目录标题
博眼球，书中内容却空洞粗劣，为畅销而炒作概念。肖鹰表
示，在竞争强度日益增加的时代，每个青年都会面临非常
大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想用一种心灵鸡汤式的方式，
用简单的、立竿见影的、技术化的引导完成对青年人心灵
的安慰和对他面对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是一种带有欺骗
性的误导，它完全不能解决青年成长的根本性的问题———
怎样面对社会整体、怎样认知自我，这是需要从小到大的
人生教育、培养来完成的系统工程。肖鹰还尖锐指出，励志
书现在是一个有暴利可图的图书市场，出版界把这种图书
的功利作用无限夸大，完全违背青少年的心灵成长的培育
教育规律，无限度地炒作“励志”概念，极度刺激了市
场需求，把这个励志书做烂了。

毁誉参半的励志书需区别对待

现代社会各种压力不断增大，年轻人尤其需要有远大志
向，需要有应对逆境的态度和生命超越的精神来成就一番事
业，这决定了他们需要励志人物、励志精神和励志文化来深
刻影响他们的心灵、生命和行动。大学毕业后工作于湖北省
某设计院的李倩告诉笔者，读书培养的是一个人的素养，能
让心态变得更积极，更从容地应对各种困难。

当前，励志书市场从最初“只要励志就有人买”，到读
者越来越看重图书品质，经历了从青涩到成熟的漫长过
程，图书品质和实用性已成为其立身之本，开始面向不同
人群细分市场，比如《女人不狠 地位不稳》在女性中卖得
好，《谁的清楚不迷茫》则面向所有年轻人。黄亚洲认为，励
志书要发展，只能走提高理论质量、艺术质量的路。喜欢看
励志书的，选择着看，鉴别着看，边看边肯定或边否定，看
到后来就别看了，自己走自己的人生路。

文化要繁荣，一定要多元化。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们应该抵制的是夸大、过度的励志宣传，对于好的励
志创作，应给予生存空间。励志，更要“励德”与“励
格”。肖鹰也表示，一个青年人是需要励志的，但这种需
要不是靠一两本励志书就能完成的，最重要的是让他们
对人生、社会有广泛深刻的认识，有理性、准确的自我
定位。青年人要成才，就要注重身心、人格、心胸、视
野的培养，这种培养是长期的锻炼、阅读和修养得来的，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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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旅游的人都知道，柬埔寨是一个旅游的圣地，一
个鲜花绽开的地方。
《柬埔寨———五月盛放》是一本实用的旅游手册，也

是一本精美的摄影图集，作者卡门是一位捷足先登的中
国人。对于有钱出国的中国人，新马泰早就玩厌了，正在
向更远的非洲、欧洲、澳大利亚追求，考虑到高额的费用
和长途的劳顿，聪明的年轻人正收回眼光，寻找近处的美
景，比如黎明的吴哥和落日的金边……

1%年前，西哈努克常来北京时，柬埔寨国旗是在天安门
广场飘扬次数最多的外国国旗，这面国旗上的图案让我第
一次知道了吴哥窟。北纬$2!)&"、东经$%2!3%"的吴哥是柬埔
寨的象征。这里曾是高棉王国的都城，/世纪末到$2世纪初
鼎盛时期的高棉王国统治着南起印度支那半岛南端、北到
中国云南，东起越南、西到孟加拉湾的大片地区，创造了举
世闻名的吴哥文明。吴哥2%%多年的大规模建设显示着古代

高棉王国的财富和权势，也反映了这里的人民精湛
的技术和艺术才能。吴哥窟是高棉建筑中最伟大的
作品，吴哥$//)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
产。“什么是吴哥？吴哥是一段历史，吴哥是一个朝
代，吴哥是一座都城，吴哥是一群建筑，吴哥是一门
艺术，吴哥是一方崇拜。”

建于$121年的金边取代吴哥成为国家的首
都，直到今天。金边位于湄公河水系的4型交汇点
上，先是湄公河与洞里萨河相汇，再分流为前江和
巴萨河，城中有皇宫和波列莫罗科特佛塔等著名
景点。皇宫和佛塔多为金色屋顶，去过金边的人
说，金色的阳光洒在河面上，与金色的屋顶相映生
辉，是金边最美丽的景色。我不知道“金边”这个中
文译名的由来，只知道那是一座充满阳光的城市，
《柬埔寨———五月盛放》中有许多美丽的图片，有
一幅很让我动心：阳光、水面、妇女、儿童……图片
说明是这样写的：“这是我到达金边后拍摄的第一
张照片。所有的事物，包括人，包括他们的笑脸，都
被夕阳的光裹上一层喜庆的金色。”画面上所有的
人和物都被太阳镶上金边，这是不是也是对这个
市名的一种诠释？

卡门以书本知识回溯历史：若让时针逆向行
转，把时间往回倒数几十年，那里只有杀戮、地雷阵和空城……今天，这个国
家的天空下终于有了长久的和平，这个国家的人们虽然还说不上富裕，毕竟
有了笑颜，这就是历史，但愿时间从此不再朝战争和灾难轮回，而是在和平
和安宁定格。

1%年前，没有条件旅
游的中国人曾在电影纪录
片上跟着流亡的西哈努克
亲王和夫人看了看中国风
光，却无缘跟亲王看看他
的祖国，现在是了却这桩心
事的时候了。五月的柬埔
寨，凤凰花满树，让城市和
乡村灿烂如火。书中的所
有文字都在鼓励你上路，
干净利落地出发就是了。

陈昊苏的书房案头，堆放着不少书刊报纸，最上面
是一本胡先媛著《先民的歌唱———诗经》。而这次有关读
书的采访，基本上就是这位可敬可亲的长者与记者做了
一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亲切交流。

陈昊苏 $/1) 年生于江苏阜宁，是陈毅、张茜的长
子。他说，他小时候读的第一部印象深刻的书，是王云
五主编《万有文库》 中的 《水浒传》。他还清晰地记得，
这套书是把一个大部头的文学名著，分成了数十本，
“每本都薄薄的，只有两三回的样子，非常方便翻看。尽
管还有些字不认识，但慢慢地越读越有兴趣，最后把几
十本薄本都看完了。”他坦白承认，书中许多描述人物形
象的古典诗词，都略去不读，因为没有那个耐心。这部
书，在他心中深深地种下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种子。陈昊

苏回忆，那
时候，父母工作
都很忙，但是每次一有
时间，都愿意和孩子们交流读
书的事。父亲书房中古典文学的书很多，陈昊苏常常去
翻找自己喜欢的，除了《水浒传》，还看过唐宋诗词和元
曲的选本。母亲张茜是学俄语的，陈昊苏印象很深的就
是他在大连刚上小学时，母亲拿来一本普希金的童话诗
给他和弟弟陈丹淮读，里面渔夫和金鱼、牧师和长工的
故事，为他们打开了外国文学作品的新天地。但他最喜
欢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学、史学的书籍。上高中时，学
校开设了一门“文学”课，课文编得很有文学气息，从
《诗经》 开始，讲述诸子、 《楚辞》、 《史记》、汉乐府
等，类似“中国文学史”，陈昊苏上这门课总是兴味盎
然。

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他一方面结合工作需要去
读书，另一方面，仍然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读得津津有
味。联系桌上这本《先民的歌唱———诗经》，他认为写得
很好。书中说《诗经》在古代时被捧得很高，是“六经”
之首，其实就是一本古代诗歌的总汇，而十五国风都是
那时流行的民谣，表现百姓的生活，体现的是那个时代
的精神，因其历史久远，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现代人
不要把它想得很神秘，即使对历史了解不多，也能体验
当时人们在生活中表现的喜怒哀乐。

陈昊苏在中国对外友协工作了 )2 年，)%$2 年 & 月
退休后，更有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了。他说自己常读常
新的书是 《史记》，“司马迁的 《报任安书》，我百读不
厌”。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往往内涵丰富，“简约
也是重要的优点”。现代人生活的节奏很快，那些特别冗
长的古典名著，现代人通读起来很困难，最好出简约本，
“否则年轻人会不耐烦”。

采访中，陈昊苏即席大段背诵了鲁迅 $/)3年在《忽
然想到》一文里的话：“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
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
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 《五典》，百宋千元，
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
他。”陈昊苏认为，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化给以激烈的批

判，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鲁迅说这话时，中国国
力较弱，古典文化影响力受到削弱，无力担承挽救国家
命运的艰巨责任。所以鲁迅开‘青年必读书’时，建议
青年人‘少看中国书，乃至不看中国书’，要多读外国
书。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赢得了生存
和温饱，正在向发展的目标大步进军。古典文化作为中
华民族的命脉，显示出强大的活力，不仅不妨碍我们国
家的发展前途，而且对提高国民素质，与世界文明进行
成功的对话，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以为，鲁迅先生
如果还在，他的观察也会有所改变，不仅要读中国古代
典籍，而且要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与整个世界
进行友好有益的交流。现在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新时代，
中国人民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

陈昊苏 )%%& 年曾出版一本名为 《时空的跨越》 的
诗集，里面新诗和旧体诗参半。最近他又将出版一本
旧体诗集。“并不是写新诗就一定反映新思想，写旧
诗就一定反映旧思想。旧体诗同样是人民心声的表达，
一样可以写时代精神、时代要求，可以反映现代人的
痛苦与欢乐，也可以激励现代人向更新的发展目标前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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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保罗·肯尼迪（6789 :;<<;"=） 推出
《大国的兴衰》后，立即“震荡美国政界、学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这种热切关注既因肯尼迪的研究范式史无前例、别树一帜，也因为国运兴衰
的厚重话题触到了整个社会的情感“软肋”，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强烈
民族复兴梦想，矢志于大国崛起宏愿的国度。

肯尼迪从公元 $3%%年前后的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俄
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和中西欧诸国这些当时的“权势中心”切入，解构
3%%年来世界格局的变迁，逐渐拼接出一张张大国兴替的历史图景。

他分析侧重于经济与军事。在肯尼迪看来，欧洲始于城邦的争战“推动人
们寻求军事变革，而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
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二战中轴心国最终之所以战败，根本的原因在
于经济的无力支撑，这一分析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着高度神似。

究竟怎样才能算是大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乾隆时期的国力在世
界舞台上举足轻重：据当代学者的估计，>?6占全球 $52，粮食产量最高达
)%''亿斤，财政收入最高达 '%%% 万两，此 2 项均创下中国历史最高水平。
然而，乾隆离世仅 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便熊熊燃烧在中国的沿海
……最终，“亡在崇祯，失在万历”的历史悲剧在大清又一次上演。

在肯尼迪看来，大国不仅是局限于某一地域的崭露头角，而在于主导世
界经济和政治。大国之大不在于一国的庞大，而在于周边国家眼里具有无可
比拟的优势。

在肯尼迪的分析中，大国兴替一直与战争关系密切，几乎每一个大国的衰
落与另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不基于和平的模式。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战争无
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隐藏在军事战争背后的政治力量，或是大
国争夺的“始作俑者”。不过，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
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却认为，“当今世界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冲
突的背后原因不是宗教与经济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间的冲突”。

没有一个大国会坐视另一个国家的强大，直至替代自己，其路径选择不
外乎这么几条：或者通过战争直接削弱，不过往往是两败俱伤；或者在经济
范畴进行遏制，打压对手生存空间，败于冷战的苏联便是最好的例证；或者
通过全方位竞争，大力提升自己，此举被今天的美国运用到极致。

从世界发展潮流看，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文化逐渐
融汇到世界大家庭中来。不能说传统的大规模战争模式完全不会出现，但文
明力量替代历史上的野蛮传统将成为主流。这实际意味着，未来决定一个国
家发展壮大的空间，更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雄厚的人才实力。

人才，其实是看不见的“战争”。据统计，$//%年至$//'年，美国共引进了
$'3%万合法移民，其中2%@的移民有学士以上学位，大部分是))岁至1%岁的中
青年。而自$/.'年以来，有$%&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3万人回国。
“)$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对于渴望民族复兴的国人而言，没有什么

比人才长期大量外流更令人揪心的了。

大国兴衰的 密 码
———读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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