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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客观记录忠实历史
张稚丹

《朱镕基答记者问》，发行
$.%

万册；

《朱镕基讲话实录》（一套四本），发行
$/%

万套。

细处收拾百姓心 蓝图勾画新天地

$0'1年，朱镕基从国家经委副主任位上“空降”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
$0''年被选为市长，后任市委书记。

朱镕基接手时，上海正处于尴尬的转型期，一方面原来计划调配的能
源、原材料必须议价购买，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年财政收入由 $0'2 年的
$'$亿元滑落至 $0''年的约 $2.亿元；另一方面，因为历年财税大多上缴国
家，上海在城市建设方面欠账多年，民生问题突出。
“李瑞环同志认为，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

民的信心……否则，干什么都没有人响应。”从城市建设入手难度大，也不
具备经济条件。朱镕基向李瑞环请教后，将副食品供应作为突破口。市民住
房拥挤，他向当时还是香港仲量行董事的梁振英谦虚请教，拿出国家、企
业、个人一起努力的政策；市民上下班要花两三个小时，他拍板规划环线快
速路，筹建地铁……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原副主任郑辛逸评价说，他问题抓得
准，工作思路对。“两桥一塔”（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东方电视明珠塔）
矗立，市容一年一个样，使人民深受鼓舞。

作为市长，他的眼光又要着眼全局和未来———
上海精耕细作多年，潜力基本挖尽，陷于人口拥挤、交通困难、工业集

中的困境，而一江之隔一片空白的浦东靠海有港，正是上帝赐予的宝地，是
上海未来的希望。朱镕基大力筹划，接二连三地向中央汇报请求，$00%年 /

月终于获得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他要求按一流国际城市的标准规划浦东，并
设想在最北端建一个迪士尼乐园。黄书元说：“在 )%年前，上海包括全国，
很多人都存有疑虑。”可以想象，需要什么样的眼光和坚持，才能成就今天
的辉煌壮丽。

借开发浦东之机，朱镕基提出“同世界经济接轨”，大胆推出关税豁免、
自由进入、土地批租、开放外资银行、推行股份制等一系列特殊政策。

他着手组建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外商投资项目从原来要盖$)&个章
改为一个图章完成全部审批手续，令外资进入上海的速度和规模成倍增加；

上海实行财政包干，他将财权、行政和社会事务下放权力给区；将经济
管理权由委办局分权给企业，实行政企分开；

他大刀阔斧调整产业结构，领导传统工业“金蝉脱壳”、“返老还童”，
同时大力扶持电子、汽车、信息技术等新一代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被小平
同志称赞为“懂经济”的领导人。

$00%年$)月$0日，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
短短 /年，他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都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镕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而书封这张他在上海工
作时期的照片，却显得温和、明朗。

他的从政之路非常奇特，因为给党组提意见被打成“右派”蹉跎 )%

年，而从正处到副国仅用了不到 $%年。“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
里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0/1年找到了党，
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
党的事情我就要讲。”

作为市长的候选人同人大代表的见面会上，他不谈政绩却讲了自己三
条缺点：没有基层工作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经验、性情急躁，缺乏领导者的
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

为什么急躁？“看到人民群众疾苦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事情办得这样慢
吞吞，特别是那种不负责任的情况时，我的心里就发急。”“很多同志都很
爱护我，说我的脾气太大了，批评人家太狠了，往往当着别人的面使人家下
不了台，而且今天要撤这个人的职，明天又要撤那个人的职，有没有想过自
己将来是怎么样的下场？……但是不公开批评，往往难以使大家吸取教训。
所以，我把自己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同志们，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
为上海人民服务好。”

尽管这样，当时的照片上，他周围的人脸上却多是全神贯注和由衷的笑
容。因为他做的是实事，循的是正理。他常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
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去基层
调研，他常常一碟青菜，一碗阳春面。企业准备了午宴，他转身就走，2%&位局
长效仿，政界风气为之一变，街头巷尾百姓赞美不绝。

体制原因造成的国企厂长不尽责任、机关干部拖沓不作为，要靠他
个人的铁腕来改变。到上海几个月后，他发现自己的许多批示如泥牛入
海，提出“久拖不办要追究一把手失职”，“不一抓到底，什么事也办
不成。”促成了领导重要批办事项的督办制度。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
为，这位共和国的第五任总理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第
一，为中央作出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浦东的
开发影响到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第二，他在上海提出建立
廉洁高效、服务型政府（中央正式提出服务型政府是在 )%%1年
的十七大）；第三，注重民生，真抓实干（我们从国家层面上
开始关注民生是 )%%.年非典后）。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认为朱镕基
锐意进取，敢于也善于改革开放，该书语言朴实、内容
厚实，工作务实，找不到官话、套话、空话，也没有
正确的废话，没有形式主义，是治理特大城市的经
验总结，堪称今天为官理政者的一部活教材。

一位离开政坛十多年的政治家为什么能引
来如此多的关注？因为他对这个国家、对党和
人民的无限热爱，因为他非凡的才干和智
慧，因为他刚正不阿的秉性和勇担大任、
勇往直前的气概。所有这些，在他主
政上海期间，都已有所表现。

不管历史对于他的某些
经济举措最终如何评价，
但他一颗为国为民的
心，却是可昭日
月。

'月$)日，由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向全国同步发行，首印数为$$%万册，这是个惊人

的数字，一本书能卖2万册就算畅销书了。“因为《朱镕基讲话实录》发行时，印刷跟不上，所以这次吸取教训，一次印好。”人民出版社

社长黄书元笑称朱镕基为“超级畅销书作者”。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镕基就任总理时这段誓言犹在我们耳

畔。钢铁不是一天炼成的，当总理前他是怎样工作的？$0'1年$)月至$00$年/月间他主政上海，经常即席演讲，或幽默或严肃，充满生

动的个人色彩。出版社将大量仅有录音或录像的即席讲话整理成.%%多万字，最终挑选出.%多万字编入《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2岁

高龄的朱镕基审阅了全部文稿，他定了一个选文原则，就是忠实历史———凡别人代笔起草的、已经公开发表的一律不选。

透过这本书，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工作思路、工作作风、襟怀和个人魅力。

由著名书法家及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主编、中
版教材有限公司和华文出版社 )%$$ 年共同研发的
中小学 《书法》 教材，如今在国内已推广到 $& 个
省，超过 .%%%万学生学习。'月 )2日，在“首届
华文书法国际文化节”上，华文出版社与意大
利、西班牙、埃及、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出版
机构签订了该书版权输出合同，将汉字书
法推向世界。

华文书法国际文化节总顾问、全国
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发表了生动、独到
的讲话，他说：文字是文化的载体，
充分代表了民族的精神和性格，
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和汉文字分
不开。有文字，就有书写，就
有书法。回溯历史，文化发展
繁荣时期也正是书法发展创新
最丰富的时期，和经济不一
定有关，和文化一定有关。
今天中华民族已经站到一个

新的高度，书法走向世界，但我想首先要搞好本国
的书法。和民国时期相比，我们的平均水平是下
降的，大学生不如那时的高小程度。是不是有了
电脑就可以不写字了？技术上可能，但那样汉字
就变成了拼写文字。汉字是形象的文字，几千年
来，孩子们都是写着汉字成长起来的，他的大脑
发育、智力发展与书写汉字直接相关，才拥有中
国人特有的智慧和思维方式，没有了汉字，我们
还是中国人吗？

所以我们要坚持写汉字，并且写好。提高和普
及，当前尤其要做到普及。我有点担忧，书法进课
堂，应试教育下，学生会不会好好写呢？老师能不
能写好呢？我建议下一步，师范学校毕业生一定要
过书法关，至少横平竖直，否则不能毕业。不管城
市还是农村的课堂，小学生写字都是一个姿式，为
什么离那么近呢？因为我们没教学生拿笔，拿得太
下面，手挡住字。老师为什么没有提醒？这么一个
细节，造成上亿的学生变近视眼。做事情要从细节
做起。

韩启德：

师范学校毕业生一定要过书写关
小 章

天禄琳琅，美好的名字。$1// 年，乾隆帝命内臣检阅秘府藏书，择宋元
明之精善本进呈御览，御题“天禄琳琅”。“天禄”，取汉代宫廷藏书阁“天禄
阁”，“琳琅”即美玉。嘉庆二年 （$101年），这套藏书不幸遭火焚毁，于是
重新甄选善本 &&/ 部入藏。清末民初，“天禄琳琅”散落于世界各地，现存
&%% 部左右，国家图书馆藏有 )11 部，.2%% 余册，因入藏前曾遭水浸，如今
$%!存在纸张糟朽、絮化、粘连、原装帧结构解体等问题，急需抢救性修复。

'月 )1日，“天禄琳琅”珍籍修复正式启动。这是继《永乐大典》、敦煌
遗书等国家级珍贵文献之后，又一次文物级别高、修复数量大的专项修复工
程。国图将延请古籍修复专家，调集精兵强将，秉持安全、真实、最少干预、
可逆、可识别等修复理念，用 /"2年时间完成修复工程。 （张 鹏）

“天禄琳琅”珍籍修复启动

为纪念抗战胜利 &' 周年，
西苑出版社策划了“最真实的抗
战”系列，'月出版的 《血战腾
冲：极边第一城从沦陷到光复
（$0/)"$0//）》 是其中的第三部
作品。军旅作家沉石六下腾冲，
采访抗战老兵、翻检相关史料，
写出了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反
映腾冲城从沦陷到光复这段历
史的军事纪实作品，以真实人
物为原型，塑造了一批商人、绅
士、农民等百姓小人物中的抗日
精英，重现了腾冲反攻战这一全
民抗战和焦土抗战的典范。

（李 涛）

《血战腾冲》
重温血火历史

陈廷一新近推出的《民国四大家
族》系列，把“蒋”、“宋”、“孔”、“陈”这
民国“四大家族”拉入系统而宏观创作
视野，史诗性地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中
国百年历史画卷，反映了“现代化”航
程中的险滩与历史漩涡。

如何透过政治的遮蔽探究历史真
相？如何重新认识与评价这些历史人物？

在作家看来，彻底颠覆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使民主
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的辛亥革命之前，是中华民族受辱的
百年。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到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孙中
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是中华民族走向自强、新生的过
程。梦想，是一个民族美好的期许；而过程，常常风云变
幻。在这个意义上，作品展示的是百年中国的“追梦史”。

陈廷一写政治，但又通过历史叙事淡化政治，在文化、
历史、政治的多维视野中，多元呈现人物心灵。如以宋氏姊
妹漂洋过海接受西方现代教育为个案，形象呈现知识分子
“现代心灵”的塑造过程，而这些“现代心灵”又拨弄着中国
历史的不同“节点”。

他用重大的、富有“意味”的历史事件———如辛亥革
命、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文化复兴运动、国共两党交战、国
共联合艰难抗日、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等来展示历史人物

的性格、思想的演变逻辑，从初期到后期，他们作为主体因
素对历史发生影响，同时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追求和个人
命运都因时代环境而发生很大变化。

该系列蕴含了陈廷一的历史观：历史兴衰不是偶然
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他通过系列历史人物，探究一个
政治集团、一个政党兴衰的规律。他写了蒋介石的正义感
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及国家责任感，也写了掌握大权之后，
政治角色变化导致他的另一政治走向，来揭示国民党政府
政治危机与政治腐败的根源，以此说明：任何政治家和任
何政治集团，不管多么强大，只要背离人民的意愿，就是
他们自掘坟墓、悄然走向政治死亡的开始。

当代人观察、探究历史，不可避免地融入当代人的观
念。《民国四大家族全传》系列，融入了陈廷一对百年中
国历史的观察、感受和反思，灌注了他的审美理想，体现
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历史自觉意识。

百年中国“追梦史”
谢庆立

顾维钧被称为“外交奇才”。他 )/岁获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博士学位，)1岁成为驻美国公使，./岁出任外交部长。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的亲历者。$0$0年，他拒

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使日本将攫取的山东权益合法化的企图失败；
他曾参与联合国筹建，$0/2年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0&1年，他应邀参加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先后有2位学者根

据他的口述、日记以及信函、会谈记录、电报文档等，历时$1年完成了英文版的《顾维钧回忆
录》，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背景和内幕，被专家称为“从私人角度看待历史的珍贵档案”。

该书中文第一册出版于 $0'.年，直到 $00/年才出齐，坊间少有整套留存。最近，中华书局将 $.

册重新排版，一次整套推出以飨读者。 （何明昕）

《顾维钧回忆录》13册齐发

浦东胜景 来源：百度

$0''年1月，朱镕基慰问上钢三厂战高温工人。

“民国第一

外交家”顾维钧

乡间痴人
孙长乐

$2 岁那年，我认识了许阳庭，他是个痴子，我
看的第一部长篇文学著作《西游记》，就是他的藏书。

我的少年时光是在农村度过的，“文革”后期，
我们全家下放到农村，在一个偏僻的小村落了户。许
阳庭是我家东邻女主人的弟弟，那时他三十几岁，成
天也不恼不怒，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家的墙根下，有时
也默默地干些家里的活儿。据说他以前是县里一所中
学的语文教师，“文革”初期有次遭到对立派一伙人
的毒打，昏迷了两天，醒来后便精神失常了。

那年暑假，我借了些课外读物，一有时间便坐在
我家梨树下看书。有天我捧着一本书正看得入迷，觉
察到有人来到我跟前，我抬头一看，是许阳庭站在那
里瞅着我，他的目光很柔和，使我一下子消除了平日
对他的畏惧感。他指着我手中的书，嘴里含糊不清地
咕哝着，以征询的目光望着我。我知他患病后就失语
了，猜了猜他的意思，说：“我打小就喜欢看书。”

他听了，呆滞的脸上竟有了憨憨的笑意。我曾听
说，他以前嗜书如命，他那当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父
亲也有很多藏书，老人去世后，那些藏书都归了他，
现在都还在他的屋里。于是问道：“听说你有很多
书，是吗？”

他点了点头，扯着我的胳膊，把我领到他的屋里。
他打开墙边的一个大木箱子，翻弄着里头的书给我看，
大都是些古典书籍，我觉得两只眼睛都不够用了，拿起
一套仰慕已久的《西游记》，如饥似渴地翻阅起来。许
阳庭乐呵呵地示意我可以把书拿回家去看，我大为
惊喜，连着向他道了几声“谢谢”。

那套《西游记》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版的，竖
排，有很多繁体字，我连认带猜，只能看个大概，
可也看得如痴如醉。看完后就再去换别的书，中国
的古典文学著作，我在那个时期大都浏览过。

有一天，我在一个同学家做作业，回来时看到许
阳庭蹲在他家房东头的道边，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双
眼冒着凶光，他的姐姐站在他的身旁，脸上满是无
奈。我走到跟前问是怎么回事，许阳庭的姐姐说他
隔三四个月就犯一次这样的病，光着身子待在外面，
有时还到处乱跑，若拉他回家或者给他穿衣服，他便
异常恼怒，又吼又打。我望着许阳庭，叫了他一声，他

慢慢仰起脸，呆呆地看了我一会儿，目光便移到了我挟
在腋下的那几本书上。这时我分明看到他的眸子亮了
一下。我想或许书可以唤醒他，使他恢复平常的精神状
态。于是便凑到他身边，翻开一本书，给他讲书里面的
故事。此法果然奏效，我讲了一会儿，就见他的目光软
了些，我就边讲着，边试着把他拉了起来，他也任我给
他穿上衣服，把他领回家里。

此后，许阳庭一犯病，他姐姐便把我找了去，
我便拿着书，给他讲书里的故事，待他情绪安稳了
些，我就给他穿上衣服，再与他在村里溜达一阵

子，他便恢复了平日的样子。
在我们家返回城市的前一年，许阳庭夜里发病，

自己出了屋，跌进了村里的水塘中，溺水而死。他的
大哥是旅顺海军的一名军官，也极喜古书，他原想来
料理完弟弟的后事后把弟弟留下来的书都发回去，听
说了我与他弟弟的事后，他执意要我选几套我喜欢的
书。推脱不过，我便拿了那套《西游记》，算是留作
纪念吧，那也是我的第一本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