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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守旺 字子轩，1974年6月出生。北京大学书法研究
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8岁开始学习书法。现任中国书

画艺术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七号艺术馆馆长。2008 年
参加奥运会书画大赛获得银奖。2010年12月获得纪念

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书画名家名作展金奖。2012 年
获第四届亚洲艺术博览会优秀作品奖。2013

年书法作品参加中国书协纪念毛泽东
诞辰120周年书法大展。

初见郑也夫不免诧异，线条刚硬的脸上满是风霜之
色，牛仔衬衣、双肩背，快人快语，率直坦诚，看起来
与书斋学者相去甚远。1977 年考入首师大历史系、1979
年入读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哲学硕士、奔赴美国攻下丹佛
大学社会学硕士、在人大北大任教，任央视“东方之
子”主持人、“实话实说”总策划……长期地道的书生生
活，竟不能磨去他在建设兵团务农、造砖、伐木、采石8
年留下的印记。

他对书籍的爱好始于兵团时期。1968年，18岁的他
离开北京北上黑龙江。面对广漠的自然，精神感到严重
的饥渴，捡到什么就看什么，读了《第三帝国兴亡》、赫
胥黎的 《进化论与伦理学》，还有 《学习与批判》 杂志，
在那个时代这本杂志居然谈克隆技术，令他非常震撼，
也埋下了对生物学的热爱。朋友是个“天才少年”，用打
字机敲出外文读物寄来，他就凭借这个自修英语。因为
看得杂，涉及领域比较宽泛，他思维活跃，喜欢远联
接，影响到之后的研究。

他的读书原本可分为工作和爱好两部分，只是个性
消遣最后也变成了专业。因为见识到太多的比想象更离
奇的事实，他成为狂热的生物学粉丝，生物学读多了，
变成工作，写了《神似祖先》。腰椎动手术后，只能趴在
床上静养，什么也干不了，于是把一些过去想读却没读
的书看了个遍，读了胡风激赏的路翎所著的 《财主底儿
女们》，慨叹那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准。在他的书房
里，书籍装满了三面墙 10个顶天立地的书柜，还漫漶到
卧室、客厅、卫生间。平常除每期必买的 《南方周末》
外，他还爱看一个比较偏门的杂志叫《新发现》，介绍和
人类自身生存密切相关的科学话题，比如根据木乃伊的
DNA分析出埃及少年法老王图坦卡蒙的父母乃是一奶同
胞。

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的研究却多受情感

的驱使，他认为“与之相比，功利很难成为可持续的动
力”。他从不申请国家给钱的课题项目，一向以专业知识
观察分析中国当下的真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社会生
物学、信任问题、城市社会学、消费与快乐、道德建设
……立足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点。

他不开必修课，“凭什么我的课你就必须来，必须
学？我不愿意发生这种误会”。找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读
三五十本书形成基本观点后开选修课，经过授课、讨论
等多个与学生互动环节，教学相长，再读再讲，课讲了
三五轮后，过手的书有300本，精读大概100本以上，然
后写出自己的著作。

郑也夫写过 《知识分子研究》、《走出囚徒困境》、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信任论》、《语镜子》（语言是社
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套概
念和价值） 等。他出书也有趣，每次必是姊妹篇，一本
是自己的著作，一本是由他主编的学生们的实情调查文
集。比如去年退休前开的课“批判的教育社会学”最后
成书《吾国教育病理》，直指中国教育病因，直陈解决之
道，和《科场现形记》双胞而生；《城市社会学》的姊妹
篇是 《双城记：京沪众生素描》 ……前后共 16对捆绑出
版，如此下大力气激励扶掖学生，这在教育史上也是罕
见的。虽然自嘲“超龄愤青”，但他带给学生的是理性：

“不要急于诟病某个局部的畸形，这没有什么意义，也容
易走向偏激。”他让学生观察描述事情运转的真实模样，
培养他们成为有生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天堂不是空间也不是时间，天堂是尽善尽美。”青
年时代读到的 《海鸥乔纳森》 深深刻印在他心里——飞
行不光是为了从小船上弄点面包屑，“我们生活的目的就
是寻求尽善尽美并使之实现”。退休后，他给自己设定了
一个高不可攀的写作目标，又投入了天昏地暗的阅读和
写作中。

郑也夫郑也夫 寻求尽善尽美寻求尽善尽美
张稚丹张稚丹 文文//图图

夫
君
子
之
行
，
静
以
修
身
，
俭
以
养
德
。
非
淡
泊
无
以
明
志
，
非
宁
静
无

以
致
远
。
夫
学
须
静
也
，
才
须
学
也
。
非
学
无
以
广
才
，
非
志
无
以
成
学
。
淫

慢
则
不
能
励
精
，
险
躁
则
不
能
冶
性
。
年
与
时
驰
，
意
与
日
去
，
遂
成
枯
落
，

多
不
接
世
，
悲
守
穷
庐
，
将
复
何
及
！—

—
诸
葛
亮
《
诫
子
书
》

冯
守
旺
书

2013年，知名战略专家金一南教授潜心15年写就
的 《苦难辉煌》 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
国道德模范郭明义唯一自传性作品 《幸福就这么简

单》被纳入中组部、中宣部向党员干部推荐学习书目。
金一南在书中写到，20世纪的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与震撼人心的，莫

过于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这一历史命运
的大起大落。郭明义说：“让爱自然地流淌，每做一件好事，我都有一股幸福
感涌上心头，我只是想尽到作为一名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2010年 2月，中宣部理论局与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开始为党员干部推荐阅
读书目，到 2014年 2月，已推荐 8批 40多种。荐书由中宣部和原新闻出版总
署下属机构专门负责，前期找出版社推荐，召集专家小组征求意见。选书的
原则是：重点推荐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党的历史以及现代化建设所必
需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的书籍。

重点首推领袖原著

纵观8批推荐书目，记者发现，阅读重点首推革命导师、领袖的原著，如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列宁专题文集》。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是按照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括确定的；《邓小平文
选》收入邓小平半个世纪主要著作222篇，约85万字；《江泽民文选》则反映
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孕育、发展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经典。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 《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该书收编了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13年11月
50 多篇文稿中的 146 段重要论述，有些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该书结构清晰、
论述集中、权威性强。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 《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文献回
眸》，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为背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中国道路，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经典文献进行回顾和解读。历史类书籍还包括
了社科院学者编写的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 12册本

《中国通史》 简本、《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 （1921 年 7 月－2011 年 6 月）》、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

阎欣宁的《遵义！遵义！》和王树增的《解放战争》这两部历史纪实作品
也受到好评，后者出版半年间已印刷6次，成为热销书。

国情分析著述被隆重推荐

这类图书包括中宣部组织编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全国干
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编的 《科学发展案例选编》 等。中宣部理
论局编写的 《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 （2013 年修订
版）》，观点鲜明、说理透彻、事例生动、表述通俗，具较强针对性和说服
力。

《国情备忘录》围绕当前我国人口、“三农”、耕地保护、资源环境、社会
保障以及创新能力等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通过专家评论、百姓感受以及
典型案例，全方位、多角度地描述了真实国情，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
认为此书为深入了解、准确把握国情提供了一本生动教材。

这8批推荐书目中被推选的人物传记有焦裕禄、雷锋、孙中山、钱学森、

聂荣臻。黄亚洲的 《雷锋》 是唯一一本
用小说的方式反映雷锋生平的作品，中
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评价本书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可读性强。浸
透聂力将军心血的 《山高水长——回忆
父亲聂荣臻》 出版 4年多来已几次再版，
印数达10万册以上。

推荐书目影响力大

据统计，被列入书目一个月后，《苦
难辉煌》 加印 11 次，发行了 13 万册。3
年后，以此书为蓝本的纪录片在央视黄
金时间播放。这份党员推荐学习书目的
推动力可见一斑。

据相关出版社统计，第一、二批推荐书
目面世后，几个月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和《列宁专题文集》均发行了 1.2 万余套，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由原来发行2000
册一跃增加到2万多册；《社会主义法治理

念读本》发行了20万册，《国情备忘录》发行了13万册，《解放战争》发行了20万
套。除各级机关单位购买外，普通读者购买推荐图书的数量也明显上涨。

综上所述，党员推荐学习书目偏重理论，权威性强，更适合党政高级干
部阅读。从《人民论坛》杂志2009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党政干部最喜欢“古
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与业务相关的书籍”占第二位，而“理论著
作”因党政干部平时学习中多有涉猎，且这些书籍编排上常有宣教味道，不
注意贴近工作实践，所以阅读兴趣不高。可见阅读推荐学问很深，好在人文
历史文学等领域书籍已在推荐书目中初露端倪。

在读啥？
陆培法

在读在读啥啥？？
陆培法

中国党政高级官员中国党政高级官员

虽然满世界都是书，却很难捧在手中痛快地去读，
实是一件悲哀之事。

上初中的时候，家里的书都已经看过多遍，同学的
书也都交换着看完，于是一下子陷入无聊之中。有时班
上有谁弄到一本没看过的书，便会引发争抢，甚至会把
书拆开，每人多少页地看。那时家里都不富裕，要想靠
零花钱攒着买书，不知要攒多长时间才够。有一次，弄
到一本极喜欢的书，爱不释手，竟很有毅力地去抄。一
字一字，很工整地抄，整整3天才抄完，手都累肿了。

去年回老家，翻找以前的一些东西，竟翻出了抄在
三个日记本上的那本书——《红字》，我早已经拥有了最
新的版本，却是永远觉得没有当年抄来的好。想想当初
的执著，而现在藏书极多，却少了最初的那份强烈的阅
读渴望。也许，只有在没有书的时候，才最想读书，最珍
惜手中的书。

有一年，在一个偏远的山村代课 3个月。那也是无
书的日子，虽然带了些，可是很快就全看完。于是在那
些无眠的夜里，辗转难熬，若
是手头有书，那么在烛光下
徜徉在那些故事里，听山风
吹过外面的森林，看月光如
洗，该是多美的一种情境。
于是只好去回想曾经看过的
一些书，努力去想每一个细
节，就聊当看书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
正自无聊，有几个学生来找
我，说在家写了作业，待着没
意思，想听我讲讲故事。我

便兴致大起，给他们讲我看
过的书，他们听得极入神，直
到夜深方才被我赶回家去睡
觉。我很是兴奋，在给他们讲的
过程中，重温那些感动过我的故事，
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第二天晚上，几乎
全班同学都来了，小小的宿舍挤不下，我把大家
都带到教室里，只点了一根蜡烛，昏黄的光朦胧着每一
张充满渴望的小脸。

在那3个月的无书日子，我给他们讲了好几本书，竟
是过得比读书更充实百倍，原来，在没有书的时候，我可
以把心里的书讲给别人。忽然觉得，这样做，比自己一
个人读书更有意义。许多年后的一天，当年教过的一个
学生给我发来邮件，她说她已经上大学了，最喜欢的事
就是读书，说读我当年讲过的书，却觉得没有我讲的时
候有意思。我知道，那种感觉，就像当年我抄 《红字》
时一样，总是觉得那时的最好。

经济学家华生的关注目光，从中国的改革（著有《中国
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中国的股市（著有《中国股市：假
问题和真问题》）转移到中国的土地上来了。《城市化转型
与土地陷阱》一书，便是对中国土地迷局、土地陷阱的“望
闻问切”。华生言，城镇化发展理应是人的城镇化，只有完
善的制度规范与制度设计，方可能破解土地陷阱。

所谓“望”，是对土地财产有最起码的认知。作者从集
体制到大包干的土地产权深入分析后认为，在城市化转型
过程中，我们所遭遇的其实并不是老的“三农”问题，而是
新的“三农”问题，即“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农地非农
用”的问题，这，才是关于城市化转型的核心问题。

所谓“闻”，即对土地财政更深入的了解。作者阐释了
土地财政的异化与土地权利的分离，对政府土地制度改革
的思路与困境进行了分析，认为土地开发权是揭开土地迷
局的总钥匙。城乡建设用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同地
同价”应成为一种可能，同时要废止农民拥有土地开发权。

所谓“问”，自然是问诊，看看有何对策。作者认为
城乡建设用地的政策偏差是并未以农民市民化为根本，
而成渝地票的失败则源于本身的缺陷。作者以西欧与
东亚的经验强调要不断强化开发权管制——开发权的
分配，理应是规划权归政府，收益权由社会共享。

所谓“切”，就是开方子。作者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
区的经验说明，无论法律如何变化，土地征收中“公共使
用”和“公正补偿”的原则必须坚持。传统城镇化向新型
城镇化的道路转型中，要坚持人的城镇化这一目的。我
国实现城市化转型的确有三大不利因素，即利益掣肘、
路径依赖和后发劣势；但也有有利的一面——传统财政
模式已摇摇欲坠、土地财政大头用在城市基础建设上和
政府已经明确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只要我们努
力用心，土地陷阱便可破解。

当各种不同的认识和利益把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
择推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让我们祝中国好运。

对土地迷局

杨燕明

对土地迷局对土地迷局

杨燕明

切望闻 问

由 中 国 驻 澳 大
利亚公使衔（教育）参赞李忠尚教授主编，澳大利

亚首都地区、南澳、西澳和北澳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留澳中国
学生学者联合编写的《中国梦——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一书，日前在澳大

利亚出版发行。3月3日，新书发布会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隆重举行。2013年中国在
澳约有15万名留学生，他们绝大部分活动在宿舍、教室、图书馆或实验室，与社会接触少，可

谓“好山，好水，好寂寞”；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又正在蒸蒸日上、繁荣昌盛的中国，则“好忙，好
乱，好快活”。大家离家乡久了，想念家乡，渴望了解祖国的近况。

《中国梦》从四个方面叙述中国当前的热点问题，由学者们发表励志解惑文章，重点诠释格物致
知、经世济民、与时俱进、兴我中华等知识和经验，介绍了澳大利亚的教育制度、风土人情以及中澳两
国的教育交流情况。其次，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未来发展方向。中国梦就是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理想，理性复兴就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性思考和理论概括，
从理论上讲是一种实践哲学，是中国人民从漫长而生动甚至痛苦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并

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希望借此帮助同学们了解当今中
国和澳大利亚，励志创业，报效祖国，孝敬父母，早日学成并投身实现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中去，为中澳两国以及世
界各国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孙浩良）中国梦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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