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责编：张稚丹 邮箱：zzd_110608@126.com

2014年9月26日 星期五2014年9月26日 星期五读书沙龙读书沙龙

一座桥和一个人的传奇

作家剑钧创作的长篇传记文学《守
桥翁的中国梦》（中国青年出版社出
版） 中的主人公郭景兴是国内著名的抗
日战争史学家和书法家，是中国抗日战
争纪念馆首任筹建处主任和创建者之
一。他是蓟运河边的一个苦孩子，追逐
梦想，一路坎坷走到了卢沟桥，做起了

“守桥翁”，演绎了“一座桥，一座城和
一个人”的故事。他 30 年如一日，寻
访抗战老兵，著书立说，还原了卢沟桥
事变那段真实的历史。他离休后献身公
益，耄耋之年又去实现捐款 1000 万元
的公益梦想，书写了人生传奇……作者
以七七事变和卢沟桥、宛平城为历史背
景，历时一年多跟踪采访了主人公和相
关部门和人士，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
料和抗战史实，展示了一个革命老人的
大爱情怀和一个“守桥翁”的中国梦！

（潘衍习）

父女考索石鼓文

《石鼓文考索》（五洲传播出版社出
版） 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篆书家王
永明和其女儿、书法学硕士王哲历时十
多年共同撰写完成。该书首次从文学、
史学、古文字学、书法学、工艺美术学
等多学科入手，对石鼓文进行了全面、
系统而又缜密的探析，澄清了石鼓研究
领域的诸多误区。尤其是对石鼓为战国
秦惠文王时期制作的论定，获得著名古
文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高明先生首
肯，认为王氏的研究“言之有据，翔实
可信”。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为该书题
写了书名。

（远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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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解密““中中国之路国之路””
张稚丹张稚丹

今年 2 月 17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专
题班宣讲国家治理现代化，半年后，清华大学国情研
究院院长胡鞍钢率领几个青年学者拿出了新作 《中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他说，西方讨论国家治理从来不用
现代化的说法，因为它就是现代化，但中国不同，必
须与国家的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赶超并创
新一种新的现代化的道路。

“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坚固的团体”
先一体后多元的中国国家制度

1924 年，孙中山将旧中国归纳为“个人自由，四
分五裂，一盘散沙”，指出“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
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

正因如此，毛泽东创立新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
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和经济体制
——中央决策权集中，统一财政经济体制，人民解放
军统一建制和军事指挥，地方政府均服从于中央政
府，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实行民族区域自
治，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而非苏联采用
的多民族联邦制，各加盟共和国为主权国家，保留退
出苏联的权利。为了强调一元化领导，中国不搞两院
制，政协不是上院。

195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正式确立了三项
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建立起“一体多元”的现代国家。

这种体制让中国能在贫穷落后的条件下举全国之
力，发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但这种集权式的
政治体制和个人决策机制的天然缺陷，也导致了“大
跃进”、“四清”、“文革”等一系列运动，中国经济也
随之多次大起大落。胡鞍钢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在制度，而在于探索
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过程中的政策失误。

中国国家治理绩效优于美国
表明“中国之路”优于“西方之路”

胡鞍钢认为，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既没走传统教条式的老路；也没否定
社会主义道路，模仿和转向“西方之路”；而是经过中央内部和平的政治博弈
后，独辟蹊径开创了“中国之路”，以渐进方式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
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对外全面开放，中国由此崛起。

作为弥补和完善，中国重建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1980年恢复1956年中
共八届党中央领导体制，形成了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层次
的中央领导体制，在中央内部起到分权和制约的作用；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
实行任期保障制度，加快新老交替；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重
申依据宪法治国；重建人民代表大会、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协商制度及其
他机构。

1993年，胡鞍钢和王绍光在 《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中提出：国家能力是
国家 （指中央政府） 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包括汲取
财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而国家制度的现
代化，一是制度体系更加完备、成熟、定型，二是制度执行能
够更加有效、透明、公平。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国家
制度现代化的过程，某种意
义 上 也 是 一 个
分分

权过程，把土地种植权还给农民，经济适度由市场调节，调动地方的积极
性，两只手 （计划和市场） 做事、两条腿 （国企和民营） 走路、发挥中央和
地方两个积极性。

国家的本质竞争是制度竞争。“中国之路”在经济建设方面显示了巨大的
优势。1990年，还处在苏联体系中的俄罗斯GDP占世界总量的2.4%，高于当
时中国的1.6%。到2011年，俄罗斯为2.7%，中国已达到10.4%。

中国拥有近6000万家中小企业，大大超过美国的500万家和28国组成的
欧盟的2070万家。2009年，中国商品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2013年出口额相
当于美国的140%。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计算的
GDP，今年底中国有望超过美国。

中国的体制总能帮忙实现改革目标。中国已
有1.1万公里高铁，而奥巴马高铁梦至今
连一寸高铁都没实现。当今美国
最大改革的奥巴马医改法
案，也因无法形成社
会共识而打折变
形。

制度自信不能变成制度迷信
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

在专门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从学
理角度围绕国家治理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树军副教授将
国家治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切分为两个目标，国家
治理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全世界共同的问题。中
国有这样一个先进性的团体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核
心利益、探索出一条中国道路，不仅传承发扬中
国文明，还可为人类做出贡献。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笑言：胡鞍
钢真是每次都能赶上最前沿、最重要的事来做，
之前他最先为遇到攻击的中国制度辩护，讲出制
度的优越性；在谈到国家治理的时候又最先加以
研究，然后迅速出书。潘维提醒说，不能把制度
当做一劳永逸的永动机，制度自信不能变成制度
迷信。国家治理还牵涉到大政方针、政治路线、
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诸多方面。在政府和市场之
外，需要有个动态第三方以达成平衡，这就是普
通大众的幸福。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说：中国制度
这个大厦建好后，要考虑怎么让这个大厦能够住
得舒服，越来越多的人都有合适的空间。社会问
题不是光凭市场能够解决的，该政府管的还得政
府管。一个人看病全家穷。医疗服务体系不能总
走在创收的路上。另外，基层优秀人才上升空间
很小，很多社会矛盾说明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白钢副教授指出：
正因为中国国家制度的一切优越之处都可以归结

到一个具有高度政治主体性的党的存在，那么就要预防政党主体性的丧失或
被削弱。当党不再代表全体人民利益，不再始终保持革命理想和革命信念，
而是作为一个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表参与博弈，那么国家制度的所有优越性都
将不复存在。

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回忆上次跟着胡老师写 《人间正道》 的时候，王
绍光老师说，我们讲“三个代表”，不能搞成只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
不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完善制度的时

候，要避免党丧失发展经济、为人民服务和塑
造信仰的能力。

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红尘，曾任
职 某 杂 志 主 编 10 年 ， 在 美 国 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做高级访问学
者1年。身为资深背包客，她曾多次
为国家地理杂志供稿，出版了“异
域行走文化之旅”系列丛书，包括

《在路上：美国大学生活图本》、《尼
泊尔的香气》、《印度瑜伽圣地密
码》、《越野越西藏》、《越野越新
疆》 等，其中，《越野越西藏》 曾获

“百本旅人最爱图书奖”。
最近，当她推出新书 《徒步喜

马拉雅极地与你相遇》 时，她的出
版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
公司——却别出心裁地在众筹网站
上发起了为她的新书筹集2万元出版
资金的在线活动。短短数十日，这
本书就完成了预定筹资目标，众多
网友还在活动页面写下了对作者的
祝福和对新书的期待。

“众筹”是一个舶来词，翻译自
英文crowdfunding一词，即大众筹资
或群众筹资，本义是利用互联网和社
交网络传播的特性，让个人或小企业
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以争取关注和

支持，通过对产品或者服务团购和预
购的形式，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援助。
近几年国外众筹网站兴起，据《福布
斯》 数据，2013 年全球众筹产业已
达到51亿美元。

然而如今，它已成为国内出版业
高管们研究的热门词汇。国内著名众
筹网站众筹网的出版合伙人黎耀辉已
在出版行业供职多年，近一两年见证
了不少国内众筹出书的成功案例。

7 月 10 日，在 360 公司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的个人第一本亲笔著作

《周鸿祎自述：我的互联网方法论》
出版前一个月，中信出版社联合京东
众筹和360公司策划了该书首发众筹
项目，参与众筹不仅能第一时间获取
新书，还能获得与周鸿祎当面交流的
机会。最终，该书不仅成为京东众筹
上线以来第一个超过百万的项目，还
以近124万元的众筹金额刷新了图书
行业的众筹纪录。

此前不久，机械工业出版社和华
章图书联手打造的《众筹——传统融
资模式颠覆与创新》一书，还未印刷
前就登录众筹网进行筹资，在一个月

的时间内，共筹资到8万多元资
金。

最令黎耀辉印象深刻的案例来自
去年一本名为《社交红利》的书，该
书在首次印刷前即通过众筹方式募集
到 10 万元书款。更重要的是，通过
众筹，该书尚未开印，就在两周内卖
出 3300 多册，出版一个月后三次加
印，卖出 5 万多册。“当时我的微信
朋友圈、微博全部都是关于《社交红
利》众筹新闻的帖子。那本书出版社
并没有做太多的宣传和推广，但是众
筹这件事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媒体关注
和社会影响力，这比众筹了 10 万元
出版资金还值。”黎耀辉说。

除了宣传效应，对出版业来说，
众筹出版还有诸多显而易见的优势。

出版业长期以来都是精英式的
“自上而下”的工作模式——不管是
作者主动来稿，还是编辑约稿，一本
书能否出版以及如何出版、何时出
版，很多情况下取决于出版社编辑们
的喜好、策划能力和判断力，而图书
出版发行过程中的一系列市场推广活
动，也往往由出版社操刀，这其中容

易
出 现
判 断 失 误
或 者 滥 竽 充 数
的情况。众筹出版模
式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
上将选择哪本图书出版的权限赋
予了普通人——普通作者或普通读
者。只要某本书或出版项目引起了众
筹网站网友的关注，网友就可以根据
自己的喜好通过网络为其投资资金，
最终促成成功，哪怕作者本身一文不
名。

今年三四月，居住在上海的律师
蔡正华通过“沪法网”和“博和刑
事”两个平台向好友推送法律时评，
多篇文档单平台阅读量过万。恰巧他
的妻子怀孕了，他希望将自己的这些
法律评论流传下去，启发包括自己的
子女在内的下一代人。半个多月前，
蔡正华在某众筹网站上为自己的法律

时 评 集 发
起了一个 60 天之内筹
集3万元人民币的项目。像众多众筹
出版项目一样，蔡正华设定了不同档
位的投资额度，100元、300元、500
元，不同的投资额度对应不同数量的
签名图书和上海市中心某咖啡店的读
书俱乐部会员活动、法律咨询，投资
1000 元可与蔡正华共进晚餐。离 10
月 21 日之期还有 42 天，他已经筹集
到了2.74万元人民币，完成预定目标
的92%。

另外，出版社还可以通过某本书

在众筹网站上激起的反应，预测这本
书的受欢迎程度，从而合理安排首
印册数，规避风险。

“本质上书是价值载体，从整体
而言，众筹并不能改变图书出版的
难易程度，但是眼下图书市场越来
越细化，一本书既然能够获得众筹
支持，至少表明出版它不是盲目出
版。”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有限公司
副总裁刘杰辉说。

在孔子故里歌唱

抒情诗集 《我在孔子故里歌唱》
（浙江文艺出版社） 的作者黄亚洲系中
国诗人、中国“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诗集共收录诗作 45 首，以中英文双语
出版，由世界诗人大会中国办事处主
任、著名翻译家北塔教授翻译。

这是由山东曲阜的“孔子艺术家协
会”2014 年精心组织编写的一部全面
描写、反映曲阜历史文化古迹、自然景
观、当代风貌的现代抒情诗选。作品艺
术而生动地阐发了东方儒家哲学的深厚
内涵，诗风兼备凝重与纤丽，欣赏兼顾
阅读与朗诵，出版后即受到广大读者的
喜爱。 （孔 雪）

众 筹 —众 筹众 筹 ——

2014 年 9 月 24 日上午，在孔子诞辰 2565 年
纪念大会上，两任秘鲁总统、拉美重要政治家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将他的新作 《儒学与全球
化》 中文版 （人民出版社出版） 赠送给习近平
主席。

佩雷斯幼年就好奇于秘鲁当地华人特殊的
生存思维方式，他们对痛苦的不同感受、对高
兴的不同表达。1983 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有
天晚上，邓小平向他描述中国今后 20 年的路
径，当时他非常不解，现在看来都已经实现了。

他认为，最近 30 年，世界经历了两大发展
进程，一是全球化，二是中国以杰出主体的形
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
可以从与西方思想和态度相当不同的中国人的

“存在方式”中得到解释。而这种“存在方式”
之形成，则有赖于传统儒学的塑造和培育。他
将中国的飞速发展归结为中国具有一种“基本
人格”。中国人在 2500 年前已与西方分道扬镳，
始终与自然、现实和谐相处。该书已在多国发
行。 （张 三）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
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

——陆游诗 王离湘书

书法家简介 王离湘，笔名罗思
玎，河北滦南人。1980 至 1985 年在
新疆军区服兵役任教师，现任河北
省文化厅党组书记。爱好文学艺
术，著有散文集《思想的跫音》，小
说集《等待地震》，主编《落实科学
发展观的实践与探索》，2007年加入
中国作家协会。他自幼喜爱书法，
博采众长，师古不泥，追求书法的
流变与升华。重视理论研究，发表
过 《中国书法艺术生命力研究》 和

《中国书法文化学与哲学问
题研究》等理论文章，寻求
中国书法理论的创新途径。

现担任中央国家
机关书法家协会
常务理事、河北
省中国书法院院
长等社会职务。

中国成就与儒学密不可分中国成就与儒学密不可分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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