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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召开了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细究党史，会发现有很多疑问
有待挖掘。比如，1945 年召开的中
共七大为何距离六大间隔了整整 17
年？等等。历史的谜团往往隐藏在
细节之中。党建读物出版社新近出
版的 《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
到十八大》，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把
揭开谜底的钥匙。

这本书告诉我们，早在 1931 年
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就把
召集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
务”之一。可为什么“最不可延迟的
任务”变成间隔最久的会议了？一方
面，随着五次“反围剿”及长征的进
行，革命形势日益严峻，抗战的全面
爆发又一次延迟了七大。1938年，中
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就召开七大“立即
进行准备工作”，部分地区选举了七
大代表。1940 年，甚至部分代表已
经抵达延安。但 1941 年延安整风运
动使得七大日程再次延迟。直到
1945 年 4 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
成了召开七大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政
治和思想上的准备，之后才召开了
中共七大会议。

原定的七大会期较短。大会开
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让大
家有更充分的时间交流和讨论。一
开 50 天的七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历
次代表大会中会期最长的一次。

以问题引领叙事

《党代会历史细节——从一大到
十八大》 的作者李颖是中共党史研
究室研究员，参加过 《中国共产党
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
年》 等党史基本著作的撰写，长期
跟踪研究党代会历史。她曾经在文
章中讲述这样一个故事：1940 年 5
月，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
长子、时年 31 岁的李葆华策马急奔
延安，他是中共晋察冀边区委员会
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当选为党的七
大代表。在赶赴盛会的途中，他和
战友遭遇日军伏击，一名代表坠入
深沟壮烈牺牲。“为了开党代会，甚
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不同于叙述党史教科书式的严
谨或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在这本书
中，李颖采用了别具一格的方式：篇
章全部采用问题的形式，共设计了
109个问题。这使原本略显严肃的学
术命题立刻脱掉了“阳春白雪”，引发

普通读者的兴趣。
例如：为什么中国
共产党的主要创始
人陈独秀、李大钊
没有参加一大？六
大为何远赴莫斯科
召开？八大党章为
什么没有提毛泽东
思想？凡此种种，
使 学 术 问 题 通 俗
化、学理研究大众
化，增加了可读性。

这一个个问题
如炮弹一样打出，

直击读者内心的各种疑窦。此外，
通过重重问题的设置，使本书具有
鲜明的问题导向特征，在增加文字
通俗性的同时，文章的学理价值并
没有丝毫减色。

如果说党史研究容易陷入大量
历史材料的堆砌和历史沉渣的筛
炼，那么最新史料的挖掘和最新研
究成果的运用，则成为这本书的一
大亮点。对于中共六大的叙述，其
中一个部分就采用了中央档案馆在
2015 年编选文献中的新发现，即在
1928 年六大会议期间使用的“中共
六大会场规则”的原始文本。分

“会场秩序”和“议事细则”两个部
分，共列 15 项要求。议事细则规定
得也特别详细。如“对于讨论之发
言每人至多三次”，对于政治报告的
讨论发言，要求第一次至多 40 分
钟，第二次 15 分钟，第三次 5 分
钟。同时指明：“发言时如涉及讨论
范围之外时，值日主席有权制止。”
诸如此类的要求，保证了大会的高
效进行。

点面相扣 纵横共振

单就史实的叙述而言，这本书
的最大特点是纵横结合。纵向上
说，全书一以贯之的主线是历次党
代会的顺时演进。这根主线基础
上，进一步衍生出几条纵向的支
线。一是党的组织建设的不断发展
和完善，如监察制度的从无到有，
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逐渐加强；二是
党的基本理论体系如何通过党代会
不断充实和完善，如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再到“市
场经济”表述的正式确立等。

横向上说，本书将历次党代会
放到了整个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进
行叙述，既包括党代会召开的国内
外政治背景、也包括其所处的社会
和阶级基础，这样一来，对历史事
件的叙述，层次分明而时代感厚
重。如中共五大之后，翌年即召开
中共六大，其重要的历史背景在于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以及中
共中央自身的改组等重大事件的出
现；而中共七大到八大之间之所以
间隔 11 年，与党和国家经历了国家
性质和基本制度的两个重大变革有
直接关系。

由此，历史纵向发展与时代横截
面的结合，形成了对历次党代会叙事
的点面相扣和纵横共振，奏出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仁人志士改造旧中
国、建设新中国的时代强音。

党代会的历史转折作用

过去我们往往注意到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

（如十八届三中全会），而忽视了党
代会全会本身在历史中的重大转折
作用——它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
自身的制度性转折和对时代所起的
历史性转折。

一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不断发展
和完善过程中的制度性转折。如
1923年的中共三大专设了“中央局
秘书”一职，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
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并具有部分
党中央“秘书长”的功能，规定

“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和秘书
签字”，它体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
党开始通过党内不同职务之功能权

界的划分，对党内最高领导权力加
以制约的初步探索。

又如 1927 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
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
察机构，即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
中共一大纲领和二大相关决议都有
对党员行为进行监督的规定，但直
到五大正式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
会，才真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实现了常态
化和制度化，使中国共产党的自身
建设及党纪党法的权威第一次有了
相应的机构作为保证。

再 如 在 中 央 组 织 制 度 方 面 ，
1982 年中共十二大不再设主席和副
主席，只设党中央的总书记，并由
总书记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和政治
局常委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工
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表明，
如果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同时存
在，往往导致其中一个有名无实，
而当主席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时会
产生制度性问题。

二是多次党代会所发挥的时代
性转折效应。我们知道，中共早期
的发展历程，都打上了深刻的共产
国际烙印。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一大
到六大，也无一例外地受到共产国
际的指导，也有共产国际代表参
加。而 1945 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
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参与的党代
会。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
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也不再接
受任何外国党或国际组织的指导。
中共七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
立召开的党代会，有关党代会的一
切重要问题都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做
主，因而具有划时代意义。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上世纪 90
年代初，社会思潮更迭，是继续推
进市场，还是重新回到计划？人心
不定。1992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
十四次代表大会，以邓小平同志南
方谈话为指导，明确了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
邓小平同志的“不改革，就是死路
一条”，成为有胆魄之人开荒进取的

“尚方宝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为中国经济后来
20余年的持续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恩格斯曾言，历史是我们的一
切。而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的历史，则是党不断自我完善
和推动时代发展的一切具象，是中
国共产党、国家乃至民族由弱小变
强大、历曲折而弥坚的生动画卷。

生存与死亡，忠诚与背叛，信念
与放弃，皆成为这个历史大熔炉中的
一粒粒火星，一闪之后迅疾消逝于灰
烬之中，我们怎能不细细察之？！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
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所兼职研究
员）

《阿勒泰的角落》（新星出版社出版） 是作家李娟的一本散文集。李娟
和妈妈开了一家裁缝店兼杂货铺，为了做生意，她们随着游牧牧民不停搬
家，所以书中便有了“在喀吾图”“在巴拉尔茨”“在沙依横布拉克”“在桥
头”“在红土地”五个部分。该书文字清新自然，人物刻写生动，引起了广
泛关注，前后印刷了12次，共印了5万多册，可见受欢迎程度。

在阿勒泰，在每一个地方，都会遇见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风景，不
一样的生活。书中故事围绕着这个店铺展开。来店里做衣服、买东西的人
们各有特点：拿三只鸡来换一条裙子的库尔马罕的儿媳妇，长年粗重的劳
动和寒酸衣着似乎一点也没有磨损到青春的灵气；实在太胖的温孜拉妈
妈，给她做一条裙子真是太不容易了，她一个劲地道歉倒使裁缝下定决心
要帮她做一件合身的裙子；生得高大英俊的纳得亚，整天穿着破裤子走来
走去，舍不得花钱补一补……

她描写游牧生活中的点滴令人动容。一个8岁的孩子背着干粮、手持小
柳枝、徒步四十多公里，在深山老林里走了两天，就是为了把牛送回山下
的家里。作者发出感慨，“我所面对的是一种古老的、历经千百年都没什么
问题的生活方式，它与周遭的生存环境平等共处，息息相关，也就成了一
种与自然不可分割的自然了”。

阿勒泰景色令人向往。那里，草甸深厚，河流浓稠，碧绿的山谷，闪
耀着金光。就连一个普通的清晨，似乎也带着无限的光芒。“这时，远处的
天空越来越蓝……突然，大地‘轰’地一片金黄，太阳从群山间升起来
了！似乎也在同一时刻，羊群的咩叫声和牛哞声突然密集起来，一声声长
呼短应。”

文中常常有字句让我感觉到李娟的率真可爱。在她写有翅膀的鱼的时
候，描写“还有一个原因是：呃，我的鞋子太臭了……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她写全家人都在干什么活的时候，描述“总之，就我懒，什么都不想做，我刚从
外面回来嘛，正在休息嘛”；她在写妹妹谈恋爱的时候写到“听得我有些眼馋，
简直想顶掉我妹妹自己嫁过去”，“想想看这么容易就能给人哄去，我妹也实
在太可怜了，要是我的话，起码也得设九九八十一关……再想一想，也难怪我
至今……”这样的语句怎么看都觉得作者真的很可爱。

李娟笔下的妈妈是一个多么勤快又可爱的人啊！为了能让屋子里的光
线亮一点，她把家里的窗户拆装个遍，下面垒高，上面凿宽，要知道北疆
的房子最薄也得五六十厘米呢；她养花、养鱼、养鸡、养狗、养兔子，总
喜欢折腾；她把快要死的金鱼放双乳间暖着，直到金鱼活过来，还用这种
方法孵过小鸡……好一个强大的妈妈啊！

李娟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煽情的语句，却让我们看到一个个
鲜活生命：劳力超能的妹妹，18岁的恋爱，羞涩而甜蜜；超级能干的继父
叔叔，修鞋子、建房子、到结着厚厚冰层的河里挑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妈妈找了个好男人；90多岁的外婆一大早起来给一家人做饭，寻着炊烟而
来的牧民们，也喝上了一碗热腾腾的粥；懂事的阿依邓，家里的大小家务
全部拿下，还会用细长的手指弹电子琴……每一个人都努力地活着，谁又
敢说他们的生活不动人呢！

李娟让我们似乎看到了美好的阿勒泰。风沙肆虐、蚊虫成堆、酷暑严
寒、荒凉寂寞，可也是在那里，蓝天白云、星辰璀璨、白雪苍茫。在新
疆，在阿勒泰，李娟用生动的文字描绘着那里的一切，那里的人，那里的
事……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史》，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
义的中国图书馆通史。全书共计200余万字，分为《古代藏书卷》《近代图
书馆卷》《现当代图书馆卷》《附录卷》4卷，它融贯古今，在纵向上完整呈
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将古代藏书楼到现当代图书馆的变迁视为一
脉相承的发展过程，对先秦迄今3000多年藏书史及图书馆发展史进行了首
次全面记录，填补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馆史系统性研究的空白。该
书通过探讨中国图书馆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层面、类型的发展状况及相
互关系，揭示了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外在环境与内部机制，深入考察图书馆
在不同时期的兴衰变化和适应调整过程，关注其反作用于社会历史变化发
展的内在规律，对规划、指导未来图书馆事业发展意义深远。

（张 鹏）

近日，由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领衔的“绿色GDP
绩效评估课题组”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发
布了 《中国绿色 GDP绩效评估报告 （2017年全国卷）》。该报告基于学界
对绿色GDP的界定之核心内核，充分考虑到经济增长中的能源消耗、环境
损失和生态损耗，以GDP、人均GDP、绿色GDP、人均绿色GDP、绿色发
展指数 5 个指标，综合呈现了全国内陆 31 个省自治区市的绿色发展情况。
从评估结果看来，浙江、上海、广东、北京、江苏、重庆等省自治区市的
绿色发展绩效指数居于前列，宁夏、云南、新疆在绿色GDP增幅超越GDP
增幅方面，名列前三。 （任睿明）

《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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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细节与时代转折
□ 冉 昊

也谈“书话”
□ 路来森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嘉兴南湖红船

这些年，书话书读得多了，心
中自然也就有了一些归纳。

第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书话。
其基本界定源于唐弢 《晦庵书话》
中的一段话：“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
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
点，一点抒情气息；它给人以知
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最初写
这类书话的人，大多是作家或从事文
学研究工作的人，如唐弢、郑振铎、郑
逸梅、邓云乡、黄裳、谷林等人。有人
称此种书话为“文学书话”。

它 的 特 点 是 ： 以 散 文 手 法 表
达，非学术性；于诸多方面多有涉
猎，且点到为止，不过于求深、求
透；在博人以识的同时，赠人以趣。

承其续者，大有其人。无名寂
寂者，难可胜数，享有大名者，则
如止痷、杨小洲、谢其章、陆灏等
人。只是各人所研究的侧重点不

同，其文章风格亦是各具特色，特
别是止痷的书话，其散文性、思想
性、灵活性，似乎更强。止痷自己
就曾说：“我曾竭力把每段‘书话’
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
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
絮语式的抒情。”

第 二 类 是 学 术 性 、 思 想 性 书
话，有人亦称之为“学者型”书
话。其突出特点是以所读之“书”
为中心，主要谈与“书”相关的内
容，但又不至于“就书论书”，成为
简单的书评；少掌故、少文人轶
事，更少谈文人之间的琐屑交往。
文章有一定的深度，却仍然是非学
术性。常常是抓住与“书”有关的
一点一滴，或从某一个角度切入，
旁征博引、纵横驰骋、张弛有度，
闲闲写来，摇曳多姿、趣味盎然。

写此类书话的老一辈作家有鲁

迅、孙犁等，年轻一辈有张宗子、
胡文辉等人。张宗子曾坦言，其书
话文章深受鲁迅、孙犁的影响，从
其 《往书记》《不存在的贝克特》

《梵高的咖啡馆》 等书中可看出端
倪。胡文辉的书话则别具一格，片
段式现象的“零碎”下，是丰厚的
文化底蕴，是深刻的生命、社会思
考，文化思想性极强；其代表作品
是《反读书记》《拟管锥编》等书。

近些年，兴起了一种以谈古籍
（善本书） 为主的书话：谈善本收
藏、古籍拍卖，版本、刻本等等。
当然，谈“书”仍然是重点。这些
书话，虽非专业性学术研究，却带
有很强的学术性，有深度，彰显着
作者丰厚的学养。这方面的作者，
既有学有专长的学者，黄永年、辛
德勇、陆昕等人，又有著名的民间
收藏家如韦力、袁芳荣等人。代表

作品如黄永年的 《树新义室书话》，
辛德勇的《书者生也》《那些书和那
些人》《蒐書記》，陆昕的 《闲话藏
书》《藏书小识》；韦力的 《失书
记》《得书记》《古书之爱》，台湾藏
书人袁芳荣的《古书犀烛记》等。

说实在的，我是最喜欢这类书
话的。因为它的作者，都是一些

“真读书人”，个个学养丰厚，态度
认真；因之，其书话知识性强，有
厚度、有思想，更洋溢着作者的殷
殷“书之爱”。

第三种类型，姑且称为“书人
书事”型书话。大多出自出版人或
个别读书栏目编辑之手。因为职业
特点，接触的读书人就多，所以

“书”，仅仅是一个凭借，或者引
子，更多的文字，是谈与读书人的

“交往”：如何为某人出版一本书，
如何向某人约稿；在酒桌上，某人
如何谈笑风生，尽显其性格特点等。

我觉得：好书话，还是应该以
“书”为中心，“人和事”只是插科
打诨、生趣而已。而一旦书话被

“逸闻趣事”，特别是那些“琐屑的
人事交往”喧宾夺主了，那这“书
话”格调就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