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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 最
早出版于1992年，它是习近平1988年到
1990 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
29篇重要讲话和文章的合集。

其时他才 35岁，作为年轻的地委书
记，可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理应有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派，但这本书
读下来，却是如饮甘饴的风格，而涓涓
细流中仿佛暗藏着一股力量，使泉石有
声，铿铿然而余音无穷。这股力量究竟
源于何处，能够如此深厚而弥坚？

平实而有根据和方法

文笔实，是这本书鲜明的特点。虽
然本书的核心是讲宁德作为落后的少数
民族地区如何摆脱贫穷，但读起来没有
空而无物的大道理，或是高高在上般颐
指气使，只有简单平实的大实话，全然
感受不到书的作者是主政一方、年轻有
为的领导，而更像是一位语重心长的大
哥哥坐在身边，与我们谈心。如谈到秘
书工作时习近平说要努力做到“五不”，
即“不自恃、不自负、不自诩、不自卑
和不自以为是”，朗朗上口却切中要害。

习近平善用比喻，他用“滴水穿
石”的故事形象比喻经济落后地区的发
展，“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
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
般的变化”，并由此联系到为官一方不应
当急功近利，“不需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希
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是锲而不舍
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的散漫”。

依据牢，是本书的又一亮点。别看
当时的习近平年纪轻轻，写文章却是有
理有据。一面是用数据做支撑。当谈到
宁德地区的畲族贫困人口问题时，畲族
贫困户多少、占比多少、脱贫率多少，
作者对这些数字了如指掌，看得出他早
已将这些世情民情内化于心，而不是

“赶鸭子”般地仓促罗列到文章上去的。
另一面是有历史沉淀和理论深度。

这本书既有历史典故，又有对经典文献

恰到好处的引证。讲做县官的重要性，
用海刚峰“官之至难者，令也”的名言
做旁证；谈做官的动机，却举出李白、
杜甫官不过五品，说明做事留名与官阶
大小并无必然联系等。在分析“为官之
德”时，习近平引用了恩格斯的 《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原始氏族
社会中酋长的道德传承性的论证，指出
道德的力量之于人性的普遍价值，由此
引申出对共产党领导干部道德水平要严

格要求。
方法好，体现了这本书的实际功

用。这个“好方法”并不是方法论意义
上的，而是习近平当年做地委书记时的
工作方法——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和调查
研究。习近平认为这是解决贫困地区发
展问题的根本方法之一，也是提高领导
威信的必要条件——因为领导的威信

“靠上级封不出来，靠权力压不出来，靠
耍小聪明骗不出来，只有全心全意、尽
心竭力、坚持不懈为人民办事，才能逐
步地树立起来”。

为此，习近平甫一上任，就花一个
月跑遍宁德地区九个县，针对闽东少数
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交杂的现实状况，
提出了“弱鸟如何先飞”的战略发展思
路。他密切联系群众和调查研究的这个
法宝，与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的群众观以及“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的群众工作法则一脉相

承。他将这种务实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一
直坚持下来，才逐步形成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摆脱贫困”的理念传承

这本书虽成于将近 30年前，但并不
因时间久远而过时，也不会因为它只是
针对闽东这样一个相对偏远落后的局部
地区而丧失其普遍性意义，原因在于本

书所蕴含的巨大价值——“脱贫”理念
的传承与对现实扶贫的借鉴，并不会因
年代的星移而衰减。

第一是“精准扶贫”的方略，也就
是“扶持谁”的问题。早在 1988年闽东九
县调查中，习近平就提出了“要有比较明
确的脱贫手段，无论是种植、养殖还是加
工业，都要推广‘一村一品’（即每个村都
要抓一种有特色的产品）”。这里实际上
强调的是扶贫的针对性——当前“精准
扶贫”针对每家每户的不同情况“建档
立卡”，从而实现扶贫的因地制宜和因人
而异，在某种程度上是习近平当年在宁
德地区搞脱贫的总体思路的延伸。

第二是通过加强基层党建来扶贫的
思路，也就是“谁来扶”的问题。当
年，习近平敏锐地洞察到，贫困地区致
富难的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后农村
党组织凝聚力不强了，更有甚者认为

“包产到了户，不要党支部”——这与党

的十八大以前部分基层党组织普遍出现
宽松软的局面何其相似。在习近平和广
大群众的努力下，宁德地区逐步重新树
立了“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党支
部”的理念，使农村党组织成为“加强
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正如当年的宁
德实践，现在全国范围内共选派了 77.5
万名驻村干部和 19.5 万名第一书记，通
过驻村帮扶，实现对贫困村驻村帮扶的
全覆盖，让驻村扶贫“下得去、待得住
和真扶贫”。

第三是扶贫模式的创新，也就是
“怎么扶”的问题。当年习近平对“闽东
经济发展的六对关系”做过深入分析，
颇有点毛泽东主席“论十大关系”的格
局。其中，关于正确处理开放与扶贫的
关系，习近平当时就已经认识到用“开
放”带动扶贫的重要功能，通过开发资
源和开放市场，实现畲族地区脱贫从

“输血”到“造血”的转变。这与当前
“精准扶贫”过程中，通过金融扶贫和产
业扶贫，实现从“别人给钱”到“自己
赚钱”的转变，其内在思路是完全一致
的。现在“劳务输出脱贫”的创新模
式，即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
工市民化来推动贫困户脱贫，也可追溯
到当年习近平对宁德地区农村富余劳动
力转移脱贫的实践。

记得小时候，在贵州，大山里的孩
子们冬天跟着牛尾巴走，眼见牛拉下一
泡屎，便纷纷鱼跃上去——用粪便的余
温来采暖。几十年过去了，如是场景，
早已一去不复返——即使是在现在最贫
困的地方。5 年来，全国有 6000 多万贫
困人口脱贫摘帽——这意味着每年有
1200 多万人口脱贫、每个月有 100 万中
国人脱贫。虽然在扶贫脱贫过程中还存
在一些问题，但这个成就与别的国家比
起来，恐怕也是非常难能可贵了。

从传承“摆脱贫困”治国要略的意
义上说，习近平的 《摆脱贫困》 虽是旧
作，却不啻为一部新著矣。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
教研部副教授）

提及乡村，便绕不开
故事。

1924 年春夏间，印度
诗人泰戈尔访华，其中一
站是山西，受到了阎锡山
的接待。席间，泰戈尔问
阎，他为什么见不到阎所
说的中国的“中”道文化。

阎 锡 山 答 ， 您 若 想
找，去乡村可以找到一点
儿。阎锡山认为，中国文
化的真谛是“中”，何谓
中？公、平、均、无私，
共 利 共 生 ， 合 作 而 非 竞
争，即和谐——人与自然
的和谐，人人之间的和谐。

乡村往往意味着自然。
坦荡如砥的土地、生

机葱绿的农田、悠闲的成
群的牛羊、开着收割机农
作的人们；阿尔卑斯山下
的瑞士小屋，法国的波尔
多庄园，美国德克萨斯的
农 场 、 爱 荷 华 的 玉 米 地
……乡村，总是让人涌起
一种向往，令人不经意间
萌生诗意，产生“我要回
农村”的些许冲动。

之所以生此感慨，是
由于作家何南的新作。

去年我曾读过何南的《学校保卫战》，对其关注乡村
的视角产生了较深印象；今年再读其《村庄保卫战》，有
些话便不得不说了。

《学校保卫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所乡村学校
要被撤并，有关部门已做出决定，按说已“覆水难收”。
偏偏学校的几个孩子过不了心里的这个坎，他们自发地
站出来，得到校长和少数家长支持与配合后，竟然保住
了这所学校。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新鲜，乡村学校撤并也
不是一时一地的事情。但掩卷而思，何南的本意并非只
到保住一所学校而止。他讲的应该是一所乡村学校，对
于一个乡村孩子的成长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村庄有无
学校，看似非黑即白，但黑白之择，兹事体大。

如果说，《学校保卫战》 的视角让人眼前一亮，那
么，何南今年新推出的《村庄保卫战》则令人一惊。

人类的童年期，有群居地，没有村庄。当人渐渐增
多、当亲情变成空气一样的存在、当土地渐渐变得肥
沃、当凝聚力渐渐变得强大、当希望在人们心中蒸腾
……人们的聚居地，才成为村庄。村庄的形成，不唯是
时间的杰作，更是心的凝聚、文化的诞生。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村庄、远离村庄，外出打工，
不论为了什么，都从某种程度上冷落了乡村。当村庄成为
逢年过节才回的地方，当村庄不再是根据地和加油站，只
是短暂的落脚点甚至无奈的选择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
类文明发展巨大成果的一部分已经被忽视或否定了。

2013年12月12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建
设，应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
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面貌，慎砍树、不填湖、
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何南保卫村庄的方式是用自己的笔。他在 《村庄保
卫战》中这样描写：“西岭村的雪天来了！西岭寺学校后
面的宫殿顶上、李氏祠堂前面的松柏上、村东口的老槐
树上、村西的石桥上，一夜之间被一双神奇的手精心洒
上了一层毛茸茸的白色，阳光初绽的一刹那，弯下身子
仔细看去，白色的边上还有轻轻薄薄的一晕金黄，让你
不忍下脚。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写过一首 《西江月》 的
词，其中有这样两句：‘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
瑶。’就写出了爱雪惜雪人的心情。麦田由绿色变成银
色，站在田塍边静静地听去，你会听到雪呵护下的麦苗
发出的细弱笑声呢。”

从城市的高楼上看去，看到的应该是青山绿水、富
足和谐的乡村，是和乐的、纯朴自然的农民，这是真正
的金山银山。这便是乡村的色彩、农民的色彩，也是中
国人心中的色彩。

（作者为著名作家、评论家，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2017年12月中旬，刊登了45篇获奖文章的《难
忘的中国留学故事》在日本各大书店上架。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5周年，在中国驻日使
馆支持下，日本侨报社今年4月举办首届“难忘的中
国留学故事”征文活动。45天里收到93篇文章，作
者既有退休老人，也有还在中国学习的年轻学子，
有外交官、大学教授还有企业高管，文章记录了因
留学与中国的相遇结缘、结识的朋友与感受到的中
国魅力，有的还对中日关系发展提出了积极建议。
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与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为该
书作序。日本侨报社总编辑段跃中说，希望通过日
本留华毕业生的文字，让更多日本人感受到中国的
魅力。 （刘军国）

在西方接触中国瓷器方面，有
两个标志性事件不能不提。

首 当 其 冲 的 是 威 尼 斯 人 马
可·波罗。1291 年，马可·波罗将
第一件中国瓷器带回威尼斯。8年
后，马氏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描
述了在福建的制瓷见闻，“刺桐城

（泉州） 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
州 （德化），制造碗及瓷器，既多
且美”，这是西方文献第一次提到
瓷器。可以说，马可·波罗掀起欧
洲人对瓷器的狂热，也揭开了欧洲
人四百年摸索瓷器制作工艺的漫长
历史。

另一起当然要数“克拉克瓷”。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
获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
有大量中国青花瓷，因不知产地，被
命名为“克拉克瓷”。这些瓷器在欧
洲拍卖引起轰动。

通过陆路抵达元朝的马可·波
罗，穿行的正是后人所称的丝绸之
路。而装载大量瓷器的克拉克号更
可能走的是海路。某种意义上，中
国瓷传入欧洲路线与今天的“一带
一路”走向不谋而合。

作为白瓷的忠实拥趸，英国陶
瓷艺术家埃德蒙·德瓦尔历时18个

月，走访了中国景德镇、德国德累
斯顿、英国普利茅斯三大世界著名
瓷都，在 《白瓷之路： 穿越东西
方的朝圣之旅》（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一书中贯穿中西视角，结合
旅游札记、回忆录与历史讲述，追
溯瓷器从中国传入欧洲发展演变的
辉煌历程，描画出一部数百年中西
文明交流史的迷人面貌。

瓷器在公元前 16 世纪的中国
商代便已出现。及至汉唐，工艺已
相当成熟。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睡
后茶兴忆杨同州》 一诗中曾吟道：
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

马可·波罗将瓷器带至欧洲
后，中国瓷器迅速风靡欧洲大陆。
如中世纪的佛罗伦萨流传着一种说
法，认为瓷杯可以阻止毒药发挥药
效；1607 年，法国皇太子用中国
的瓷碗喝汤，成为轰动一时的新
闻；法王路易十四为了讨好他的宠
姬旁帕多夫人，专门在凡尔赛宫修
建了一座托里阿诺瓷器宫，用来陈
列中国青花瓷；德国奥古斯都大帝
成立科学院，图谋制瓷之道。最疯
狂的要数萨克森王国的国王，居然
不惜用四个配备精良的皇家卫队到
普鲁士王国换取 12 个中国青花瓷

瓶 ； 17 世 纪 贵 格 教 徒 被 反 复 告
知，尽量不要在桌上摆放精瓷茶
具，因为它们更多是为了好看，而
不是实际使用。在“克拉克瓷”发
现后的百年间，至少有 6000 万件
中国瓷器运往欧洲。

中国瓷在欧洲被曾称为“白
金”。虽然欧洲人梦想像中国人那
样 制 瓷 ， 但 直 到 1708 年 1 月 15
日，长期被奥古斯都关在城堡地下
室里的德国炼金师弗里德里希·波
特格尔才研制出欧洲史上第一个白
色硬质瓷。

另一位为欧洲制瓷作出“卓越
贡献”的当数法国传教士殷弘绪。

1712 年，在景德镇“潜伏”7
年之久的殷弘绪向欧洲耶稣会奥日
神父寄了一封万言书，不是汇报

“本职”工作，而是详细披露了制
瓷 工 艺 。 1716 年 ， 发 表 在 《科
学》杂志。发现对欧洲制瓷没有太
大帮助，殷弘绪 10 年后再接再厉
又发回一封万言信，这次谈得更细
更深更全，简直就是一本制瓷百科
全书。

在超级间谍殷弘绪矢志不渝的
努力下，中国瓷在欧洲终于生出了
孪生兄弟。1793 年，当英国大臣

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使团来华时，居
然把韦奇伍德瓷作为国礼回赠给大
清乾隆皇帝。坐井观天的乾隆对此
自然不屑一顾，被其一同锁入库房
的还有上千件打着工业革命烙印的
最新成果。

不无讽刺的是，殷弘绪偷走了
中国制瓷工艺，德瓦尔却以“这位
勤学好问的神父”称赞，并狡辩

“他写信描述瓷器的制作过程，但
真正的主题是同情”。在殷弘绪一
再向欧洲披露中国瓷器制作工艺内
幕时，欧洲知识产权保护已渐成气
候：英国在 1623 年颁布了 《垄断
权条例》、1709年制定了 《安娜女
王法令》，法国也于1857年颁布实
施了《关于以使用原则不审查原则
为 内 容 的 制 造 标 识 和 商 标 的 法
律》。波特格尔瓷诞生后，他们首
先想到的也是知识产权保护。

无独有偶，曾令西方人倾倒的
中国茶叶，也因一个叫罗伯特·福
钧的英国人盗走了树种和制作工艺
而一落千丈。在极度看重知识产权
保护的欧洲，每每提及盗取中国瓷
和制茶等技术时，流露的居然是一
种恩赐之情，而非对历史的愧疚。

受制于交通阻隔，当年中欧间
不可能真正做到时通有无，夸大想
象并不奇怪。极为郁闷的当是，白
瓷时代的“一带一路”竟反倒成为
西方列强后来侵略中国的重要通
道。古今对照不难发现，今天的

“一带一路”之所以一经推出便拥
者云集，最根本的原因当在于四个
字：“互利共赢”。

朋友来看我，带一枚小小的自制
印章送我，喜得我满院子转悠，寻找
着合适的物件，想印上我的名字。爱
人从书架抽出本 《文化苦旅》，翻开首
页递给我：“喏，盖上你的大名，以后
这本书我再也不敢碰了。”屋子里的人
都笑了，我也笑了，接过来盖上大印
送回书架——大家都知道我的毛病，
自己的书从不外借，出门看上别人的
书就死皮赖脸地骗到手。这么自私的
人，居然还能有朋友，连我自己都觉
得好笑呢。

小的时候没有书读。认熟了几个
字，便对一切有字的东西感兴趣。每
次开学课本发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把
语文书从头翻到尾，把能读的故事、
诗句看个遍。若是得知哪位同学有本
小人书，便会狗皮膏药似地粘上去，
代写作业、拎书包、帮忙打扫卫生，
总之，只要能把书拿到手，啥事都好
商量。在那课外读物极度贫乏的少年
时光里，因为别人的书在我手中停留
的时间有限，我居然练就了一目十行
的阅读速度。最厉害的是有一次表哥
不知从哪儿借来一本 《快乐王子》，也
许是因为我总是烦他，也许是因为我
俩读书速度不一样，他不愿意将书转
借于我，甚至不允许我与他并排一起
看书。于是他贴着墙角蹲下，书摊在
他脚前的地面上，两只脚分别压着书
角，两只胳膊却伸展在空中阻止我靠
近。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定如那见
腥的猫儿，左右近身无效后只能站在

他对面，与他头顶着头看着同一本书
——那些字句他正着看，我倒着读，
居然还能跟得上他的进度，一起把那
本书看完了。直到现在，这都是让我
得意的一件事。

高中时学校建了图书馆。至今记
得那个中午，饥肠辘辘的我正奔向食
堂，看见一辆卡车停在医务室旁的空
房子前，几位老师正把一提一提的新
书往室内送。我的班主任也在其中，
见我们便远远地大叫：“来几个人帮忙
卸书！”我撒丫子奔过去。那是我第一
次看见那么多新书，第一次走进图书
馆，第一次看见数十排比人高的书架
上排满了书！第一次体会到原来书中
的油墨味会聚在一起，浓到把人熏
醉！我第一时间办了借阅证，以平均
每天 3 本的速度穿梭于教室、图书馆、
宿舍，直到在物理课堂上被老师从物
理课本封皮下抽出了《笑傲江湖》！

一 直 很 感 谢 那 位 教 物 理 的 赵 老
师，虽然我从来没有当面向她表达过
谢意。下课后她还书给我，并没有过
多批评，但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清
楚：“如果你只是囫囵吞枣贪大求多地
读书，只是醉心于书中光怪陆离的情
节，那么你不如不读！”

在那天落日的余晖里，那位总是
慢条斯理、每日依照书本做着实验的
老太太身上，我第一次体会出了知识
的涵养与光辉，发现师者的大气美好
与我的浅薄无知。我开始管束自己，
为读书定下了规矩：以学业为重，闲
时读书先分类，不求书目多，好书读
多遍。事实证明，赵老师的当头棒喝
成了我读书生涯的方向标，让我少走
了很多弯路，有效地从书本中汲取到
了更多的智慧。

读书让我增智、明理，让我身处
斗室亦可与古人对话、去未来遨游，
享受灵魂精神之自由；读书令我养
心、自律，品味世事百态，以恬然之
态静守人生苦乐，笑看岁月变迁。

《摆脱贫困》的治国要略与传承
□ 冉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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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中国留学故事》在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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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瓷时代的“一带一路”
□ 禾 刀

白瓷时代的“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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