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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河北省承
德市隆化县的六年级学生
李静宣过得与以往有些不
同。相比于出门玩耍，她
在家里拥有了一块自己的
天地——一张白色书桌。

“有了书桌就不需要趴在炕
上写作业了，还可以在桌
上画画、读书，朋友们羡
慕极了！”李静宣说，书桌
成了她心中的“珍宝”。

李静宣的“珍宝”，来
自隆化县的“美丽书桌”
活动。

“美丽书桌”是由隆化
县委宣传部牵头、团县委
策 划 、 爱 心 企 业 捐 款 资
助、承德爱心联盟志愿者
协 会 参 与 实 施 的 公 益 活
动，资助对象为隆化县建
档立卡贫困户家里正在接
受义务教育的学生。活动
将为学生免费安装书桌，
打造舒适的学习环境。

隆化县是国家级贫困
县，也是河北省十大深度
贫困县之一。村子贫困户
家 里 大 多 3 间 平 房 ， 吃
饭 、 待 客 、 储 物 都 得 占
地，没有学习的空间，孩
子们只能跪趴在坑坑洼洼
的炕上写作业。“孩子们
说，他们想要一个书桌，
能 坐 着 写 字 ， 能 放 书
包。” 承德爱心联盟志愿
者协会助老部负责人高彦
平告诉本报。

感受到村里孩子在学
习上的困窘，隆化县委宣传
部长李坚提出“美丽书桌”
的构想，希望贫困学生在家
里也能专心学习。“教育精
准扶贫，不仅要关注学校
教 育 ， 还 要 走 入 学 生 家
庭。”李坚谈起她的初衷。

“美丽书桌”从今年 4
月 初 开 始 实 施 ， 到 5 月
初，完成了初阶段的试点
工作。书桌已走进了隆化
镇哑叭店村和茅荆坝乡田
家营村的 22户人家，每户
费 用 在 1600-2100 元 不
等，初阶段的总花销约 5
万元。整个活动将覆盖全
县符合条件的 600 多户贫
困户。

这是一张白色烤漆的
电脑桌，书桌组合了储物
柜，上柜下桌。书桌也被
精心布置：柜子一角的长
臂猴娃娃，隔间里的新华
词典、国内外名著，桌面
上 的 盆 栽 、 护 眼 灯 、 笔
筒，这些物件都免费赠送
给了孩子。

“书桌一装好，孩子就
给我打电话，说他一眼就
相中了。”田家营村村民张
国称赞道，有了书桌，孩
子 坐 着 舒 服 ， 学 起 来 更

“得劲”了。
细致的设计、周到的

布置，让“美丽书桌”成
了家庭里的“学习角”。田
家营村的田博文上初中，
学习任务紧，之前趴在炕
上写作业，眼睛不舒服。

“孩子现在天天在桌前看
书，学习可上劲了。”田博
文父亲告诉本报。

书桌还承载了孩子的
小心思。“有孩子和我说，
她要每天在桌前写日记，
再把日记本好好保管在抽
屉里。”隆化县团县委书记
谢晨钊回忆。

“孩子们坐在桌前专注
的模样，看着可美了。”高
彦平颇有感触。

安装书桌、打造家庭学
习空间只是“美丽书桌”的
第一步。“这是四位一体
的活动。”谢晨钊解释，“互
联网+志愿服务”“圆梦微
心愿”和“服务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主题教育”这三个
项目正在筹备中。

“爱心书桌对贫困学
生的帮助落在了实处，让
孩子学起来更有信心。”
田家营村村民李阳说道。

“美丽书桌”让教育扶贫
从学校转向家庭，为教育
扶贫开拓新思路，让“精
准”在家长的认可和孩子
的雀跃中实现。

“教育扶贫，扶智还要
扶志。我们希望给孩子播
下对美好生活的信念。”谢
晨钊强调，“美丽书桌”能
让 受 助 学 生 从 小 就 懂 学
习、会感恩、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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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多年，对中国的预
测，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
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过
去，我们回头一看，乐观的几乎都
是对了，悲观的几乎都错了。”

2015 年，一段名为 《中国人，
你要自信》 演讲视频，火遍网络。
视频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张维为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翔
实的数据、鲜活的案例，告诉国
人：中国正在崛起，中国人，你要
自信。

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
者、受惠者，张维为凭借独特的学
术见解和人生经历，向世界各国讲
述中国崛起的光荣与梦想，传达他
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制度
的自信与乐观。

用脚底板走出来的学问

2011 年，一本名为 《中国震
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的读物，引发了震动。中国崛起的
话题被推向新的高潮，思想界对于
作者张维为“中国模式”的见解
议论纷纷，有赞声，也有疑问。

面对疑问，张维为很淡定。这
种自信源于他丰富而传奇的人生经
历——当过工人，做过高翻，后成
为学者，走访过 100 多个国家。正
如他自己所说，我接触过中国的最
高层，也接触过中国的最底层，是

“用脚底板走出来的学问”。
1957年12月出生的张维为在上

海长大。17岁时，他进入上海雕刻
二厂，成为一名学徒工。这让他在
成为一名学者后，可以真正做到

“接地气”。扫楼道的大妈、送快递
的小伙、开出租的司机，都是他观
察世界的切口。他知道如何用大众
的语言，讲解深奥的政治问题。

1977 年，“文革”后的第一届
高考，成了张维为人生的转折点。
他幸运地考取复旦大学外语系，毕
业后又攻读了两年翻译专业研究生
的课程，随后进入外交部担任英文
翻译，开始了与中国“最高层”的
接触。

1985 年 8 月 28 日，张维为第一
次给邓小平当翻译。邓小平作为政
治家那种罕见的大视野，给张维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已经年过
八旬，但是却能敏捷地思考，而且
思考的往往是二十年、五十年乃至
一百年后的事情，把中国发展的大
战略、大步骤都设计好了，这是很
了不起的。”张维为回忆道。

担任邓小平的英文翻译，是张
维为人生中一段重要经历。而改革

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中国道路
的思考和探索，也成为张维为日后
思想的灵感来源。他坦言自己总结
的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实践理
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
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
济、对外开放，就是从邓小平的思
想中提炼出来的。

回忆起上世纪 80 年代，他说
“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年代，也
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每
天都充满变革，各种新政策出台。
虽然有很多挑战，生活也很艰苦，
但对我的人生很重要，也为我以后
研究中国问题打下了伏笔”。

1988 年，张维为进入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从事同声传译工作，迎
来了人生的第三个角色。在联合国
工作期间，他考入瑞士日内瓦大学
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随后在这一
大学的亚洲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

此后20多年，他把热情和精力
都投入到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
研究，特别是通过横向国际比较来
进行这样的研究，向世界客观地介
绍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在他看
来，自己只是尽到了一个学者的本
分，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所见所
闻，所思所感。他非常珍惜自己作
为学者的独立身份，不依托于任何
体制，不受制于任何利益集团，自
由自在地在世界各地发表自己的看
法。

中国崛起呼唤中国话语

“新中国解决了‘挨打’的问
题、‘挨饿’的问题，现在需要解决

‘挨骂’的问题。”张维为说，“中国
崛起的故事很精彩，但是缺乏自信
的话语进行讲述。”因此，构建中国
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他一直以
来身体力行、努力奋斗的目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
的发展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对世
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
走访了 100 多个国家后，张维为对
于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触动和震
撼颇有感触。但同时，他也感受到
两种强烈的对比反差。一方面，国
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存在诸多偏
见，甚至给人“一片漆黑”的印
象。另一方面，国内的一些人，迷
恋西方模式。这两种反差使他感到
很有必要站出来讲话，将自己走访
百国后形成的对于中国道路、制度
和模式的自信清晰地表达出来，传
递给更多的中国人，为中国人更好
地认识中国、认识社会发挥一点作
用。

张维为曾亲眼目睹了不同国家
命运的跌宕起伏，其中让他印象最
为深刻的是苏联与南斯拉夫解体。
在他看来，这两个国家解体的步骤
基本上是一样的：先是在意识形态
上被西方话语“忽悠”，然后经济崩
溃、国家解体。发展到今天，中国
同样面临着这种威胁。因此，中国
的崛起一定要伴随中国话语的崛起。

张维为的“中国三部曲”正是
建设中国话语的尝试，旨在激发更
多人去思考和研究，用中国人自己
的话语来评论中国和世界，建构中
国话语体系。在 《中国震撼——一
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一书中，张
维为提出“文明型国家”的概念，
正是为了从中国文化的根上，解释
中国制度的合理性，这也是他试图
建立的“中国话语”。

不要惧怕说中国模式，这是张
维为一直高调主张的观点。《中国震
撼》 甫一问世，便受到国内外学
界、政界以及中国普通民众的广泛
关注与讨论。张维为认为，人们对
于中国模式的关注，是这本书走红
的社会心理背景。“谈中国崛起、中
国模式，这在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
都是最热的话题。”张维为说，“这
说明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高速发
展，国人对中国的成绩，问题和未
来普遍希望有一种比较全面而独立
的解读。应该说，我的一家之言还
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更看好中国模式

2012年，在欧洲生活了20来年
的张维为全家回到上海定居。他用
实际行动表示了对中国的信心。

此前，虽然主要生活在瑞士
和法国，但是张维为几乎每年都
回国多次。2013 年，他第一次回
到祖籍地南通，深深地为当地的
发展所震撼。“江苏的人口等于 10
个瑞士、7 个希腊，在江苏做成功
的事情，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了
不起的。所以，中国震撼，实际
上是由无数的上海震撼、江苏震
撼组成的。”

中国震撼的背后是中国模式的
成功。随着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中国道路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2014 年，张维为在

“三部曲”的收官之作 《中国超越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
想》 中，凭借其在西方国家生活 20
多年，走访 100 多个国家的经历，
从国际比较视野出发，提出了中国
模式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和西方
模式的超越。

纵观世界二三十年的发展变
化，西方模式催生出一系列问题。
在西方国家内部，民主常常与债台
高筑、运作失灵等联系在一起；在
非西方地区，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带
来的是动乱和冲突。张维为认为，

“中国的成功向世界展示了另外一种
选择，这就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模
式，坚定地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
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争取在越来
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超越西方模
式。最终，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会认
识到，跟着西方模式走，路只会越
走越窄，而大胆探索自己的发展道
路，才可能真正成功。”

2011 年 6 月，张维为教授与美
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上海以

“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为题展开了
一场“世纪之辩”。福山是美国著名
的自由派学者，其所提出的“历史
将终结于西方民主制度”的论断，
曾经引发学界广泛讨论。辩论涉及
了一系列最尖锐的政治问题，如民
主还是专制、法治还是人治、中美
政治模式的比较等。张维为在辩论
中做出五个重要的政治预测。

2017 年 6 月，在 2017 观天下论
坛上，张维为回望了六年前的那场
辩论。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恰到好
处地印证了他预测的准确与精当：

“阿拉伯之春”将演变为“阿拉伯之
冬”；中国崛起是“历史终结论”终
结的明证；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仍
然坚守中国文化，“世界文化趋同
论”将难以成立……

2015 年 6 月，复旦大学中国研
究院成立，张维为出任院长。在研
究院成立仪式致辞中，他强调：“希
望研究院成为不断产生原创性的中
国思想、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的地
方，成为与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地位
相称的、在海内外都有相当影响力
的一流新型智库，成为所有认同中
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研
究者的思想家园。”在他看来，中国
研究院的成立是一个标志，“中国学
界为西方学术和西方话语当‘传声
筒’、‘打工仔’的‘时代’即将终
结”。

近年来，张维为参加论坛、座
谈会，为党政干部讲课，为青年人
演讲，接受媒体采访，撰写文章
等，奔走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以
中国人自己的话语，向国内外公众
阐释中国模式，解读中国崛起的背
后，也自信地宣告了“中国崛起的
势不可挡”，帮助无数中国人树立起
发自内心的文化自信。

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张维为
用自己的声音，喊出对于中国道路
的深深自信。

张维为简介

张维为系复旦大学特聘教
授 、 复 旦 大 学 中 国 研 究 院 院
长 、 国 家 高 端 智 库 理 事 会 理
事、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被 《光明日报》
评为2016年中国智库十大人物。

张教授曾在上海当过 3 年
工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
获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
博士学位。曾任牛津大学访问
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
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和国内多所
大学的兼任教授。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他曾
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
的英文翻译。走访过 100 多个
国家。

张教授著有 《邓小平时代
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
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
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
岸关系的思考》、《文明型国
家》和 “思考中国三部曲”系
列 （《中国触动》、《中国震
撼》、《中国超越》）。其中《中
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
起》 一书销量过百万，产生了
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于 2011 年
9月被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推
荐给来华访问的世界银行行长
佐利克，此书也获得了上海图
书奖一等奖 （2012） 等许多奖
项，并被译成英、日、韩、阿
拉伯等多种文字出版，广受欢
迎。《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
家的光荣与梦想》 一书曾获上
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优秀成果一等
奖。

张教授的 《中国人，你要
自信》 网络视频点击量数亿，
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张教
授以中英文发表过大量关于中
国政治与经济改革、中国发展
模式、比较政治制度、外交政
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

张教授参加了习近平总书
记于 2016 年 5 月主持召开的全
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并作为政治学领域的代表就理
论创新、中国话语建构和新型
智库建设等议题作了发言。

张维为：
中国崛起的故事很精彩

陈振凯 张雅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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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走的是历史选择的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只有找到适合自己条件的道路，
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改革开放
37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近10%，成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6亿多人口摆脱
贫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7000 美
元。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
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这充分说
明，中国人民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历史是现实的源头。近代以后，
中国饱受战乱动荡，历经长达一个多
世纪的磨难。100多年前，中国人民开
始“睁眼看世界”，努力探寻救国救民
的道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
山先生曾经到英国求学。在经历君主
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等的失败尝
试后，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
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只有中国
人最了解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慢慢
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变革创新。中
国社会主义不是教科书里的教条，不
是刻板僵化的戒律，而是在实践中不
断发展变化的生命体。我们在实践中
不断完善，在发展中不断变革，形成
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
会、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
同，期于利民。”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只有能够持续造
福人民的发展道路，才是最有生命力
的。

——摘自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
上的演讲（201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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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书桌美丽书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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