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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史为鉴

书 海 观 潮
读 家 之 言

虚 无
虚无是与存在相对应的哲学概念，而虚无主义

经常被认为是某个特定时代的特征，或者我们讲历
史虚无主义，大抵就是指否认历史的规律性，否认现
象背后的本质价值。那么读书与虚无又如何牵扯在
一起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关于读书的意
义价值及其在知识传承体系中所具有的特殊性都经
历着被否定的命运。读书真的重要吗？或者知识那么
重要吗？在物质主义面前，精神的重要性如何体现？
读书虚无论与存在于艺术创作中的虚无思想多少脱
不了干系。

还有观点认为，读书是自我的选择，想看什么就
看什么，或者说读书只是一种娱乐或消耗生命的方
式，何必非经典不读？如同许多书也只是个人体验的
低端重复，又何必在意一个人的阅读史？——这样的
看法更是让人难以认同。

悲观的人还会认为，人类的知识成爆炸性几何
级跳跃式增加，读书已成为一种“无期徒刑”，碎片化
的累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历史上看，文明的繁荣
或崩溃与个人的读书并无关系，所以和古人通过书
谈一场“恋爱”已经变得不那么迫切。

虚无会导致大众自然地解构许多规律性权威性
的认知，进而否定存在本身的价值。因此，读书的虚
无论在不同时代的某个特定阶段总会悄然流行，侵
蚀到我们的生活。不过，幸运的是，虽然我们在寻求
真理的路途中难免有徒劳无益的消极情绪，但读书
依然是大多数人最无助时最先捞到的稻草。

（据《人民日报》）

本书是著名作家张炜涉足儿童文学的第三部作
品，满含作者童年的回忆，讲述了一个山村少年苦苦
寻找“鱼王”学艺的传奇故事。以儿童的视角，探测生
命的深度；以聆听的姿态，倾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密语。质朴中寄寓深刻，温情中尽显童趣。这是一部
带有奇幻色彩的成长之书，同时也是一部蕴含智慧
与人生经验的哲思之作，颇具有启迪与引导意义。

★作者：张炜
★出版社：明天出版社

《寻找鱼王》

新 书 快 讯

全书共分八讲：前两讲通过厘清现代性、全球性
及历史等基本概念，说明了作者通过反思的方法论，
提出我们的认识途径是“全球现代性”的视角；接下
来逐次反思过去百年中国的社会史研究、社会学和
人类学学科及儒学和国学等知识领域经历的变革；
最后再次总体反思全球现代性及中国当下的发展，
并对未来做出警示。

★作者：阿里夫·德里克（美）
★翻译：李冠南 董一格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后革命时代的中国》

日前，史学著作《简明中国反贪史》由九州出版社推
出，该书作者王春瑜曾因创作《中国反贪史》而被誉为“国
内反贪文化研究第一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本书恰如“一面明亮的镜
子，折射出历朝历代反贪斗争的经验与教训”。

王春瑜介绍，历史上反腐较好的皇帝是汉武帝，但
他靠酷吏的手段才稍稍遏制住猖狂的腐败之风。

为了反腐，汉武帝不惜任用一批酷吏，以法外的酷
烈手段对付贪腐之吏，使之付出血的代价。在加大反贪
力度的同时，汉武帝还有意识地表彰廉吏，公孙弘、赵
禹、尹齐等一批公正执法、廉洁自律的官员得到好评，
被树为百官的表率。通过以上措施，加上其他政策的配
合，到汉武帝晚年，贪污腐败之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
制，已经激化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动荡的局面又趋向稳定。

汉武帝曾使用酷吏反腐

《简明中国反贪史》系统地描述了历代反贪斗争与
王朝兴衰的关系，揭示了在君主专制时代，反贪斗争不
可能走出轮回怪圈的尴尬。这实质上是一条不以人们
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著名政治学家白钢评论指出：传统的官僚政治体
制，或由官府直接经营工商业，或由行政长官统摄赋役
财政，这就赋予官吏以政治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方便
条件。历代开国之初，反贪斗争往往卓有成效；中期以
后，贪贿之风就愈演愈烈；到了王朝末年，“蠹盛则木
空”，贪污贿赂者便成为王朝覆亡的掘墓者。几千年
来，人类一直在关注着反贪斗争。历史上中外的贪污
腐败有许多共同点，按照寻租理论或“公共选择理论”，
贪污贿赂是租金在政治市场中的一种存在形式。

乾隆皇帝反贪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惩治贪污的法
令不可谓不严，然而，实际效果如何？正如薛福成所
说：“他虽然处理了像甘肃冒赈案（此案陆续正法者
56 人，其中总督、巡抚、布政使各 1 人，知府、道员 5
人，同知、知州 8 人，通判 2 人，知县 35 人，县丞 3 人，
免死发遣者 46 人。），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案等
大案要案，却放过了清朝有史以来最大的贪官和珅。
直到乾隆帝病逝，嘉庆帝继续进行反贪事业，才把这个

“贪鄙成性，怙势营私，僭妄专擅”的“群臣之首”和珅拉
下马。

君主时代反贪如“割韭菜”

王春瑜说：“从秦汉至明清，虽然各朝灭亡的原因
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贪污腐败，如蚁啮柱，久而久之，柱
朽如渣，华屋遂轰然倒塌。”

他因而归纳出一个历代王朝兴亡周期率的主要表
现形式：“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反贪
斗争渐渐有名无实——王朝末年贪污腐败猖獗，民不
聊生，王朝灭亡——‘新’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

‘新’王朝中叶后……”这样的周期律成了走不出的轮
回。进而他提出：“我坚信，只要亿万群众都能从历史
深处走出来，以现代法制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以主人
翁的身份，敦促建立起真正的、完备的、行之有效的监
督公仆机制，我国的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就能收到很
好的成效，从而走出反腐败的轮回。”

著名杂文家、诗人邵燕祥指出，古代的反贪风暴往
往无疾而终，封建官僚制度的弊端是官吏侵贪屡禁不
止的根源。君主对臣僚的要求首先是忠，其次才是
廉，廉洁与否仍然由君主来评判，一切以君主的政治
需要而定。“所以，政治腐败，官吏侵贪，并非人治社
会的严刑酷法所能根除，也非专制条件下的讽喻说
教所能阻止”。 （据新华网）

古代的反贪为何无疾而终

国内有个别学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
钓鱼岛是“荒岛”“不产生GDP”，进而说明
钓鱼岛“无足轻重”，甚至指责保钓人士登
岛是“误国”“害国”。

其实，“钓鱼岛是无足轻重的荒岛”之
说才真正是误国害国。

这些人一方面是受日本很大的影响，
至于他们在日本有多少利益，当然我们在

这里不好分析。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对钓鱼岛一

无所知。
日本根据钓鱼岛所划的 200 海里专

属经济区，它就以钓鱼岛这样一个3.6平
方公里的岛屿，马上划出12海里领海，然
后再划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日本以钓
鱼岛为中心划的这200海里专属经济区，
几乎把我们浙江的外海和台湾海峡全部
包括进去了。

一个岛屿能够获得的专属经济区，将
近40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台
湾的面积是3万多平方公里。这将近40万
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就会对我们的专属
经济区、对我们的海底资源产生非常大的
侵蚀！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中日两个国家从海洋地质构造
上来看，叫相向不共架国。我们两个国家
相向，但我们没有共享东海大陆架，东海

大陆架被冲绳海槽切断了。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相向

不共架国，大陆架的海底权益归大陆架延
伸国，东海大陆架的整个海底权益应该归
大陆架延伸国中国。而钓鱼岛一旦归了日
本——当然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承认钓
鱼岛是日本的一部分，但日本如果完成
了钓鱼岛的“国有化”进程，宣称钓鱼岛是
它的，日本就可以宣称它在东海大陆架上
有块领土。那么中日双方海底大陆架划界
的依据就要发生改变，中日之间就由相向
不共架国变成相向共架国。双方共享大陆
架，那东海大陆架就是一家一半，日本有
些所谓中间线的理论就能够成立，这对我
们要造成2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的
损失。

我们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媒体人，
他们对钓鱼岛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并不
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最好不要过多地

说话。如果不了解，还以专家学者的身份
出来说，说保钓人士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实际上这种论调才是害国。

这些保钓人士实际上是以自己的身
家性命在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我们对钓
鱼岛的认识，首先要从学界开始，从理论
界开始，不能把保钓行动仅仅放在一些没
有什么资源的民间人士身上，作为拥有丰
富资源和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所谓理论界
人士或媒体人士甚至媒体的负责人，却把
保钓行动看作害国，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民
族利益的长久侵蚀，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
教训。

中华民族如何万众一心？这对我们今
天依然是个重大的考验。尤其是我们学
界、思想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模糊
认识的话，把钓鱼岛仅仅看作弹丸之地，
那么确实有必要进行一次海洋权益的普
及教育。

每 日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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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反腐书籍，值得一读

书中的四个主人公命运相互交织。他们在大
学里相识，笑过、哭过、伤过、痛过，他们与许许多多
的大学生一样，在任性的青春里品尝着疯癫与疼
痛。幸运的是，不管命运最后将他们置于何处，他
们始终没有忘记最初的梦想；不管曾经被撕裂的伤
口有多深，他们依然勇敢任性地活着爱着。

★作者：无赖诗魔
★出版社：北京群言出版社

《我们不问岁月，只愿意活得任性》

《曲终人在》

作者：周大新 出版社：人民文
学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的首
部反贪官场小说。它深入官场生态
内部，讲做官和做人的关系，讲官场
中的人性和命运，讲为官一任的健
康价值观和正能量……

小说讲述官之为官的使命和责
任、道德和操守，呼唤风清气正，呼
唤刚健有为，也呼唤全社会关注官
员健康的心理状态，建立正面的价
值体系。 （本报综合）

《中国古代廉政楹联故事》

作者：孙丹林 出版社：中国方
正出版社

本书收集楹联 170 余幅，力争
将每幅楹联的来龙去脉介绍清楚，
让大家了解楹联“背后的故事”。通
过阅读这些故事，读者可以感受到：
为官清廉的人，有的刚正不阿，有
的为国为民，有的道德高洁，有的
勤勉节俭；为官不廉的人，则置国
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放弃个人
名节，只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书既是一本
清官传，又是一部贪官谱，正反相
照，以供借鉴。

《中国反贪史》

作者：王春瑜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包括从先秦时期

开始的历代王朝及民国时期的反贪史。撰
稿者均为断代史专家，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
础上，从各个朝代的贪污状况、监察制度、法
律监督机制、廉政措施及反贪成效等方面，
系统地梳理了历代反贪斗争的轮廓和脉络，
总结了历代贪腐和反贪的规律。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作者：卜宪群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腐败

与反腐败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论著。与以
往的反贪史和廉政制度史的相关论著不同，
也与以往把腐败简单地归纳为剥削阶级的
属性不同，本书将腐败与反腐败作为古代国
家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伴随的一种政治现
象，探讨其产生的根源、政府的对策，以及历
代思想家对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深刻思考。

《廉政家书》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
心 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该书收录了中国古代名人家书、老一辈
革命家家书、革命烈士家书及普通人的家
书，总计一百篇，集中了中国传统家书中关
于廉政文化的精华。

通过家书原文和相关背景故事的介绍，
本书从立德、立言、立志、修身、齐家、读书、
治学等方面阐述为人、为官之道，倡导清正
廉洁、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娓娓道
来，入情入理，真实自然，既适合党政干部阅
读，又适合大众读者阅读。

《腐败与改革——美国历史上的经验
教训》

作者：爱德华·L.格莱泽 克劳迪娅·戈尔
丁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该书共包含11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
分析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的腐败
史，涉及的领域从公共工程到公司治理、从
特许权到食品药品监管，非常具有代表性。
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其时美国的情况，

“与当今许多现代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地区并
无二致”。该书对美国历史上的腐败与改革
治理的分析解读，对我们理解和解决当今中
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关键问题将有很大的
启发和助益。

张智定，男，1940年6月25日生，
2015 年 7 月 27 日 11:25 不幸去世，享
年 75 岁。定于 2015 年 8 月 6 日上午
8:30在洛阳殡仪馆万安厅举行遗体告
别仪式，敬请亲朋好友前来吊唁。

妻：耿娜 携
子：张文胜 媳：申利
女：张 琳 婿：杨国和
孙：张熠初
外孙：杨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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