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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出版

书 林 撷 英

面向未来，我们的选择可能
依然和40年前一样：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让改革成为常态并
不是坏事，改革是中国持续进步
的重要推动力。国发院以推动
中国进步为己任，《改革的追问》
也是我们推动中国进步工作的
一部分。

当然，推动中国进步不是仅
仅靠一两本书就能完成的，而是
还有更多更艰难的工作要做。
更何况，一本书的容量本身就非
常有限，国发院还有大量的研究
成果和观点无法收纳进来，希望
大家进一步关注我们的研究。
本书取名《改革的追问》，就是希
望能唤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中
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深入思考，
对改革面临的议题，尤其是难
题，敢于追问，并积极加入到公
共讨论之中。在中国改革开放
的历程中，公共讨论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公共讨论不仅能帮
助我们分辨真伪，走近真理，还

能更好地凝聚共识，促进改
革的执行。（据《北京日

报》作者：姚洋）（本
报刊发时有改

动与删节）

《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
日子》，40万字，讲述路遥生命最后的时
间；600天，见证一位伟大作家的生死与
爱恨、辉煌与黯淡、脆弱与坚强。

这是路遥最后的时光——在获得茅
盾文学奖的光芒背后，是一个雄心万丈
的作家的沉重与无奈：经济拮据、婚姻破
裂、身患重病、兄弟失和……

为路遥作传的作家很多，但最后长
时间陪在他 身 边 的 只 有 一 个—— 航
宇。航宇是路遥的同乡、同事、朋友，在
路遥人生最后的两年，他如亲人般的陪
伴、照顾，见证了路遥最后的抗争、痛苦
和无奈。

现今，航宇用疼痛的文字纪念这位

优秀的前辈、尊敬的导师和亲密的朋友，
展现了一个丰富的路遥、孤独的路遥和
伟大的路遥。

今天，我们仍要读路遥
很难想象，在每年出版近万部长篇

小说的今天，《平凡的世界》依然高居畅
销书榜首，并被列入高中生必读书目，在
各大高校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中名列前
茅。这部诞生于 30 多年前的巨著的长
销不衰和路遥的英年早逝给人们留下了
太多的疑问。路遥和他作品的魅力到底
是什么？

路遥在文坛掀起的热潮早在 20 世
纪 80 年代初就开始了，他的成名作《人
生》获 1981-1982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
奖。《人生》将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故事
和主人公的尴尬处境生动细腻地展示出
来，关于青年人的出路、感情世界、精神
未来，路遥在书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和解答。

路遥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小人
物，他们虽然生活艰辛，却并不为苦难和
痛苦所击倒，他们的奋斗让平凡而普通
的青年人看到了前景和希望，这也许是
路遥小说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获“茅奖”后的路遥
路遥留给人们的遗憾太多，他自己

人生的遗憾也太多。《路遥的时间》中，航
宇讲述了路遥凭《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

“茅奖”后的生活。
在世人看来，荣誉让路遥风光无限，

他不仅一举成为全国著名作家，也收获
了高额的奖金。但事实是，这位作家

的生活依旧拮据，父母强迫他给弟弟
安排工作，而前来拜访的记者、文学爱
好者让他无处可逃，没有时间读书创
作，而他自己因写作《平凡的世界》而
毁坏的身体每况愈下，他与林达的婚
姻 也 亮 起 红 灯 …… 你 能 想 象 到 的 中
年人所遇到的危机和问题，路遥都在
经历。

“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
陕西作家写作，一向以苦著名。很

多人是通过路遥的随笔集《早晨从中午
开始》了解他的，书中集中展示了他创作
时抽烟频繁、紧张焦灼的身心状态。

不仅如此，据航宇在《路遥的时间》
中记述，路遥在创作《早晨从中午开始》
时也颇费了一番周折。为了保障写作时
间和安静的写作环境，路遥交代航宇去
招待所给他定了一个房间，并嘱咐航宇
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他的去向。在这个秘
密的空间内，路遥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
写作劳动中。

生病入院的路遥
1992 年 8 月，路遥一到延安就病倒

了，并且住进了延安人民医院的传染科，
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随即航宇接到了
消息，路遥叫他去延安陪自己几天。本
来以为只是几天的陪伴，没想到自此航
宇一直在病房中照顾路遥，直到路遥生
命的最后一刻。《路遥的时间》中，航宇详
尽地记述了路遥在医院的生活。

路遥的病，让他的生活脱离了正常
轨道，一个刚硬的陕北汉子每天躺在病
床上，这的确触到了路遥的痛区。他一

方面担心唯一照顾陪伴他的航宇过于无
聊和劳累，一方面孤独、枯燥的生活也在
放大他的情绪。生病入院让路遥改变很
多，以前无所顾忌、十分强势的他开始变
得柔弱，航宇观察他“相当脆弱，眼睛里
总是闪着泪花”。当有朋友来探望他
时，路遥会十分欢喜，对康复出院信心
满满；当他一天到晚不能动弹地孤独输
液时，他又是那么绝望和消沉。女儿的
来访，是路遥最幸福、状态最好的时候。

如果时间能够回到20多年前，如果
路遥积极地参与治疗，不再那么固执地
生活，把那些纠结和痛苦痛快地倾诉给
朋友，也许在 1992 年年底他就出院了，
再回到他的文学事业，我们就不用在这
部《路遥的时间》中去靠近他生命最后的
爱与疼痛了。

（据《广州日报》作者：吴波）

今年是季羡林先生逝世十
周年。日前，由他的弟子张光璘
所著的《季羡林先生》与读者见
面了。

张光璘曾与季羡林共事 20
余年，曾经编撰过《季羡林文集》，
还和季羡林一起合编了《东西文
化议论集》，被季羡林称为“张才
子”。他的新作《季羡林先生》讲
述了季羡林先生从“寒门贵子”到

“水木清华”、从“留德十年”到“回
归故土”等不同时期的有代表性
的、或是对其人生道路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向读者勾勒
出季羡林求学、做学、讲学的非凡一生。

这部书稿写于2002年，因此书稿曾受到季羡林亲自
审校删改，并写下“张光璘写的都是我的过五关、斩六将，
没有写我的夜走麦城”的评语。如今，季羡林作古十年，
张光璘也年已耄耋，这本关于季羡林生前往事的一手资
料，尤其是经季羡林本人审校过的书稿，就显得极为珍
贵，不仅可以让读者对季羡林有更深了解，也为这位大师
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据光明网 作者：朱蒂尼）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
雄”，是一种无所畏惧的人生姿
态，是一种勇于进取的人生观，
诗人表现出的铮铮铁骨、崇高
的境界与非凡的气势，振聋发
聩，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故
事、背景、性别，具有普遍永恒
的意义。

——摘自《王立群妙品古
诗词》

文化学者、中国诗词大会
嘉宾王立群近日推出新作《王立群妙品古诗词》（东方出
版社），此次，王立群着力于恢复中国古人点评诗文的传
统，全书见解独到，风趣幽默，深入浅出地解读传诵了一
两千年的100首经典古诗词。

这本古诗词书有两大特色：一是见解独特，王立群教
授力图发前人所未发，道今人所未言。比如，在点评王维

《终南别业》一诗时，王立群教授说，终南山之所以能在中
国众多的名山中脱颖而出，还在于中国古人的一种审美
意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终南山中有“仙人”。谁
是终南山上的“仙人”呢？王维就是其中之一。

《终南别业》是王维晚年心境的写照。他闲步山间，
随性而走，行到山穷水尽之处，就坐下来看天上云卷云
舒，看地上溪流淙淙，不惊不喜，不闹不怒，一幅淡然画
卷，烛照一颗悄然诗心，这正是“一山一水一别院，一诗一
画一人生”。这样的点评让读者领悟到这首诗真正的绝
妙之处。

二是风趣幽默，深入浅出的流行语言让传诵一两千年
的经典诗词活在了当下。在本书中，王立群点评的100首
经典古诗词，金句频出。比如，王立群教授认为范仲淹的

《江上渔者》是北宋版的“舌尖上的中国”……他读李商隐
的《无题》诗，写的是一场“确认过眼神”的美丽遇见与回肠
荡气的无奈转身；品评张九龄的《感遇·其一》，品出的是

“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自信与坚守……
在王立群看来，一首诗歌能够成为经典，从诗歌本身

而言，经典名句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诗歌经典
名句的聚焦与解读，一方面，是捕捉到了诗歌的关键与核
心，有振领提纲之功；另一方面，并非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而是关注经典名句的文本意义、传承及演化。《王立群妙
品古诗词》一书对诗歌的解读，不追求一字一句的详细解
释，不追求一句一联的全面鉴赏，主要是从个人的评点感
悟出发，立足诗词语境，针对经典名句，抽丝剥茧，旁敲侧
击，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前后勾连，左右照应，力图建立
另一种理解诗词核心的“语境场”。

本书中精选的100首经典古诗词，其中有75首来自
语文教材。中小学阶段正值一个人学习古诗词的黄金时
期，阅读王立群教授的诗词书，为孩子、老师、家长互动打
开一扇崭新的诗词之门，从而让生命的脚步不再匆匆，让
平凡的日子也能活出诗的精彩。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作者：王莉莉）

扫二维码，查看本书精彩书摘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

cn/n/946069

一诗一画一人生
——读《王立群妙品古诗词》

扫二维码，查看本书精彩书摘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

cn/n/946061

凝聚共识凝聚共识 促进改革促进改革

敢于追问改革面临的议题

从 1978 年到今天，改
革一直是中国持续高速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从中
央高层到媒体和公众讨论
的热点，这样的状态可能还
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对于改革，我们应该思
考什么？怎么思考？也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
对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简称“国发院”）的老
师们而言，学术是他们切入
议题的出发点，由此，他们
对改革的追问直击核心议
题的本质，避免使用“加速”

“倒退”“停滞”这样简单的
措辞为改革泛泛定性。《改
革的追问》这本书充分体现
了这一点。

我们出版这本书缘起
于国发院的一系列纪念改
革开放40周年的活动。这
些活动始于2017年国发院
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

国发院对于改革议题
的关注和研讨由来已久。
周其仁、宋国青等前辈学者
在20世纪80年代深入参与
了改革的设计和实施工作，
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事业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国发
院前身中国经济中心创立
之后，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国
发院教师积极为改革建言
献策，影响了 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的许多重大改革。

《改革的追问》一书既呈现
了国发院前辈经济学家最
新的研究心得，也涵盖了中
生代学者的声音，还有余淼
杰、雷晓燕等新一代经济学
家的观察思考。除经济学
文章，本书还收录了陈春花
老师的一篇管理学文章，进
一步丰富了本书的视角。
如果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
能够感知到国发院老师们
独立思考和不断追问的精
神、甚或还能从中领悟到一
些看世界的方法，那将是令
人欣慰的事情。

改革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四十不惑”，改革已经
走过 41 年，但我们感到疑惑
的东西依然很多。本书收集
的文章，为读者厘清了改革
的一些头绪。

首先，改革不是齐头并
进的，而是存在很大的不均
衡性。这种不均衡性既体现
在行业层面，也体现在区域
层面。比如，徐晋涛老师分
享的林地改革就不是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简单翻版，
各省的进度和方案都不一
样，而且到今天依然在改革
的路上；在金融改革方面，黄
益平老师告诉我们，利率市
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节奏与
方案各异。从更宏观的角度
看，产品市场的改革比较到
位，而金融、劳动力、土地、电
力、供水等要素市场的改革
就滞后很多。在区域上，东
中西部的市场化水平差异很
大，东部走在了前列。

其次，改革是一个动态
过程。问题和方法时刻都在
变化，利益攸关方时刻都在
博弈，2018 年民营经济再次
受到高度关注就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我本人也深度参与
了这次讨论。40 年来，民营
经济的发展波浪式前进，螺
旋式上升。从最早被否定，
到邓小平对傻子瓜子的“看
一看”，再到 90 年代末获得
宪法地位，民营经济历经磨
难，终得凤凰涅槃。然而，过
去20年，围绕民营经济的争
论一直未见停息，“国进民

退”和“国退民进”的讨论此
起彼伏，最终演变为2018年
上半年的民营企业“退场论”
以及下半年的“56789”“自己
人”的戏剧性变化。同样事
关民营经济，但每次讨论的
焦点都有所不同。沿着这个
方向追问下去，关于民营经
济的讨论又与国有企业改革
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紧密相
关，还远远没有到可以画上
句号的时候。

最后，改革是中国的，也
是世界的。中国是世界的重
要组成部分，“改革”和“开
放”总是并列出现，足以说明
问题。发生在 2018 年的中
美贸易争端牵动全世界的神
经。美国是二战以来世界上
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改革开
放的 41 年，总是伴随着中美
关系的变化。当中国从人口
大国变成经济大国，尤其是
当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
超过 30%的时候，中国
与世界的融合深度早已
经不是 40 年前所能
相提并论的，我们今
天的一举一动都会得
到全球各国非同寻常
的关注，而中美关系
又是中国与世界关
系的关键一环，处理
好中美关系，能够让
我 国 获 得 更 加
融 洽 的 国 际 经
济和政治环境。

让改革成为常态
并不是坏事

《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出版新 著 品 读

感受丰富的路遥感受丰富的路遥 热爱平凡的世界热爱平凡的世界

★作者 航宇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岁月更迭，但路遥的影响如磐石般
深入人心。一个真诚书写伟大时代，用
生命为人民而歌的作家，他所集聚的正
能量，一直在鼓励人们努力奋斗，积极向
上。去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路遥
被授予改革先锋称
号。本报曾推出专
版，致敬这位“鼓舞
亿万农村青年投身
改革开放的优秀作
家”。扫二维码，查
看更多内容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cn/n/939281

本版转载文章作者，请联系编辑（电子邮箱：
lyrbshb@163.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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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追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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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曾受到季羡林亲自审校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