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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所著《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在东方卫视同名纪录片受到欢迎获
得热播的基础上，用理性又生动的语言，破除西方话语，用中国人的智慧解读中国奇迹。该书从不同维
度探讨阐释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激发出来的举世瞩目的中国力量，是用中国语
言书写中国精神、阐释中国价值、彰显中国力量的重要研究成果，是读懂中国、理解中国，把中国道路、中
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先进性讲清楚，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有益读本。

日前，《哲学是怎样炼成
的》引进出版。该书是英国
科学院院士、皇家学会会员、
牛津大学哲学家蒂莫西·威
廉森 40 年哲学炼成之路集
大成之作。

哲学有什么用？威廉森
在本书中揭开了哲学方法论
的神秘面纱，让你系统地理
解哲学架构。这种哲学方法
论不仅是一切学科的基础，
而且可以帮助你分析、解决
人生难题。作者向我们展示

了这座由科学哲学、分析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形而
上学、逻辑学等学科铺展出来的设计蓝图。跟随作者的
思考，我们会推翻自己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刻板印象，认
识到哲学的另一面。 （据《广州日报》作者：吴波）

《哲学是怎样炼成的》
引进出版

读书是获取信息、知识、智慧的方式，读书也需要有
正确的方法。著名教育家叶圣陶的“三步读书法”，值得
我们学习和借鉴。“三步读书法”就是在阅读时，分初读、
复读、再读三步进行。

怎样初读？叶圣陶认为，初读要经过三个环节：求
疑、答疑、复核。于无疑之处求有疑，初读务求找出问题
来。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初读不疑，等于不读。有
了问题，接着要依据平时的阅读经验、生活或工作的体
会，“自求解答”。有疑问不轻易求人，在百思不得其解
时，才看参考书或求教他人。这种答疑过程中就有长
进。自己求得了解答，还得验证它是否正确，这就要用注
释或参考书来检验。在检验过程中辨明真伪，求取真知。

求疑、答疑、复核三个环节中，叶圣陶强调的是读书
过程中的思考，如果一味读书而不思考，就会因为不能深
刻理解书本的意义而不能合理有效利用书本的知识，甚
至会陷入迷惘。如果一味空想而不去进行实实在在的学
习和钻研，则终究是沙上建塔，一无所得。这就要求我们
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才能学到切实有用的知识，
否则就会收效甚微。即初读的核心是建立在思考基础上
的问答。

怎样复读？叶圣陶的做法是：“又复读一遍，明了全
篇或全章全节的大意。”假如把初读中的自问自答视作条
分缕析的钻研，那么，复读中观其大意，就是站在高处，综
合归纳。唯有分析，才能了解书的细节；唯有归纳，才能
对全文的脉络、思路、要点、中心等了如指掌。前面的两
步，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析法”与“归纳法”，等训练到
了一定的阶段，手上进行的还是两步，但脑子中已经是合
二为一了。

叶圣陶认为，好文章还需要“最后细读一遍，把应当
记忆的记忆起来，应当体会的体会出来，应当研究的研究
出来”。如果说第一、二步是钻到文章里面去，第三步就
变成了从文章中跳出来。它的目的是吸收、创新。学懂
的内容，要记牢，要体会；对于能改造、创新的，就要下一
番研究功夫，使认识不断深化，以转化为自己的成果。

叶圣陶还告诫大家：“读书忌死读，死读钻牛角。”
“阅读必须认真，先求认真，次求迅速，这是极大的基本
训练。”我们如果能按照叶圣陶的“三步读书法”去读
书，就一定能有不小的收获。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朱广志）

叶圣陶的读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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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理解用中国力量支撑
中国定力？本书引用大量鲜活的实
例，解读西方社会部分人士对中国的
傲慢、偏见和质疑，旨在告诉人们中国
的崛起是怎么来的，中国人民今天的
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实际上，中国
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
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
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
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
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

‘可能’”。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之所以
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愈益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是源于
党和人民对美好目标矢志不渝的坚守
和一以贯之的接力推进，更源于全党
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苦干
实干。这种坚忍不拔的持守定力本身
就是中国力量的鲜明表达。

此外，通过对中西政治制度的
比较分析，作者指出，尽管中国人口
等于 20 个英国，但是中国能够通过
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在国家发
展战略目标层面形成最广泛的社会
共识，创造中国全方位崛起的奇迹。
中国不害怕制度竞争，不害怕模式竞
争。同时，中国也决不会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于人，不会向世界推销中国模
式，因为照搬别国模式，从来都不会
成功。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在饱经沧桑、
久经磨难之后的经验总结，是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付出各种代价、
作出各种牺牲探索得来的人间正
道，也是中华民族面向未来、不断发
展的实践指南。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朱
永刚）

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从来没
有哪个国家能够像新中国这样，在如此
短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用几
百年才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发展奇迹，实现了从贫穷到富
裕、从羸弱到强大的历史性跨越。是什
么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欣欣向荣、蒸蒸
日上？是什么让我们的民族越来越扬
眉吐气、自信满怀？是什么让我们的人
民越来越幸福安康、意气风发？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中国共
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的世界大党。《中国共产党章程》开宗
明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

发展要求，代表中
国先进文化的前进
方向，代表中国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
共产主义。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
彰显了党的力量和优势就在于引领人
民，始终为人民谋利益。党的初心使
命如此，党的性质宗旨如此，党的实践
更如此。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元素。在作者
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
民铸就中国奇迹、中国力量，成就中国
价值，除了优良传统和红色基因外，还
在于党的现代元素，中国共产党具有
全世界最明确的现代化导向。从宏观
视角看，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确立，到党的十九大擘画的宏
伟蓝图，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具体
视角看，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广泛的协
商民主，还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的决策机制，能够较好地统筹不同
利益群体的诉求，实现人民整体和长
远利益的最大化。应当说，这种战略

规划、决策机制、实施能力和现代化导
向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的
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
来，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党和人民深
刻认识到“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
党”。当代中国，把党建设好，是党和
国家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党把自身
建设好这种制度安排，是党的最重要
安排，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一条基
本经验。面对新时代长征路上前所未
有的风险挑战，党只有坚持全面从严
治党，从根本上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
问题，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
清明，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
导核心。

应当说，在21世纪激烈的国际竞
争中，党和人民之所以能够不断跨越
艰险，赢得胜利，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
党的初心使命、现代化导向和全面从
严治党的制度安排和价值取向。

在作者看来，举世瞩目的中国力
量源自中国精神，原因有三。

首先，中国崛起是“文明型国家”
的崛起。要读懂中国崛起，不能犯“盲
人摸象”的错误。因而，作者认为对中
国崛起要有整体把握，应采用三个方
法：一是看大数据，即看比较权威的大
型民调，而且要多个数据对比着看；二
是要考察调研，如果只是坐在书斋里
看数据，经常会错得离谱，这种本本主
义的方法要不得；三是分板块看中国，
即一个是巨大的发达板块，一个则是
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板块，看板块与
板块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 次 ，中 国 拥 有 四 大“ 超 级 因
素”。中国是个大国，大国的话语要有
底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历

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
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
远在这儿！”在作者看来，中国崛起有
四个特征，作者称之为“四超”，也是中
国崛起的强大基础，即超大型的人口
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
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四大

“超级因素”是中国崛起最精彩之处。
再者，中国人有宝贵的“家国情

怀”。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诞生
了。新中国的两个伟大符号——国旗、
国歌也诞生了。其中，五星红旗的设
计者是来自上海的曾联松。当时的
他，仅仅是一位业余美术爱好者，一位
饱经战乱的热血爱国青年。曾联松对
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充满了憧憬和期

待。1949 年 7 月，他从报纸上看到了
新政协筹备会刊登的征求国旗图案的
通知后，决定尝试一下。他夜以继日
地构思设计，凭着仰望星空时“盼星
星，盼月亮”的灵感，以对新中国满腔
的热忱和憧憬铸就了一段流芳百世的
辉煌。70年后的今天，全国各地都举
办了“闪唱”活动，大家唱得最多的就
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我和我的祖国》。
正如作者所言，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
这首歌都美得令人心醉，唱出了许许
多多普通中国人的真实情感。

应当说，作者讲述国旗诞生背后
的故事和今天的“闪唱”活动，其实就是
要弘扬中华儿女这种浓浓的家国情
怀。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所在、力量所系。

中国力量源自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塑造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支撑中国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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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量 举世瞩目
——读张维为教授著作《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