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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文化自信 传播时代精神

好 书 推 介好 书 推 介

《大国之基》

★作 者 贺雪峰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书 林 撷 英书 林 撷 英

如何从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入手，重
视时代精神的熔铸，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
化，进而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鸦片战
争以来的艰巨课题。既要正视传统，更要
立足当下，是多年来文化研究中百家争鸣
态势下的价值共识和文化自觉。作者从方
法揭示到个案分析，都体现了这一自觉。
在《中国人的智慧》中，作者分别讨论孔子、

老子、墨子、庄子、《中庸》、孟子、礼乐、佛禅
的智慧，还专门分析了这些传统智慧的当
代价值，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
等多个方面，细致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当
今社会的意义。在《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中，作者概述中国文化精神时，鲜明地表达
了关于儒学复兴的基本态度：“中国传统文
化中大体上有一个基本的精神，主要是儒

家的做人的精神，滋润着社会人
生。底线伦理当中恰恰有一些

养育中国人根本性的东西。”“我们不要只言
片语、支离破碎地复兴，但也肯定不是要全
盘整体回归过去，想要恢复一个原生态或
者原教旨的东西，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事
实，我们只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提供一些
曾经养育过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良性精神
价值资源，尊重其传统，并努力对它作创造
性的扬弃和转化。”这种思考，对于建设体
现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当代文
化，具有重要贡献。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和《中国人的
智慧》两部书，凝结了郭齐勇教授多年来
的学术思考。相信这两部书的出版，将会
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产生积极作用。

（据《光明日报》作
者：李宗桂 张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桑坦
德经济学教席教授朱天博士所著的《中国
式增长》一书，深入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经济发展保持长期高速增长，
以及近年来出现增速相对下行的原因

所在。这本书解释了被视为世界奇迹的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逐一辨析了经济
学界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提出的多项动力的
答案。作者还为读者剖析了中国式增长的
特征和动力，阐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
优势。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一种流行的
说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
程度提高，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从微观
转入宏观，从而激活了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的动能。这种说法明显无法解释中国以外
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市场化程度更高、公
共部门干预程度更低的情况下，增长水平
却相当低。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工业化、城
市化必然带来经济增长——事实上，西方
国家近代确实分别经历过这一进程，但中
国城市化水平其实至今也低于西方国家以
及部分其他发展中国家。书中分析认为，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突飞猛进，其实是
经济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的表现形
式，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或者说动力所
在。还有人认为，中国人口多，市场大，有
人口红利。书中指出，这种解释其实是给
中国“定制”的专用解释，在人口较多特别
是年轻人口较多的国家中，多数发展并不
能尽如人意。

中国改革开放吸引了较多外资。本
书作者指出，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
FDI总量很高，但占整个GDP总量比例不
是特别高，1982 年—2012 年的年均比率
仅为 3%，在世界排名第 70 名，甚至低于
阿塞拜疆、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越南、
莫桑比克等国。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的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投
资率则大大高于均值，但不同于其他一些
主要依靠外来投资驱动的经济体，中国、印
度的投资来源主要靠的是国内储蓄。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经济
体量的不断上升，投资的占比会下降，消
费占比会上升，这会带来储蓄率部分下降
的变化。作者解释，这一转变是必然的，
因为中国不同于新加坡和瑞士这样的小
国，如此继续保持很高的储蓄率，拥有很
高的贸易顺差率，就只能输出资本，去购
买越来越多的国外资产，这会对现存的国
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带来很大的挑战。这
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我国主动加快对外
开放，通过举办进博会这样的高规格进口
贸易活动来主动增加对外采购和进口，因
为以此能够很有效地促进中外政治和贸
易互信。

按照这本书的观点，人力资源的积累
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之一。作者认为：

“从基础教育治理较高的角度来看，无论是
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还是之前日本
和‘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增长，都能得到很
好的解释。”作者还指出，不应依照一些批
评家的说法，将考试能力妖魔化并将之与
创新能力对立起来。而在讨论中国创新能
力时，作者认为，中国在许多领域仍需尽快
缩小与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中国创
新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已经优于其他发展中
国家。

在讨论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增速相对
下行的现象时，作者挑战了部分经济学家
宣称中国经济结构出现问题、人口红利消
失、创新驱动没有跟上，指出人口红利在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被过度夸大，而且
人口因素对增长的影响是缓慢而长期的；
另外，各项指标都显示中国的创新驱动近
年来在迅速上升。按照作者的看法，中国
2013年来主动调整了经济发展方式，政策
目标变得更为多元，不再单纯地追求GDP
增长，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廉洁政府建设，
主动让投资热度降温；另外，过去几年，中国
推行了总体上收缩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据《天津日报》作者：郑渝川）

中国式增长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近日，一场特殊的盛会在河南省文学院举
行。一批知名作家会聚于此，见证第二届南丁文
学奖的揭晓。南丁文学奖以已故作家、河南文学
领军人物南丁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在中原作家
群建设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

南丁原名何南丁，生于 1931 年，曾任河南
省文联主席。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的《检验
工叶英》等就引起广泛反响，主持创办《莽原》

《散文选刊》等多种文学期刊，是河南当代文学
60 多年发展历程最完整、最重要的亲历者和领
导者之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南丁先生汇集、扶持
了一大批年轻作家，比如今天活跃在文坛的李佩
甫等人，他们早已是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中国
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
说，河南在中国文学版图上一直具有重要地位，尤
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中原作家关注现实、关注
乡土，书写了大量优秀作品，形成在全国影响巨大
的“文学豫军”现象。

2018年，由河南省文学院等发起的首届南丁
文学奖举办，用以表彰最近一年中创作出优秀文
学作品的在豫或豫籍作家。

经评委会研究评选，第二届南丁文学奖授予
豫籍作家刘庆邦。他的新作、长篇小说《家长》聚
焦当前令无数家长重视甚至焦虑的教育问题，并
由社会问题延及家庭问题、伦理问题，进而深入探
讨人的生存本相，显示出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深切
的社会责任感。 （据新华社）

本书为读者全面而深入地回顾了从18世纪
到 1949 年中国与西方世界和日本的关系，论述
的重点时间段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作者非
常详细地论述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
关系，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解读它们对之后中国
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
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与西方对中国的理解
平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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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深入探讨了与乡村振兴有关的几乎所有
方面的重大问题，书中论述基于实地调研，从社会
结构、乡村建设、土地制度、乡村治理及组织再造
等方面，透视了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实际情况，
既指出了各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又提出了可行
性很强的政策建议。可以说，本书丰富了学界关
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成果，同时对政策制定部
门来说也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文明的醒狮》

★作 者 中国日报社
中国观察智库

★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文明的醒狮——国际名人解读中国改革
开放四十年巨变》展现了来自全球的政治人物、
学者、商界领袖等的深刻观点。本书分巨变、挑
战、机遇和故事四章，审视了中国改革开放对全
球发展作出的贡献，也反思了中国所遇到的问
题、挑战和机遇，链接国际、联系别国，从中国一角
看世界。

《中国与世界社会》

★作 者【德】于尔根·
奥斯特哈默

★译 者 强朝晖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作 者 郭齐勇
★出版社 中华书局

★作 者 朱天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与《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智慧，是
学术界和社会人士多年来高度关注
的重要问题。但究竟何谓中国文化
精神，其特质如何？何谓中国人的
智慧，表现为何？中国文化精神与
中国智慧之间是何关系？则是貌似
清楚实则问题甚多的论域。武汉大
学国学院郭齐勇教授所著的“姊妹
篇”著作《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和

《中国人的智慧》，对这些问题有颇
富洞见的阐释。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转
型艰难曲折、充满艰辛，但最终走到了改革
开放的时代，迈向了实现中国梦的新征
程。其根本的动力所在，就是中国文化精
神的价值支撑。《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
书首篇即分析何谓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如何把握中国文化的前世今生。郭齐勇认
为，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消化力、融摄力，
各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形成了相对可以兼容
的心理、思想与行为方式，五千年的文明又
让中华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分
量。无论是从器物层——四大发明、丝绸
瓷器、水稻栽培、冶铁穿井，社会文明层

——士绅阶层、社会自治，制度层——行
政、司法、土地、赋税、文官选举制度，还是
价值文明层——儒家“仁爱忠恕”、墨家“兼
爱非攻”、道家“道法自然”、佛家“慈悲为
怀”以及宋明理学家的“民胞物与”等理念，
都对世界贡献良多。

针对学界一度出现的文化自卑现象，
郭齐勇在《中国人的智慧》一书中指出：“我
们认为，中国的智慧，不是雕虫小技，而是
泱泱大国堂堂正正的大智慧”，“我们强调
的是对经典下过功夫，再反哺出来的真正
的中国智慧”，“我们重视对思想个案（专人
专书）的深入探讨，因为从中可以体会先圣

先贤的问题意识、提问与思考方式、分析问
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面对理论与实
际难题的应对之方”。既有针砭现实之力，
又有彰显文化价值之功。

在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时，郭著也清醒
地认识到，中国智慧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传
统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也要与之相适应，
要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与当代文化相适
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而这需要我们在
理解、运用中国先人智慧的基础上，按照时
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传统智慧的内容加
以补充、拓展、完善，以保持、增强中国文化
的生命力。

关于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哲学的特点
等问题，在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比较中就
已经开始讨论，先贤与后辈学者们见仁见
智，各抒己见。郭著重视学术探讨，广泛引
介权威研究成果。牟宗三关于中国哲学以

“生命”为中心的论述，徐复观关于“礼乐精
神”的讨论，马一浮对“六艺”的动态描述，
以及李明辉、刘述先等人对于“性善论”的
解读，都成为他综论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智
慧的重要材料。

在吸收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
者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旁征博引又娓娓
道来，以我国历史上主要学术流派的代表
性人物为纲，为读者梳理出一条领略先秦
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佛教禅学和宋
明理学精髓，理解中国文化基因的“捷
径”。在写作方式上，他把专深的学术问
题、学术观点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
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降低了品读中国哲
学的难度。

在“礼乐的智慧”一文中，作者引证前
贤之论，发掘对礼制秩序对弱者的尊重。
他将“礼不下庶人”解释为“不为庶人制
礼”，并指出“庶人是参照士礼而行的，婚丧
嫁娶、祭葬等标准可以降低，主要是考虑到
庶人家庭的节文仪物方面应该量力而行”，

“礼里面包含有对贫贱者、负贩者的尊
重”。与“对庶人可以无礼”，“庶人没有礼
可以遵行”的流行之论相较，作者的解释不
仅更加符合实际，而且可以引导人们追问

“礼”的精神旨归，进而对于“礼乐文明”这
一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有更加清晰的理
解。由此，可见一位学者的仁心。

重视彰显中国智慧的“生命意识”与
“人文情怀”，是两书的鲜明特征，也是作者
讲述中国智慧问题意识和解读中国文化精
神的思维路径。

郭著从中国各家哲学中抽绎出共同思
想，以此为基础，总结出中国智慧的六个
特质：存有的连续与生机的自然、整体和

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
性修养与内在超越、具体理性与象数思
维、经世致用与知行合一。这六点是从中
国文化的生命意识和道德实践的角度进
行的总结。

生命意识和人文情怀使得中国文化不
同于以知识为中心、以理智为游戏的西方
哲学，“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在自身
文化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外来的、不同的
民族和宗教的文化，丰富、壮大自己，形成
新的文化。”这种以“人文”为中心的文化思
考所形成的生命力，支撑着中国文化不断
自我更新，走向现代，成为不断应对新的社
会问题的理论资源。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种
种问题的时候，作者提出“守先待后，创造
转化”，重构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在儒学
的公私观与正义问题、儒学的现代意义、儒
学的生态伦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多个
问题上推动古为今用，正是其人文意识、家
国情怀的生动体现。

树立文化自信 增强中国文化的生命力

彰显中国智慧的“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

重视时代精神的熔铸 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作 者 郭齐勇
★出版社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第二届南丁文学奖揭晓

豫籍作家刘庆邦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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