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善民生需站在更高纬度上
今 年 两 会 的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对 民 生 问 题的 着墨尤为令人
关 注 。报告坦 言 ：“当 前社会结
构 、社会组织 形 式 、社会利 益格
局发生深刻 变化 ，社会矛盾 明 显
增 多 。我们 必 须 把保 障 和 改善
民 生作 为 政府一切 工作 的 出 发
点和 落脚点 ，放在更加 突 出 的位
置 ，着力 加强社会建设。”

民 生 问 题越 来越成 为 行政
的 主 要 着 力 点 ，是 发 展 的 必
然 。过 去 的 经 济 增 长 ，为 基本
民 生 的 普遍 改 善提供 了 条件 ，
也取得 了 引 人 注 目 的 成 果 ，但
弱 势群体 改善基本 民 生 的 课题

依 然 存 在 。同 时 ，伴 随 着 民 生
需 求从 生 存 需 求 向 成 长 需 求 、
权 利 需 求 的 升 级 ，民 生 问 题也
渐趋“宏观化”。

“ 宏观化 ”是指 ，一 方 面 ，基
本 民 生 问 题仍 需 花 大 力 气去 解
决 。让 百 姓 看 得起病 ，上得起
学 ，住得上 房 ，仍 是 民 生领域 的
严 峻挑战 。这是 市 场 手段无 法
完 全取代 、政府 必 须 提供 的 基
本公 共服务 。另 一 方 面 ，民 生
不 是城镇居 民 “专 有”，而 是 全
民 所 有 的 课题 。过 去 ，对基数
庞 大 的 农村居 民 的 民 生投入远
低 于 对城镇居 民 的 投入 ，民 生

的 城 乡 不 平 衡 发 展 也 亟 待 解
决 。近年 来 ，政府持 续 加 大 民
生投入 ，医 保覆盖 面 的 扩 大 ，新
农合 的 生 成 ，教 育 经 费 的 增 加
等 ，体现 出 了 民 生 问 题 的 均 等
性 思路。这对化 解社会 矛 盾 意
义 重 大 。

民 生 问 题 的 “宏 观化”，还
反映在其解决 的好坏 ，关 系 到 能
否 消 除 经 济增 长 潜忧 。经 济增
长 最可靠 的 驱动 力 ，不 是边际效
益递减的政府投资 ，也不是过度
依赖 于 外部环境的 出 口 贸 易 ，而
在 于 能 否 形 成 统 一 的 国 内 市
场 。当 下 ，环境成本的 急剧 上升

与 人力 资 源 的 减 少 不 约 而 至 ，不
仅制 约 了 民生福利 的提高 ，也侵
削 着经济增长 的 潜力 。

新形 势呼唤更 高 水平 的 民
生投入 。今年政府 工 作报告对
2013年 的 工 作 部 署 ，提到 了 十
大数字 。其 中 ，直接涉及民生的
就有 6项 ：物价控制 目 标 3.5%左
右 ，新 增 就 业 900万人 以 上 ，养
老金提 高 10%，人均 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 经 费 提 高 到 30元 ，保 障
房新开工 630万套 ，教育 经 费 支
出 超过 2万亿 元 。财政保 障 对
于 民生 的保障 至关重要。

民 生 投入 ，不 仅 包 括 财 政

的 倾 斜 ，还 应 该 包 括 范 围 的 拓
展。在环境 污 染 成 为 重 大公共
命题之 时 ，减 轻 民 众 的 环 境付
出 成本 ，就是 民 生 ；在城镇化进
程 中 “人的 城镇化 ”诉 求趋 于 高
涨 之 时 ，提 高 民 众 的 权利 均 衡
程度 ，同 样是 民 生投入 。

更 为 广 泛 的 民 生 概 念 和
追 求 ，既 是 民 众 的 冀 望 ，也 是
民 生 作 为 政 府 一 切 工 作 的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的 要 求 。有 了
这 个 新 起 点 ，民 生 就 可 以 发
展 到 一 个 更 高 的 纬 度 ，而 社
会 发 展 和 经 济 增 长 ，也 将 从
中 获 得 无尽 资 源 。　□徐立凡

房地产只能扮演城镇化配角
城镇化是今年 “两 会”最热 门 的 议

题 ，与 城镇化 相 关 的 提 案 也 最 多 。日
前 ，发 改委副 主 任 朱之鑫在 “两 会 ”间
歇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 ，“中 国 特 色城
镇化发展 不 是搞 房地 产 ，城镇化 一 定要与
农业现代化 结 合”。应 该说 ，此观点 深刻 领
悟 了 城镇化 的 本质要领 ，亦 是 中 国 城镇化
进程应 有 的 正确 方 向 。

可 以 想 象的 一幅 图 景是 ，城镇化全面 启
动 ，全 国 各地必 然会掀起一 波房地产 热 潮 。
这本无可厚非 ，但最大的 风险在 于房地产 建
设的 失控 ，而 罔 顾 当 地真实 需求。如今 ，三四
线城市频现“鬼城”，足以 印证在很 多 城市 ，房
地产 的库存量 已 经 出 现 了 过剩 的局 面 。

重新定位房地产属性是第 一步。只有重
新界定清楚 了 房地产 的 属性 ，与 城镇化相关
的 一 系 列 配套政策才 能够得 以有序推行。新
近发布 的 “国 五条”细 则 ，其 中 将对二手房征
收20%所得税的政策 ，虽 受 市场层面讨伐 ，甚
至会进一步推 高房价 ，但此项政策也基本表
明 了 决策层去除房地产投资和投机功能的决

心 。房地产 到 了 必须 完全回 归居住属性 ，从
投资品的 定位转为 消 费 品 的 时刻 。重新定位
房地产在经 济上的 角 色 ，可 以理解为 城镇化
不 以房地产 业为 主导的 必要条件 。

实 际 上 ，于 民有利 、泽被后世 的 城镇化
定然 是 以 人为 本 的 主动 市 民化。这就 需要
户 籍 、就 业 、教育 、养老 等 多 领域 改 革 的 齐
头 并 进 。其 中 ，又 以 就 业 问 题 最 为 迫切 。
而 朱之 鑫所提倡 的 “农业现代化”，虽 然 直
接 关 乎 着 农 民 能 否 实 现就 业 的 本地化 ，但
是更为 重要的 则 是发展 当 地的 第 二产 业和
现代服务 业 。显 而 易 见 ，这 必 须 重振萎靡
多 年 的 实 体 经 济 ，这也 与 “去 房地产 ”密 切
相 连 。眼 下 席 卷 小 县城 、小 乡 镇 的 房地 产
开发 浪 潮 ，不 可 能 长 期 持 续 地给农 民提供
稳定 的 就业 。

这 个 时候 ，我 们 就 应 该 考 虑 通过 产 业

转移 的 路径 ，来 实 现农村就 业 本地化 的 问
题 。上世 纪八 九 十 年代 ，乡 镇企 业 的 异 军
突起 ，以 及“92派 ”企 业 家 群体 （即 1992年
后 “下 海”经 商 者 ）的 形 成 ，都对今 日 城镇化
有 着 重要的 借鉴意 义 。

大 幅 度减税 ，给 民 资 以 实 业 空 间 自 不
必说 ，但 最主要的 还是让地 方 政府放 弃城
镇化 等 于 房地 产 化 的 思 维 。不 过 ，若没 有
财政税收制 度 的 变 革 ，重 新 理 顺 地 方 和 中
央 的 事 权财权 关 系 ，地 方 政府 定 然 还会继
续 死抱房地产 主 业 不 放 ，而 不 会 实 实 在 在
地建立起来符合 当 地特 色 产 业 。

归根到 底 ，过去十 年 ，房地产 深度裹挟
了 中 国 经 济 ，新 十 年 以 城镇化 为 经 济 引 擎
的 发展路径 ，必 须 让 中 国 经 济与 房地 产 深
度切割 开 来 。至 少 ，房地 产 只 能扮演城镇
化 的 配 角 。　□倪金节

如此 炫 富
日 前 ，两名 哈尔滨 网友在 网

上争相炫富 ，从成捆的百元钞票 ，
到名包 、名车 ，再到千万存款 ，引
起网友的极大关注 。

你 晒十捆 百 元 大钞 ，
外带 名 表名 车 名 包 ，
开眼 了 吧 ！
嘴上不 住地念叨 。
我 不 屑 一顾 晒存折 ，
你 识数吧 ！
看 看上 面是 多 少 ？
千 万存款冰 山 一 角 ，
一 山 更 比一 山 高 ，
跟我 炫 富 差 远 了 。

（ 画 外音 ）如此炫 富 ，
纯属招摇 ，
夜晚睡觉 ，
当 心 绑 票 ！

□ 张翟西滨

能否设置售房个税抵扣
日 前 ，国 务 院 办 公厅 发 布 了 关 于 继 续

做好房地 产 市 场 调 控 工 作 的 通知 ，通知要
求 ：对 出 售 自 有住房按规定 应 征收 的 个人
所得税 ，通过税收征管 、房屋登记等 历 史信
息 能核 实 房屋 原 值 的 ，应 依 法 严 格按转让
所得 的 20%计征 。

这 一 税收 “狠招”，足 见 国 务 院 对楼 市
调 控 的 重 视 ，彰 显 中 央 严 控 房 价 的 决 心 。
不 过 ，这也产 生 了 一 个 问 题 ：持有房产 的 时
间 越长 ，转让 时 的 差 价势 必越 大 ，需要缴纳
的 个税就越 多 ；反倒 是那 些短炒投机的 人 ，
却 可 能赚一笔就走 。

我认为 ，房产 投资和投机 ，在税收政策

上应 有 区 别 ，对 于短期 炒作 的 投机行为 ，应
重拳遏制 ，而 打 击 长 期持有的 投资行为 ，不
妨稍 宽 容 些 。为 此 ，我 建议 出 台 更 细 化 的
政策 ，根据持有房产 时 间 的 长短 ，个人房屋
拥 有数 目 ，设置一 定的 免税额 或起征点 。

除此之外 ，对 于按揭 贷款的 住房 来说 ，
看 似 不 菲 的 转让 所得 其 实 是虚假 的 ，因 为
其 中 的 大部 分 可 能 都 给 了 银行 ，并 不 能 自
己 全部 揣进腰 包 。换 言 之 ，明 明 是银行 的

利 润 反 而 要购 房人 来承担税收 。因 此 ，在
征收 个税 时 ，应 该 允许抵扣 住房抵押 贷款
的 利 息 支 出 。事 实 上 ，世界上 有 些 国 家 也
都是这样做的 。正如 “新华视点 ”微博所评
论 的 ，“房 价 问 题 恐 非 加 重 个 税 可 解 决 ”。
但 在 税 收 层 面 上 ，至 少 应 该 保证公 平 合
理 。个人转 让住 房按 差 价 20%计 征 个 税 ，
应 该设置 时 间 优 惠 和抵扣 项 目 ，并尽快 纳
入个税综合计征 。　□付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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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 ，共 有 近 125万 网 民 参 与
的 人 民 网 2013年 两 会 “十 大 热 点 问 题
调 查 ”中 ，“社会保 障 ”获 256458张 票 ，
已 连 续 4年 获该 网 两 会调 查公众 关 心
榜榜首 。在 同 时 开展的 人 民 网 与 清 华
大 学媒介调 查 实 验 室 的 线 下 调 查 中 ，社会
保障依然位列 公众 最关 注 的 前三 。

“ 学 有 所教 、劳 有 所 得 、病 有 所 医 、老
有 所 养 、住有 所居”，饮食 男 女 ，人们 茶余
饭后 热 衷谈论 的 话题 自 然 绕 不 开 自 己 的
生 活 。据统计 ，到 2020年 中 国 老年人 口 将
比 2000年翻番 ，约 占 全部 人 口 20%，约 2.7
亿人 ，老年人 口 中 领 用 养老金人 口 比例 不
断 增加 ，国 人如何养老或将成 为 2020年前
会全 面 爆发 的 社会 问 题 。正 因 如此 ，社会
保障 问 题年年成 为 关 注之首 、两会热 点 。

“ 不 患 寡 而 患 不 均 ”，在 经 济基础 高 速
发展 的 今 天 ，如 何公平 享 受 发展红 利 ，已
经 成 为 大 众 普遍期 待 。解 决 好 养 老 制 度
公 平 性 的 问 题 ，成 为 社会保 障 改 革 的 关
键。拿这 次热 点 话题 的 分项 调 查 来说 ，对
于社会保 障 ，网 友要求废 除退休“双轨制 ”
的 呼 声 最 高 ，98%网 民认 为 双轨制 有 悖 社
会公平 ，废 除企业 和机关 事 业 单位退休金
双轨制 势在 必行 。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与 企 业 退休人 员 领取
养 老金 的 差 异 ，被称 为 养老金 “双轨制 ”。
养 老 保 障 是社会保 障 的 重 要组 成 部 分 。
不 同 人群之 间 养老金待遇差 距过 大 ，实 际
上拉 大 了 居 民收入分 配差 距 ，未能体现社
会保 障 调 节 收入 分 配 的 应 有 作 用 。养 老
金“双轨制 ”饱 受诟病原 因 就在 于此 。

养老 不 公 ，必 然 衍生相 对剥 夺感 。不
改革 ，普通 民 众 的 被剥 夺感 和 不 公平 感 势
必加 重 ，潜藏不 满 情 绪 。而 要抚平 这种被
剥 夺 的 感 受 ，首 先 当 然 需 要 用 制 度填补 鸿 沟 。最起
码 ，制 度 不 能 制 造这种 分 裂 的 差 距 。对每 个普通 民
众 来说 ，公平 正 义其 实 很 简 单 。很 多 时候 ，无 非 就是
看 一 个 社会 能 不 能 给 它 的 成 员 提供 均 等 的 公 共服
务 ；能 不 能让这 个 国 家 的 公 民 ，都 享 有政府提供的 平
等 的 福利 与 权利 ；当 社会分配存在 某种 不 公 时 ，制 度
又能 不 能迎头赶上 ，补 齐差距 、兜底权利 、确 保公平 。

日 前 ，人社部部 长 尹蔚 民在接受采访 时提 出 ，将
实 行适合机 关 事 业 单位特 点 的 补 充 养老保 险 办 法 ，
实 现企业 与 机 关 事业 单位各项 社会保险制 度的 有效
衔接 。一 方 面 应 该提 高 农 民 、企业 退休人 员 的 养老
金 ，另 一 方 面 应 该 改 变 机 关 事 业人 员 不 缴养老保险
却 能领取 高 额 养老金的 机制 。

由 此看 出 ，养老金“双轨制 ”改革 不 仅呼声 大 ，而
且有利 于理顺社会保障体 系 ，实 现社会公平 。

今天 ，养老金“双轨制 ”不 是要不要改革 ，而 是什
么 时候进行改革 ，以 什 么 样的 方 式推进改革 。

中 国 自 古 以 来就将“民生”与 “国 计”相提并论 ，民生
问 题一直与 国 家发展存在 着 不 可分割 的 关 系 。民 生 ，
正是广 大人 民群众 的 切 身 利 益之呼 声 。这一 养老公
平 的 民之呼 声 正给 两 会论政 问 计 于 民划 出 了 清晰的
路线 图 ，公众正在期待实 实在在的答案 。　□大 罗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表达的 “常识”
汉娜 ·阿 伦特 曾 说 ，“即使

时代 黑 暗 ，我们也有权去期待
一 种 照 明 ，这种照 明 未必来 自
理论和观念 ，而 多 是源 于 明 暗
不 定 ，常常很微 弱 的 光 。这 光
照 来 自 那 些 男 男 女女 ，来 自 他
们 的 生活和著作 ，无论境况如
何 ，这 光 始 终 亮 着 ，光 芒 散
布”。阿伦特 的 这 句 话落到 中
国 当 代史上 ，显然是为顾准 “量
身定做”。

对 于 当 下 的 大 多 数 人 ，甚
至 是读书 人来说 ，我们很难给
顾准明 确定一个身份 。他 曾 经
是 一个会计学家 ，也是一 位革
命者 ，建国初一度是上海的财政
局长 ，随后却被打为右派 ，最终
成为 一个独立 的思想家 。今天
我们再度 回顾顾准的一生贡献
时 ，往往会说他是提出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只是对于了
解及期待了解顾准的人来说 ，这
一历史评断显然远远不够 。

诚然 ，了 解一个学者 ，最直
接 的方法便是 阅 读他 的文字 。
然而 由于时代的关系 ，顾准在建
国后 的文字和著述 留 下的并不
太多 ，那本《顾准文集》也是直到

1994年才最终付梓发行 。那本
文集 ，对于理解顾准和他 的 思
想 ，虽然恐怕只起到了管窥的作
用 ，但无疑还是让大众第一次能
去直面这位 “燃灯者 ”的心路历
程 。在仅400页 的 并不算厚实
的文集 中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
主 义 》应算 是其 中 最核心 的 部
分 ，这个篇章不仅是最直接触及
到 了顾准思想的核心 ，而且也是
对 顾 准 一 生 经 历 最 准 确 的 概
括 。所以 ，这次光明 日 报社将这
个部分首次以单行本的方式 出
版 ，无疑是给了我们一次重读顾
准的绝佳机会 。

回顾顾准的一生 ，他年少在
会计界成名后即投身革命 ，跟随
了 那个革命年代里狂飙的理想
主义潮流 ，他借着会 计学 家 的
身 份 ，实 则 是在 用 红 色 革命 理
论来救 国 图 存 ，这段 革命经历
不仅让顾准接触到 了 社会主义
的 经典理 论 ，而 且 也 让他在 实
践 中 体 会 到 了 革 命 理 论 的 力
量 。建 国 后 ，顾准 由 于在 实 际
工作 中 坚持 自 己 的 独立思想 ，
令 自 己在仕途和生活上遭遇 了
巨大挫折 ，直到最后妻离子散 、

家破人 亡 ，这 种惨痛 的 经历 并
未使他 消 沉 ，反而让他冷静下
来开始反思大家对革命理论 的
认识误 区 ，这 种反思 让他最终
从一位 “理想主义者 ”彻底转变
为 一 位 “经验主义者”。于是 ，
在 《从 理想 主 义 到 经 验 主 义》
中 ，我们读到 了 作 者那个惊世
骇 人 的 发 问 ：“某 种 远 大 的 理
想 ，以 及 由 这 种理想 而 引 起 的
狂热 ，宗教式 的狂热 ，不都需要

从 理 想 主 义 转 到 经 验 主 义
吗？……人 ，如果从这种想象力
出 发 ，固 然可 以 完成历史 的奇
迹 ，却不能解决 ‘娜拉 出 走以后
怎样 ’的 问 题。”正是在这样发
人 深 省 的 提 问 下 ，顾 准 在
1973-74那 个黎 明 前 尚 最 黑 暗
的 时代里 ，还冷静地指 出 ，现在
我们最为 需要 的 是 “清醒地看
到 问 题所在 ，知道我们 已 经解
决 了 什么 ，哪些没有解决 ，哪些
是走过 了 头 ，实事求是 ，而不是
教 条 主 义 地 对 待 客 观 实 际 ”。
是的 ，“实事求是”，正是这 四个
朴 实 的 汉 字 ，却 在 顾 准 提 了 5
年后 ，才 最终被真正落实 到 了
治国理念中 。

当 然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
主 义 》尽 管在 文体上 只 是 一 些
读书 笔记和 随想 ，却 并不 容 易
读懂 。一 方 面 ，作 者 的旁 征博
引和肆意挥洒包含 了 庞大的信
息量 ，如 果没有 一定 的 知 识储
备 ，恐怕 很难理解其 中 表达 的
意思 ；更为重要 的是 ，作者的叙
述思维常常在不 同 的 时代 间跳
跃 ，从 古 希腊到 20世纪 的红色
革命 ，从 古典哲学到 马 克 思 经

典 ，他 的叙述 时 空 常常 一跨数
千年 ，其 中 蕴藏的 说理和 感情
交 杂在 一起 ，彷佛是 一 曲 节 奏
迅疾激 昂 的 进行 曲 ，读者稍 不
专 心就很难跟上作者的叙述节
奏 。事实上 ，从希腊城邦 到十
月 革命 ，从 黑格尔辩证法再到
马恩列 思想 ，作 者 在恣意 的书
写 中实则 是在慢慢梳理并重新
认 识 那 些 革 命 经 典 理 论 。所
以 ，无论 是希腊文 明 还是俄 国
革命 ，无非都是作 者在借他 国
历史浇 自 己心中 的块垒 。

顾准离开我们 已经将要 30
年 了。30年 间 ，中 国 社会早 已
发生 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理
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中 ，作者那
些振聋发聩的文字大多 已被现
实证 明 了 ，只是 “娜拉 出 走 以后
怎样”这个问题依旧在当下叩问
着我们 ，直到现在 ，我们依 旧 未
能对这个 问题提交 出令人满意
的答案 。所以 ，我想 ，那些拿起
《 从理想主义到 经验主义 》重读
的思考者们 ，依旧会在脑海中盘
旋着这个经典的提问 ，依旧会被
顾准那些激扬的文字而感动得
热泪盈眶 。　□严杰夫

胡适早年的读书生活
胡 适 1891年 12月 17日 出

生于上海大东 门 外。1895年 ，
胡适 四岁 时 ，父亲病逝 ，临终前
遗 嘱胡适要 “努力 读书 上进”。
是年春 ，胡适跟随母亲返回家乡
安徽绩溪上庄 ，进入家塾 ，开始
了他早年的读书生活 。

胡 适读的 第 一部书是父亲
生前为他亲手编纂的 四言韵文
启蒙课本《学为人师》。这本书
是胡适的父亲胡传亲笔抄写 ，一
定程度上代表着他本人的思想 ，
开头几句是：“为人之道 ，在率其
性 ；子臣弟友 ，循理之正 ；谨乎庸
言 ，勉乎庸行 ；以学为人 ，以期作
圣。”以下是分说五伦 ，最后一节
是：“为人之道 ，非有他术 ；穷理
致知 ，返躬践实 ，黾勉于学 ，守道
勿失。”胡适读的第二部书叫 《原
学》，这也是父亲为他编的启蒙
课本 ，略述哲理。《学为人师 》和
《 原学 》这 两部启 蒙书大体上属
于理学范畴 ，旨 在讲述为人处世

的哲学 。胡适 幼年熟读这些训
条 ，深入脑髓 ，这对他 日 后 的为
人为学颇有影响 。

胡适读的第三部书是《律诗
六钞》。这 是 一 本关于 律 诗 的
书 ，胡适 虽不懂得其 中 奥义 ，但
却背得很熟 ，故很多年后仍能记
得。1899年 ，八岁 的胡 适 在 四
叔家玩耍 。偶然 间 在桌底下煤
油板箱的废纸堆 中发现 了 一本
被老鼠咬坏了 的 、没有封面的破
书 ，于是津津有 味地读 了起来 。
这本破书为少年胡适打开 了 一
个新鲜的天地 。原来这本破书
就是《水浒传》残本。从那以后 ，
胡适便到处去借小说 ，陆陆续续
读了 三十多部小说 ，其中有：《红
楼梦》、《三 国 演 义》、《儒林外

史》、《聊斋志异》、《正德皇帝下
江 南》、《七 剑 十 三 侠》、《双珠
凤》、《琵琶记》、《夜雨秋登录》、
《 夜谭随录》、《兰苕馆外史》、《寄
园寄所寄》、《虞初新志》、《薛仁
贵征东》、《薛仁贵征西》、《五虎
平西》、《粉妆楼》等 。这些 白 话
小 说不仅帮助胡适将文字弄通
顺了 ，更重要的在于它让胡适在
不知不觉 中得到 了 白 话散文的
训练 ，这为他后来进行的 白 话文
运动打下 了 基础 ，播下 了 种子 。
不仅如此 ，胡适在此时还接触了
外 国文学 。胡适的二哥胡绍之
有 一次 回家带 了 一本从 日 本刚
翻译过来的新书《经国美谈》，讲
的是希腊爱国志士的故事 ，这既
是胡适阅读外国小说的起步 ，也

是他接触外国文学的开始 。
胡适早年读书生活 中最值

得肯定的 ，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系 统研 习。1901年 ，刚 满十岁
的胡适 因读朱子 《小学 》中 引 司
马光论地狱的话 ，又读到 《资治
通鉴 》中 引 范缜 《神灭论 》的话 ，
受到很大影响 ，遂 由拜神发展成
无神论者 。十岁开始点读《资治
通 鉴》，这 在 今 天 简 直 不 可 想
象。事实上 ，胡适对中华传统文
化 的 了 解正是从熟读 《四 书》、
《 五经 》开始的 。胡适早年诵读
过 的 经典依次有 ：《孝经》、《小
学》、《论语》、《孟子》、《大学》、
《 中 庸》、《诗 经》、《书 经》、《易
经》、《礼记》、《幼学琼林》等。在
这些典籍中 ，胡适最喜欢《小学》

和《幼学琼林》。
胡适早年的这段读书生活对

他一生影响很大。胡适在《四十自
述》中回 忆起这段生活曾满含深情
地 写 道 ：“我 在 这 9年（1895—
1904）之中 ，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
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 ，不能
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史 飞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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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评 论 指 出 ，碎片 化 让 阅 读变
“ 轻 ”的 同时 ，也让真正有效的 阅读变
得艰难 。

最近进行的 一次全 民 阅 读调查
报告显示 ，碎片化阅读如今已经 占据
了 大多数人的阅读时间 ，以往大块投
入读书的时间 ，如今则变成见缝插针
似的浏览 。而那些 习惯 了 长期接受
碎片化信息的人 ，普遍表示要找回 曾
经 的 阅读 习 惯和专注力 已经变得非
常困难 。

网 络 、新媒体 、微博强化 了 人们
抵制 阅读的心理。几年前有报道说 ，
1990年 ，我 国 人均 图 书 消费量 （不算
教材 、教辅）为 5.2册。2009年这一数
字为 5.6册 ，20年 间几乎没有 明显增
加。2012年的调查显示 ，中 国人均纸
质书年 阅 读量4.35本 ，跟欧洲 、美国
等 国 家 相 比 还 不 到 人 家 的 十 分 之
一。阅读在当下算得上奢侈 。

记 者在采访 中 了 解到 ，近年来 ，
随着人们阅读风气的改变 ，这类碎片
化读物品种越来越多 ，甚至成了 一种
“ 主流 ”读物 。微博体的盛行催生 出
大量的碎片化读物 。

北京大学 中 文系 教授张颐武 日
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一定意义上
说 ，我们已经进入了 一个以碎片化阅
读为标志的时代 ，而这种阅读方式的
碎片化也使得人们越来越接受 “浅 阅 读 ”的方
式 ，即不需要思考而采取跳跃式的阅读方法 ，追
求短暂的视觉快感和心理愉悦 。相 比之下 ，真
正的 阅读需要读者能够持续专注在书页上 ，集
中全部精力 ，通过直面的信息进行思考 。

对此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也有
类似的观点 。他曾表示 ，“我不认为碎片化阅读
是 一种 阅 读 ，究其本质它是一种 浏 览 、一 种知
晓”。　□陈熙涵

航天 四 院 首部职 工 文 学作 品 集

《 肩膀上 的 日 子》出版
在喜迎新春佳节之际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第四研究院首部职工文学作品集—《肩膀上的
日 子》由太 白 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

《 肩膀上的 日 子》收集了航天四院80余名职
工共 100多篇文学作品 ，写出 了航天人的生活之
美 、自 然之美 、人文之美。作品 内容积极健康 ，有
真情实感 ，写作的角 度多样新颖 ，表现手法灵活
别致 ，全方位反映了 以杨南生 、邢球痕院士为代
表的一大批航天人的心胸襟怀和情操 。

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为本书题词 ：“美不 自
美 ，因人而彰——航天文学 ，净化灵魂 ！”院党委
书记张康助 、第二炮兵工程大学军级教授 、军旅
作家韩怀仁先生为本书作序 。　□段秀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