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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云

我们已经实现了从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到

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城乡发展不平衡、

农村发展不充分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

体现。农业农村这个短板能不能补上，是现代

化进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关系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效，也关系到共同富裕的

成效，迫切需要坚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

一体设计、一并推进，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

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发展阶段乡村发

展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是全域、

全员、全方位的振兴，涉及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诸多方面，对象更广、范围

更宽、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是一项中长期的任

务，最终目标是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实

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 战 略 的 深 度 、广 度 、难 度 都 不 亚 于 脱 贫 攻

坚”，需要系统谋划、有序推进。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多种功能、

乡村多元价值越来越得以彰显，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也是挖掘农村内需潜力、畅通城乡大循

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扩大内需，培

育完整内需体系，农村有着广阔的增量空间。

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会释

放出巨量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加快拓展和畅通

国内大循环，就需要充分挖掘农村内需潜力，

推动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双轮驱动”，进一步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还是应变局、开新局的

关键之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

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创造出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

稳定这“两个奇迹”，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保

持“三农”的稳定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的一个部分，面临很多理论、政策和实践问

题。当前的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是全球现代

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农业农村现代

化战略和实践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又有鲜

明的时代特征，面临其他国家、其他时期所没

有的问题和挑战。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随着实

践的深化而加大研究总结力度。比如，不同类

型地区的乡村振兴类型是否有差别；在城镇

化大背景下，农村的人口尤其是年轻人还在

继续减少，乡村振兴如何实现；在推进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兼顾产业发展的规

模集聚效益；如何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创新，

有效地保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如何在保

证国家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前提下，通过乡村

振兴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目标，等等。这些来

自实践中的诸多疑问要求我们更加科学、准确

地回答关于乡村振兴的实质或内涵到底是什

么，需要在更深的层次从多维视角对我国乡村

振兴研究的现状、热点和前沿，进行更深入的

思考和研究。

为此，三年前，湖南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农

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商量，计划联合学

术同仁对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所面临的一

些迫切需要思考的理论实践问题开展研究，并

撰写出版这套《中国乡村振兴前沿问题研究丛

书》，以期为更深入开展乡村振兴研究提供重

要参考和建议。经过几个方面的努力，现在这

套丛书终于付梓。

《中国乡村振兴前沿问题研究丛书》坚持

问题导向、国际视野和前沿性，强化实地调查、

案例研究和统计分析，在中外乡村发展理论大

视野下，力求对当前的乡村振兴理论进行深刻

理解和阐释，致力于回应乡村振兴战略和政策

实践的现实需要。丛书共七卷，主要的内容包

括国家现代化进程与乡村振兴战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乡村产业

振兴与乡村功能拓展、乡村振兴与乡村人才建

设、乡村振兴与民生保障、乡村组织振兴与新

时代乡村治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丛

书各卷编撰都由相关领域的一线专家担纲，这

些专家对相关问题有充分的研究积累。

丛书尽可能针对乡村振兴需要思考的理

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提出了

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我国乡村振兴

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沿观点与资料储备，也提

出了需要学界和业界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希望

丛书的出版有利于乡村振兴研究和实践工作

的开展。

（《中国乡村振兴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李小云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为丛

书总序，有删改）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创新研究
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徐峰

近代湖湘人物群体多为高官，而魏源

没当过高官，除短暂当过地方主官外，长期

充当幕僚角色。

长期的幕僚工作，别人只是为长官代笔

作文，他却是工作上与长官共同研究时代课

题，工作之余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偶有闲情

则“诗酒趁年华”，最终成为著名思想家、学

者、诗人。

从学术思想来看，魏源经历了理学家、

汉学家（今文经学家）、经世派实干家的持

续转变，而见证这一转变的，是他的三本

书。

《默觚》，是由读书笔记编辑而成的一

本篇幅不大、内容全面的著作。全书分《学》

《治》上下两篇，《学篇》十四、《治篇》十六，

共一百六十五条，短则数十字，长不过七百

余字。

这本小书在梳理中国传统学术流派

时，指出汉学烦琐“饾饤”，宋学“心性迂

谈”，提倡通经致用。更重要的是，《默觚》集

中体现了魏源的哲学、政治、人才等思想。

比如，魏源认为矛盾普遍存在且有主次之

分，既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还要用辩证

的观点看待事物的转变，因此，魏源总结强

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是其主张改革

的理论依据。在认识论上，魏源持“行先知

后”观，认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强

调通过亲身实践才能认识事物。在政治上，

他主张因时而变，反对泥古守旧，认为“履

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在人才观上，他的人才标准是“敏、周、暇”。

“敏”就是眼光敏锐、当机立断，“周”就是思

虑万全、洞悉底蕴，“暇”就是沉着从容；他

还主张知人要知长短，然后“用人者，取人

之长，避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

短”。

《皇朝经世文编》，是一本风行海内转

变学风的书，也是魏源转变为经世派的代

表作。

魏源能够编成此书，很大原因是身在

陶澍、贺长龄的幕府，而二位都是提倡经世

致用学风的封疆大吏。在他们看来，无论汉

学，还是宋学，都是不问现实、不谈时事，无

补于世道人心和国计民生。贺长龄有意将

清代以来经世致用方面的文章汇编成书，

在其幕府的魏源，就成为这一想法落地的

不二人选。

魏源没有辜负这份信任。首先，他明确

了必须遵循的“审取、广存、条理、编校、刊

刻”五项原则，其中关键是“审取”和“广

存”。关于选文章的标准，魏源认为“书各有

旨归，道存乎实用”，凡适合于古代而不适

合于今天、泛泛而论不切实际者，凡在前朝

有用而今天没用的，都不选。

魏源从清朝初期到道光五年的时间范

围里，从各家奏议、文集、方志等文献中，选

取了二千二百三十六篇文章，涉及作者七

百零二人。可以想象，编成这部书需要多大

的阅读量！

两千多篇文章，分为学术、治体、吏政、

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等八个门类，每

个门类下再分若干子目。

《海国图志》，是以林则徐主持翻译的

《四洲志》为基础扩编而成的，但已经远远

超出了原书。

首先是编书时间之长。从 1841 年受林

则徐之托起，1842 年底完成《海国图志》五

十卷，形成第一个版本。1847 年，魏源将多

年收集的资料进行增补，修订完成了六十

卷本。1852年，他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

修订，篇幅增至一百卷。

其次是征引范围之广。按魏源的说法，

《海国图志》是“以西洋人谈西洋”，完全有

别于之前以中国人谈西洋的书。为何要如

此呢？他说，“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

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要达到这

一目的，就是广泛征引各种资料、各类著

作，尤其是西人著作。

第三，是编辑体例之新。按道理，这应

该是一部志书，实际却并非如此。这部书以

中国传统的典志体为主，同时采用论、图、

表配合的编撰方法，是一部综合性著作。就

内容来看，按现在的学科分类，这是一部集

世界地理、历史、风俗、政治、经济、军事、科

技为一体的百科全书。

《默觚》是应时之作，《皇朝经世文编》

是引领时代之作，而《海国图志》是划时代

巨著。三本书，同一人，不同的是思想。

魏源的三本书
书人书事

谭毅挺

前不久，报社到中南大学采访何继善院

士的年轻记者，给我带回一本何院士翻译美

国“飞虎队”飞行员唐纳德·斯·洛佩兹的战

斗回忆录《虎口拔牙》。接过这本有何院士给

我亲笔题词的赠书，我愣住了，何院士是世

界著名的地球物理专家，与空战应该完全不

沾边。他的工作那么繁忙，为什么还有时间

来翻译一本美国空战英雄长达 309 页的回

忆录？

何院士在“译者序”中写道：“我第一次

读到这本书就被它所吸引。原因是多方面

的，主要是我与书中故事经历过同时期，它

激起了我太多的回忆，思绪中饱含着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和对今天和平生活的

温馨与幸福的热爱。”

《虎 口 拔 牙》的 作 者 ，参 加 过 101 次 战

斗，多次击落日机、摧毁日军各种设施，他本

人也几次险遭不测。何继善院士在“译者序”

中深情地赞扬：“洛佩兹先生对中国人民怀

有十分友好的感情，这可以从本书的字里行

间和他的中文版序言中充分体现。”

《虎口拔牙》能到何院士手中，也颇有传

奇色彩。这本书是美国著名的地球物理专

家、亚利桑那大学约翰·萨姆拉教授赠送给

何继善院士的。何院士在“译者序”中回忆他

俩弥足珍贵的友谊：“我俩讨论起有关‘地球

物理’的前沿问题，常常可以到深夜；更由于

他的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

名飞行员，曾经在亚洲战场与日本鬼子作

战，战争结束后他继续深造，成了国际很知

名的地球物理学家……我们 1984 年第一次

见面时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以后的交往甚

是频繁，以至我们两家都十分亲近。”

《虎 口 拔 牙》英 文 版 1986 年 出 了 第 一

版，萨姆拉教授对战友的这本书怀着极大的

兴趣。1988 年何继善院士到美国亚利桑那

大学讲学时，萨姆拉教授得知何院士对飞虎

队的敬重，专门赠送他一本英文版的书。何

院士说：“翻译此书完全是一种责任感。”

虽然何院士的英语水平极高，但书中描

述的空间跨度很大、专业名词很多，加上工

作十分繁忙，给何院士的翻译带来了许多困

难，但他却锲而不舍地挤时间完成翻译，许

多译文是他在出差路途中完成的。在科研中

十分严谨的何院士在翻译中同样严谨，英文

版的书名为《进入老虎的牙齿里》，何院士考

虑直译不太雅，先考虑译成《深入虎口》。然

而深入虎口干什么？不是被动地被老虎吃

掉，而是要狠狠打击日本军国主义，于是将

书名定为《虎口拔牙》。

我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认识何继善院士

的。当时陈国达教授的“地洼学说”风行世

界，但到底这个学说是怎么回事，还没有读

者一看就懂的介绍。正巧陈国达教授正在组

织一个学术会议，我便赶到会场采访他。陈

教授对我说：“你问问何继善副教授，他会给

你讲得非常清楚。”就这样我有幸认识了何

院士。当时他是位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科

技成果“井喷”，不仅在国内，在国际学术领

域也崭露头角。何继善副教授气宇轩昂，温

文尔雅，声音磁性，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言

简意赅，用极为通俗的语言把“地洼学说”形

象地介绍出来。

有幸认识了何继善院士后，跟踪采访他

成为我报道的重点。何院士担任中南工业大

学校长和三届湖南省科协主席期间，他的重

大成果和重要社会活动，我都会力争第一时

间报道。

何继善院士翻译的《虎口拔牙》受到原

作者洛佩兹的高度评价，当时担任美国航空

与空间博物馆副主任的洛佩兹在中文版的

序言中赞扬“译文不仅正确而且非常好读”。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为书作序时

写道：“何继善先生以深厚的英文功底流畅

的文字，将此书译成中文。无论是曾经经历

过抗日战争的老年人，或是在新中国成长的

中、青年人，一读此书都将受益。相信中文版

《虎口拔牙》的面世，将在两国青年中架起中

美友谊桥梁。”

（《虎口拔牙》，唐纳德·斯·洛佩兹 著，

何继善 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架
起
中
美
友
谊
桥
梁

走马观书

《印篆里的中国》
韩天衡 著，中华书局

韩天衡先生以 400 余方极品、600 余幅彩图，

讲述 3000 年印篆历史，展现 5000年中华文明。

印章是成熟最早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

精华的物质载体之一。从先秦迄今的 3000 年中，

印章和篆刻艺术发展经历了哪两座高峰？明清以

来的篆刻艺术大放异彩，出现了哪些篆刻大家？

从事篆刻艺术有哪些需要磨炼的技艺和修养？前

辈印人有哪些治印经验和关于印章的掌故？《印

篆里的中国》分印篆源流、行知合一、印人印事

三个板块，呈现韩天衡先生在中国印篆研究上

取得的非凡成就，全面展示中国篆刻艺术之美。

《中国画文脉》
邵琦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可为中国绘画历史“正本清源”

的美术史学书。

文脉是欣赏、品评中国画的门径。绘画作为

一种具体的文化艺术样式，深深根植于历史文

化之中。中国画文脉，亦即中国文化绪脉中的绘

画，是中国绘画生存的文化血脉。作者试图通过

对中国画文脉的梳理，明确中国画与中国文化

历史演化的关联，并从源头上梳理“文人画”这

一概念，从而来说明为何中国文人热衷绘画。本

书通过对绘画演化历史的揭示，从一个全新的

视角展示了中国绘画的特性，也给了当今的人

们认识历史、评说现实以诸多启示。

宣树铮

小时候，每天早起就得和“文房四宝”

打交道。最初是描红，七八岁开始临帖，父

亲称之为“临池”。

那时候最流行的字帖是颜真卿的《多

宝塔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所谓“颜

筋柳骨”。我临的是《玄秘塔碑》，父亲不想

我学颜字。因为我大哥学颜字结果被镇在

“多宝塔”里出不来了，连钢笔字都木僵僵

板着脸给你看“颜”色。我每天早起爬“玄

秘塔”，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遗憾的是，写

出来的字却是肉多骨少——卫夫人所谓

的“墨猪”。但父亲倒很宽容，指着客堂正

中那副“人得清闲方是福，事非经过不知

难”的对联，对联的落款是“武进唐驼”，

说：唐驼这一手字就是苦练出来的，练得

背都驼了，所以自称唐驼。我心想，我不会

写字也不要背驼。一本《玄秘塔碑》临了三

四年，破破烂烂，父亲决定给我买本新帖。

那是旧历新年，父亲带我到玄妙观卖

字帖的小铺子里，让我自己选一本。我就一

本一本翻着看：“唐故左街”早写腻了，欧阳

询的《九成宫》？骨棱棱，怕学不好；赵孟頫

的字有些中意，可惜有些字我认不得……

“何绍基的字写得不错，”父亲指着一本字

帖 说 。但 我 却 看 上 了 挨 着 何 绍 基 的 陆 润

庠：“就要这一本，陆润庠的。”父亲看了看

我，没有言语，买下了。

父 亲 大 概 有 些 不 解 ，怎 么 挑 上 陆 润

庠？说来也简单，因为我从小就听说过不

少苏州陆状元的故事。陆润庠并非大书法

家，但是状元郎字是写得很漂亮的，透着

几分江南的旖旎和妩媚。陆状元这帖是录

写袁中郎的《晚游六桥待月记》。于是，我

以笔作舟，游了三四年“西湖”，直到初中

毕业。

初 中 二 年 级 时 ，还 买 过 一 本 小 楷 字

帖。那时，初中年级有习字课，每周写大楷

两页、小楷一页。同学中很少有小楷帖的，

写小楷就抄课本。我就怕写小楷，尤其是

碰上笔画繁复的字，要将它写进小小方格

里，笔捏在手里都发抖，终于出格，拍桌懊

恼。有一回父亲检查我的小楷本，发现我

将笔画复杂的字或腰斩或从顶门锯开，塞

在两个格子里，“響”字腰斩为“鄉”“音”，

“ 翻 ”字 锯 作“ 番 ”“ 羽 ”，甚 至 五 马 分 尸 ，

“赢”字被分作亡、口、月、贝、凡，占五格。

父 亲 第 二 天 就 给 我 买 了 本 字 帖《云 塍 小

楷》，写的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

字帖临了近一年，意思不甚了了，往往读

不断句。但有些地方，还是读得懂的。特别

是“令胞中略转乃起耳”，自己竟和嵇康一

个样，每次写到这里总要会心一笑。

初中时，作文一定要用毛笔誊写，高

中改成钢笔，就此告别了笔墨纸砚。八十

年代初，我调回苏州的第三年，收到苏州

博物馆的一张通知，让我们上博物馆去领

回“文革”“破四旧”时上交的字画。我去

了，原以为是父亲生前提起过的袁枚的一

轴画。不料是唐驼的那副对联，四根轴都

已撕掉，整个儿残了。“就这个？”我问。“就

这个。”博物馆的人说。于是我无话可说。

唐驼劫后归来，“驼”且不论，胳膊和腿都

没了。

移民来美国时，我买了四本《三希堂

法帖》。妻大不以为然：“带字帖干什么？”

我也有些茫然：“不干什么，就是想带，总

有用。”这几年遇上心头不畅时，就坐下来

读帖临帖。在一页页黑底白字里，心也就

宁静而舒坦了。

帖缘
书香闲情

书里书外

魏源像。（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