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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是平的》到《蚁族》

官员阅读开始关注民生话题

核心提示

官员们在阅读《货币战争》、《美国怎么了》
这些宏大题材书籍的同时，亦开始将目光放
低，关注如《蚁族》等民生话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
在今年的两会的提案中提出，设立全国读书
节。全国人大代表、盐城鲁迅艺术学校副校长
蒋婉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朱永新也拿出相同提案。而去年年初，温家宝
总理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有网民问：“能不能设
立全国读书节，提倡全民读书？”温总理表示：

“我赞成他的意见。”
而今年两会上，热门图书《蚁族》和电视剧

《蜗居》频频成为讨论热点，更引申出对于高房
价、城市生活压力的反思，正如有网友评论，这
意味着，官员们在阅读《货币战争》、《美国怎么
了》这些宏大题材书籍的同时，亦开始将目光
放低，关注民生等现实话题。

全球视野下的阅读

去年 9月，银川市委书记崔波买了几百本
《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送给当地大大小小的企
业家，并亲自写了一封推荐信。他说，这本书
从文化深层的视角分析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
的问题是独特的，给人很多启迪。

书的作者郎咸平得知这个消息后颇为感动，
他说：“我曾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
引起非议，现在我以此证明中国人是爱读书的。”

中国人向来尊重读书人，但官员却始终没
有和读书建立起某种既定联系。事实上，官员
们并非不读书，而是一向对于书目讳莫如深，
这也是中国官场文化的一种习俗。

近些年，随着中国官员越来越多地摆脱刻
板作风，一些重量级的省部级官员频频公开书
目，如陈至立说起《教育大国的崛起》、广东省
委书记汪洋推荐《世界是平的》、海南省委书记
卫留成推荐《致加西亚的信》，官员读书一度成
为社会热点。

在官员个人书单中，书目已不限经典著
作，而是开始着眼于知识经济、全球化及现实
矛盾的挑战。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就
曾推荐《大国悲剧》、《货币战争》、《金融危机》，
朱永新说：“你看这些书就可以了解社会在关
注一些什么”。

郎咸平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最近
各大书店的畅销书，这是一本关乎中国经济安
全的书，类似的书还有江涌的《猎杀中国龙》，
这些也成了一些官员案头的读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单从这
类推荐的书看，官员们关注的也正是社会关注
的书。“这是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前沿问题，他们
密切关注全球化的变动，关注中国在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私人书单的现实指向

随着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干部的专业化
程度也越来越高，很多官员推荐的书都具有专
业的特点。

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曾推荐过《宏观
经济》、《微观经济》、《国际金融》、《国际投资》、

《国际贸易》等书，作为当地干部教材的“现代
经济知识简明读本”，这是他在商务部任内组
织编写的。

此外，一些国外管理书籍也屡有官员推
荐。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就非常喜欢彼得·
德鲁克的管理书籍并推荐过《卓有成效的管理
者》。而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和贵阳市委书记
李军则都读过阿尔伯特·哈伯德的畅销书《致
加西亚的信》。

去年“孟连事件”后，云南省 540多名党政
“一把手”，分批聚集在滇池岸边的省委党校，
反思孟连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研讨班的组织
者向官员们提供的学习资料是：一本《苏共亡
党十年祭》、一册《党的领导人论群众路线》和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司马迁的《陈涉世
家》、贾谊的《过秦论》，此举旨在以历史悲剧阐
释“失人心者失天下”的规律。巧合的是，朱永
新推荐的《大国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一
部由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写的反映苏联解体
前因后果的巨著。

反腐书籍亦被很多官员所关注，中央党校
教授林喆是研究反腐败问题的著名专家学
者。她的《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很早就成了
纪检干部案头的著作。林喆说，在党校上课
时，绝大部分纪检干部都反映读过这本书。

马列经典PK官场小说

当然，马列经典一直是官员读书工程的主
轴，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霞告诉《国际先驱
导报》，在中央党校供干部学员居住的招待所，
每个房间都有四个大部头，分别是马恩全集、
毛选、邓选和江选。

自 2007 年开始，中央党校给每位上课的
老师增加了一个新的任务——荐书，蔡霞推荐
过《政党论》和《政党原理》。

蔡霞在做党建工作时接触了大量的官员，
她认为从读书看官员有三类，“确实有很多比
较认真读书的官员，他们不是一般吸收知识，
而是带着思考去读书。还有些官员至少比较
认真学习，但问题是有多少时间来读。当然，
还有就是不读书的官员，有的是忙于喝酒应
酬，他们的心态就是忙，忙得坐不下来，还有的

官员认为自己并不能改变多少现状，所以对读
书不感兴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接触的
官员读书又是另一幅场景。“官员与权力是不
可分的，与权力斗争有关的书是我接触到的官
员们的一大兴趣。”周孝正上课时经常会和官
员交流，他说除了官场小说，官员们感兴趣的
还有揭示官场潜规则类的书籍。“官场需要了
解潜规则和明规则，他们不喜欢极左或极右的
书，他们需要圆滑。”原在江西担任文联官员的
徐源(化名)也透露，很多官员都喜欢看《资治通
鉴》、《厚黑学》这类的书，他就曾买过几本《资
治通鉴》送给一些要好的地方官员。

此外，一些老领导干部对建国后及“文革”
历史的回忆录也在官员身边流传。周孝正说：

“官员们通过这些书来分析政治动向。”

官员书单需要引导

读书方面，各人自有偏好。但各级高官的
书单该由谁负责？有学者曾提出这样的问题。

《瞭望》周刊前副总编辑陈四益说，1987
年，《瞭望》周刊编辑部给一些中央领导写信，
请他们荐书，“想倡导他们都来读书。”结果，胡
耀邦托人带话，他看书，但总书记不大方便荐
书。“因为如果他推荐的话，就会给人好像总书
记在关注哪本书的印象。”

一位省委常委告诉陈四益：“你知道我每
天案头的文件有多少吗，光看完的就有十几万
字。”陈四益认为中国的文牍主义太厉害，文件
一大堆地送来，而且是经过精加工的，官员一
天读这些都根本没有时间。另外，市面上的书
五花八门，很多书名字好听，看介绍像是非读
不可，但读过之后就知道这是没必要花时间去
读的书。陈四益说：“现在关键是没有一个好
的推荐书的机制。”

外国领导人书单

与中国官员相比，国外领导人不仅自己读
书，还喜欢在公共场合拿书作为礼物，并借书
中内容表达个人观点。

去年 4月的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赠送
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是乌拉圭著
名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著的关于殖民主
义对拉丁美洲进行掠夺的经典著作。

布朗：《难以忽视的真相》

布朗是公认的继丘吉尔后最爱读书的英

国首相，他曾将阅读书目独家透露给《泰晤士
报》。书单中，排名前两位的是美国前副总统
阿尔·戈尔关于美国政府怎样决策的《难以忽
视的真相》，和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

《混乱时代》。第三选择是赛巴斯蒂安·福克斯
的新作《恩格尔比》。

普京：爱读强硬派传记

俄罗斯总理普京透露自己喜欢两类书，一
类是俄罗斯和经典世界名著，如契诃夫、托尔
斯泰、果戈理等人的作品。另一类是传记和历
史著作，如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沙俄
政府强硬派代表人物彼得·斯托雷平等名人的
生平传记等。

布什：《罗斯福王》

《圣经》对布什的影响有目共睹，伊拉克战
争前夕，布什不慎将这场战争比喻成“新时代
的十字军东征”，可见宗教对他的影响。布什
钟爱的书有两本《美梦与噩梦：60 年代留给社
会下层的遗产》和《罗斯福王》，这影响了他的
施政纲领。

查韦斯：
《小子，我的国家哪儿去了？》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发表演讲时会随口
提到他正在读的书或者喜欢读的书。作为

“反美斗士”，查韦斯曾推荐过反布什的书，电
影人迈克·摩尔的《小子，我的国家哪儿去
了？》，还推荐美国著名左派知识分子乔姆斯
基的著作《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
治的追求》。查韦斯善于利用媒体推荐书，除
了《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2007 年联大
时，查韦斯还当着全世界镜头推荐了美国学
者乔姆斯基的《生存还是霸权》，这两本书都
成为畅销书。

曼德拉：深受甘地思想影响

被誉为“活着的传奇”的南非前总统曼德
拉，同样是个嗜书如命的人。在被南非白人
种族主义政权囚禁在罗本岛上的 27 年里，他
手不释卷，把“罗本岛监狱”变成了“罗本岛大
学”。曼德拉说不出究竟哪一本书对他影响
最大，他认为“圣雄”甘地对自己人格形成关
系最大。

据新华社

据报载，央视记者和播音员最近
接到通知，今后在口播及字幕中不要
使 用 外 语 及 缩 略 词 ，例 如“NBA”、

“CBA”和“F1”等。一定要说的话，就
说赛事的中文全称。NBA改说“美国
职业篮球联赛”，CBA叫“中国男子篮
球职业联赛”。受影响的词汇预计还
包括GDP、WTO、CPI等。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相关的条
文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
为基本的播音用语”、“广播、电影、电
视用语用字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为基本的用语用字”。
看来，“NBA”这三个字母实在

太刺眼了；反观“英超”，有多少中国
球迷知道它的缩写“EPL”呢？当然，
很多人也不知道 CCTV 在国外是指
代令人不舒服的“闭路电视监控系
统”。如此说来，某些英文缩写对于
不谙洋文的国人来说，还暗藏玄机，
索性 CCTV 也更换台标吧。不过，仅
就纯粹享受体育竞技的球迷而言，
NBA 只代表比赛本身。央视日进斗
金 ，这 才 代 表 了“NBA”这 个 英 文

LOGO 所昭示的垄断资本和超级利
润全球化之梦。

国家电视台禁说外语，也许事关
民族大义，可语言本来就约定俗成，就
交流的实际需要而论，说还是不说，对
特定节目的特定目标人群——以NBA
观众为例，城市、年轻、男性的白领或
学生——影响不大。

总的来说，靠行政命令来抵抗文
化入侵；禁令是下了，禁不禁得了又是
另一回事。但愿这次能令行禁止，净
化我们的荧屏。 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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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用孩子的
生命豪赌了

家住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光华村的9岁
小学生小龙(化名)在4月3日这天，因为拒绝被父
亲拉去附近的补习班上课被父亲当街暴打身亡。
(4月6日《广州日报》)

无独有偶，浙江嘉善县一名3岁小女孩也因为
没有背诵下来李白的《静夜思》，被母亲多次拍打头
部导致死亡。(4月6日《钱江晚报》)

两个幼小的生命就这样陨落了，留下的除了
人们对两名家长这种打骂教育的质疑外，就是那些
因“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教育意识越发偏离引
发的无尽哀思，而这种哀思表达的更是一种忧虑、
一种感叹和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

其实，不管是做面点的小龙父亲，还是一个月
只有200元生活费却要养活三个孩子的3岁女孩母
亲，他们都在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支撑孩子的求学之
路，希望孩子将来能有出息，所以，他们并非完全不
称职的父母。遗憾的是，他们选择了粗暴的方式来
宣泄对孩子的失望，以致失手酿成惨剧。这并非个
案，其实这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方式在当前的社会很
普遍。那些在现实社会中经历的痛楚和无奈，令很
多人不惜用连本带利的期望去豪赌孩子的未来，希
望他们能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有一个美好的前
程。这种期望几乎变成了一种疯狂的赌博，而赌注
就是那令人叹息的童年、令人惋惜的生命和令人痛
惜的教育手段。

豪赌下的“爱”有时难免落于传统，以至于“树
不修不成料，儿不打不成才”、“舍不得重打，上房揭
瓦”等等教子经验，依然很有市场。“孩子是父母的，
打自己的孩子天经地义”，这种试图完全控制孩子
的成长方式与方向，事实上却名正言顺地侵犯了孩
子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格权利。这种“我的孩子
我做主”的跋扈，几乎广泛存在于家长的教育思维
中，也更让人有一种无处不在的窒息感觉。

有一本叫《自然的指印——遗传在性格中扮
演的角色》的书曾这样写道：父母对孩子的幻想
——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往往不太顾及孩子
本身。为人父母者多半无法避免这种心理，或者根
本就坚持这个想法。在理直气壮的“为了孩子的明
天”的教育意识引导下，这一刻，孩子的权利、家长
的责任和义务统统被抛到一边，留下的仅仅是那些
带着善意却表现得极其赤裸裸的催熟教育。

孩子稚嫩的生命，显然无法扛起家长那些堆
积了各种渴望的重担。自然界中，万物的成长原本
是一个令人欣喜和充满情感的积累过程。可是，我
们却近乎野蛮地将这种规律拦腰截断，并嫁接一些
并不属于同一个血脉的教育期待，结果虽然能够满
足一些自私的欲望和虚荣，却很容易葬送了孩子们
本来美好的成长经历。家长啊，这个豪赌实在太得
不偿失了。 万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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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房子
为什么会“英年早逝”
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近日透露，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

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但这些建筑只能持续25~30年。(4
月6日《中国日报》)

这种说法，和此前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一位副
主任的说法不谋而合：“国内住宅的平均寿命却仅仅为30
年。”这个寿命，不到英国建筑132年寿命的1/4，不到美国
平均寿命74年的1/2。这个冷酷的事实，让《物权法》起草
时争议的土地使用权70年后“怎么办”的难题，颇具黑色
幽默的色彩。

中国的建筑物应该活多久？按照住宅土地使用权的
年限，应该有70年；而按照《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
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
建筑为50年~100年。民居很显然不属于“重要建筑物”之
列，但法定的年限最少亦应该满足50年的使用。然而，实
际情况是，中国的建筑寿命50年罕见，30年则普遍。

从中国房子的价格看，现在北京四环内的普通住宅，
每平方米4万元已并不稀罕。在欧美等国的房价“跌跌不
休”的情况下，花3000万人民币，在美国可以购置一处庄
园，永久产权的；在欧洲可以置下一座城堡，文物式的。而
在北京的中心地带，却只能购买在楼房间距极近的“豪
宅”，而且没有法定的永久产权。

每年，全球一半以上的水泥，都浇注在中国的土地上，
而捆绑着祖宗三代人收入的房子，却只能维持30年。原
因何在？不外如下几点：

其一，偷工减料。《北京科技报》曾报道，建设部特聘专
家周磊表示：“现在全国相当多的建筑工程、资料在造假！”

其二，结构性缺陷，由于建筑结构问题，有的钢筋混凝
土的寿命不过25年左右。

其三，人为拆除。扬州那个刚刚爆料被政府“偷卖”了
土地的小区，满算不过才8年，就面临拆迁的命运；而名动
一时的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综合楼，用了才7年，就要被
爆破拆除。

那么，普遍不足30年的建筑寿命，是质量原因，还是
“正常”？建设部的一份抽查结果表明：全国30多个省份的
90多个城市中的180多个建筑工程，96.1%的合格。这似乎
意味着，中国建筑远低于国际和法定标准的30年寿命基本
合格。这样，很多人举三代之力购买不足70年的使用权后，
实际得到的可能是被打了折扣的一个短命的建筑。

当然，将中国建筑的短命，放到目前这个特殊的语境
下，就会发现，建筑物的短命，与其说是质量问题，毋宁说
是制度问题，是房地产各种乱象的生命体征反应。对一个
已经失去理性的行业而言，其实，寿命似乎并没有那么重
要，大家追逐的，不过是一个注定要破灭的泡泡。但是，当
泡泡破灭之后，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还是公众。

显然，无论是从维护公众权利，还是从维护社会稳定
来说，从制度层面上消除这种短命现象，就成为当务之
急。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提高民用建筑的耐久年限标准，
加强相关执法与严格问责，还需要制定建筑物的拆除标
准，决不能说拆就拆。 钟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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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生命奇迹掩盖监管渎职
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引起全

国关注，据报道，井下153名被困矿工
中已有115人获救，6名工人遇难，其他
32名矿工正在全力营救中。很多媒体
称“这是生命的奇迹”、“这是中国救援
史上的奇迹”，我却觉得特别不是滋
味。

王家岭煤矿是一家国有煤矿。当
初山西打击小煤矿、小煤窑，迫使民间
资本全部撤出山西煤矿，由国资收购，
最大的理由就是小煤矿、小煤窑的安
全没有保证。然而，国有煤矿和安全
生产完全不能画等号。早已有学者根
据近几年的公开信息统计，近期发生
的特大型矿难，几乎全是国有煤矿，无
论是死亡人数还是矿难数量，国有煤
矿都远远高于民营煤矿。

每次民营煤矿发生矿难，新闻都
会出现“矿主目前在逃”，或“矿主目前
已被拘捕”的消息，而国有煤矿，从来
没听说拘捕法人代表。既然民营煤矿
发生人为事故，矿主们要负刑事责任，
凭什么国有煤矿就不需要呢？据报
道，王家岭矿难的问责程序将启动，这
应该是个好消息。

每当发生特大矿难，全国照例要
开展煤矿安全大检查，可是年年检查，
年年矿难，一切都没有改变，以致媒体
对矿难的新闻都麻木了。对于王家岭
煤矿存在的大量违法安全生产的违规
违章行为，并非一天两天，安全规定不
落实，领导带班制度不落实，施工安全
措施不落实，隐患治理不落实，监管部
门又在哪里？起了什么作用呢？按照

规定，每个煤矿都有当地派驻的驻矿
安监人员，他又去了哪里？如果一个
煤矿一旦发生事故，死亡者能获得天
价赔偿(在美国阿拉巴马矿井事故中，
受伤工人获得 670 万美元的赔偿)，煤
矿出于利益的考虑，还能不加强安全
生产的投入吗？

我国百万吨煤死亡率4%，是美国
的 100 倍，是南非的 30 倍，加上瞒报、
谎报，实际死亡人数只会超过。如果
王家岭矿难的相关责任人，尤其是安
监部门的监管渎职不被严肃处理，遇
难者没有得到合理赔偿，矿难的死结
就永远无法解开。只有自上而下的监
管(如安监部门)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如
媒体、遇难者家属)有效结合，才能遏制
矿难的高发。 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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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瓜！旱瓜！ 海海 春春 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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