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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
王缉思 著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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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思录

老话新聊

漫画角

9

桂晓燕

有一幅漫画挺有意思：马术比
赛颁奖仪式上，一匹马昂首站在领
奖台上，脖子上挂着一枚金牌；而
作为冠军的骑手被挤到台下，看来
是马儿夺了冠军的金牌。瞧那马儿
的神态，分明满脸的不服气，虽然
它不会说话，但谁都明白它的意
思：比赛时明明是俺在跑，不是你
在跑，凭什么你是冠军？是俺拼尽
全力马不停蹄，这才一马当先，马
到成功！难道金牌不应该归俺？

看了这幅漫画，不禁莞尔一
笑：是呀，马术比赛固然离不开骑
手的驾驭，但马儿的水平和发挥尤

为关键，是它立下了汗马功劳！难
道不应该考虑它的感受、肯定它的
贡献、奖励它的成绩吗？

不 言 而 喻 ， 漫 画 作 者 是 借
“蹄”发挥、以马喻人，形象地揭
示了一个既朴素又深刻的道理：无
论什么事情，一定要讲公平！正如
宁波老话：“做做做勿煞，气气要
气煞。”为什么要气煞？就是因为
不公平！

以前流行一句话，“造原子弹
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当然是一
种强烈的不公平。尽管劳动不分高

低贵贱，大家人格平等，但不可否
认，卖茶叶蛋的贡献，跟造原子弹
的是没法比的。为了祖国强大，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两弹元勋”邓稼
先，曾得到 20 元奖金，其中造原子
弹 10 元，造氢弹 10 元。虽然邓稼先
本人视金钱如浮云，但别人难免为
他而不平，当时听到这一信息的杨
振宁，就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时至今日，卖茶叶蛋的已经风
光不再，可是造原子弹的如果跟那
些日进斗金、腰缠万贯的娱乐圈明
星相比，待遇还是不够公平。即使

像屠呦呦那样，以近 50 年艰苦卓
绝的付出和拯救数百万条生命的贡
献，获得了 400 万瑞典克朗的诺贝
尔奖奖金 （约合 46 万美元，以当
年平均汇率计，相当于人民币 286
万元），也买不起北京市内的一套
普通住宅。而重要性与科学家不在
同一层次的明星们，许多住着别墅
豪宅，国内国外多处购置房产的也
大有人在。因为人家来钱容易，出
场一次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演一
部电视剧几千万甚至上亿元，还经
常偷逃税款，所以数钞票数到手抽

筋，买房子还不是像买白菜那样轻
松？诺贝尔奖的奖金和他们的收入
一比，简直是“毛毛雨”，您说，
这样的财富分配公平吗？

不仅如此，现在大大小小的媒
体，对科技工作和科技工作者，也
不够重视。科学家们常常是报纸上
无名，电视上无形，广播中无声。
拿屠呦呦来说，青蒿素成果在全球
范围内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
命，作为她的同胞，理应家喻户
晓，为之骄傲；然而，在 2015 年
她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国人基本上

不知屠呦呦为何人，青蒿素为何
物。反之，娱乐圈的芝麻绿豆点滴
破事，包括偶像爱甜还是喜咸、穿
红还是着绿之类话题，却长期占据
各种热搜榜。一旦捕捉到明星结
婚、离异、绯闻、官司等“重磅新
闻”，报纸上网络上的传播，更是
不遗余力、连篇累牍。您说，这样
的宣传报道公平吗？

除了明星自己，大概谁都会
说：这太不公平了！公平不是平均
主义，不是大锅饭，而是意味着社
会成员之间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
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而这
正是我们改革的初衷。我国当前的
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
阶段。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会
变得越来越公平，“做做做勿煞，气
气要气煞”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少。

做做做勿煞，气气要气煞

流 沙

在媒体单位工作，与农村与
农民会有许多接触机会。自己在
农村长大，与农民交流起来，心
里也踏实，农民的话听得懂，也
听得进。

但我有一个感慨，而且这种
感慨越来越强烈。在农村，我总
觉得大致可以分两类人，一类是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头扎
进泥土中，只顾自己过小日子的
实在人，他们与世无争，非常淳
朴和善良，非常勤劳和能干，但
总是默默无闻；还有一类，属于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机
灵人，懂政策，会动脑，有一定的
人脉，知道国家在做什么事，省里
市里县里又在搞什么项目，这类
人只要与你打个照面，聊上几
句，你就会强烈地感觉出来。

后面这类人，在农村的身份
大都是村干部、私营企业主、农
庄承包主等，他们为农村经济发
展作出了贡献，也改善了自己的
生活。他们的谈吐和眼界与城市
居民无异，他们的手机上装有新
闻 App，晚上会看新闻联播，知
道“一带一路”，也知道美丽乡村
建设，而且对这些政策有自己的
理解，这类人在住房、精神面貌
以及子女教育上，和其他人都有
微妙的差别。

我把后面这类人叫做“讲政
治的人”，就是因为他们讲政治，
他们融入了社会发展之中，并从
中获益，实现了自我价值。

有人认为，学政治、讲政治
是领导干部和党员的事，与普通
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但我认
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政治，
正如金庸所言：“有人的地方就有
江湖，人就是江湖，怎么退得
出？”人就生活在政治中，离开了
政治，也等于离开了现实的生活
和社会。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

治的动物”，马克思说“人是社会
关系的总和”，讲的都是人和政治
的关系。政治其实就是你的生活
环境，对生活环境不熟悉不敏
感，就会出现许多问题。

在 《说文解字》 中，一个脚
趾站在划定的界线之内，朝着规
定的路线行走，不偏不斜，不可
逾越，是为“正”。而“政”来源
于文字的象形与意会。原始社会
的部落人训练大象、牛、骆驼等
动物劳动，用鞭子棍棒来矫正，
这是“政”字的最原始的意义。
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低，生存环境
恶劣，为了生存，必须统一行
动。“政”就是手持权杖发号施
令，指挥部落人统一从事生产、
狩猎、打仗、庆祝、拜祭等活
动，要求包括首领在内的所有部
落人，必须到规定的位置执行任
务。

这个“政”字的由来，也充
分说明了讲政治的真正含义。当
然，讲政治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形式。领导干部讲政治的要求
和标准更高，有组织上的纪律和
党内条例。而普通人讲政治，就
是要用从政治上观察问题，从政
治上解决问题，而不是喊口号。
譬如你投资创办一家工厂，工厂
有污染，如果懂政治，就会明白
这种工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
能长久，必然会被淘汰，也极有
可能在短期内被关停；又如你家
孩子考上了大学，不知报什么专
业好，如果懂政治，就知道接下
来十几年中最短缺的专业是什
么，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你
就会从上千个专业中挑选出比较
合适的专业。

政治是最现实的问题，像空
气一样存在，是每个人共同的资
源，它是免费的，也是慷慨的；如
果你漠视它，其实就是放弃了这种
宝贵的资源，让自己游离于这个社
会之外，就会失去很多东西。

普通人也要讲政治

《中国政治认识论》
杨光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朱晨凯

本书作者杨光斌，政治学博
士，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
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本书探讨的是如何认识中

国政治这一项极具挑战性的重大
课题，提出了“大十字视野”：即
从纵向的中国大历史和横向的世
界政治的维度，历史地分析中国
政治是如何一路走过来的，以及
中国治理成就在世界政治中的比
较优势，从认识论上对中国政治
进行观察。

书中指出，观察中国政治，
需要发掘中国政治的民主政治逻
辑。认识中国政治，需要两大历
史维度：中国近代历史的演进和
比较历史的视野，以此来看中国
制度选择的自然性与正当性。就
中国历史而言，当古老的“文明
型 国 家 ” 遭 遇 西 方 的 “ 民 族 国
家”冲击而无所适从之后，中国
如何再组织起来而作为一个现代
国家，而不像其他古文明如奥斯
曼帝国一样被肢解、被灭绝？各
种政体都尝试过了，从孙中山到
袁世凯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国民
政府，都不管用。中国共产党革
命不但是夺取政权的过程，更是
一个重新组织国家的漫长历程，
其中的一个最伟大的组织化办法
就是通过群众路线将底层人民组
织起来，这无疑是不同于其他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的 一 种 政 治 发 展 道

路。中国共产党不但是靠马列主
义组织起来的政党，更是浸染着
民本思想的政治组织；而且将传
统的民本思想制度化了，即我们
已经习以为常的群众路线。无论
是 阶 级 政 党 理 论 、民 族 政 党 理
论 ，更 别 说 美 国 式 的 选 举 式 政
党 理 论 ，都 不 可 能 解 释 中 国 共
产 党 。这 种“ 不 同 ”，就 是中国道
路和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

观察中国政治，需要通过社
会科学中很多基本范畴、基本概
念，需要在传统性、现实性和世
界性的大视野中得到重新认识。
比如对民主的认知，中国政治制度
的民主性自不待言，而要更好地理
解这一点，就要有一套民主话语体
系。民主理论的表述，最忌讳阶段
性、政策性总结，那样就变成了加
挂火车皮越加越长，而且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意义递减。作为政治实
践的理论化总结，要经得起时间的
考验，一定是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
一般性概念化表述。中国民主体现
在政治发展道路、政治制度、政治
过程之中，体现为国体的人民民主
专政、政体的民主集中制和政道的
共识民主，是一种“可治理的民
主”。相对于“党争民主”所导致

的无效治理乃至国家失败，“可治
理的民主”自然是可追求的一种
民主模式。

观察中国政治，要认清“大
十字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和“观
念世界”中的中国政治完全不一
样 。 这 并 不 是 说 中 国 有 多 么 完
美，而是告诉我们关于国家治理
的一般知识乃至规律性的治国之
道。比如治理危机的普遍性。国
家之间的比较，看上去是在比较
哪个国家更好，其实是在比谁更
难，哪一个大国治理是容易的事
情？治理危机是一种必然的普遍性
历史现象，西方发达国家是这样过
来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会例外。

书中指出，中国政治发展具
有适应性能力。中国政治有巨大
的空间去调整，去完善，而且中
国有能力、有愿望去进行政治改
革，比如近年来中国在全面深化
改革中所推进的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政治的建设工程。比较而言，
基于“党争民主”和利益集团政
治的“否决型政体”的美国，已经
很难进行政治改革。哪怕是曾经很
优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
进地改善而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
力，就是一种“政治衰朽”。

观察中国政治
要有认识论上的突破

就世界大历史视角下的比较
政治发展而言，经过几波次的

“民主化浪潮”，世界上的绝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变得更像美
国或者英国了，诸如菲律宾按照
美国的总统制建立起政治制度，
印度按照英国内阁制建立起政治
制度，我国的台湾地区也被卷入
了“第三波”之中，以及被称为

“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
春”，结果如何呢？大家有目共
睹。不仅如此，被当做所谓“普

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已经
让西方国家自身不堪重负，这才
有英国脱欧公投的成功，才有特
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些所谓的

“黑天鹅”事件。今天不但很多非
西方国家的人们对于西式民主似
乎有点谈虎色变，就是美国特朗
普政府也宣布放弃所谓的“价值
观外交”，不再对其他国家搞所谓
的“颜色革命”和军事政变。

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免不了
受世界政治思潮的冲击，但执政党

的自主性硬是扛过了一次又一次
难关。细思极恐，如果中国也变成
了所谓“普世价值”俱乐部的一员，
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中国
没有政治定力而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一样走上西式民主道路，中国的
命运绝不会比其他国家更好。

因此，关于中国政治的认识
论，首先是以中国大历史和世界大
历史的视野认识中国的政治发展
即政治道路，那种以一种观念来衡
量各国政体的流行做法，必须抛弃。

■一些发展中国家无效治理的命运，反向证明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二战”结束时联合国会员国
有 40 多 个 ， 今 天 则 有 200 个 左
右，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约160
个。在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中，有几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了经
济发达序列？也就十来个，其中
一小半集中在东亚地区，包括韩
国、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地
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进
入发达序列的呢？它们都有违当
时的流行学说，其道路不符合当
时流行的“好政策”“好制度”。
不但韩国等是这样，早期后来居
上的德国、日本也是这样。

基于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舒尔茨总结道：在过去 300
年的世界经济史上，后来居上者
都是走了自己的道路，而移植

“好制度”者几乎全是失败者。这
的确是个符合事实的论断。例如
南美在“二战”之前本来还算富
足，战后按照西方设计的进口替
代战略发展，结果陷于南美人所说
的“依附型国家”而难以自拔。整个
非洲也基本如此，政治制度全是外
来的，经济政策上也是典型的进口
替代，结果也成了南美一样的“依
附型国家”。问题是，同样是后发

经济体，为什么东亚没有陷于依
附状态而迎头赶上？

当 今 的 中 国 固 然 有 很 多 问
题，有的问题甚至还非常严重。
但是在大历史的纬度中来观察不
难发现，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同样
是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的治理危
机，问题的严重程度真的比它们
更严重吗？让我们回到现实，在
世界政治的大空间中来看，与上
百个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当然
更有自信的资本；而且与可比的
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更有理由
产生道路自信。

■世界大历史维度中的中国政治

中国与俄罗斯比较，中国没
有实行西式民主，而曾与中国实
行同一种政治制度的苏联的继承
者俄罗斯则走向了西方民主制道
路。结果如何呢？即使支持俄罗
斯转型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
认，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是“失
去的十年”，国家和人民处于失败
状态，俄罗斯最终呼唤出了政治
强人普京。十几年来，普京实行
的是被西方国家戏称为“普京式
民主”的“可控的民主”，学术界
的标签是“选举式威权主义”，即
有选举而无民主的政体。在西方
标准那里极度负面的俄罗斯政
治，却得到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

的支持。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对
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到底是人
民的认同重要，还是迎合外国的
口味更重要？道理不言而喻。

中 国 与 代 议 制 民 主 国 家 比
较，在人口过亿的 9 个发展中国
家即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
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尼日利
亚、巴西、墨西哥当中，只有一
个国家即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
大会制 （也可称为民主集中制），
而其他 8 个国家的政体都是西方
民主制，“观念世界”中的“好制
度”如多党制、“竞争性选举”、
公民社会等应有尽有。其结果如
何呢？在治理意义上，国际社会

科学界最喜欢拿中国和印度比
较，即所谓的“龙象之争”。按照
世界银行的统计，自上世纪八十
年代以来这个时期，是印度的发
达的“民主社会”即发达的公民
组织涌现期，结果两国的差距越
来越大，目前人均 GDP 中国是印
度 4 倍之巨。在治安指数上，巴
西、墨西哥、尼日利亚的每 10 万
人中杀人犯是 20 人以上，俄罗斯
是9人，印度是3人，中国是1人。

通过简单比较我们发现，流
行的所谓“自由民主”政体能提供
的福利好于“非民主”政体，是多么
不靠谱的假说，为此而进行的铺天
盖地的量化研究多么有违常识。

■国际大空间视野下的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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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
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书中从安全、财富、
信仰、自由、公正这五大目标的
视角出发，对全世界主要国家的
政治生活全面巡礼，探讨了不同
的政治目标如何影响全球政治版
图。

1937 年 卢 沟 桥 事 变 前 夕 ，
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但到
了 1945 年大战结束时，中国的
国家地位彻底改观。导致此项蜕
变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是本书
着力要探讨并希望解决的问题。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
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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