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
书

2020

年4

月25

日

星
期
六

责
编/

乐
建
中

审
读/

刘
云
祥

美
编/

周
斌

三
江
月

投
稿E-m

ail

：ljz@
cnnb.com

.cn

投
稿E-m

ail

：ljz@
cnnb.com

.cn

A09

市扫描书

眼录过

评书

《你是我的原型》
作 者：安谅
出 版 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精心创作
的系列小说，每篇作品均以“明人”
口吻叙述，视角多维，紧系日常，内
容丰盛，颇具匠心，以细腻而平实
的笔触，绘出了一幅幅情、理、趣相
融的当代世相图，俗而见奇，由小
见大，耐人寻味，令人感喟。

《提问》
作 者：杨澜
出 版 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2月
这是一本讲述提问方法论的

书，也是杨澜黄金 30 年媒体生涯
凝结的心血之作。在三十年的媒
体工作经历，提问不仅成为杨澜的
职业，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她
以提问为生，问什么，怎么问，问到
何种程度，提问的语气、语调，拿捏
的分寸，都与提问者的审美能力息
息相关。

《少有人看见的美》（精装）
作 者：熊逸
出 版 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0年3月
在这本以绘画为主题的书里，

作者以强烈的个人视角为切入点，
从思想角度解读艺术名作，进而剖
析伟大艺术作品背后指涉的社会
问题，从而让艺术在社会学和哲学
的维度更增添了新知色彩。

励开刚 文

近日阅读了钱穆撰写的《中国历代政治
得失》，感觉耳目一新又倍受震撼，颠覆了我
一直以来对中国历史的一些认识。

纵观整本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句
话，第一句是：“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
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
抹杀。因为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对传
统文化之误解。”

我的印象中，古代的皇帝往往是号令天
下，生杀予夺。然而，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上皇
帝并不是完全一言九鼎，至少从制度安排上不
是。比如唐代，中书、门下、尚书这三个部门负
责各项政策发文，皇帝只有签字的权利。从这
里看，中国其实很早就对皇权进行了限制。宰
相是政府负责人，行政第一人。皇帝的权利是
象征性的，宰相的责任相对较大。这跟1688
年英国确立的君主立宪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句是：“由于制度的时地性，故而，制
度不可能推之四海而皆准，行之百世而无弊。”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谏官制度的演变。在
汉代，设有谏官专门来谏诤和讽刺皇帝的言
行，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到了
宋朝之后，谏官竭力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让
宰相的主张均无法变现，强如王安石也毫无
办法，导致变法失败。这让我想起了一些西
方国家的多党制，本来是为了监督执政党，相
互掣肘，现在却成了为反对而反对，导致合力
无法凝聚，政策无法推行。原来我们的古代
也出现过类似的案例。钱穆认为，制度是要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并非让现实适应制
度，而是让制度来适应现实，这才是制度发展

之道。
第三句是：“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

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
比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选拔体制的变

迁。现在我们都对古代的考试科举制度侧眼
相看，但钱穆认为，这在当时的用意是在政府
和社会间打通一条路，好让社会在某种条件
某种方式下来掌握政治，实现了很多贫民百

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
望。这相比同时期欧洲国家只能由

贵族进入统治阶级来说，有着
划时代的意义。

看完整本书，我觉
得就像乘着时光机穿梭
了近两千年。

危机来临时，个人与国家如何应对？最
近，中信出版社出版了贾雷德·戴蒙德的全新
力作《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作者在书的开端就为我们讲述了他所经历的
两个故事——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和
苏伊士运河危机，从中来解释个人危机和国家
危机。同时，作者根据自己数十年间在7个国
家所亲历的危机，进行了一种比较性、叙述性、
探索性的研究，总结了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
12个因素。他感慨道：是否只有危机才能激
发国家做出重大变革？国家能不能在不经历
这般灾难的情况下做出自我的变革？作者在
书中还探讨了领导者在历史上能否产生决定
性影响等问题。

作者认为，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经历一
场个人剧变或危机，有的人还不止经历一场。
有些危机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改变而化解，有
些则不行。同样地，国家也会遭遇危机，有些
危机可通过国家自身的变革而顺利解决，有些
则相当艰难。总的来说，不管应对来自外部还
是内部的压力，都需要选择性地进行改变，对
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那么，什么是危机哪？作者认为，我们可
以把危机看成一个紧要关头、一个转折点。
转折点意味着挑战，当以往的处理方法不再
适用于应对新挑战时，危机感会使我们产生
压力，这种压力激励我们去寻找新的解决方
法。如果个人或国家找到了新的且更好的应
对方法，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危机被成功地化
解了，化“危”为“机”了。

一个转折点要多短暂、多关键、多罕见，
才能被称为“危机”？在人的一生中，或在上
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时刻应当被贴上

“危机”的标签？这些问题不止一种答案，不
同的答案为不同的目的服务。

作者表示，对个人而言，危机可以改变一
个人的成长轨迹，如处理不当，终其一生会生
活在负面情绪中。对国家而言，危机可使一
个国家走向崩溃、解体，甚至被吞并或消失。
对人类社会而言，危机可使一种文明没落，使
一个时代终结。

面对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我们又当应该
如何应对？在戴蒙德看来，个人危机与国家危
机并无差异，国家甚至可以借鉴个人化解危机
的逻辑框架以实现自救。就此，戴蒙德再一次
跳脱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互设的知识壁垒，
重建自然状态与文明秩序相融的历史叙事线
索，巡礼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
澳大利亚、美国这7个案例国家的危机应对历
史。他以一位社会观察者的视角，在书中给出
了“危机应对12个步骤”：直面危机；愿意承担
责任；明确问题的边界；寻求帮助；借鉴榜样；
自我力量/国家认同；诚实自我评估；应对危机
的过往经验；耐心；自身灵活性；核心价值观；
个人约束条件/国家地缘约束。

《剧变》是一本跨学科的书，书中融合心
理学、生理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危机管理研
究等多学科背景知识，提出了进行选择性变
革的前沿思想观点。

正如丘吉尔所言：“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好
危机。”危机与剧变总是结伴而行。戴蒙德的
危机应对方案或许可以帮助人类重塑危机意
识，毕竟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个人、企业、国家
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要不断进行选择性变革。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中信出版社2020年3月版）

一本探讨应对危机的热门书
——读《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励开刚

千淘万漉始得金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王巍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