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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栏赏读书目由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提供
◀◀ ■新华热书榜 ▶▶

编辑推荐：
《直面医事危机——住院医师的人生

“大考”》是叙事医学作品。讲述的是“新
手”医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窘事、困
惑、不安、失败与进步，是他们独立行医以
来遇到的临床工作教训——成为医生的
洗礼。作者开展了以住院医生为主体的
大量调查，来自国内不同地区多家医院的
不同年资的近百名住院医生接受调查，他
们以书面（辅以访谈）或是应邀访谈的方
式，提供了自己独立行医以来的故事。主
题是教训以及印象深刻的临床工作经历。

李飞，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教
师，人类学博士，医学人文精神的倡导者，
医学发展与人性契合的探索者。在百年
协和医学殿堂里与未来的好医生同行。
研究方向：医学人类学、叙事医学。曾出
版反映医学研究生生态文化的著作《好医
生是怎样炼成的：一位医学院教师的调查
笔记》。

编辑推荐：
由畅销书作者吴军博士所著的《文明之光（精华本）》

是《文明之光》全四册内容的精选和汇编，精选了全系列最
精彩的 14 个章节。

《文明之光》系列前两册于2014年出版，获得了亚马逊文
史类图书排名第一的佳绩，并在同年获得了由中宣部出版
局、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推选的 2014“中国
好书”称号，2017年初此系列三册又荣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
版物奖”图书奖，这是我国目前两大最高级别出版奖项之一。

本书从人文与科技、经济结合的视角，选取对人类历
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或事件，有机地展示了一幅人类
文明发展的宏大画卷。

精华本中包含的主题有：罗马法、瓷器、美第奇家族、美
国的建国过程、交通和通信的发展、苏美航天发展的历程、绘
画的发展和个性的解放、华尔街的今昔、希格斯玻色子和希
格斯场、印刷术的发明及影响、启蒙运动、从明治维新到现代
日本以及青霉素的发明，等等。

透过有趣易懂的故事式的讲解，吴军为读者揭示了人
类文明不断解决问题、曲折前行的历程，呈现出了一个科学
家眼中的不一样的文明史。

□新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积极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逐步形成“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的科学判断，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形成
了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框
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新实践，以新的有力作为
标注着中国经济的新方位。

对于站在历史新方位新起点上
的中国来讲，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引领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近日由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
教研部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中 国 经 济 新 方 位》一 书 正 式 发
行。该书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
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从“怎么看、怎样
办、如何干、为谁干”四个角度深入
分析中国经济新方位，从十个方面
解读中国经济，分别是：

新方位——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起点；

新常态——经济发展与政策
的趋势性变化；

新环境——经济发展面临的
挑战与机遇；

新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

新谋划——坚持稳中求进总
基调；

新改革——完善现代市场经

济的基础性制度；
新主线——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新经济——加快培育经济增

长新动能；
新空间——统筹城乡和区域

协调发展；
新格局——实现开放合作互

利共赢。
本书是国内首部系统阐述中国

经济新方位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党政
领导干部、企事业管理者、社会各界
人士了解和洞悉中国国情国策；有助
于广大干部群众及时、准确、全面、深
入学习和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经济思想，认真
把握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深刻领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
国如何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中国经济新方位》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

研部编写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新方位》：

十种角度解读中国经济

刘英团

“全球化 4.0”是由中国参与、
主导的一种世界经济模式。在《全
球化 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
一书中，作者先从当下金融危机第
三波谈起，接着切入“一带一路”战
略，并沿着其核心区域和国家，分析
其中蕴含的收益和风险。接着又纵
向解读了全球化 1.0、全球化 2.0、全
球化 3.0 时代的特征以及各自优势
和缺陷，并分析论证了 3.0 体系向
4.0体系过渡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是全球
化4.0进程的先导，是中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的 4.0，是将中国与世界融
为一体的伟大战略。全新的“一带一
路”战略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陆上与海
上国际交往通道，而是一个借助历史
符号构筑起的全球联系网络。从实
践看，“一带一路”已不是单纯的中国
与其他国家贸易产品之间的来往通
道，而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融

合经济、文化、技术、资本、资源等方
面的全方位交往平台。

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
全球优化配置与市场开放的不断
发展。作者认为，“全球化规则本
身就是世界各国相对综合实力的
镜像，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实
力，其次是军事实力。因此全球化
体系的更迭可以看作强国相对实
力变化导致的历时较长的制度周
期变迁的结果。”从全球化 1.0 时
代，中国舰队王师的黯然退场和闭
关锁国，到全球化 2.0 时代的“量中
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大分
流和被边缘化，再到全球化 3.0 中
国全力加入世界工厂，以极大的投
入和代价进行和平的原始积累。
当下的中国，是如此前所未有地接
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特色
大国外交密集深入，对外关系构建
纵横捭阖，全球战略思想正在推陈
出新。在升级了的全球化 4.0 版本
中，中国必然会以贸易加深跨国经
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

并在这两个过程中嫁接人民币国
际化战略，这既是“先边缘再中心，
先增量再存量”的延伸，也是我们
亲身见证历史的时刻。

与“全球化 4.0”“工业化 4.0”
相 关 联 的“ 一 带 一 路 ”“ 亚 投 行 ”

“APEC 中国方案”等诸多关键词
正 在 全 面 地 改 写 着 全 球 商 业 格

局。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期，一是
通过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培育
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
优势，推动各国经济全方位地互联
互通和良性、密切互动，促进国际
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
配置、市场深度融合，以提升欠发
达地区的增长潜能；二是以开放促
改革，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
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提
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
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地位及整体
话语权，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书以类似商业报告的范式
搭建了一个颇具理论特色的框架，
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展望了中国
在未来全球化体系升级演变进程
中的角色与可能的上位路径。

《全球化 4.0：中国如何重回世
界之巅》

作者：邵宇 秦培景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球化 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

“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全球化4.0

□艾兴君

活跃在当今文坛的作家梁晓声，继《中国
人生存启示录》《郁闷的中国人》《做立体的中
国人》之后，又推出了一部直面中国社会热点
的良心之作《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书中，梁
晓声以敏锐的目光直指当下，呼唤社会良知，
直视人性的弱点，见证人性的光辉与尊严。

这是一部聚焦热点，深度解剖当代中国人
的文化心理和国民性的记实录。书中，梁晓声
以充满理性的文字，对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状况、普通人的尴尬人生，以及关于中国的文
化与文化人，给出了自己的观察与评述，是一
部关于中国社会人文现状的“田野调查”，也是
一部深度的社会观察笔记。书中，GDP、转基
因、收视率、“寒门”与“贵子”等热门社会话题
都被他诉诸笔下，并不乏见地。字里行间，梁
晓声直视人性的软弱，颂扬人性的闪光与良
知，并冀望人们由此获得改变与进步的勇气，
期许与拥抱光辉的未来。

梁晓声生活低调、充满温情，但他又是个
斗士，声色俱厉、直言上书。他笔下，道德尴
尬、影视乱象、职业角色错位、青年人的出路问
题、文化不自信问题，都一一予以解说。他将
目前之中国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进行比
照，认为一个正在富强起来、进步起来的中国
是不容怀疑的。如在《知识分子与“转基因”》
一文中，他写在胡适们的时代，文化知识分子
们最为关注的乃是民族与民权问题。民生虽
哀鸿遍野，文化知识分子们发声的重点倒不在
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国情，不同时代的文
化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甘愿自授的使命。读后，
感觉一针见血，却又深慰人心。

有人问梁晓声，他的写作风格到底是什
么？梁晓声说，他的写作绝不会取悦任何方
面，包括市场、读者。因为在他心中，“民众企
盼知识分子能如古代的‘士’一般，多一些社会
担当的道义和责任”。阅读梁晓声的文字，将
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与启迪。

《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
作者：梁晓声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见证人性的
光辉与尊严

□彭忠富

“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
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德十年寒窗
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
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
移，宠辱不惊。”这是 2006 年度季羡林先生荣
获“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词，客观地评价了季
老的一生。季老被尊称为“国学大师、学界泰
斗和国宝”，是我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
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 12
国语言。

作为一代师表，季羡林的言行堪称学界楷
模，特别是他对于爱国的认识，更是让人难以
望其项背。季老曾说，“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
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我的每
一粒灰也还会是爱国的，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这可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完美诠释。

季羡林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他的人生有
光风霁月，也有阴霾满天，但他始终未忘掉一
个知识分子的担当，这就是爱国。《阅尽沧桑话
爱国》是季羡林先生关于爱国情怀、国学传承、
文化交流的探索与研究的散文精选。第一辑
为“沧桑阅尽话爱国”，先生在历经磨难、挫折
与打击之后，仍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满怀对
祖国的热爱和期待；第二辑为“国学求索无止
期”，先生关于国学和道德的阐释与思考，体现
了这位世纪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和反
思，满含对祖国文化的深挚热爱；第三辑为“西
方不亮东方亮”，从更宏观的角度，展现了先生
对东方文化及东西方文化交流、比较的探索和
研究，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东方学者对以中国
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复兴的热切期盼以及
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期冀。

季羡林曾写道，今天我们的祖国，在克服
了灾难之后，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我们的日
子越来越幸福，现在我想改一改辛稼轩的词：

“而今尝尽喜滋味，欲罢不能。欲罢不能，频说
喜事千万重。”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返璞归真，在
季老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分明能够感觉到那
颗朝气蓬勃的真诚心灵。季羡林先生以一个
知识分子的视角去传递他的爱国之心和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关切之情，值得一代代读者去体
悟领会。

位卑未敢忘忧国

□钟芳

“我独自来到了一个白雪纷飞
的地方，到处是房屋，但道路上一个
行人也看不见。有的只是空中漫卷
的雪花。雪花拍打我的脸，那么的
凉爽，那么的滋润，那么的亲切。”
细细品读著名作家迟子建新版的散
文集《我的世界下雪了》，发现字里
行间总是闪着诗意的光辉，不仅让
我们领略到了北国疆土白山黑水的
自然风光、民情风俗，而且尽显生命
的态度和积极的人生守望。

《我的世界下雪了》一共收录
了 迟 子 建 的 精 品 散 文 58 篇 ，分 为

“ 好 时 光 悄 悄 溜 走 ”“ 暮 色 中 的 炊
烟”“年年依旧的菜园”“一滴水可
以活多久”“我的世界下雪了”“十
里堡的黄昏”6 部分。书中，迟子建
用一支充满灵性的笔勾描出一幅

苍茫辽远的北国风雪图，其中既有
对故乡风光的怀念，对童年逸事的
回忆，对自然美景的感触，也有对
北国食物的品味，和对人情世故的
慨叹。该书的语言风格朴实温厚，
细腻而不华丽，灵动而不做作，始
终将焦点聚于普通人，从他们平凡
的生活中探寻生命、爱情、理想的
价值与意义，淡淡乡土的味道被裹
挟在文字中，充满真挚的情感和感
人肺腑的力量。

“落雪的天气通常是比较温暖
的，好像雪花用它柔弱的身体抵挡
了寒流。堤坝上一个行人都没有，
只有我们俩手挽着手，踏着雪无言
地走着⋯⋯那年的冬天再回到故
乡时，走在白雪茫茫的堤坝上的，
就只是我一个人了。”在大兴安岭
的北极村，迟子建写作的房子里，
窗外是青山、河流、树木、花朵。每
年冬天她都会回到这里，在满窗霜

花和清晨的袅袅炊烟中写作。十
几年前的一个夜晚，迟子建深夜醒
来，发现停电，她借手机微光，伏于

床头柜，不由地写下了一行字：“我
的世界下雪了⋯⋯”那时的她，刚
经历人生剧痛，最爱的人因车祸突
然离世，使她陷入巨大悲痛中不能
自拔。所幸的是，经历过生活的变
故和情感的创痛之后，迟子建愈加
成熟了，对人生的感悟也愈加通达
了，她说：“故乡，是上天送给我的
爱人！”

乡愁是一片雪，乡愁是一朵云，
乡愁是一生情。合上《我的世界下
雪了》，给人的最大感受是，迟子建
在虔诚的回望与冷静的思考中，始
终满怀着一颗对故乡的炽热之心，
给心灵一场温馨的旅程，让身心安
静惬意地拥有了一个最温暖的归
宿。

《我的世界下雪了》
作者：迟子建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我的世界下雪了

□李倩

“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
在大地上”。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一语
道出了生活的至高之境，也道出了人
的可贵。活着与生活有着本质的不
同，生而为人，最值得骄傲的便是人
拥有思想。人们在为生存忙碌的同
时，也渴望在精神家园中获得美和宁
静。

当“物质的人”下班，“精神的人”
则在渴求。枕边、沙发旁，一本诗集
永远是慰劳饥渴的精神之胃的最佳
选择。如果说单行本的诗集像精心
烹制的私房菜，那么《百年新诗精选》
则如同一桌盛宴，它几乎囊括了全国
各个城市每一道私房菜。

自 1916 年，胡适的《两只蝴蝶》在
《新青年》杂志发表，现代诗开始登上
历史舞台。到 2016 年，现代诗已发展
了 100 年。《百年新诗精选》由鄂尔多
斯人郭彦星主编，所选的 500 多首作
品都是 100 年间各阶段的精华，基本
展 现 了 各 个 时 代 诗 人 们 的 精 神 风
貌。编者特地为新诗编制了一本成
长 相 册 ，也 特 地 为 读 者 烹 调 了 一 桌

“满汉全席”。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

在你的波心”（徐志摩《偶然》）、“如何
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席
慕蓉《一棵开花的树》）、“如日，如星，
你的名字/如灯，如钻石，你的名字/如
缤纷的火花，如闪电，你的名字/如原
始森林的燃烧，你的名字”（纪弦《你
的名字》）⋯⋯

常 常 羡 慕 诗 人 ，羡 慕 他 们 的 眼
睛，他们能够发现我们平时忽略的东
西。读他们的诗，其实是再细致地生
活一遍。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有
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
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鲁藜《泥
土》）、“世界上常有失败和胜利的交
替/幻象却永远保持着不败的魅力”

（屠岸《纸船》）、“一切都是命运/一切
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北岛《一
切》）⋯⋯

有时候会为诗人惊叹，他们一定
都是哲学家，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
智慧的语言？

“请还给我那扇没有装过锁的门/
哪怕没有房间也请还给我/请还给我
早晨叫醒我的那只雄鸡/哪怕被你吃
掉了也请把骨头还给我”（严力《还给
我》）、“你躲在房子里/你躲在城市里/
你躲在冬天里/你躲在自己的黄皮肤
里/你躲在吃得饱穿得暖的地方”（丁
当《房子》）⋯⋯

诗人是文字的魔法师，看似简单
的排列组合，却有很多人们不易发现
的深意。诗人和诗歌也为此经常受
到人们的嗔怪。其实，何必责怪，诗
歌带给你的正是思考的快乐。

电影中的阿甘说人生如同一盒
巧克力，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个吃到
的 是 什 么 味 道 。 他 是 在 体 验 人 生 。
如同品酒，当我们打开《百年新诗精
选》，每一首诗都在等待我们的品尝。

诗意地
栖居在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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