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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亲的记忆逐渐消逝，岸见一
郎的世界也随之改变。这位忙碌的心
理学家，曾因工作和家庭责任，忽略了
与独居父亲的联系。然而，随着父亲被
诊断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岸见一郎
的生活重心发生了转变。在陪伴父亲
的日子里，岸见一郎深刻体会到了照
护工作的艰辛。面对无法回避的现实，
他选择了积极的态度，用爱、智慧和创
意，将照顾父亲这件充满挑战的任务
变得轻松愉快。

作者岸见一郎，日本心理学家、哲
学家。著有《被讨厌的勇气》《幸福的勇
气》《阿德勒心理学入门》等多部心理
学长销力作。

本书收录了北京大学宋史研究大
家邓小南教授近 5 年的部分随笔、评论
以及对谈等。作者从多方面为读者呈
现自己关于学科建设、精神传承等的
思考、观点，颇具启发性；在忆事、怀人
时用细致的文笔勾勒出一幅幅学人风
貌，读来让人尤感亲切。本书亦收入

《新京报》、澎湃等 3 篇采访邓小南教授
的文章作为附录，方便读者“读其书”
且“知其人”。以“追寻希望”为题显示
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以及人生努力上抱
持的一种态度。

作者邓小南，学者。主要学术成果
包括《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
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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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滹沱河
畔》从民主协商这一视角，描绘西柏坡时
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
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筹建新中国
的历史脉络。其中蕴含了新中国制度设计
的初心，彰显了统一战线的伟大魅力，反
映了滹沱河畔红色基因的时代价值。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 1948 年春天时，宏
大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已取得重大胜利。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出了鼓舞人心的

“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
联合政府”，这正应了徐悲鸿先生《奔马
图》上的题词：“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
岖大道平。”

随着太行山的红叶漫山染遍，中共中
央已将农村走向城市、建立新政权的崭新
任务提到重要议事日程。用杨尚昆同志的
话说，当时，中共中央最大的工作有两件：
一是打仗，一是统战。中心是打倒蒋介石，
建立新中国。所谓打仗，就是部署、发动 3
大战役；所谓统战，就是邀请、安排和护送
民主人士秘密前往解放区筹备新政协、筹
建新中国。

组织民主人士到解放区，这是政治上
的一件大事。但是，战火纷飞中，将民主人
士集中到一个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共
中央设计了两条路线：江南人士到东北解
放区的哈尔滨等地，平津等地的民主人士
直接到华北解放区的河北省平山县李家
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

经过一年多的精密组织，几百位民主
人士沿着预定路线相继到达目的地。不管
是从香港北上东北解放区，还是从国统区
到华北解放区，这些民主人士都有一个共
同点，那就是不顾风险、不惧困难，在鼎革
之际奔向光明、奔向中国共产党、奔向人
民的怀抱，如众星拱辰、万水朝东一般。这
些集体行动，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彰显了

“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铁律。
北上的故事，作者（李红梅，文史学

者）曾经撰写的《向北方》一书中做了详细
讲述，并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 2021 年出
版。民主人士到解放区，特别是在西柏坡、
李家庄的政治协商，是中共党史、新中国
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史、人民政协史的重要内容。但这段
重要的历史往往被几句话一笔带过。为
此，作者和同道者试图抚平历史的褶皱，
在《向北方》付梓之后，又创作了《滹沱河
畔》。将民主人士到李家庄及他们参加政
治活动的一幕幕场景，用心编织成一匹锦
绣，记载下重大历史事件的跌宕起伏，记
录下重要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在漫漫长
河中，这可能是一个瞬间的浪花，但在中
国革命历史上，却值得大书特书。

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协商建
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解放战争后
期，通过战场夯实力量，通过政策争取人
心，两者相辅相成；战略决战和新中国筹
建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大政策选择、重
大制度建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一
切，构成了一幅幅波澜迭起、气势磅礴、景
象万千的历史画卷。

滹沱河畔、西柏坡村，镌刻了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跨越，见证了各民主党派、无
党派人士的政治抉择，拉开了人民政协和
新中国成立的序幕。这是一个流淌着红色
历史的地方。在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幕幕
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事、要事。

对这些大事、要事，《滹沱河畔》没有
面面俱到地做全景式的描述，而是以历史

脉络为主线，集中反映协商筹建新中国
这一宏大主题。正如本书封面所提炼的
标 语“ 延 河 之 北 ”“ 滹 沱 河 畔 ”“ 天 安 门
上”，通过对典型事件的突出描述，以点
带 面 地 展 现 协 商 建 立 新 中 国 的 历 史 风
貌。书中涉及的重大事件，如转战陕北、
东渡黄河、发布“五一口号”、民主人士秘
密穿越封锁线奔赴解放区、滹沱河畔筹
备新政协、进京建立新中国等，或线条式
勾勒，使人一目了然；或重笔彩绘般翔实
记述，引人深入思考。

西柏坡时期，新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
生发和初心，是本书叙述的着力点。书中
以丰富的史料，记录了围绕新政协性质及
新中国政治制度的讨论、设计和选择，从
中展现创建这些制度的初心；反映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从酝酿到萌芽、发展的过程，彰显新型政
党制度“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背后的
逻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
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逐步建立、巩固和完善了政治制度体系。
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其理念、原则和框
架都在滹沱河畔做了讨论和协商；在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完
成了设计和构建。这些，从根本上回答了
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的“建立什么样的
国家制度”这一历史性课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讨论和协
商新政协、新政权过程中，具有不同阶级
基础和利益诉求的各民主党派，互相尊
重，真诚合作，求同存异，增进共识，这也
为新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
要借鉴。

《滹沱河畔》有着典型的创作风格，就
是形成具有特色的历史叙事方法，即不仅
体现历史的恢宏，还要让历史鲜活起来。

全书通过叙事，让读者如同参观展览
一样。一幅幅照片、一个个场景立体呈现。
阅读此书，读者仿佛置身历史现场，倾听
中共领袖与民主人士纵论政权兴衰的历
史规律，研拟国家制度的各项设计，感受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文韬武略，领会他们运
筹帷幄的气势和神采。

这些细节，来自大量档案文献、报纸
杂志、回忆录、日记等史料，特别是一些亲
历亲见亲闻“三亲”史料的运用。其中，直
接使用了很有价值而又鲜为人知的史实；
此外，对大家能看到的史料，作者加以反
复研究，钩沉抉隐，寻求新的突破和发现。
比如，对引发“五一口号”这一重大事件的
廖承志电报“疑谜”的分析，希望读者做出
自己的合理判断；对由新政协直接产生中
央人民政府，这一建立新中国程序上的重
大调整，力图揭示引出变化的缘由；对西
柏坡启动的各项新政协筹备，尽可能梳理
出《共同纲领》形成、政协代表产生的来龙
去脉；对民盟小组资料的挖掘，为多党合
作制度的演变留下可以追寻的印迹。这些
探究与考辨，既是为了让这部作品呈现出
生动性、可读性的特点，又使其具有积极
的理论思考和学术价值。

书的结尾处，没有把鼓点落在开国大
典这一历史的高潮，而是用电影蒙太奇的
手法，穿过时光隧道，将读者带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的 50 年之后。当年滹沱河
畔的当事人费孝通和雷洁琼，以民主党派
领导人身份重返西柏坡。用这一细节，进
一步彰显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进，使
整个故事引人遐想、意味悠长。

据《光明日报》

——《滹沱河畔》写作谈

山河百战为人民山河百战为人民

《读书的三重境界》是著名经济学家
梁小民的新作。在这本发人深省的著述
中，他选取了 60本有较高学术价值、思想
深度和艺术品质的经典图书，以其精准
的剖析，为我们开启了睿智的阅读之旅。

在梁小民看来，读书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情，只要手不释卷，常年以书为
伴，广大读者完全可以通过系统的阅读
和深入思考，不断构建起自己的知识体
系 ，从 而 在 不 同 的 领 域 提 升 自 己 的 认
知。基于此，他所选的这些图书，大多内
容广泛、思想深刻，涵盖经济学、政治学、
社会学、法学、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小
说等不同维度，它们宛如一扇扇知识的

“大门”，于同频共振中，拉近了广大读者
与大千世界的距离。

正因为爱阅读，才让梁小民深刻地
体会到读书的乐趣。为此，在书中，他提
出了既相互关联、又彼此依存的读书三
重境界。第一重境界为“问道求真，豁然
开朗”，讲的是读书由疑到悟的必然过
程。第二重境界为“上下求索，走出混
沌”，阐释的是读书带给人们的精神愉
悦。第三重境界为“以自然为师，以天地
为本，追求更美好的人生”，强调的则是
读书对个体、对生命的启蒙和教益。

梁小民在阐释读书之三重境界时，
既能够联系自身的实践，阐明读书的社
会功能和思想意义；也能够运用书本中
学到的各种知识，精辟论述读书对于我
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又发挥着怎样的
智慧引领。基于此，他进一步提示说，读

书是一辈子的事，怎样读书、读什么样的
书，最好不要轻易给自己设限，读书应广
一点、杂一点。博览群书的读，远比守着
几本枯燥乏味的书来读，要强得多！他
说：“读书是成为最幸福的人的基本条
件”，特别是当今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中，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正在增
加的情况下，读书更能助益于我们保持
内心的宁静，以平和从容的心态，去正确
看待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

读书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如何
爱上读书呢？解析中，梁小民提出了“从
你感兴趣的书开始读”的观点。之后，一
旦读者养成了一定的阅读习惯，再爱屋
及乌将读书活动逐步引向深入。他认为
没 有 什 么“ 放 之 四 海 而 皆 准 的 读 书 方
法”，总的原则是，要把泛读与精读有机
结合起来，边读边想，读书时最重要的是
能“读进去，读出来”。所谓“读进去”，就
是能读下去、读懂书，但一味沉迷于其中
走不出来也不行。“读出来”就是能从书
中思考出一些道理，形成自己的观点。

作者坦言，写本书的目的，一是回答
缘何读书的疑虑，二是解决读什么书的
问题。这些关涉读书的诸多见解，极具
典型意义，对于社会各界喜爱读书的友
人，无不具有醍醐灌顶的启发深意。道
理其实很简单，欲要爱上读书，就从自己
感兴趣的书读起；欲要体悟读书的三重
境界，就把身心真正融入于每一个寻常
的读书活动当中……如此，方渐渐领略
到读书的妙处。 刘昌宇

——品《读书的三重境界》

开启睿智的阅读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