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之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国之道>>

13位ISBN编号：9787515401270

10位ISBN编号：7515401273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钟庆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之道>>

前言

理想与现实之痛    钟庆    在人类发展史上，现代文明只是短短的一页。
人类改变自己的基因，发展智力用了大约450万年或者更久，相比起来，人类对自我与社会的认识才刚
刚开始。
    平等的理想在人类的社会意识中挥之不去，而现实常常背道而驰。
    在生存的痛苦中，逃避从来不能解决问题。
可以发现，危险和压力往往是导致人类改变自我的最好诱因，例如生养我的这片土地——中国，其伤
痛、其冲突在不断上演着纷繁的场景，她是我不能不为之关切、为之担忧的地方。
我已经定居日本多年，但离开愈久，愈加觉得在别人眼中给予自己的态度，往往是对待“中国人”的
态度。
作为中国人我是多么地希望自己的国家健康发展，人民更加智慧，生活与环境更加美好，因此，我也
从未停止过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关注和思考。
    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得出的一些观点，来自于不容改变的历史事实，也来自于我的亲身体验。
我曾经经历的留学生活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矛盾冲突颇有相像之处。
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付学费，不得不先去刷盘子来维持学业。
中国发展中的经济矛盾犹如我刷盘子兼读书的矛盾状况，犹如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般地不可调和。
    读书的留学生要时刻抵御刷盘子的诱惑，因为自己的生活比全心全意刷盘子的留学生要差不少。
用多长时间刷盘子？
用多长时间读书？
刷盘子的收入是用于读书还是改善生活？
一旦抵御不住眼下的诱惑，松懈下来，原来所读的书全都白费，还要从头刷盘子。
当然，拿到了学位，找到好工作，收入远非刷盘子可比，而且更有发展前途。
但这要坚持一段很长的时间减少消费，潜心读书。
    之所以从中国经济现状扯到刷盘子，是因为国际社会其实与一个国家的内部结构差不多，也分三六
九等。
有的国家好比读过书的白领，可以制造和出售技术，有的国家只能刷盘子，出卖简单劳动和资源。
成为白领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家道殷实，则生下来就能上大学当白领，但这类国家就那么几个。
如果中了彩票，一夜之间也能变成白领，但这种概率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其余的国家要成为白领只能靠自己努力。
    日本就是个模范生。
日本人祖上的遗产不多，既缺土地也缺资源，手工业还不发达，刷盘子是扭转不了命运的，只有读书
这一条出路。
    在通信和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有个收音机就不错了，国民很难受到物质诱惑，只有专心“读书”是
乐趣，既提高了技术水准，还没有浪费和“同学”比拼的时间。
用了不到一个世纪，日本就掌握了全套先进工业技术。
由于技术水平高，少量的技术产品就从世界市场换回了大量的粮食和资源，有效保存了本土的有限资
源。
日本20世纪30年代，平民生活水平还与中国持平；40年代打仗，平民没有饭吃；但是50～60年代家电
就普及起来；70年代汽车就进入普通家庭。
    中国就没有那么幸运。
可能是祖上还留有家业，有些土地和资源(虽然人均也不多)，所以自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前的这段时间，总是在想：是不是卖卖地、卖卖粮食、卖卖资源，就可以了？
就这样走过来，这种古老的“原生态”交易带来的收入一时也不少，于是社会精英们惬意地改善生活
，比如买“福寿膏”，比如到十里洋场去耍耍，就这样蹉跎了约一百年。
其间虽然也想学些本事，但太辛苦，光交学费没产出，也就放弃了。
到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枪炮不过是“汉阳造”——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为挽救日渐衰败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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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军事工业之一的湖北枪炮厂，后为汉阳兵工厂，全力以赴地在武汉制造
当时最好的枪炮。
“汉阳造”因此成为中华民族强国强军梦想的一个缩影。
    而同期日本已经制造出自己的大和战舰、零式战斗机了(因此才得以在二战中一时间所向披靡)。
工业发达、国土狭小的日本将未来发展瞄准了近在咫尺的中国，曾经的泱泱大国已摇摇欲坠，列强争
抢瓜分，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当时的中国，既没本事，又空守着一份家业！
    到了50年代，中国人安心读了10年书，而不是“刷盘子”享受生活。
所有“刷盘子”——卖粮食和卖资源的收入，由国家统一充做工业化的“学费”，没有购买国外的彩
电、冰箱等消费品。
由于心无攀比杂念，“学习成绩”自然很显著，从零开始，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造出了中国第
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颗卫星⋯⋯创造了无数“中国第一”，培养了大批工业人才和市场(后又
打倒大批学术权威)，复现了日本的发展历程。
如果没有相继掀起的各种“运动”造成的停滞，大批“学术权威”相继被打倒，中国工业文明的脚步
几乎是可以追上日本的。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读”了近百年的“书”，中国的改革开放只用了30年。
但是，现在的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越来越多地出卖简单劳动，经济学家们越来越
关心GDP的增长，计算着多少年后会达到什么水准。
经济学家们的这种算法，就像计算靠“刷盘子”的收入多少年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一样可笑。
现在的GDP增长率固然很高，但经济学家也许没想过，靠“刷盘子”，就是再干100年，也还是二流国
家，只能拿着刷盘子的钱解决温饱，还要处理大量刷盘子留下来的“泔水”污染。
如果继续“读书”深造，“勤俭持家”，不追求一时的GDP增长率，那么或许只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成为一流国家，人均GDP也会赶上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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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国之道:中国凭什么实现强国梦》讲述了在通信和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有个收音机就不错了，国民
很难受到物质诱惑，只有专心“读书”是乐趣，既提高了技术水准，还没有浪费和“同学”比拼的时
间。
用了不到一个世纪，日本就掌握了全套先进工业技术。
由于技术水平高，少量的技术产品就从世界市场换回了大量的粮食和资源，有效保存了本土的有限资
源。
日本20世纪30年代，平民生活水平还与中国持平；40年代打仗，平民没有饭吃；但是50——60年代家
电就普及起来；70年代汽车就进入普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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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庆，男，1970年生人，网名愚蠢小猪。
在合肥工业大学电机专业毕业后，1992年在华中理工大学数控中心攻读硕士学位。
1995年毕业留校任教。
2001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2000年东渡日本从事自然语言机械翻译研究。
于2005年出版《刷盘子还是读书》在中国经济界获得极大反响。
本书是应广大热心读者的要求重新修订改版而成。
作为一名留日的工学博土，他在本书叶，以实际并极具可操作性的“工科语言”，剖析了英、美、德
等世界大国，尤其是中国的近邻日本几度兴衰的命运。
通过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变革进程，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思路，解构了中国强盛之路上的操作误区和
认识误区。
作者以自己独特的见解指出时弊所在，更提出了赶超强国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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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德意志地区，较早涉及工业革命的是一些著名的私人企业家。
在威斯特伐利亚，弗里德里希·哈尔科特就建立起了炼铁厂和炼铜厂，并投资于运河和铁路建设，推
动蒸汽船只的使用。
 几乎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克虏伯还在靠近鲁尔地区的埃森建立了德国第一家钢铁厂。
而当时的埃森（日后成为德国著名的重工业城市）尚没显示出有什么发展前途，因此，克虏伯此举实
有先见之明。
 在创建工厂的同时，德国的纺织行业也开始利用英国的机器和技术。
早在1783年，德国就安装了第一台水力纺纱机；到1814年，仅萨克森就已有机械纺锭28万枚：1831年
，德国已经拥有1000台以上的机械棉织机。
当然，从整体上看，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德国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还是微弱的。
 德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进程上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19世纪30～40年代是德国工业革命的起步时期。
与工业革命早期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德国的工业革命也是从纺织工业开始的。
这一时期的德国纺织业与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较，仍显得落后。
 例如，到1846年时，其织布行业还几乎听不到机器的隆隆声。
即便是纺织业最发达的普鲁士，其棉织机使用动力的仍不到4％，在柏林的4个棉纺厂中，所用的机器
主要是手摇珍妮机。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的德国纺织业中，手工生产仍占据着统治地位。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铁路建设对德国的工业扩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迅速转向以铁路建设为重点的重工业。
通过铁路建设来带动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说是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的一个极为重
要的原因。
 1827～1832年，德国人已修建了一条从林茨到布德威斯之间长达79英里的用马作牵引的铁路。
而德国第一条真正的用蒸汽动力作牵引的铁路，即从纽伦堡到菲尔特之间长达6公里的铁路，直到1835
年才开通。
 德国铁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到1840年为止，私人企业一直在唱主角。
在此以前修建的纽伦堡至费尔特、柏林到波茨坦、莱比锡到德累斯顿等铁路，几乎都是私人投资。
 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和传统观念的阻挠，德国各邦政府起初对这一新的交通运输方式持观望甚至反对
态度。
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也对建设铁路表示不解：为什么人们都想在半小时内从柏林
赶到波茨坦去？
他甚至抱怨，现在最普通的臣民也可以和他以同样快的速度旅行了。
人们或许觉得这位普鲁士国王的想法有些可笑，其实，这是一位封建特权人物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民
主进步所产生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不满和抗拒。
 然而，时代在进步。
由于铁路运输可以降低运费，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到1850年前夕，出于经济利益和自身安全因素的
考虑，各邦政府对铁路建设的资助渐渐增多起来。
19世纪40年代中期，全德国已建成20条铁路。
 必须强调的是，铁路建设给德国其他工业行业带来直接而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铁路建设对钢铁、机车等的需求，大大地刺激了德国钢铁、煤炭以及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焦煤
取代木炭成为冶金业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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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过去走向未来    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特别是相对近邻日本的落后，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的
问题，而是在工业革命这个大背景下，整个传统社会的结构、文化相对不适应大工业时代的结果。
进一步追寻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由来，我们会发现，身处旧大陆却与其他文明中心相对隔绝，是中
国农业文明高度发展、稳定的原因。
中国社会将农业一一手工业社会的制度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在社会规律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无所适
从，无法追赶取得先发优势的西方。
    反观日本，由于相对旧大陆其他文明更加隔绝，农业社会体制的稳定性和精密程度都要差许多。
而它在工业革命浪潮到来之际却能迅速摆脱传统农业社会的尾巴，参照西方工业化历程，建立了更适
合建立重工业体系的体制，取得迅速发展。
    一涨一落之间，中日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但这绝不能说明民族之间的优劣，更不能决定未来，这只
是数千年历史发展大潮中一次历时一个多世纪的小波动而已。
当然，对于我们当代的人而言，意义重大。
    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进程不为个人努力所左右，有两个关键原因：人类社会分散化和社会内部成员
原子化。
从整个世界而言，无数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单位在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发挥它们的作用，某种文化的影
响和某个领导人的意愿都不能独立压倒历史运行的大趋势。
    另外，在社会内部，鉴于古代社会的通讯和教育条件，领导人不可能用一己之力劝说整个社会改变
运行方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永远要以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政府管理为前提。
作为古代社会中的任何个体，都不得不把简单的趋利避害作为人生的准则。
    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工业革命在对历史本身进行巨大冲击的同时，带来了另外一种历史发展的
可能性一一人类对历史的主动影响。
    一方面复杂庞大的经济组织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普遍教育使大多数人具备了观察社会
的能力，甚至组织起来改变社会。
    与不断发展的重工业体系和各种人类组织相比，一度广阔无边的世界也变得狭小起来。
基于这样的前提，即便是中国这样的庞大国家，也有可能因为某些人的理智思考和积极努力，扭转传
统社会结构的惯性运行方向，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走向富裕和强大。
    进入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全社会也已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形成了共识。
但如果用不同的尺度去观察这一命题，就可能得出令人困惑的结果。
    从宏观大尺度看，比如从百年的大时间尺度和全世界的大空间尺度看，科技确实是人类经济增长和
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历次世界范围内的大产业革命都是领先科技应用于生产领域的结果，从蒸汽机、电力、核能、信息技
术等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就可以证明。
但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尺度看，比如从几年的小时间跨度和一个行政区域的空间尺度看，
科技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就不那么显著。
    技术的积累、开发、突破，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投资，投资长、效益低，还不如直接购买现成
的产品能很快产生效益。
技术的开发虽然需要巨大的投入，但复制的成本几乎为零，而购买产品则不同，需要不断支付高昂的
代价。
    正是技术的这种特性，造成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巨大差异。
    由于长短期利益的差别，现实中GDP、财政收入、引进外资数目成了优先的考核指标、工作的重中
之重。
而事关民族发展根本大计的“教科文卫”则被放置到最后，教育、医疗、科研、文化等事业都产业化
了，成为拉动内需、保持GDP的新增长点。
    反观日本，则是大举进行义务教育，学校免费提供营养配餐，国民健康保险，定期免费体检；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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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设立免费的文娱活动场所——公民馆和图书馆，价格低廉的体育馆和游泳馆；加强基础科研的投
入，进行长远的科学发展规划，大量吸收来自独联体和中国的人才。
    东渡日本以后，除了经济，我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日本的教育。
    按中国人原来的看法，日本的教育可以说一塌糊涂：从小学开始到大学，以一个字形容足矣，就是
“玩”，基础教育的“做题能力”、“考试能力”、绝不配与中国学生相提并论。
    但是，在硕士以上的层次，中国学界的学术水平反而远不如日本。
    在企业里的表现也一样，日本学生实践几年之后的成就更远非中国学生可比。
    是因为硬件设施差吗？
也不对，至少在高等学校之间没有可明显感受出来的差异。
是体制问题吗？
也不对，日本的“铁饭碗”、“大锅饭”比中国要严重得多。
    在论坛上与国内主流经济学家或其代言人辩论几番后，我一下子明白了中日教育体系的根本差异，
那就是有无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比科学知识更重要的东西。
有了科学精神，无限的科学知识可以通过研究得来，如果科学精神不在了，再多的科学知识也只是别
人的财富。
    人在求学的最初阶段，科学精神的培养比科学知识的灌输更重要。
    日本的小学课程要求内容极少，每天早早放学，基本没有家庭作业，即使有也是查资料、调查之类
的轻松事情；上课时经常请山野村夫、三教九流来做交流报告；经常组织学生去户外旅游参观考察，
涉猎人文、地理、生物、物理、化学各方面在生活中的实用，老师常在途中进行提问，让学生们自己
寻找答案。
学生们常去的地方是未来科学馆、船舶科学馆、江户博物馆等等，许多大企业也在参观之列。
    未来科学馆展示了日本的最新技术成就，H-2火箭发动机、磁浮列车、太空舱、机器人、燃料电池
⋯⋯或实物，或模型，或原理演示；很多展品还可以实际操作和实验，工作人员在旁耐心地解说、指
导和答疑。
在这里，孩子们被种下了科学精神和实践的种子，培养了科学的兴趣，灌输了“技术立国”的思想。
普通日本人包括家庭主妇都知道自我表现技术的重要。
    船舶科学馆展示了日本航海的历史，其实也记录了日本成为一流工业国家的历史。
当时最大的水上飞机、最大的舰炮⋯⋯面对这些巨大的展品，可以深切体会到现代工业的力量和人的
渺小。
    东京旧称江户，江户博物馆是东京历史的见证，其实也是日本历史的缩影。
在博物馆的现代部分，展示的是日本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黄包车、第一辆摩托车、第一辆汽车、第
一台电视、第一台洗衣机⋯⋯面对这些粗糙幼稚的展品，体会到“民族第一”的重要，每个“民族第
一”的诞生，都标志着民族的一次跃进，迈入一个新时代。
    日本的国家电视台每周二有固定栏目《projectX挑战者们》，讲述的是这些第一背后的动人故事。
那些无名的挑战者们在简陋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历经无数失败，去拼搏，去奋斗
，去构筑民族的基础和柱石。
节目的末尾会邀请挑战者们或亲朋故旧到演播室做客，连同那粗糙幼稚的日本第一甚至世界第一的作
品。
栏目的主题歌《地上之星》，催人奋进，催人泪下。
挑战者们是地上璀璨的明星、民族的脊梁。
    到这些展馆见学，我总是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青少年宫、航模队、无线电小组⋯⋯    当时小学校
有航模队，自己动手组装模型飞机、动力、遥控等，很能够锻炼人，比现在小孩子直接买有意思多了
。
而今它们安在？
我现在做工程，非本专业的知识，基本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
    在我的祖国，有人建国家大剧院，有人提议建“文革”博物馆，有人拍摄格格和皇阿玛，听说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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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去拿奥斯卡奖。
但可曾有人提议修建中国的未来科学馆、中国的江户博物馆、拍摄中国的《projectX挑战者们》？
    在我的家乡有人会修漂亮的中心广场给领导巡视，有人会修连片的开发区等外商投资，有人会把教
育专款奖给高考状元的班主任。
可是，当年中小学的无线电小组、少年宫科技活动，还有工业基础课的现场实习，还有人组织吗？
当年覆盖所有县城的公立图书馆，所有乡镇都有的文化站，如今还有多少在运行？
    东渡日本，让我理解了现代国家的力量所在。
    科学精神、长远眼光和合作精神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动力。
科学精神是要脚踏实地，在实践中、在现场中找出问题，发现规律，不断修正前进的航向；长远眼光
是要使民族的每个成员从心底认识到知识和技术才是宝贵财富，才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本；合作精神则
是集合民族全体的智慧和力量，去共同拼搏奋斗。
    有了科学精神、长远眼光和合作精神，具体采用什么样的道路和模式并不重要。
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保护还是开放，公营还是私营，没有哪种模式是先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
对真理。
    英美模式、日本模式、苏联模式都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下的产物，有它们各自的合理性
和特点，并不一定适合现在中国的人文环境和新的历史环境。
那么，“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精神就非常重要，需要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和分阶段的发展步骤，
在每个发展阶段不断进行实践检验，找出实践结果与理论期望的差异，找出新问题，总结新规律，不
断调整具体的实施方法。
    但是，科学精神、长远眼光和团结合作精神却是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缺失的。
我们的公民是一盘散沙，缺乏凝聚力，理性经济人理论又进一步促使其散沙化。
    散沙化、原子化使得个体没有能力进行长远规划，而是追逐眼前的蝇头小利；散沙化、原子化又使
得个体没有力量，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神奇理论和天堂般的制度上。
过去崇拜的是孔圣人，后来则是洋理论，现在又是制度崇拜，总之就是神灵崇拜。
以为有了神灵就自然可以进天堂，而唯独没有信仰科学精神。
    如果缺乏科学精神、长远眼光和合作精神，即便GDP增长率、基础设施、外汇储备、房地产⋯⋯各
种表面的经济数据非常绚丽夺目，但民族赖以立足的根干——技术力却令人忧虑。
    如何培养科学精神和合作精神，让每个人树立对事物的客观认识，真实地认识社会的本质，建立踏
实理性的“格物致知”态度，正心诚意地面对自己的不足，不无据空谈“治国、平天下”、打破“推
理假设”的理论依据，是每个中国人都需要认真对待和思考的。
    ——钟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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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读到这本书之前和之后，我的人生轨迹是完全不同的，就好像圣经能带给人的改变一样，从之前和
大家一起的盲目乐观，转变为能够理性看待中国现在存在的各种问题。
    ——冰尘绝霜    看完这本书，我们的确需要反思，就日本而言，我觉得我们最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一
点就是如何“向强者学习”。
    ——楚山秋    愚蠢小猪的这本书可谓红极一时的经典之作，它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一般的经典，并存
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关于现代经济真实面目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打破了对西方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的迷
信，打破了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高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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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在读到这本书之前和之后，我的人生轨迹是完全不同的，就好像圣经能带给人的改变一样，从之前和
大家一起的盲目乐观，转变为能够理性看待中国现在存在的各种问题。
 ——冰尘绝霜 看完这本书，我们的确需要反思，就日本而言，我觉得我们最需要向他们学习的一点
就是如何“向强者学习”。
 ——楚山秋 愚蠢小猪的这本书可谓红极一时的经典之作，它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一般的经典，并在网
络上掀起了一场关于现代经济真实面目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打破了对西方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的迷信
，打破了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高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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