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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丙戌春节才过，收到了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要我为《浙江人文大讲堂》写序的信，随后又收
到《钱江晚报》“人文大讲堂”发表的每一讲精彩部分摘要报道的复印件。
看罢，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被“人文大讲堂”举办者对普及人文社科知识的执著、创意所感动，被每
位讲者的率真、睿智、博学所感动，被广大听者和读者的积极参与、热烈的反应所感动，甚至深以未
能跻身于听众席为憾。
我也高兴地了解到，“人文大讲堂”的影响已经超出讲堂，也超出杭州乃至浙江，颇有将要成为江南
人文知识传播基地的态势。
这的确是早春的南风吹来的好信息。
虽然连日事多，但是为这样一个符合人民需求、在当前具有给许多地区起带头作用的讲演集写序，我
当然是愿意的。
　　“人文大讲堂”的宗旨很明确：以人文精神的培育为核心，以提升国民人文社科素质为己任。
举办者、讲者，本着这一宗旨全心全意地给广大人民奉献上视野广阔、内容深刻、语言生动的“大餐
”，而听者、读者的热烈反应、坦诚提问、积极建言，又为讲堂增色不少。
　　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普及工作了，太需要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搭起一个平台，给我们的学
者创造一个与渴望获得人文营养的人们直接交流的机会了。
　　为什么这样说？
　　确如讲者们所说的，“在市场经济下，对金钱的追求似乎成了人们唯一的目的，它淹没了人性中
最美好的东西”（《钱江晚报》，2005年4月25日）；“钱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钱不行，但是，人生
绝对不是钱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自己成了钱的一部分，为钱而活，就很可悲”（《钱江晚报》，2005年7月4日）。
那么，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
人究竟应该为什么而活着？
这是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苦苦思考、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到现在也还是见仁见智，在“人文大讲堂”
上各位专家对这个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其表述也并不完全一样。
但是，几乎所有中外古今曾经努力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做出贡献的人，却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
表达方式，说出了一个共同的道理：追求物质是在追求平凡，追求精神是在追求崇高。
人就是人，人要生存和延续当然需要物质，而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还需要合作、协力；在填不饱肚子
的时候，物质就显得最为重要，而一旦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文的需求、精神的丰富就成为更为紧迫
的需要。
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探究人类从哪里来，将走到哪里去，也就是探寻人如何超越物质的层面，寻觅人
类之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有的“精神”。
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真正的幸福；对于民族或人类而言，没有了共同的精神也就没
有了认同感、凝聚力；没有了精神，个人与民族就将颓唐、迷茫、离散——灵魂的飘荡是个人和民族
最大的灾难。
　　人文精神对于中华民族尤其重要。
原因之一为我们不是靠宗教教义和信仰维系的民族，我们靠的是代代相传的伦理道德和对崇高精神的
追求。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些人人耳熟能详的老话，是中华民族儿女完善自身的终极目标。
历代固然也不乏抱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信条得意一时一世的人，但是中华民族的延绵不绝，愈
难愈强，还不是靠了那些堪称民族脊梁的志士仁人奋斗拼搏乃至流血牺牲吗？
　　环顾四周，不能不承认，历经几千年，事实证明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华民族精神，已经为许多人所
不了解、不熟悉、不珍惜，不知多少迷茫的灵魂在虚无中飘荡，长此以往，个人与社会将失去永不枯
竭的前进的动力，社会将因此而动荡不安。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酝酿形成于农耕时代，自然也有不少已经不适于今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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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既通过社会生活自身，又经由学者的研究进行“时代的过滤”，又怎样把真正至今鲜活的东西传
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形成新时代的民族精神？
回答这个问题，是一项极其紧迫、伟大，但又非常繁重、艰巨的任务。
　　毋庸讳言，现在不少学者渐渐地离开了火热的社会实践，离开了迫切需要人文关怀的人民群众。
这不但加剧了文化的迷失，而且也严重地妨碍了学术自身的发展深化。
“人文大讲堂”破土而出，也是应运而生，人们从这清新的南风里所嗅到的不仅是举办者、讲者和听
者对人文精神的热情，还感到了学者走进群众之中，台上台下水乳交融的热烈场面和现代传媒与讲堂
现场之间密切配合、共同打造品牌的有效探索。
这是不是预示着我国社科人文理论研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结合，国民素质与社科研究水平随之将有更
为扎实的大幅度提高呢？
我们从这里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建设高潮的潮头。
　　“人文大讲堂”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已经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现在举办者又把各位讲者的
讲稿结集出版，影响一定会更进一步扩大。
衷心希望“人文大讲堂”越办越好，听众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
至于“人文大讲堂”下一步该怎样走，我想，这不单是远在北京的我的悬想，更为杭州、浙江以至更
远处的听者、读者所关心。
听说举办者已经有了打算，这太好了，得其益者将不只是正在建设文化大省的浙江，而是整个国家和
民族。
　　2006年2月24日　　于日读一卷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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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年，人文大讲堂依然秉承创新的基因，在原有的地面讲座、报纸、电视、网络等多种传播方
式的基础上，在钱报网开出了“人文大讲堂公开课”，在腾讯开出了官方微博，还将在现有基础上，
把讲堂延伸到更多中学、大学，以及地市县的群众中去，《浙江人文大讲堂（第7辑）》让人文大讲
堂的传播更立体、更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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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反通胀、保增长、调结构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压力非常大的一年。
　　具体存在哪些压力呢？
从现在来看，宏观上可能有三个比较大的压力：通胀的压力、增长速度下滑的压力、结构失调的压力
。
　　中国经济面临通胀压力　　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是通胀的压力比较大，也就是价格上升压力非常大。
　　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国家的国际收支一直存在巨大的顺差。
　　国际收支就是外汇收入和外汇支出，2011年初的顺差接近2．9万亿美元，顺差太大，必然导致央
行的货币发行过多。
大家知道，外汇流人中国后是不能流通的，必须要由中央银行用人民币来收购这些外汇。
所以，流人中国的外汇越多，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发行的人民币越多。
　　第二个原因是2009年为了保增长，国家实行了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谓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让更多的货币流向社会，因为有了货币，才有投资、消费，增长速度才能
恢复到8％以上。
　　主要做法有两条，一是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二是增加新增贷款。
　　当时对这两个数据是有规定的。
一是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是17％左右。
这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年，从1985年开始，我们国家每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都超过GDP增长速度，
差不多每年货币增长速度都在11％～13％，个别年份是15％。
二是新增贷款4万亿～6万亿元。
　　但是到年底就发现有一点失控--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已经接近30％，新增贷款接近10万亿元。
所以，到2009年年底，我们曾经提出一个口号：管理好通胀预期。
　　到2010年，我们虽然还叫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两个数字作了调整，一个是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
是17％左右，第二个数字就是新增贷款最高7．5万亿元。
但是到2010年年底，实际上货币供应量增速接近20％，新增贷款接近8万亿元。
可见，2010年我们的货币政策仍然有点失控。
　　所以，“十二五”开局之年在宏观上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反通胀。
“中等收入陷阱”到来了　　宏观上遇到的第二个压力，就是增长速度下滑。
　　2011年我们已经把增长速度调低到7％。
我最近跑了差不多七个省市，深深感觉到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状况非常厉害，能不能保住好像很难说
。
　　为什么会出现增长速度下滑的状况？
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叫深层次原因，如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拐点。
　　发展中国家一般通过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说劳动力比较便宜，可以将收入很快提高到中等收入
以上。
　　刘易斯拐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刚刚发展的时候，劳动力都是供过于求，但是随着国家经济规模的扩大，劳动力
从供过于求逐渐转向供不应求，劳动力价格开始上升。
劳动力价格是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企业成本也要随之上升。
在企业成本上升的压力下，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快速发展，这就是刘易斯拐点。
　　中国好像也遇到了刘易斯拐点。
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也进入了劳动力短缺的时期。
　　第二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原因。
我国经济的增长，地方政府功不可没。
但2011年地方政府将陆续遇到问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文大讲堂-第七辑>>

　　过去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钱，一个靠“卖”，一个靠“借”--卖土地，向银行借。
而2011年卖和借都不行了，土地财政已经开始进入调整阶段，在房地产调控之后，土地不像过去那么
值钱了，银行不一定要了。
地方政府既不能卖，也不能借，资金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同时，支出增大了。
因为2011年强调民生，要向民生倾斜，这些钱主要由地方政府出。
一方面钱少了，另一方面要增加民生的投入，这样就导致地方政府拉动经济的力量实际上在萎缩。
　　出口投资消费，动力不足　　经济增速下滑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讲的直接原因。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有三大力量，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这三驾马车似乎拉动力都不
够。
　　首先是出口的拉动力减弱。
　　2011年的中国出口可能会遇到麻烦。
为什么？
因为中国出口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美国，一个欧盟，占了我们出口的80％。
而这两个地区的份额，都很难进一步扩大。
　　美国现在也在调整战略。
奥巴马上台之后提出要解决失业率，美国失业率20lO年接近10％，2011年估计为9％，但还是太高。
而要增加就业机会，就要恢复美国的实业，就要限制进口，美国必然要对中国反倾销，迫使人民币升
值。
　　欧盟现在也很麻烦，因为欧盟实行的是萎缩型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收人减少财政赤字，搞盈余还
债。
这也标志着对中国产品需求的萎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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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钱江晚报编写的《浙江人文大讲堂（第7辑）》破土而出，是应运而
生，人们从这清新的南风里所嗅到的不仅是举办者、讲者和听者对人文精神的热情，还感到了学者走
进群众之中，台上台下水乳交融的热烈场面和现代传媒与讲堂现场之间密切配合、共同打造品牌的有
效探索。
这是不是预示着我国社科人文理论研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结合，国民素质与社科研究水平随之将有更
为扎实的大幅度提高呢？
我们从这里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建设高潮的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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