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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观念之变革(陈祖芬的中国故事)》是陈祖芬的中国故事中的《论观念之变革》分册。
书中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收录了陈祖芬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文笔生动亲和，
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书中除收录了文字作品外，还配有大量生动风趣插图，画面简洁，寓意深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观念之变革>>

书籍目录

理论狂人挑战与机会全方位跃动论观念之变革选择和被选择性格化与现代化一个问题的几个答案适应
性危机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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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是最大的经济学家，’可是他自己的经济一团糟。
    一位朋友为说话而说话：“今天天气很好。
”    “1970年的时候，我弟弟惟一的愿望就是但求有个好天气。
”党治国说，“当时已经决定判我死刑了。
家里人有什么办法?只求能从刑场拉回我的尸体。
弟弟借好了架子车，可是我老家韩城离铜川有三四百里地，要是赶上雨天，那一趟泥地够我弟弟拉的!
我既然必死无疑，家里人就退一步只希望有个好天气了。
”    党治国好像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淡淡的。
也许他遇到的悲剧太多了?也许他们韩城人有判刑后发奋的传统?他的书桌旁贴一幅韩城人司马迁狱中
写《史记》的画。
党治国在狱中通读《资本论》三遍，自然还读凡能入狱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
监狱里来了新犯人，每每叫党治国来一个节目——背诵《矛盾论》和《实践论》，一字不差。
    读书之余便是写作。
他这间板子加绳子的屋里，惟一可以进入80年代的，是他妹妹送他的一只红皮箱，箱里全是他写的经
济学论文的手稿。
在剪刀差、所有制等等的中间，扎眼地珍藏着一部精装本的《简·爱》。
这是他第四次买《简·爱》了。
抄走一本，再买一本。
以他现在还欠债一千来元的经济条件，去买一本不知读过多少遍的小说锁于箱里，足见他对简·爱这
个女士角的偏爱了。
我不由望望箱边堆着的脏衣服，那么，箱里的简，爱便是这屋的单身男子的妻子。
    没有一个个人问题是超越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的。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完全致的。
    1957年以前国家是发展的，他个人是顺利的。
1957年国家受损失，他个人受挫折。
1962年国家开始恢复元气，他摘掉了“右派”帽子。
1965年国家兴旺了，他参加了先进技术传播队，能力得到发挥了。
“十年浩劫”，他十年监狱。
现在他落实政策不那么顺利，因为国家头绪纷繁、问题重重。
    “国家、社会解放的程度，就是我自己解放的程度。
只有解放至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对我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
”    这就如同他说的，我们搞社会主义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优越，而是因为这是一种规律。
优越是指方案而言的——哪一种方案优越。
而规律无所谓优越不优越——必须遵循它，早晚得遵循它，不遵循也得遵循!    党治国不能说已经获得
了彻底的解放，如同我们的生产力也没有从不适合的所有制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
    “我们固有的体制适合搞政治运动，不适合经济发展。
”党治国简直成了一个理论狂人。
一开口就是体制、所有制，再不就是说：“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    党治国咄咄逼人地、愣头愣脑地要人回答这些他整日思考的而别人未必感兴趣的，他以为是最重
要的而别人认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他醉心的而别人无心的，他津津乐道的而别人无动于衷的问题。
    他慷慨陈词，满脸涨红。
别人应付他：“唉唉，是啊是啊，喷啧!”再不就是把别人吓得法怯的，一下子从大人变成了站起来回
答老师问题的小学生，呐呐地：“我觉得么⋯⋯”    他满脑门的政治和经济，满脑门的规律和所有制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观念之变革>>

但别人是凡人，需要了解一些趣闻，一些轶事，一些消息，一些共同感兴趣的现实问题，需要吃喝拉
撒睡。
    而他似乎只需要吃着政治，睡在经济上。
他要和他周围一切的人探讨政治经济。
他会吸引一些人，也会吓走一些人。
    他的见地每每是独到的，但他过于急急地阐述他的观点，乃至近乎要强加于人。
对于“经盲”，他的发问更是近乎发难。
    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是有些不一般；他和正常人不一样，他可不是不正常。
    他关心的正是大众的利益。
但是大众未必接受他的关心。
    他希望大家都能透过现象关心本质。
但是大家往往喜欢谈论现象，而无心顾及本质。
谈论现象是一种情绪发泄的需要，顾及本质却需要苦苦地开动大脑。
    他不是那种可以用计算机程序计算出来的人。
他欠稳妥，欠含蓄。
但他“虽有小偏，终有大成”。
任何社会变革首先要找到实现变革的社会力量。
要打土豪分田地找到了贫农，要打倒老革命找到了红卫兵。
今天的改革如小平同志所说是第二次革命，我们需要透辟的经济理论家。
    我找到了党治国。
不过不是我找他，是他先写信给我，打动了我。
我采访受苦受难的人的时候，容易掉泪。
但不知为什么，采访这个经济状况一团糟的经济理论家的时候，我一滴泪都没有。
是他不需要别人同情，还是和他在一起的人都会变得只剩下粗线条了？
    “我不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科技人员!不是要人同情的人!”他冲着我大喊，“我是个好汉！
是个男子汉!是有思想的!尤其是经济思想!”    思想使党治国永远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中，有时他为了
理想忘却了现实，有时现实又催促他去追求理想。
前不久他又写完一篇专门探讨所有制的论文：《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发展》。
文章观点大胆、新颖、独到。
他提出的观点未必就尽善尽美、无懈可击。
但是，即使其中包含一些真理的萌芽或片面的真理，也可以活跃我们的思维。
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多年了。
一个宽松的、发展人们思维成果的环境，正在形成。
党治国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和他这个理论狂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人为的呼唤和扼杀，不过加速或延缓产生的时间。
    能不能搞——个共产主义特区?他想。
在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不能都搞先破后立，需要先立后破。
只有实践自己的经济理论，把理论立起来，形成强烈对比，才可以春风至而冰雪消。
    他是不是还带有空想的色彩?那么，马克思同志，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
怎么搞?    马克思会说，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错误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靠中国人自己来探索。
改革催促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呼唤着经济理论家。
    终于，《文汇报》上出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我们能否贡献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文中写道，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比‘我们能否贡献一个爱因斯坦’或能否贡献一个‘伟大的哲学
家和文学家’更为紧迫。
”文章又写道：“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浪潮当是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时代和国度。
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正呼唤恰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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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索寓言中有一个说大话的人，吹嘘自己曾经有罗陀斯岛跳得很远。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故事，他说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
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就是这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摩天轮继续在升高。
海水的对岸就是香港。
对岸的几盏灯过早地亮了，好像在有意向我炫耀什么。
我们的经济发展会赶上香港的。
我又想起刘卓礼的话——“改革嘛，想不通的人可以慢慢来。
但我不能等着你!”游乐场里，坐在过山车里的游人风驰电掣般地掠过去了，坐在“水怪”里飞转着的
游人更像是一群群飞鸟。
甲子年伊始，我望着深圳湾大感海阔天空，甲子年岁末我坐在摩天轮上更感到天空任鸟飞。
时代不一样了，连旅游观念也在引进，摩天轮等等花样翻新的机动游戏终究会成为内地游客的时髦娱
乐。
日本把隋唐文化“拿来”之后，形成自身的“国风”文化，又反过来影响中国。
我们引进了两个西方人——马克思、恩格斯一系列的观念，结合中国人的实践，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
利。
今天我们在引进现代化的观念之后，必将充实自己，强壮自己，从而反过来影响世界。
    但是，中国千年来是由儒教道德观念主宰的。
孔夫子曰：“小人喻于利”。
“惟利是图”是近乎十恶不赦的同义词。
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文章中尽管充满了“马克思说”，“恩格斯说”，但独独不引用恩格斯在《论住宅
问题》中的一句话：“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
”    这样，当1984年8月1日贝兆汉在厂庆招待会上提出了“爱厂、惟利、求实、进取”这八个字的白
云山人精神的时候，会场自然喧哗了。
其实在座的记者、作家们大都赞成用上“惟利”这个富于挑战性、开创性，富于时代感和地区感的词
汇。
但是真要用上“惟利”一词，肯定招来非议。
尽管贝兆汉说要把“惟利”这个词注上新的含义；尽管因为不讲利、不懂利，我们几十年的经济不知
损失多少亿；尽管日本的经济先觉者福泽谕吉在明治时代就明确提出“争利就是争理”，尽管利者，
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是也，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这一个利?尽管对利的敏感、对利的竞争已是
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正是“利”字的复苏，我们的经济才开始搞活⋯⋯但是，没有哪位领导拍板，
一个新的观念哪怕已经出生，已经存在，也像一个报不上户口的“黑人”似的，很难得到明确的承认
。
白云山人崇尚利是和崇尚开拓、崇尚创造、崇尚理想一体的。
但他们没那么多工夫去解释、去纠缠、去争议。
    贝兆汉还叫人查辞源、查根源，想考证一下“惟利”这个词。
    但是，没有人敢把这个词入书啊。
    今年10月1日的一个动员会上，贝兆汉也只好顺应大家的意见，把“惟利”改为“兴利”了。
    平安无事哟!   “想提出来争议，可是这个头都没人敢开。
”贝兆汉对我说。
   “我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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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观念之变革(陈祖芬的中国故事)》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融理论性、知识性及可读性为一体，它
不仅适合小朋友的阅读，同时对成年人来说也颇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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