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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习近平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

称“一带一路”） 的战略构想。如今，在中

国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以及亚洲有关国家

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构想正在从概念逐步变

成现实。在此背景下，国内外有关“一带一

路”战略的讨论不断升温，相关国家从政要

到学者再到民众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这

使得“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迅速成为一个

热题。

在众多的学术研究和时事观察中，上海

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马丽蓉教授带领的研

究 团 队 捷 足 先 登 ， 推 出 新 著 《丝 路 学 研 究

——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该书提

出 丝 路 外 交 是 中 国 历 史 留 给 当 代 的 宝 贵 财

富。在书中，作者认为，在上千年的丝路和

平交往中，丝绸之路不仅促成了中外文明时

空双维上的接触，还因张骞出使西域、郑和

七下西洋而将中华文明成功纳入世界文明交

往体系内，在征服高山、大海中实现了中华

民族走向世界、融入全球的梦想。从张骞两

次出使西域寻求军事伙伴的“结伴”外交到

开辟了中外经济、人文交流的大通道，从郑

和下西洋“宣德化、柔远人”的“交友”外

交直至“朝贡之使相望于道”的成效，以及

形成于汉、发展于唐、鼎盛于明的谋求结伴

的朝贡制度等，标志着由“结伴的机制 （朝

贡制度） +交友的政策 （和平友好） +丝路意

识 （命运共同体） ”所组成的丝路外交正式

诞生。丝路外交不仅传播了商品、技术、大

一统的国家形象以及中华文明等，还形成了

“贡而不朝”的朝贡制度、“厚往薄来”的贡

赐贸易、官民并举的双轨交往，以及宗教、

贸 易 为 抓 手 的 交 往 模 式 等 ， 更 将 “ 伙 伴 关

系”落实到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衍生

出互惠型的经济关系、合作型的安全关系、

包容型的人文关系等。

在探寻历史演变轨迹的同时，该书也结

合中国对外关系的理念和实践，对“一带一

路”战略的内涵等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一是地缘经济与人文相结合的战略设计；二

是合作发展型的战略属性；三是政策沟通、

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等“五通”为主的战略措施；四是发展战略

伙伴关系；五是凸显开放、包容、合作、互

鉴、共赢等“丝路精神”。

该书论述最突出的特点是从人文角度来

看待和研究“一带一路”战略，而这正是“丝绸

之路”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即强调人文、社会、

交流合作。因此，该书的研究视角和框架正好

与此高度契合。该书提出，当今人文外交是

古代丝路外交的继承和发展，与丝路外交具

有同构性。其相通之处诸如都是结伴交友，

都在彰显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形象，都

在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等等。从这个角度

看，“一带一路”战略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文外

交的理念和实践。

正 因 为 是 从 人 文 外 交 的 角 度 来 展 开 研

究，所以该书在结构上由“丝路辐射空间内

的中国人文外交”、“中国人文外交的特色项

目与交流机制 ” 和 “ 中 国 人 文 外 交 的 战 略

机 遇 及 其 挑 战 ” 等 三 部 分 组 成 ， 这 样 才 显

得 完 整 ， 也 才 能 比 较 充 分 地 展 示 作 者 的 分

析 框 架 和 基 本 思 路 。 在 第 一 部 分 中 ， 作 者

用 17 章 的 篇 幅 ， 论 述 了 中 国 对 丝 路 东 线

（美 国 、 日 本 、 韩 国 、 拉 丁 美 洲 国 家）、 南

线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 东 南 亚 国 家 、 非 洲

国家）、西线 （土耳其、伊朗、以色列、阿

拉伯国家、中亚国家）、北线 （俄罗斯、德

国 、 法 国 、 英 国） 等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人 文 外

交 。 在 第 二 部 分 中 ， 作 者 先 用 10 章 的 篇 幅

对孔子学院、主题年活动、友好城市、医疗外

交 、体 育 外 交 、奥 运 外 交 、世 博 外 交 、旅 游 外

交 、夫 人 外 交 、熊 猫 外 交 等 特 色 项 目 作 了 系

统 论 述 ，然 后 又 用 10 章 的 篇 幅 对 中 外 人 文

交 流 机 制 进 行 了 全 面 历 史 梳 理。在第三部

分中，作者则整理了中国有关“一带一路”

战略的政策宣示和相关民调报告节录。

翻阅全书，不仅不少论述和观点给人启

发，而且从人文外交角度来全面审视中国有

关外交理念和实践，并与“一带一路”战略

结合起来加以思考，确实给人以既独辟蹊径

又符合实际、既框架完整又单刀深入之感，

这不能不说是该书的成功之处。总之，值得

一读。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

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钱国宏

记得 《增广贤文》 里有一句话：“有书真富贵，无事小

神仙”，这恐怕是对我内心最恰如其分的写照了。因为我平

时喜欢读一些“闲书”。

我所谓的“闲书”，指的是那些与本职工作不相关的书。

我读书很庞杂，几乎可谓是“杂食书虫”，家里数万册藏书，几

乎囊括了时下图书市场所有类别的书籍，青春类、艺术类、生

活类、励志类、政治法律类、军事历史类，甚至连计算机、医

学、科普、少儿类书籍也小有涉猎。气势真如苏东坡所云：

“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读“闲书”，可以使人在轻松、愉悦中，接受知识的熏

陶，体味文字的快乐，享受阅读的美感，收获一份惊喜、

一份满足、一份惬意和一份自得。郑成功曾有语“养心莫

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最喜欢那种“绿撒蝴蝶着春色，墨点黄花染书香”的

意 境 ， 所 以 读 “ 闲 书 ” 时 也 更 在 意 地 点 和 氛 围 。 于 我 来

说 ， 最 得 意 的 场 合 有 三 ： 一 是 院 中 的 葡 萄 长 廊 。 烈 日 炎

炎，酷暑难当，葡萄长廊下却是阴凉一片，爽风习习。搬

来一把长椅，泡上一壶香茶，摆上三五闲书，头往椅上一

枕，眼往书上一盯，悠悠然，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

往来”，兼之架上硕果垂枝，愈加赏心悦目。二是书房的摇

椅。书房的三面墙摆满了我从全国各地“淘”来的各种书

籍。抛开人世烦扰，沉入书的世界，激动处，拍案而起，

朗然吟诵；激愤时，扼腕击节，高声唾骂⋯⋯人与书“与

之游”、“与之舞”、“与之享”，真是“至乐无声唯孝悌，太

羹有味是读书”，“不知魏晋矣！”三是公园的绿地。离家不

远 处 的 公 园 西 侧 有 块 人 迹 罕 至 的 绿 地 。 闲 了 ， 便 挟 本 小

书，坐在绿地里读。植物的清香与文字的智慧共荣相济，

融为一炉，使人醍醐灌顶，直觉清风浩荡，豁然开朗！

读“闲书”，养心是一方面，增智则是另一大收获。读海

伦·凯勒的自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体味“生命是一块铁”的真

正含义；读《国学拾遗》，感慨中华五千年举世无朋的文化魅力；

读《母亲》，始知大爱无声，大爱无形，大爱无痕；读《珍藏感动：汶

川·生命之诗》，透过一句句“就像从心口上撕下来”的诗句，让人

重新思考生命的深刻内涵，揣度生活的张力；读《从雅典到北

京》，感受百年奥运的沧桑历程；听《声音》，领略高层领导人执政

为民、清廉为官、个人学养及工作作风的真实写照⋯⋯

清代袁枚曾说过：“读书已过五千卷，此墨足支三十

年。”这似乎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翻版，不过确有道

理。通过长期读“闲书”，我的知识量大增，不惟天天心中

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且是笔头渐痒，案头渐丰，仿

佛肋下正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催动我在文字间展翅自娱⋯⋯

偷得浮生半日闲，放身茅庐读闲书。此生但得有时，便

会沉醉于“闲书”之中，管你“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抑或“无

端崖之辞”，趣若在，心若往，随处闲书，随地可读！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不是一
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
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
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013 年 9 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在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了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

上合作，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夜读偶得

诗意人生闲读来

“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一个视角
——读《丝路学研究》

□高祖贵

拿到习骅所著的 《中国历史的教训》，一口

气读完，花了不到半天时间。掩卷遐思，三句

话在脑海里不断盘桓。

第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第二句话，历史是最好的老师。

第三句话，好的历史老师，既能传道授业

解惑，还能娓娓道来、发人深省。

军机处的纪律、雍正治吏的非常举措、赵

匡胤与官二代、庆亲王的作风问题、苏联政治

笑话中的干群关系、高级干部的低级错误、御

史的冤屈、吴江县令的从政环境⋯⋯讲了 24 个

“古今”的 《中国历史的教训》，看起来在说故

事 ， 其 实 是 在 写 时 评 。 正 如 作 者 在 前 言 中 所

叙，24 个“古今”里既有清官能吏忠臣，又有

贪 官 懒 官 巧 官 ； 既 有 守 规 矩 识 大 体 的 普 通 党

员，又有犯了低级错误的高级干部。“古今”里

的人和事，有的伟岸得让人拍案叫绝，有的卑

劣 得 让 人 不 可 思 议 ， 有 的 愚 蠢 得 让 人 顿 足 捶

胸，个个似曾相识、如在左右，不是成功的经

验就是“历史的教训”。

窃 以 为 ， 党 员 干 部 读 《中 国 历 史 的 教 训》

的最佳姿势，就是“对号入座”。如若不把自己

摆 进 去 ，“ 照 镜 子 、 正 衣 冠 、 洗 洗 澡 、 治 治

病 ”， 那 么 ， 再 好 的 历 史 老 师 也 只 能 仰 天 长 叹

“对牛弹琴”了。

从“军机处的纪律”窥见了什么？

“军机处的纪律”一文，是 《中国历史的教

训》 的开篇之作。

文 中 列 举 了 雍 正 时 期 军 机 处 的 “ 三 大 纪

律”：一是规定大家必须在凌晨五点之前到岗，

并且保证今日事今日毕，不得拖拉；二是改变

惯 例 ， 减 少 递 送 公 文 的 层 级 ， 做 到 直 接 送 达 ，

保证了政令畅通；三是严格保密纪律和廉政制

度，决不允许跑风漏气和以权谋私。

“ 三 大 纪 律 ”， 概 括 起 来 就 是 “ 勤 、 速 、

密”。对于违纪者，以“严猛治国”著称的雍正

只有一种态度：严惩不贷！

四川布政使程如丝犯了大罪，在死刑判决

书送达成都之前一周，程如丝就知道了结果，并

以自杀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这个案例，严

肃处理了泄密者，开展了警示教育，完善了制度，

为军机处工作人员画了一道醒目的红线。

不熟悉清史的人未必清楚，雍正的父皇康

熙，虽然缔造了一个太平盛世，却也留下了严

重 的 后 遗 症 ： 吏 治 腐 败 、 税 收 短 缺 、 国 库 空

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

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

雍正有一个特点，他对官场上的流习和积

弊 都 一 清 二 楚 。 因 此 ， 他 严 明 纪 律 、 规 范 行

为 ， 从 重 从 快 打 懒 肃 贪 ， 铁 血 凛 然 整 顿 官 场 。

仅仅五年，大清国库储银就由康熙末年的八百

万两增至五千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

变了，帝国的吏治也为之一清，后世评论“雍

正一朝无官不清”，可见雍正王朝官风的清廉。

不过，令雍正万万想不到的是，军机处的

纪律，在他的儿子乾隆手里就被破坏了。

晚年的乾隆皇帝雄心不再，只顾满足一己

身心之欲而大兴土木，沉湎于荒淫奢华生活之

中 ， 对 臣 属 奉 行 “ 睁 一 只 眼 闭 一 只 眼 ” 政 策 ，

特别是对军机大臣和珅宠信有加、极力庇护。

正是在乾隆的包庇纵容之下，甭说是军机

处的纪律，就连皇宫大内的规矩，在和珅面前都

形同废纸。“军机处的纪律”一文写道，和珅可以

随意出入宫廷任何一个禁区，如同在自家一样。

和珅没事最喜欢去内务府库房转悠，只要发现喜

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不跟任何人打招呼。

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在身居高位的 18 年

间，和珅搞腐败的胆子越来越大，一步一步地

蜕变成了清朝空前绝后的大贪官。贪墨成性的

首席军机大臣“上梁不正”，各级大小官吏自然

是“下梁歪”，致使官场中寡廉鲜耻横行，“仁

义礼智信”渐远，此种风气愈演愈烈，康乾盛

世便走到了末路。自嘉庆时期开始，各种规矩

都不作数了，于是大清国运一路下滑，所有皇

帝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

在“军机处的纪律”一文中，又用细节展

现了嘉庆时期纲纪废弛、吏治败坏的影像——

嘉庆帝最为无奈的是，内部经常发生泄密

事件，皇上要处理谁、提拔谁，还没发文，当

事人就知道了。调查结果令他十分震惊：消息

是从军机处泄露出去的！

军机处是皇帝最高办事机构，贯彻落实的

都是军国大事，保密纪律自然少不了，怎么会

出这种事呢？

原来，不知道从何时起，军机处俨然成了

通讯社，各种国家机密源源不绝外流，国家权

力中心一点儿严肃性都没有。嘉庆帝本人对此

有详细叙述：许多人没事就往军机处跑，办公

室和走廊里，整天吵吵嚷嚷、人来人往，活像

闹市区。如果问他们来军机处做什么，回答有

两种，一是来汇报工作的，二是来找领导签字

的。实际上都是来打探消息甚至做交易的！

魔鬼与天使都在细节之中。对比乾嘉时期

与雍正一朝“军机处的纪律”，真可谓“细节决

定成败”。

由此，作者在“军机处的纪律”文尾发出

感 慨 ： 无 视 法 纪 是 官 员 责 任 意 识 缺 失 的 结 果 ，

也是贪污腐败的前奏。如果朝廷热衷于当好好

先 生 ， 带 头 把 规 矩 当 摆 设 ， 官 员 肯 定 舒 服 无

比、为所欲为，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老

百姓活得痛苦，政治统治能长久吗？

“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

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

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 1942 年整风运

动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对于纪律问题的强调。

翻阅党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正

是靠着纪律和规矩一路走来。

“纪律是党的生命”“从严治党关键在严格

执 纪 ”“ 人 不 以 规 矩 则 废 ， 党 不 以 规 矩 则 乱 ”

“领导干部违纪往往是从破坏规矩开始的”⋯⋯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党 中 央 以 壮 士 断 腕 的 气 概、

秋风扫落叶的力度正风肃纪，全面围剿腐败现

象和“四风”问题，一个节点一个节点、一个

笼子一个笼子缩小权力越轨空间，对违纪违规

违法行为零容忍、严处罚、快了结⋯⋯广大党

员干部对纪律和制度的敬畏，从未像今天这样

强 烈 ； 心 存 侥 幸 的 人 ， 从 未 像 今 天 这 样 稀 少 。

于是，“官不好当了”的慨叹出现了。

对此，作者认为，“这样的叹息声，是一个

令人振奋的好现象、好消息、好兆头，在中国

历 史 上 并 不 多 见 。 历 史 的 经 验 是 ： 法 纪 越 严 ，

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

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

透过苏联政治笑话反思干群关系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已过去 20 多年，但克

里姆林宫上空红色的带有镰刀锤子图案的苏联

国旗悄然落下的那一幕，让许多人至今仍回不

过神来。

从那一刻起，人们对这一 20 世纪最惊人的

政治事件进行了不懈的研究，众说纷纭，莫衷

一是。

毛 泽 东 同 志 说 过 ， 外 因 要 通 过 内 因 起 作

用 。 对 于 这 句 话 ，《苏 联 政 治 笑 话 中 的 干 群 关

系》 可谓心领神会、融会贯通。

“许多政治笑话嘲讽苏联的社会不公、干部

的享乐主义和奢靡风气，干群关系的裂痕清晰

可见。”

“但是苏共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作风问题

又 升 格 为 腐 败 问 题 。 过 去 列 宁 对 干 部 管 束 很

严，甚至主张‘共产党员犯罪罪加一等’。列宁

去世后，干部越过越舒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

如果一个人没机会搞腐败，会被人瞧不起。”

“苏共在党和人民关系问题上的无所作为、

反 向 作 为 ， 使 自 己 从 代 表 全 民 族 利 益 的 先 锋

队，蜕变为只为少数人活着的资产阶级市侩集

团，直接决定了人心向背和自身命运。”

确实，尽管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都有数

不 清 的 促 成 因 素 ， 但 内 因 永 远 是 变 化 的 根 源 。

在苏联解体前一年，《西伯利亚报》 以“苏共代

表谁”为题开展读者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

代表全体人民的占 7%，代表工人的占 4%，代表

全体党员的占 11%，代表党政干部的占 85%！

《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 提到，李肇

星有一次在国际航班上，邂逅了早已失去苏共

和苏联的原苏共中央总书记、原苏联总统戈尔

巴乔夫，问了一个全世界都想问的问题:为什么

结局会是这样？戈尔巴乔夫想了想说：“因为我

们没有邓小平！”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葬礼

的主持人，戈尔巴乔夫的感慨意味深长，值得

注意。

从 1977 年 复 出 ， 到 1997 年 去 世 的 20 年

间，邓小平领导实施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两大

政治行动，一是改革开放，二是锤炼党风。两

件大事竟发端于同一次会议：1978 年 12 月召开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 在 举 起 改 革 大 旗 的 同 时 ，

恢复成立了中央纪委。

“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

改革开放顺应天下大势，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

路；端正党风提高了党的先进性，是改革开放

的政治保障。只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才有吸

引力；只有风清气正，共产党才有凝聚力。人

民 ‘ 拥 护 不 拥 护 ， 赞 成 不 赞 成 ， 高 兴 不 高 兴 ，

满意不满意’，这两大决策是最好的诠释。”

站在这个立场看问题，中国为什么繁荣稳

定？苏共为什么走向末路？答案一目了然。

角度决定高度，立场决定命运。苏共背叛

人民在先，人民唾弃苏共在后，印证了“物必

先 腐 ， 而 后 虫 生 ” 的 道 理 ， 重 演 了 “ 水 能 载

舟，亦能覆舟”的老剧本。

勿忘人民，史可为鉴

权力对于执政者的侵蚀是致命的。在长期

执政条件下，“公权”与“私利”的界限很容易

变 得 模 糊 ，“ 打 江 山 ” 是 人 民 的 江 山 ，“ 坐 江

山”却可能有“家天下”的错觉。当党政干部

执掌了大量公共权力而又缺少相应的制约，“突

出官权、泯灭民权，以官为主、以民为仆，以

官为本，唯官是从，官民严重对立”的官本位

思想就会像病菌一样四处流布，党与群众唇齿

相依、生死与共的鱼水关系就会变成“油水关

系”甚至“水火关系”。

“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

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十八大报告道出

了走向复兴的关键。打铁还需自身硬，全党必须

警醒起来，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向历

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习近平总书

记的就职宣示，将党的建设、党与人民群众的

关系问题，置于复兴大业悠悠万事的中心。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从人民的利益和

立 场 出 发 ， 迅 速 打 出 八 项 规 定 ，“ 老 虎 ”、“ 苍

蝇 ” 一 起 打 和 群 众 路 线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的 组 合

拳。政治局率先垂范、徙木为信，清理腐枝败

叶、编织制度笼子，干部舒适度剧降、群众满

意度激升，好传统回归、坏习气鼠窜，全国人

民 发 自 内 心 地 拥 戴 和 支 持 。 党 的 威 望 持 续 提

高 ， 党 群 关 系 空 前 紧 密 ， 改 革 巨 舰 一 往 无 前 ，

党的事业一片生机。

神 州 气 象 如 此 ， 戈 尔 巴 乔 夫 或 许 又 有 感

慨：“中国不仅有邓小平！”

娓娓道来的“历史老师”
——评析习骅 《中国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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