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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是当代中国
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他60多年的经济研究
工作中，参与了许多重大经济理论的探讨和一些决定
改革开放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邓加荣著的《刘国光
传》为大家走近这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作者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用平
实朴素的文笔，生动感人的叙事，从刘国光的人生经
历、经济思想、人格品德三方面忠实地呈现了刘国光

“为国分忧，积厚流光”的精彩人生。
传记真实地呈现了刘国光精彩的人生经历。传记

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刘国光童年纪事、青年求学、壮年
成就、耄耋忧思的90余年的人生岁月，让读者见证这
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大家感人的人生足迹。传记作者
邓加荣和刘国光年龄相近且有着共同的时代见证经
历，这使他能够细腻地体察到刘国光的心理活动。传
记通过深情的人生感悟及大量古今中外名人名言的引
用，传情达意，使读者能较好地走进不同人生阶段的
刘国光的内心世界。传记还附有多幅珍贵的图片，如
童年时期与家人的合影、少年时代留影、改革开放以
来历史性访问及重要会议的留影等。通过这些鲜为人
知的影像信息，使读者对刘国光有着更加形象、直面

的认识。
传记饱满充实地体现刘国光影响深远的经济思

想。归纳总结刘国光在80岁之后对国有企业改革、效
率与公平、改革方向和方法反思、新自由主义批判等
领域的关注和深刻思考。上世纪50年代，面对国民经
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与挫折，刘国光从社会主义再生
产问题、发展速度与比例问题、积累与消费问题和固
定资产再生产等角度深化社会主义扩大再认识。其
中，为了阐述扩大再生产的发展速度，刘国光创建一
系列模型。这套模型被国内外学术界称为“刘国光经
济增长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刘国光对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中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和论
述，较早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目标模
式的形成做出了前瞻性贡献。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过热现象和政策性通胀势头，刘
国光敏锐地洞察到并提出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环境的
理论和政策主张，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胀、有选
择地深化改革的思路。他的这一思路和观点的正确性
已被1988年后的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成效从反、正两
方面予以证实。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为了使国民经
济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道路，刘国光提出了我国

经济必须实现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双重模式转
换”，为两个根本性转变决策作出了先行的论证。“双
重模式转换”的思想，实际上后来被党的十四届五中
全会的文件采用，即“两个根本转变”的提法和论
断。通过对传记的阅读，不难发现在建立和完善社会
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上不时闪烁着刘国光的思想
火花，而这些思想火花对于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传记作者邓加
荣是经济学教授。因此，他能够准确地提炼刘国光的
主要经济思想，能够对刘国光经济思想有着专业的解
读。所以，传记不是简单地记述刘国光的经济思想，
而是把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放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历史过
程，并辅以精到的点评。这种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立
体地展现了刘国光为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做出了可贵的理论性探索，充实饱满地反映刘
国光经济思想的积厚流光。

传记鲜明地彰显了刘国光的高尚品德，在过去90
余年的人生历程中，刘国光经历过旧中国的流离颠
沛，经历过异国他乡的刻苦求学，参与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多次可贵的理论探索。在每一个
人生的重要历史阶段，刘国光都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勇于承担为国分忧的历史使命感，谱写出精彩的人
生。2010年，刘国光被授予“世界马克思经济学奖”。

《刘国光传》内容丰富，较为全面和生动地记录了
刘国光“为国分忧，积厚流光”的精彩人生经历。展
示了他耄耋之年不忘初心笔耕不辍的长者风范，使一
位忠于马克思主义事业、为国分忧的经济学大家的生
动形象纵横时光，跃然纸上。 （据《光明日报 》）

说到商人，还得从范蠡
说起。范蠡出生于楚国宛邑
（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附
近）。那个时期，采用青铜配
料制造的各种器具颇受青
睐。据说最早发明青铜器的
是商洛（现在陕西境内）。凡
是商洛出产的青铜器上都铸
着一个用以表明生产地的

“商”字。
范蠡凭借他独特的商业

眼光和市场敏感，看准了青

铜器生意大有可为，于是他
来到商洛，收购了大批商洛
生产的青铜器制品，并在每
一辆装载青铜器产品的牛车
上，又写上了一个个斗大的

“商”字，目的是向人们说明
他的产品来自商洛，这便是
当今商业品牌、注册商标及
利用汽车等交通工具作商业
广告的缘起。

范蠡承载青铜器制品的
牛车所到之处，人们看见上

面写着的“商”字，便高兴
地喊：“商人来了！商人来
了！”他们其实是说：卖商洛
青铜器的生意人来了。于
是，“商人”一词，便慢慢
被约定俗成地固定下来。

当那些购买者来到一件
件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制品
前，看见上面也铸着“商”
字，便确认这是真正商洛生
产的青铜器制品，于是一件
一件地细心挑选，一会说：
我看看这件商品；一会说：
把那件商品拿来。就这样，

“商品”一词又诞生了。
于是，人们把做买卖的

人称作“商人”，把他们贩卖
的产品叫“商品”。

（据《中国剪报》）

近代有一门学术分科是“谚语
学”。谚语里经常沉淀了一个文化
体的集体意识。近年来，我对中国
人的谚语非常感兴趣，也做过一些
小研究，发现“混”这个
谚语字的重要。“混”这
个字，在 《说文解字》
里作“丰流”解。一条河
由上往下流动，在流运的
过程中，许多支流会合，
水流变大，众人的会合就
是“混”，这是“混”的
本义。

而有了“混”这种本
义，自然会有其他抽象状
态的“混”，于是“混”
就成了一种状态，是各种
不同的东西或状态混杂在
一起。“混”成了一种道
理不清楚的乱七八糟状
态。中国的俗民在用到

“混”这个字时，有三类
意义。

第一类意义是说缺少
了抽象价值，凡事不坚
持、不讲究，都是混沌不
清、马马虎虎。凡事都

“黑白混淆”，碰到事就说
“混话”，草草率率地“混
骗”。而且混久了，人们
也养成了一种习惯的奇怪
判断标准，相信一个社
会，若规矩清楚，“水清
则无鱼”，只有混乱的一潭
污水，才可以“浑水摸鱼”。
这种不讲究是非、对错的
态度，遂造成中国人缺乏
长期的价值方向感。

第二类意义，是说中
国人已知道改变是不可能
的，因此，少去惹麻烦，马马虎虎
地过日子最重要。因此养成了中国
人不管公共事务，只管生活的人生
态度。这是一种虚无式的价值。人

们不管道理、是非不分，只会看情
况讲话，遂形成了一种“混”的人
生哲学。当官的，对事情麻木无
感，总是因循苟且，将就将就，大

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
人们遂说这种官是“好官
我自为之的混日子”。

“混日子”的人是“鬼
混”，也是在“混世”。这
种“混”一天算一天的态
度，当然成了“睁只眼，
闭只眼”的“混饭吃”。

第 三 类 意 义 是 指
“混”并不是只是消极的
随波逐流，得过且过，而
是因为缺少了价值的信仰
和坚持，“混”也可以是
一种邪恶。一个自认聪明
的坏蛋，他不分辨什么是
善或恶，也遂机会式地不
计手段，追随自己的利
益。那就是以假为真、颠
倒黑白的“混冒”和“混
淆”。

年轻时，我读梁漱溟
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化要
义》，印象最深刻的是他
说中国人在还没有长大前
就提前衰老。一个国族乃
是个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
程，但中国却很早就失去
了进步的道理和进步的空
间，所以中国人都把不多
的精力用来“混”生活。
我研究中国的俗语，就察
觉“混”实在可说是形容
中国人的关键字。

我相信，一个国族一
定要有永远进步的发展道
理，有道理就会有标准和

条理，当官的或人民就不能随便地
“乱混”。对于“混”这个字，我们
真的要警惕在心！

（据《中国剪报》）

走 近 刘 国 光走 近 刘 国 光
——《刘国光传》读后感

吾思吾想吾思吾想

【内容简介】
《一花一世界》包括散文数十篇，分别描

写季老对动物、植物的情感；由自然界万物而
生的感怀，对光阴、命运的思考等；《中流自
在心》是季老关于个人修养与道德的杂文和随
笔选编；《当时只道是寻常》是季老思念亲
友、追忆亲情、友情及师生情的散文精选集；
《此情可待成追忆》是季老关于北大和清华的
散文佳作及清华园日记和北大红楼日记选编；
《风物长宜放眼量》是季老论述传统文化和东
西方文化的学术随笔；《此心安处是吾乡》是
季老1946—1947年日记结集整理成书，是季
老回国后生活、工作的一段珍贵记录；《此
时 此地 此心》是季羡林人生隽语笔记书。

商人一词由何而来

《季羡林品读人生》套装：
读大师经典，品生活禅味

新书架新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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