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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年过八旬的学者资中筠常以此
语自况，两年前出版自选集的时候，她将这句话题在了书的扉页
上。近日，她的新书《美国十讲》、《老生常谈》问世，两本书谈古论
今、说中道西，言语间依旧有挥不去的忧思。

有过家国多难的经历，她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振兴的向
往刻骨铭心，忧患意识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资中筠先生直言，现在最让其焦虑的依然是
民族前途。

现代国家是“谈”出来的
——— 学者资中筠的忧与思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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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观：越是现代的国家越是“谈”出来的
资中筠是知名国际政治及美

国问题专家，退休前担任中国社
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此次出版
的新著《美国十讲》是根据其在国
家图书馆的讲座整理而成，说的
是美国，书中的落脚点却是中国，
重点也还是围绕当下中国的现实
处境。

改革开放以来，美国研究热潮
至今未衰。本世纪初，资中筠与先生
陈乐民主编了《冷眼向洋：百年风云
启示录》，资中筠主笔了书的第一部
分《20 世纪——— 美国世纪？》，以美国

“在自由竞争与追求平等的悖论中
摆动”为主线，论述了 20 世纪美国
兴衰沉浮的历史。两年前，资中筠出
版 5 卷自选集，关于美国研究的学
术文章主要集中在《坐观天下》中，
这本书的不少观点颇为新颖，有的
在当时还一度引发争议。例如，资中
筠认为，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
主并行不悖，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
不以 GDP 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
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

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
《美国十讲》虽然从美国立国写

起，但资中筠着墨最多的却是美国
的 20 世纪。细读这本书会发现，美
国在这 100 年间，也有过矿难频发、
食品安全事故不断、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道德滑坡等诸多问题，但最终
却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不得不令
人深思。

在这本以“大白话”居多的新著
里，资中筠与读者分享了她近两年
来关于国家观、历史观的最新心得，
形成了一个新的看法：美国是谈出
来的国家，不是打出来的国家。

“打”和“谈”一字之差，给国家
带来的影响却非常深远。“特别是中
国几千年的历史，改朝换代都是打
出来的，谁掌握了武力，谁就得天
下。可美国恰好不是这么一个国家，
就连要不要这样一个国家，也是大
家讨论出来的。它整个的发展过程，
和我们想象中的国家观念是非常非
常不一样的。”

通过翻看美国的制宪会议以及

对比中国、欧洲等国家的历史，资中
筠发现，“谈”出来的国家和“打”出
来的国家，最后治理的观念也是不
一样的。“我觉得在人类发展过程
中，越是现代的国家越是谈出来的，
而不是打出来的。比如欧洲古代历
史都是打的，但是在近代以后特别
是‘二战’后都变成谈的了，现在欧
盟只是谈，它们之间再怎么矛盾，不
会打仗了，不会用武力来解决。”资
中筠说，从“打”到“谈”实际上是一
个文明进展的过程。

在这本书中，资中筠附录了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一文，
在这篇访谈稿中，她提醒我们要
慎言“中国热”。资中筠解释，海外
媒体的“中国热”里，背后也有中
国威胁论的因素存在，“不是说中
国要攻击谁，而是中国的经济实
力给很多强国带来压力，其中美
国人最敏感”。针对国内有不少人
为“中国热”而沾沾自喜，资中筠
批评这种情绪属于“虚骄之气”，

“不是真正健康的自信”。

讲真言：我们的民族要警惕从精神上堕落掉
对于另一本新著《老生常谈》，

资中筠则在序言中写道：“这本书题
材庞杂，东拉西扯，没有什么足以振
聋发聩的惊人之语。无以名之，名之
曰《老生常谈》。”书中，她本着事实
和逻辑，娓娓道来，时而尖锐时而苦
口婆心，不少篇章都给这个时代提
出了某种警示。

让资中筠感到不能接受的是，
尽管这本书说的都是一些平常的交
流体会，却被认为需要很大的勇气。
她在此前不久出席一场活动时感
慨：“为什么我说的这些平淡的、
都是一些常识性的话，翻一翻历
史的东西，值得大家再三表扬我？
需要反过来说，说明这个话还没有
人说。”有时候，资中筠也会被人问：
你胆子怎么那么大，这个话也敢说？
一次，资中筠出席一个报告会，主持
人介绍她时说：“这位先生的特点是
说真话。”听到主持人将“讲真话”作
为自己的标签，资中筠顿时觉得很
悲哀，“说真话是特点，那说假话是

寻常事？哪一天，这个社会说真话不
是特点，那这个社会就更进步了。”

两年前，在自选集的序言里，资
中筠曾简单剖析过自己爱说真话的
性格。她解释说，这皆因幼年的道德
文章教育打下的烙印，以及此后对
社会公平正义的追寻，促使她对虚
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知，
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
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
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
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
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
人风马牛不相及。”收于自选集《感
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便是“如鲠
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一如她多年
前给自己定的写作准则：不阿世，不
迎俗。

在新书读书会后接受记者采访
时，资中筠直言，民族的前途依然是
让她最感焦虑的事情，“我们的民族
现在从精神上要堕落了”，而这种

“堕落”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成人社

会。“我们的教育把孩子教成势利小
人。”资中筠说，从幼儿园开始，教育
的价值取向便十分庸俗，把孩子们
教得非常世俗。

“有人告诉我，过年的时候学
生们互相交换礼品，有个孩子带
来一件自己做的、精致的东西，结
果老师往地上一扔，说‘这种东西
也拿得出手’。在老师心目中，以
金钱衡量礼品的价值，这样的老
师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资
中筠痛心地说。即便是对自己的
母校天津耀华中学的现状，资中
筠也不无失望，“为了跟南开中学
比升学率，整个教育理念跟我们
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河
北衡水中学的魔鬼式教学方式，
在资中筠看来更是不可取，她认
为如此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学
生，即便最后考上清华、北大，其心
智也一定是不健全的，“现在教育的
整个生态环境，就是把小孩弄进绞
肉机里。”

在访谈中，资中筠也流露出对
过往教育的怀念。资中筠本人虽然
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都是
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五四”标志的

“德先生”、“赛先生”是那代人的文
化底色。至今让她津津乐道的是，当
时有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却甘于
从事中小学教员这样现在看起来很
普通的工作，“多年前我去参观一个
小学，语文教员是叶圣陶，数学教员
是苏步青”。

老师们受中西文化交汇的影
响，自然也会将自己的理念体现在
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
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
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
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
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
色。”资中筠回忆，那时的学校从小
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
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

中。她清晰地记得幼年读书的情
景：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
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
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
言》。在资中筠看来，当时的教育，

“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
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属于
为人处世的底线。

反观现在，现实让资中筠不
免失望。她感慨，现在的中国人好
像是最缺乏诚信的，在不少人眼
里，外国人似乎是最傻的，“哪一
个外国人到中国来都会受骗，他
们都没有想到人还可以这样受骗
的，这是很不好的事情”。资中筠
说，这不是中华民族的本性，毕竟
从古代以来，圣人之教都是人言
为信。她提醒，重建国民性，不能
再往后看，依靠“仁义礼智信”的
教化，而是得往前看，“要有公民

教育，有公民社会”。
《老生常谈》一书收录了资中筠

2009 年 5 月在湖南师范大学的一次
演讲，在这篇名为《公民教育的必要
性》演讲中，资中筠说，当下中国社
会正处于转型期，而所谓“转型”，在
她的理解中，就是转变为真正的现
代社会，“转向我们所追求的公平、
正义的社会，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繁
荣昌盛”。资中筠说，实现这一目标，
除了需要法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健
全，更需要对一代代人进行教育，培
养健全的社会公民。

教育与启蒙在《老生常谈》一书
中是紧密关联的两个词汇，如资中
筠在书中所说，“没有经过启蒙的民
众，不会用理性思考，没有法治观
念，很容易被煽动”。所以，她一直呼
吁当下进行“再启蒙”，而教育就是
打破迷信，回归理性，回归常识，让
人人得以接近真理。

再启蒙：教育就是打破迷信，回归理性

【相关阅读：资中筠已出版书籍】

1 .《老生常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美国十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4 .《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斗室中的天下》
清华大学出版社

6 .《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 .《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资中筠自选集（全五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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