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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乡村，

需要通盘考虑

艾恺：在理论上，城镇化
是好事，梁（漱溟）先生也不
会反对。他的乡村建设有两
个目的：一是把城市的好处
特别是工业化的好处带到乡
村去；另一方面，他要复兴中
国固有的文化、固有的道德，
复兴儒家的思想。我看现在
的情况是，实现梁先生的第
一个目标即把城市的好处带
到乡下去也许可以达到；实
现他的第二个目标即把乡下
的传统道德、传统文化带到
大城市去，（实现起来）不一
定的，这在理论上是好事，梁
先生要是在的话，也不会反
对。

梁钦宁：现在大家都愿
意把儒学发展到乡村去。在
民国的时候，有许多像我祖
父这样的人，像陶行知、卢作
孚、晏阳初，他们都走到乡村
与当地的农民结合，想通过
自己的思想、行动去改变和
促进社会的发展。他们几个
人的做法虽然不一样，但和
而不同，也都是好朋友。像陶
行知先生，我祖父参观了他
的晓庄师范后说：“我要跟你
要人。”陶行知先生立刻派了
他的两个得力助手跟随我祖
父到了邹平。他们都是互相
支持的。现在大家想通过儒

学对农村产生影响，我觉得
通过一种方法解决农村问题
是不可能的，得根据情况选
择适合的方法。我祖父的乡
村建设就是从政治、经济、教
育、社会组织上对乡村进行
全面的通盘的改造。因此我
认为，在乡村推广儒学当然
是必要的，但真正要改变农
村则需要一个全方位的策
略。

乡村的衰落

是全世界的问题

艾恺：廖晓义女士他们
现在做的乡村社会建设项
目，也是从基层往上发展。与
梁先生不同的地方也有，比
如，梁先生那个时候也不管
生态学和环保，当然那时在
中国的乡下一点工业也没
有，所以也谈不上污染。还有
就是乡村现在所面临的问
题，在梁先生那个时候是不
可思议的，比如“三留问题”

（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
老人），但基本上，廖老师和
梁先生的工作还是很接近
的。

梁先生不是想用西方的
组织，而是用中国式的类似

“乡约”这样的组织来打造农
村的社会组织。乡村的衰落
是全世界的问题，无论哪里，
乡下人都会觉得城市生活多

姿多彩、舒适，一直到现在都
是这样。比如，在拉丁美洲的
大城市，因为乡下人大量进
城形成了穷人区，问题很多，
中国也许不会。我一直到现
在都不太明白，我在邹平的
时候，住的地方靠近一个小
工厂，那个小工厂很脏很臭，
但一般的年轻人宁愿在那个
小工厂工作也不愿在乡下。
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国家的人
对这个现象不会理解，比如
美国人会觉得乡下很好，因
为那里环境很好，技术也很
发达，即使住在乡下他也很
方便。

梁钦宁：我补充一句，造
成现在乡村年轻人都去城市
讨生活的原因，和长期以来
政策向城市倾斜密不可分。

儒学进乡村，

有赖行政助力

廖晓义：我们今天遇到
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活的理
由，安身立命的问题解决不
了。我和梁先生当年的看法
相 似 ，觉 得 要 修 复 传 统 文
化，希望真的在乡村。我在乡
村做了六七年，我的感受就
是，只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他
们会形成一个利益的共同
体。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乡村
的精英流失了，青壮年都走
了，一个空巢的乡村是最大
的困难。但有一句话叫否极
泰来。多数中国人都有一个
乡村情结，从我的感受来看，
现在基层政府也有很多想做
乡村治理创新的领导，我们
要去接近他们，帮助他们。从
我个人的经验看，我们要是
没有他们的帮助和认可，也
根本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只要
把思维方式转过来，它比知
识分子有更多的力量。比如，
在我老家的那个县，我只带
了一个社工去进行乡村建设
实验，但就是因为当地的县
委书记认同这个，他用他的
行政力量，把一个县的乡村
改变了面貌。如果只是我来
推动的话，就是三头六臂也
不能进展这么快。然而，就因
为有县委书记的支持，各个
村子的互助会组织起来了，
联席会开起来了，村民成立
了很多组织。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儒学

【读书会】

在轰轰烈烈的
城镇化浪潮下，“农
民进城”是时下的
一个时髦词汇。与
此相伴随的是，青
壮年的流失，使乡
村的“空心化”问题
越来越严重。在此
大背景下，我们该
如何看待正在我省
进行的乡村儒学实
验？近日，本报“青
未了·读书会”特别
邀请到著名汉学
家、梁漱溟研究专
家艾恺先生，梁漱
溟孙子梁钦宁先
生，北京地球村环
境教育中心创始人
廖晓义女士，在位
于济南市阳光舜城
商业街的溪边树会
馆共话城镇化进程
中的乡村儒学。

《萍水生风》
白水 文
老五 图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 年 8 月出版

【人物】

《血火考场：甲午原
来如此》
萨苏 著
东方出版社

本书披露了甲午
战争中许多鲜为人知
的故事，并以独特视角
对中方战败的战场内
外原因进行了分析。大
清朝究竟败在何处？答
案或许比我们猜测的
更加令人唏嘘。

《惟妙惟肖的爱情》
方方 著
花城出版社

小说讲述了时代
前进中两代知识分子
南辕北辙的命运。这
是一场读书人与商
人、博士生与高中生
的 PK ，更是这个时
代本身的 PK。

《江湖有酒 庙堂有
梦：华夏故国知识人
的性情与命运》
谢青桐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本书从哲学、历
史和人性的层面，再
现 23 位中国古代文
人士子跌宕起伏的
生命轨迹和丰富饱
满的生命内涵。

【小说】

《吃瘦》
张长青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减
肥需要掌握的饮食
技巧，以及减肥达人
张长青 1 0 0 天减肥
100 斤过程中的减肥
食谱，让你明白，除
了运动，其实只要你
会吃，就可以轻松减
肥不反弹。

【健康】

□本报记者 吉祥

【文化】

《我是 95 后》
逄杭之 著
万卷出版公司

本书收录了作
者 11-14 岁间所发表
的散文与童话作品
近百篇，呈现了这个
年龄段的少年儿童
们所特有的心理世
界与精神面貌。

【散文】

要不是网络，要不是朱
新建，我和老五大概不会认
识。即便认识，也不会这么容
易，这么快。一切，皆是网络
的惠赐，一切，皆是冥冥中有
一段缘分在。不是刻意的用
心，没有密昵的过从，纯是自
然相结，一切来得那么水到
渠成，那么瓜熟蒂落。真的，
一如萍水相逢。

其实，和老五最初的合
作 ，是 从 谈 吃 的 文 字 开 始
的，在博客上亦颇赚取了不
少的眼球。自己也明白，这
全凭一帮网络朋友的热心
扶持，一如初往的“追捧”做
鞭策。中间呢，忽然有位亦
是网络上相识的，亦是喜爱
汪曾祺的朋友，发愿要重印
一本初版的《邂逅集》，就辗
转地找到了我为“半导体”
求老五来画插页。听说要为

故世的汪老的小说画插画，
老五自是高兴得很，虽初则
以喜，继则以惧，却欣然郑
重允诺，很快就画了出来。
见到老五的作品，又逗引了
我多年来读汪一吐为快的
浓厚兴致，遂毛遂自荐地为
插画配起文来，这一弄，就
愈加一发而不可收了。一不
做，二不休，索性就来捅一
捅这个“马蜂窝”吧。

没想到的是，南京的董
宁文先生却很欣赏这些文配
画的小玩意儿，就在他主编
的《开卷》上连载起来。到现
在，看看已经有了一年的气
候了。真的要感谢宁文先生，
不是他的奖掖鼓励，这些个
小玩意儿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读到它，我也写不了那么多。
前几天，宁文先生忽然又来
短信，要我整理一下，看能否

印一本书出来。匆遽地箧理
一过，发现竟然才写了这么一
点，通共不到九万字，而且还
是这么的芜杂——— 读史记，说
汪曾祺，谈《金瓶梅》。呀，瀑
布汗下三千丈。不管它了，好
在有老五的画，虽名附骥尾，
也不算是很欺骗读者朋友的
银子了。

宋玉云：风起于青萍之
末。孙犁先生说，萍水相逢，
就是当水停滞的时候，萍也
需要水，水也离不开萍。水一
流动，一切就成为过去了。他
当然是对男女邂逅、朋友私
情而慨言之的。但，芸斋亦有
云：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
的，仍是彩云；莺歌远去了，
留在耳边的还是莺歌。今取
以名集，作为这一批文画组
合的一种纪念，大概还算贴
切吧？

萍水生风

【新书评】

□祁白水

▲ 读书会现场。从左至右：艾恺、廖晓义、梁钦宁。本报记者 许建立 摄

《吴宓与陈寅恪》（增
补本）
吴学昭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吴宓的女儿吴学
昭先生依据父亲的日
记、书信、遗稿，参考
大量档案文献，忠实
记述了著名学者吴宓
与陈寅恪长达半个世
纪的深情厚谊。

【政治】

《朋友还是敌人？》
张少书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利用多国文
献证明：尽管美国政府
从杜鲁门开始到约翰
逊时期在公开场合没
有承认中苏的分歧，但
是大量文献表明，这几
任总统不但认识到中
苏的不同，而且还利用
这种不同和分歧。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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