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强之路要有“文明”节制
许纪霖主讲现代中国的强国梦
本报记者 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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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诸城发现新属种恐龙化石
将投15亿建恐龙地质公园，新属种以“意外”命名

据新华社济南12月4日

专电(记者 刘宝森) 中国

古生物专家在山东诸城发掘

出土的一件纤角龙类恐龙化

石被证实为一个新的恐龙属

种，为研究白垩纪晚期角龙

演化的复杂性提供了实证。

记者从正在山东诸城召

开的2010年山东诸城国际白

垩纪陆相生态系统学术研讨

会上获悉，这一新恐龙属种

被命名为“意外诸城角龙”，

关于这一发现的研究成果已

于11月份发表在《公共科学
图书馆·综合类》(PLoS one)

中。

“意外诸城角龙”的发现

和命名者、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徐星介绍说，这一类恐龙

除具有粗壮的下腭和宽大的

牙齿等纤角龙鲜明特征外，

还具有角龙科恐龙才具有的

一些特征，如脊椎扁平、肋骨

细长等，但没有角，且颈盾短

小，所以将其归类为纤角龙

科恐龙。

用“意外”这个词命名主

要是因为这件化石产于诸城

市龙都街道库沟恐龙化石长

廊，其所处的地层中拥有大

量零散的鸭嘴龙骨骼化石，

而这一纤角龙化石却意外地

埋藏于此，不仅关联保存，而

且异常完整。此前，纤角龙化

石在亚洲非常罕见，主要产
地在北美地区。

据了解，目前在诸城恐

龙化石埋藏点已发现4种角

龙化石，除“意外诸城角龙”

外，还发现了北美地区以外

唯一的大型角龙化石，被命

名为“诸城中国角龙”。另外

两种角龙正在研究过程中，

也有望填补角龙科研空白。

“可以说诸城是角龙的

乐园。”徐星认为，“意外诸城

角龙”说明了角龙类恐龙不
同种群间的差异性要比之前

所认为的大得多；这一化石

还证实纤角龙为角龙类恐龙

的进步属种，是与角龙科恐

龙如“诸城中国角龙”等一起

生存在白垩纪恐龙时代最晚

期的恐龙，这也为研究白垩

纪晚期角龙演化的复杂性提

供了一个实证。

目前，这件化石被保存在

诸城白垩纪恐龙地质公园内

的恐龙化石修复装架中心。

为把丰富的恐龙化石资
源优势尽快转化为文化优势

和产业优势，山东诸城市提

出对全市恐龙化石资源进行
保护性开发，并在恐龙涧建

设白垩纪恐龙地质公园。项

目规划面积6000亩，其中核

心区1500亩，总投资15亿元

人民币。

山东诸城是重要的以大

型鸭嘴龙类为代表的晚白垩

纪恐龙化石产出地。已探明

恐龙化石点达30处，暴露化

石2万多块，发现了鸭嘴龙

类、角龙类、暴龙类、甲龙类、

虚骨龙类、蜥脚龙类等十多

个属种的恐龙化石，部分属

种为世界首次发现。

中国的

富强之梦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多

年，我们是尊奉重义轻利的，富
强不是我们的梦。但到了鸦片

战争以后，中国发生变化了，因
为中国开始落后挨打，挨打以

后就问为什么挨打，特别是在

富强这个层面上，于是，中国也

开始追求富强之路。

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十九世

纪末引进来一个学说，叫进化

论。《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告
诉人们，中国落后挨打，不仅是

我们物质不如人，最重要的是

我们缺乏竞争的动力。

洋务运动讲的是物质救

国。到了戊戌变法以后，重心就

从物转向了人。因为梁启超和

严复他们发现，西方强大的主

要原因不在物质，而是国民。

有些人

是文明的文盲

强国梦除了富强以外，还有

另外一个梦，叫做文明。那么富
强和文明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呢？

富强有三个内容，第一个
就是物质的竞争力，洋务运动

就是要的这个。第二个就是国

民的竞争力。第三个很容易被

忽视，就是一个制度的合理化，

制度也是一种竞争力。

晚清新政为什么要废科举

呢？因为科举已经不能培养现

代化所需要的人才。晚清新政

的改革和文明没有关系，它只

是一个制度合理化的改革。这

个改革不同的社会制度都可以

采用。

可以说现在有些人是文明

的文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极其繁荣

的局面，但是它也带来另外一

个问题就是恶性竞争。随着对

物质、对富强的追求，人的欲望

被释放出来以后，变得无所节

制。所以如果富强缺乏文明来

制约它的话，就会出问题。

中国应该

是“睡美人”

那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

文明？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

睡狮，但胡适说这个比喻是不

对的，他说中国不应该是睡狮，

因为狮子醒来是以武力来征服

整个世界。他说中国应该是以

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教化来

征服世界，他说中国应该是睡

美人，很温和的，以自己美丽温
柔，以自己的文明来征服整个
世界。因为中国有儒家传统，这

就是中国的文明。

现在，全世界都觉得中国

很强大，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

中国依然需要运用文明和文化

来证明自己。

儒家文明里面有什么是需

要被抛弃的，有什么要被留下

来，这是我们要讨论的。西方文
明怎么和儒家文明结合，怎么

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明？

小的方面，怎么来提高国民的

素质？怎么让老百姓学会排队？

中国最重要的是，仍然要

韬光养晦。元朝末年的时候朱

元璋把南京打下，打下以后很

多人就说，朱元璋称霸，他就问

他周边一个谋士，这个谋士叫

朱生，给他献计，叫广积粮不称

霸，我们还要继承这个东西，广

积粮不称霸。当然国家还要继

续富强，同时要让每一个老百

姓真正富裕起来。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未经许纪霖本人审阅）

听众：民众如何与政府互动？

许纪霖：前不久上海“11·15”

大火给上海一个很大的震撼。但

是这个事件，也同样发生一个更
震撼的事情，上海十万市民自发

地到大楼去为那些死难者献花。

政府也从理性的方式来看待，最

后形成了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大

家看到了。11月21日这天，上海

市许多领导一早就去事发地献

花祭奠。

这也是互动的结果。所以我

觉得中国未来的发展，完全有可

能走上一个理性的、温和的改革
道路。

听众：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文

明，但是为什么做得却不文明呢？

许纪霖：社会风气怎么改
变？文化的改变是最难的，文化

的改变，快则一代人慢则三代

人，需要我们的耐性。

我们不要期待别人改变，大

家都在埋怨，埋怨他人，但是有

时候你们想一想我们自己能做

什么，做到了多少？

知识分子能改变社会吗？我

说，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

我能够改变我的课堂。我发现我

真正能改变的是我周围的一些

东西，比如我的学生。

许纪霖现场与听众探讨社会转型之道

文化的改变
需要我们的耐性
本报记者 郭静

本报济南12月4日讯 (记者

郭静) “不知道您能不能改变
世界，但是我知道这两个多小时

您改变了我。”12月4日上午，齐

鲁大讲坛第11期讲座结束前，主

持人魏建充满睿智和幽默的话

语赢得了掌声。这是自齐鲁大讲

坛开坛以来，首次特邀学术界专

家主持。

魏建，1958年生于山东青岛，

山东省首批齐鲁文化英才，现任

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语言文

学研究所所长，山东师范大学文
学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

长、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

务副会长。

“特邀学术界专家参与主持齐

鲁大讲坛，将增强主持人与嘉宾之

间的互动交流，另外业界主持人对

于讲座内容的熟悉，也会促使大讲

坛的知识平台有了更充分的扩展

和延伸。”齐鲁大讲坛主办方之一

省社科联有关负责人称。

12月4日，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现

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做客齐鲁

大讲坛，畅谈《如何从富强走向文明——— 现代中

国的强国梦》。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了

中国，世界的目光开始向中国聚焦。中国如何走

向富强和文明？中国的未来会走向哪里？

许纪霖演讲现场。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特邀专家主持 赢得听众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