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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新山东——— 科学发展面面观》有感  □ 周鲁霞

多年来，冯克利先生笔耕不辍，翻译了一批影响
广泛、读者喜爱的西方经典，成为公共思想界不可替
代的人物。先生的译著不仅原著选择精当，译文质量
亦高，尤为难得的是，读者在享受原著的同时，还能
分享先生的译者序——— 与原著同样精彩且相得益
彰。“让观念战胜观念”、“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
等一批译者序至今已成经典。

译书门槛不高，但成为优秀的译家很难。就像谁
都会写字，但成为书法家的永远是少数。因为翻译不
仅是一种语言能力，更是一种文化积累及精神视野。
小平同志曾讲，我们要韬光养晦、永不当头。对“韬光
养晦”，大都译为卧薪尝胆、东山再起、到时再说之
意——— 成为一种狡猾的计谋和策略。其实，韬光养晦
就是掩锋芒、养不足，是一种修养和美德。我们的翻
译误读了自己，西方的翻译误读了我们，都是文化的
思维定式使然。恰如先生所言：“翻译便近乎篡改，盖
文字转换之间流失的东西，往往正是一种特定文化
体系生命历程的记录。”

先生没有上过大学，也非外语科班。但表达毕竟
是技术性的，先生的所长恰是“科班”之所短。韦伯

《学术与政治》书中的“无生育能力的亢奋”(sterile
Aufgeregtheit)一词极为形象，意指那些长期埋首书
斋对现实丧失感知能力却又愿说三道四并自以为是
的学者。在有的场合，先生将此词译为“贫瘠的亢
奋”。译家中似亦有此路人：思想资源、文化积累贫
瘠，只因掌握门外语工具便滋生自负和亢奋，结果译
出的东西难以卒读。徐志摩曾将马萨诸塞译为“满山
秋色”，钱钟书将桑塔亚纳(美国哲学家)译为“山潭
野衲”。此皆为机械译匠之所不能为。

先生之文化视野与思想资源来自其巨大的阅读
量。“文革”时，先生就借在省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完成
了惊人的阅读和积累。“文革”后，因难舍图书馆读书
之便利，竟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先生是极具现实感、
放不下的人，对个人、社会命运的关切和求解为其提
供了读书动力，也提供了一种指向，这是他们这代人
的独特经历使然。因为“问题意识”、“重要性的感
受”，先生渴骥奔泉、心无旁骛，不断完成自己独特的
表达和理解。《民主新论》、《哈耶克文选》、《乌合之
众》、《反潮流》等所有译著、文章都是先生感受、表
达、理解的结果。

《致命的自负》、《尤利西斯的自缚》分别是先生
的译著和个人思想随笔集。从“自负”到“自缚”，可看
作先生的思想一脉。

《致命的自负》从演进的角度解释了人类文明的
成长，是哈耶克在晚年对一生思想的总结。对理性的
自负及其后果，欧洲哲学家(如休谟等)未曾中断过
警醒和批评，但以哈耶克最为系统。理性的狂妄和自
负，使我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认为人类文明是理
性精心设计构建的结果。在此书导论中，哈耶克提出
了“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核心概念，并指出“这种扩
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
一个自发的产物”。“人变成了这个样子，但他并不理
解这一过程。”——— 哈耶克十分认同维柯的这一思
想。当年，正是哈耶克的思想，使我们猛然认识到计
划经济之不可行——— 高效的经济秩序不是计划出来
的。

《尤利西斯的自缚》是先生的思想随笔集。书名
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里英雄尤利西斯的返乡故
事。尤利西斯凯旋途中经过一座岛屿，为了抵挡岛上
海妖歌声的致命诱惑以免触礁身亡，他让同伴把自
己结结实实绑缚在桅杆上，并用蜡封住耳朵。即便如
此，海妖天籁般的歌声隐约传来，他仍难以自禁，力
图挣脱绳索奔向那致命的诱惑。因为有力的“自缚”，
尤利西斯最终抵住了诱惑涉险过关。对此段故事有
各种解读。布坎南独具慧眼，看到了绳子的象征意
义——— 以缚住尤利西斯的绳子喻为人类社会的“宪
政之道”。人性的弱点——— 如自负——— 同样存在于政
府的神圣之躯，在政府未有动作之前同样需要先期
规则的束缚。先生是以“自缚”来阐释他的民主、宪政
思想。

先生是真正做到了人书一体的人。他以全部心
灵的力量对精神符号世界进行狄尔泰所谓的理解和
阐释，他说，翻译经典“跟阅读翻译过来的汽车驾驶
手册是大不相同的”。他的译著是他人的知识，也是
个人的知识——— 融进了自己的生命和感悟。先生没
有上过大学，知识结构却堪称完美——— 在参与命运
中获取的知识和在广泛阅读思索中获取的知识相互
交融。思想上，先生无疑钟情于英国渐进、保守一路，
对道德的虚妄、理性的自大始终怀有本能的警惕，尤
利西斯身上的绳索时刻拎在手中。日常中，先生同样
低调、随和、谦恭。交谈中，先生常把自己的工作谦称

“无用之学”。我寻觅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许久未得，
先生不声不响为我完整复印了厚厚一本，封面也做
成原书的样子。

哈耶克的《感觉的秩序》尚未有中文译本，汪丁
丁先生认为唯有冯先生来译最合适。期待先生的新
作——— 尤其是他的个人文集。

闲读随笔

“自负”与“自缚”

本版编辑 曲鹏

一口气读完《新山东———
科学发展面面观》，感受最深
的就是，这是一本写给基层干
部群众读的好书。其鲜明的群
众视角、通俗的百姓话语、浓
郁的山东特色，架起了理论与
群众、政策与百姓之间的桥
梁，成为开展理论宣传普及的
得力助手。

一、鲜明的群众视角，是本
书的一大亮点。一本通俗理论
读物，要想受到群众欢迎，必须
积极回应干部群众的期待和关
切。实事求是地讲，基层干部群
众最想知道的，莫过于和他们
自身利益相关的一些问题，省
委省政府有着怎样的重大决策
部署，在具体工作中怎么深入
推进，当前取得了什么样的效
果等等。应该说，《新山东———
科学发展面面观》让人眼前为
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一定程
度上，它就是山东版“怎么看”、

“怎么办”、“理论面对面”，紧紧
围绕群众关切的热点，从经济
社会发展等十个方面，通过清
晰的图表、翔实的数据、生动的
事例，对我省科学发展的新思
路、区域发展的新战略、结构调

整的新进展，进行了全面深入
的解读，真正做到了群众想知
道什么，它就给大家讲解什么，
促进了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
合，是基层开展理论普及工作
的范本，是群众了解、学习、掌
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重要渠道。

二、通俗的语言，让这本书
真正地走近了群众。该书不是
从抽象到抽象地说理，也不是
从概念到概念地泛泛而谈，书
里没有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
也没有一味地讲高深的道理，
而是把专业术语变成老百姓能
够看得懂、摸得着、见得到的通
俗语言，让人感到非常亲切。例
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学
习学习再学习”、“一钩准”、“一
钩净”、“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等，这些通俗歌曲的歌词、生产
生活中的俗语、口语、俚语，如
果不是亲自阅读，相信很少有
人会想到上面这些让人感觉轻
松、愉悦的话来自一本理论读
物。这种贴近百姓的表达方式
让这本书生活气息浓郁，时代
感很强，拉近了理论与读者的
距离，使党的政策和理论真正

入脑、入心、管用。
三、浓郁的山东风味，彰显

着本书的地方特色。全书紧紧
围绕山东、立足山东，讲道理用
的是“山东语言”，举例用的是

“山东故事”，落脚点也是“山东
百姓需求”，全书山东符号俯拾
即是：“群象经济”、当代产业工
人的优秀代表许振超、“两带一
创”学习活动、齐鲁大讲坛、“蔬
菜大王”王乐义、寿光原县委书
记王伯祥、“孔子故里·好客山
东”台湾行经贸文化合作论坛
等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越读越
愿读，在漫游山东的享受中完
成了理论学习的过程。正因为
这种浓郁的山东特色，这本书
让人拿起来不愿放下，读起来
不愿歇气，放下后还想重读。作
为基层宣传文化战线的一员，
要学习好、宣传好、使用好这一
生动教材，在开展“三会一课”、
组织理论宣讲和学习辅导等各
项活动中，围绕该书的内容运
用多种方式进行广泛宣传，推
进理论和政策进基层、进百姓
心中。

(作者系济南市槐荫区委
宣传部干部)

推进理论宣传普及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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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建忠


青未了

初见《新山东——— 科学发
展面面观》一书，随手翻阅，只
见书中图文并茂、色彩斑斓，不
禁兴致盎然：作者是如何让文
件中和课本上看起来枯燥的理
论焕发出生命力的？我想，如下
几个特点使然吧。

一、理论图说，增强了理论
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从高中开
始，政治课本中的插图就变得
越来越少，而上了大学，政治课
本更是白纸黑字，工工整整，似
乎这样才适合大学生这个成人
群体的特点，似乎只有这样才
能显示理论的权威性和严肃
性。然而在保持权威和严肃的
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却在遭
遇着或多或少的尴尬：即使老
师讲课再好，学生们课下也是
很吝啬时间去翻看课本的，因
为它太过严肃和枯燥，从而显
得很遥远。然而，本书就不同
了，它把看似枯燥的道理，用一
个个彩图表现出来，既形象生
动，又内容贴切，既有党和国家
以及省市领导的形象，更有身
边百姓的丰富表情。文以载道，
图以载理，让人读了赏心悦目、
心服口服。

二、专栏阅读，增强了理论
的厚重感和说服力。本书正文
在介绍山东省致力于科学发展
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的同时，
配以“关键词”、“延伸阅读”和

“深度解读”小专栏，阐述了山
东省科学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概
念和背景知识，促进了青年学
生对山东科学发展的了解，让
人在了解、理解的基础上，更加
坚信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例如在论述
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时，如
果只是从理论到理论地论证加
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则
逃脱不掉理论说教的窠臼，而
本书通过“延伸阅读”模块———
四德工程结硕果，介绍了“泉城
义工”、青岛“微尘”、淄博“善
小”等一系列全国知名的爱心
公益品牌，让人在感受身边事
中体会到了道德建设的无穷力
量。

三、说事拉理，深化了青年
学生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力
和认同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
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是
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内
容。《新山东——— 科学发展面面
观》通过说山东科学发展之

“事”，论证了当前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普遍之“理”，这些
理论包括：坚持以人为本、实现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统筹城
乡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生态文明、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坚持党的
领导等，通过对山东省种种“个
别”之分析，论证了全国贯彻和
落实科学发展观之“一般”道
理，深化了读者特别是青年学
生对党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
理解和认同。

文件依然要严肃，课本依
然要权威，但本书无疑是一本
融严肃与活泼、权威与通俗于
一体的好书，它既可以作为当
代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扩展教材，更可以作为干部
群众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了解国情省情的好资料，是一
本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
的好书。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政
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

生动教材
□ 杨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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