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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克利：眼观西方 心思故土

冯克利先生是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在潜心研究学问的同时，他还翻译了多部在学界和社会
上有广泛影响的著作，由他翻译的《乌合之众》、《邓小平时代》等书被认为是译作的代表。冯克利教授还是一位爱书书之
人，日前，他接受齐鲁晚报采访，与读者分享他的读书心得。

本报记者 王晓莹 张九龙

新译《美国的腐败》：

对中国最大的借鉴是依法治国

齐鲁晚报：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
您的沙发上摆着《 1660-1832 年的英国
社会》，这是您最近在看的书吗？

冯克利：对，这本书跟我的研究方
向有一点关系。中国现在处于政治转型
时期，学术界和一部分体制内的官员都
在关注社会转型的基础，以及其他社会
中一些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英国是
转型最早、最成功的，所以我自然会去关
注它。

齐鲁晚报：您现在除了读学术方面
的书，还在读别的书吗？

冯克利：最近我在和自己的学生
一起，给中纪委的出版社翻译一本去
年美国刚出版的新书———《美国的腐
败》，已经有两个多月了。书名直译过
来是《美国的腐败》（Co r r u p t i o n i n
America），实际上“腐败”前面应该加
一个“反”字，准确理解起来是叫《美
国的反腐败》。这本书写的是美国对
抗政治腐败的历史与现象，美国人如
何看待腐败、定义腐败，以及如何使
用议会、行政、最高法院这三种权力
之间的博弈来处理腐败问题。这是一
本关于历史经验教训的书，翻译过来
后会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齐鲁晚报：请详细介绍一下《美国
的腐败》这本书。

冯克利：美国从立国之初，就面临
着腐败问题。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立国
之父们认为，美国应该脱离英国殖民统
治，独立建国，他们之所以不喜欢欧洲
的旧体制，其中就涉及腐败问题。就欧
洲而言，上层社会相互送礼、卖官鬻爵
很正常，因为旧制度中有大量历史遗留
下来的特权，即使在英国这样比较健全
开明的体制下，也有很多美国人不能接
受的现象。

美国立国的时候，为了争取欧洲其
他国家的支持，派出一些外交使节到欧
洲国家去争取援助。当时欧洲外交圈里
有种习惯，外国使节如果与国王、大臣
关系不错，卸任时欧洲国家会送出一份
贵重的礼物，这在欧洲算是正常的外交
礼仪，但在美国的立国之父们看来，这
些东西并不安全——— 使节们会不会被
旧体制的礼物收买？

杰斐逊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法
国的路易十五曾送给他一个鼻烟盒，
上面画着国王肖像，旁边镶有 408 颗
高纯度钻石。收了这么贵重的礼物
后，杰斐逊会不会被法国人收买？如
果法国人提出损害美洲殖民地利益
的一些要求，他会不会因为这些礼物
出卖国家的利益？类似的例子书中举
了一些，但当时的制度不健全，对这
种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美国当时有个邦联条例规定，这样
的礼物可以收下，但必须呈报国会，经
国会同意之后才能收下。这相当于必须
公开，让别人知道你收下了礼物，以后
在外交事务上如果有不检点的行为，就
会被人怀疑是因为收礼才做出这种有
违自己国家利益的事情。但对不呈报者
并无相应的处罚规定。还有，美国建国
早期各州因土地买卖造成的腐败案，例
如著名的“亚祖丑闻”（Yazoo Scandal），
都是因为规则不健全导致的严重政治
问题。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借鉴。对于一
些只有常识而没有固定规则的东西，人
们可能觉得不合理，该用什么方式处理
呢？对此美国人做了很多努力，主要在
司法方面，通过州法院和最高法院处理
一系列腐败案。

中国最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导
致财富大量增加，有些财富的来源说
不清道不明。一些人利用官方背景经
商得来的财富不是个小数目。这种人
可能不贪污，只靠自己的官方背景经
营，但他们却比其他人挣得多。这种
事该怎么处理呢？总要找一个渠道或
方式。如果不明不白下去，就会导致
民怨沸腾，人们会觉得这属于不义之
财，对社会制度的不公心生怨恨，对
财富产生仇恨。

齐鲁晚报：您在翻译《美国的腐败》
这本书的过程中，感觉对中国最大的借
鉴意义是什么？

冯克利：依法治国。尽可能地完善
法治环境，给人们提供一个合理合法去
从事自己喜爱的活动、追求自己财富的
制度化空间，不能不明不白地获取财
产，这样下去对社会制度的长期稳定肯
定是没有好处的。

齐鲁晚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阅读
英文原著的？

冯克利：那很早了，应该是1976年左
右。当时处于“文革”期间，英文书很少，
但好在我家人是省图书馆的，所以有机
会弄到一些外面一般看不到的书。

“文革”之前商务印书馆出了一些英
文读物，还是不少的。有英文原版的，也
有简写版的，给初学英语的人看的简写
版书目，大部分都是小说。印象比较深的
有《金银岛》、《大卫·科波菲尔》、《格列佛
游记》，类似这样的东西可以看到一些。
那时候靠读这些书提高阅读能力，全凭
自己的爱好。

齐鲁晚报：哪些英文作品特别合您
的胃口？

冯克利：我不是个文学爱好者，看
小说只是为了消遣。我比较喜欢的作
家是哈代，《卡斯特桥市长》和《德伯家
的苔丝》这两本书我印象比较深。哈代
有自然主义倾向，我对自然主义这一
派的作家比较偏爱。他们不给作品注
入太多的道德判断，道德判断说起来
简单，但一旦进入不同人的具体生活
场景，往往对于道德上的是非善恶并
不是很好下结论的事情。

更典型的，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
人》也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自然主义
作品，你很难判断包法利夫人是好人还
是坏人，但她确实具有非常复杂的心态。
她生活在法国外省的小城里，有自己的
虚荣心，有自己的爱慕又有自己的真情，
她不甘于庸碌无聊的生活，但又找不到
方向，被一个贵族欺骗后，最后绝望地自
杀了。这个人物说不上是个好人还是坏
人，其人物本身有内在的复杂性。

齐鲁晚报：简单推荐几本您认为不
错的书吧。

冯克利：我读的很多书如果不是
专业人士，可能都不熟悉。《旧制度与
大革命》是我一定要推荐的书，还有哈
耶克的书，梅因的一些法学方面的书，
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还有洛克的、
霍布斯的，这些都是我们政治学专业
里必须要读的书。中纪委今年推荐了
一本杜兰特的《历史的教训》，其实是
王岐山推荐的，也不错。

齐鲁晚报：那您翻译的那本《邓小平
时代》呢？

冯克利：那本书其实算不上一本
经典著作，是不是能经受住时间的考
验还不好说。有一次我和作者傅高义
先生在北京搞活动时，我不太客气地
说，像邓小平这样的中国领袖，让外国
人来写传记，就是应了一句老话，外来
的和尚好念经。实际上这样的书应该
我们中国人自己写，傅高义先生只是
给我们开了个好头，能否青出于蓝，还
有待于中国人自己。

期待国人写出更好的

邓小平传记

阅读建议：学会选择，做好减法

齐鲁晚报：您认为现在的阅读氛围
和之前比，有差距吗？

冯克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
生活方式，不可能要求现在的人回到几
十年前。从读书方面来讲，现在最大的
麻烦不是找不到好东西读，而是如何选
择。我们处于信息时代，智能手机让人
每时每刻获得能阅读的东西，在这种时
代，人最重要的能力不是阅读能力，而
是放弃的能力。

放弃能力决定了你的阅读质量。
如果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不特意去培
养自己的选择能力，你会被信息搞得
毫无方向感。另外，这些年中国的出
版业还是很繁荣的，即使只选择读纸
质书，排除数字式的阅读，选择能力
也非常重要。

齐鲁晚报：年轻人该如何提高自己
的选择能力呢？

冯克利：现在无论用手机也好，
用电脑也好，如果你觉得这篇东西读
起来很合你的口味，写得还不错，你
可以随手搜一下作者，了解一下他的
背景，可能会获得更多信息，关于这

位作者的生平简历、成长道路、专注
的领域、同行对他的评价。不要看完
以后只觉得很好，然后就不管了。通
过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顺藤摸瓜，可
能会找到很多类似的你喜欢读的东
西，甚至你可以通过这个人找到一些
和他相关的人物写的其他的东西。这
都是一些可以利用的途径，可以拓展阅
读面，最重要的是提高阅读质量。

齐鲁晚报：您在读书时，对于精读
和泛读有什么标准吗？

冯克利：在自己的兴趣范围内，最
重要的作品、公认的经典一定要精读，
不止要读一遍。中国有句老话叫“开卷
有益”。一本好书，一本经典著作，无论
你是否看过，看过多少遍，你在任何时
候重新打开它，都会给你带来益处。所
以我认为要多读经典，精读、细读、反复
读。泛读的就是消遣性质的，像我现在
经常看散文，把它作为消磨时光的一种
娱乐，还有一些涉及自己写东西时需要
寻找的资料，要参考很多的书，不可能
把每一本都读下来，所以只找相关的看
一看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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