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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坪记
冯 并

春来看花
边巴拉姆

灵魂深处的光芒
汪 彤

鸟与象的“图腾”
王 童

■编者按：

今年 4月 23日，是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启动一周年的日子。一
年来，全国政协委员读书群不断发展壮大，学习内容不断丰富，委员

们的学习劲头依然高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重要

的历史节点，放眼世界，博览全球，中国已昂首阔步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本期专访全国政协“全球化发展与中

国”读书群群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季

志业，讲述读书履职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化发展的思考。

季志业

携手共建相通相融的美好家园
季志业（口述） 本报记者 郭海瑾（采访整理）

石头与酒
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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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气象
杨小波

晓天歌行 意犹未尽
侯 露

庆建党百年
尚 乐

一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那时候
在我的印象中，父母好像只关心孩子是否能
吃饱、穿暖，到了上学年纪，自然地送到学
校念书。真正开始阅读，是从上小学开始
的。虽然我的父母都是干部，但好像从来没
有告诉我应该读什么书。印象最深的就是每
到开学的时候问他们要学费，即使那时候的
学费只要三五块钱，但对于一个有3个孩子
的家庭来说，也是有负担的。然而，每次当
我提出来想买一本儿童读物的时候，我母亲
总是毫不犹豫地给我 5 毛钱，让我自己去
买，并说你想读书，就去读。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父母对我读书的事
情是很支持的。记忆最为深刻的是，父母给
我买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那是父母第
一次送给我课外读物，我也很兴奋，直到现
在我都还能想起当时的情景。

真正对读书感兴趣，是在20世纪70年
代末80年代初，当时中国文坛兴起了一股
新的文学浪潮，各种文学作品纷纷面世，
我也开始了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条件有
限，晚上点个灯我还要读，母亲有时候就
会说，要省点电，白天读就行了。即使这
样，依然没有打击我读书的积极性，那种
浸泡在文学海洋中的感觉，现在想来都是
一件幸福的事。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因为学的是
历史，再加上当时学习马列原著的风气，
进入工作状态后，我也开始对马列原著感
兴趣。最初对马列原著晦涩的语言、高深
的理论理解起来很费劲，于是我就花了很
长时间去阅读、去请教，直到了解熟悉其
中的主要理论。后又阅读了毛泽东的著
作。毋庸置疑，这些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著作对我个人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都起到了
很大的促进作用。

后来，我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留学苏
联，学习中苏关系史；归国后，进入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从事俄罗斯研究……这
一路走来，都与书相伴，与阅读紧密相连。

成为政协委员之后，读书与履职又息息
相关。不仅作为读书群群主跟大家一起学
习，近两年我的提案也是从读书中得到启
发提出来的。通过政协这个大平台，打破
了我之前一直以为自己退居二线，看看
书、做一些个人研究就挺好的想法，让我
认识到自己在还有能力和精神的时候，要
继续发挥光和热，履好职、尽好责，为党
和国家贡献力量。

二

2020年 4月 23日，全国政协委员读书
活动正式启动。7 月至 9 月，我被推荐为

“全球化发展与中国”读书群群主。对于这
个读书群来说，我是第二阶段的群主。因
为有第一阶段王众一委员群主的认真、细
致以及辛苦努力，在某种程度上给我树立
了一个标杆，提供了一些当群主、谈读书
的方式方法。

当读书群的群主，也给自己更好地读书
学习提供了一个机会。虽然自己平时书不离
手，也会思考一些问题，但是集中围绕某一
问题进行选书、导读、学习、讨论还是不常
有的。

我记得一开始导读的那本书叫《全球化
逆潮》，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
夫·斯蒂格利茨。虽然对斯蒂格利茨有所了
解，但他的这本书我却是第一次读。在学习
过程中，能深切感受到，外国人的写作方式
与中国人的写作方式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比如，在主题内容上，国外的同类著作相
对来说就散一些。尽管这本书比一般同类
著述严谨了许多、逻辑性强了一些，但还
是有些发散的地方。因此，对蕴含其中的
思想就需要进行深度的思考和挖掘，然后
才能精准导读，便于读书群的委员们更好地
阅读、理解。

为更好地理解全球化发展的情况，全面
掌握国内国际形势，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学习
《全球化逆潮》这本书与斯蒂格利茨，我还
专门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翟
东升教授进群讲解。他对全球化与利益全球
化的问题，做了一个系统完整的讲述，又结
合斯蒂格利茨本人与其著作进行了线下的交
流与解读，效果不错，也受到委员们的点
赞。翟教授独到的见解给了我们深刻的启
发，也促使读书活动更加深入、更加丰富、
更加广泛。

斯蒂格利茨的 《全球化逆潮》 其实讲

述的是两个阶段的逆全球化情况。第一阶
段，过去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来自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因为他们都认为全球
化过程中自己不是获益者，所以反对全球
化。第二阶段，发达国家成了逆全球化的
主要推手。全球化本是在发达经济体带动
或推动下发展而来，但是如今全球化变成
了发达经济体反对的目标。斯蒂格利茨意
在通过此书反映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促
进了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造成了发
达国家中一些人的不平衡心理。对于全
球化的问题我们应该客观地来看待，斯
蒂格利茨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他赞成全
球化发展，认为这是一个客观进程，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往会越来
越密切，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
是，他还指出，在这一客观进程中，需
要 政 府 的 参 与 和 管 理 。 而 且 他 特 别 指
出，为什么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能够得
到迅速发展，而且中国人民整体上能够
对全球化持支持态度，很重要的一点就
在于中国政府合理地消解了全球化进程
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和现象。

这些内容和观点，如果不是通过系统阅
读这本书，我想很难去全面、深刻地理解当
前我们所遇到的全球化以及逆全球化等诸多
问题。

当然，作为读书群群主，只系统阅读、
导读自然是不够的。为了更深入推进阅读，
更好地理解全球化进程，我还对国内学者的
一些相关论著、论文进行了梳理，发送到读
书群中，给大家以参考。大家对这些辅助性
文章也很感兴趣，与主推的书目相结合，打
开了阅读思路，开阔了阅读视野。

有导读、专家解读和扩展阅读，自然也
少不了引导讨论。只有讨论起来，才能让大
家看得更加深切，书也读得更加深入。回想
当时我在群里引导讨论时的情景，或牵引出
一两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或以提问的方
式，引导大家思考的方向；或以“反驳”
的方式，引起大家对同一问题的另一种思
考……也许因为这样的方式，后来在结束做
总结的时候，发现大家的参与度明显提高，
这也让我很感动，并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跟委员们一起读书、讨论，并为大家服
务的那段时光，是快乐的、难忘的，也是收
获满满的，它让我的阅读更集中、持续、开
阔，也让我的阅读融入了集体之中。俗话
说，集思广益。这也恰恰说明，一个人的思

考和智慧是有限的，只有跟集体一起互动交
流，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不断激励并提升
自己。

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
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
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
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
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明显增加。

要理解当前国内国际所面临的形势，还
需了解中国与全球化发展的关系。改革开
放后，中国开始逐步参与到全球化进程
中。苏联解体以后，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不
断向前推进，特别是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
进程的里程碑。

中国全球化进程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道路，这是中国的一贯思想。一
方面，中国自身的发展不能脱离世界，不能
从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中孤立出来；另一方
面，中国人口众多，过去我们“地大物薄”，
资源匮乏、资金短缺、科技落后，如果不参
与到全球化进程中，这三大问题无法得到解
决，而这三大问题又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紧
密相关，所以必须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当
中，同时还要保留社会主义特色。

中国入世后的这20年，我们可以清晰地
感受到，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都非常迅速。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进一步深度融合，带动
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即使遇到像2008
年金融危机这样的困难，也始终稳步前进。
此外，中国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结合自
身特点，始终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抹亮色、一枝独秀。
这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能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在很短时间内迅
速崛起的重要原因。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6%；而到2020年，中国
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7%。可
以说，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给中国带来了
巨大的发展，也让中国傲然屹立于世界之
林，从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再到不断强起来的飞跃。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发展理念，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
面。从宏观上来看，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一切
问题，如新冠肺炎疫情、生态问题、气候变
化问题等等，都关乎人类发展，关乎人类命
运。只有站在人民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待、
处理这些问题，才能切实推进国与国之间的
合作、民众与民众之间的交往，才能民心相
通、民意相融。

如何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呢？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坚
持从各个领域共商、共建、共享，不断推
进。这一理念总体上是符合全球化进程的，
并且比全球化进程站位更高、眼光更远、格
局更大了。

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年两
会之后，我也开始了党史的学习，主要聚焦
在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年谱与著作文集
上。通过这一个多月的学习，我发现，把年
谱与著作文集结合起来读，是一个不错的阅
读方法，它不仅增加了阅读的兴趣，还让领
导人的形象更加立体生动，是一件有意思的
事情。

比如，阅读《毛泽东文集》，我们可以从
中了解为什么抗美援朝，但具体的背景是什
么，却是复杂的，这就需要与年谱、文集相
结合来阅读并加以思考。文集中有很多过去
没有公开的人，以及毛泽东的文章和一些批
示、批语等，读了之后才能较为全面地了解
当时的背景与情况，才能深刻地去认识它以
及对今天的意义。

我是学历史的，好像习惯了从历史当中
去寻找一些类似的问题，能够让今天的我们
有所借鉴，甚至可以得出对当下有用的结
论，我想这也是学习历史的意义所在吧。

季志业委员 （右二） 今年两会期间在对外友好界的小组会发言

▲《全球化逆潮》

▲《俄罗斯发展前景与中俄关系走向》
季志业 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