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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强国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推荐理由：本书以强国经济学的视角，论述了中国从“大国”到“强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揭示了中国系统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规

律，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新的视角阐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国经济学理论。

本书突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框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视角下，阐释了如何攻克世界经济发展的难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深度有机融合的新型关系。本书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

质差异，包括在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上的选择差异等。西方在金融自由化下“脱实向虚”，虚拟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引发全球经济危机，而实体经

济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引导方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本书还重点论述了收入分配问题，实现全体人民

共享改革的发展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和路径。我国发展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是保持国家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本书收录了浙江大学哲学教授孙
周兴的七篇小文，关注技术世界的生命
问题。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大数据监
控……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的价值体系
不断受到冲击，生活受技术塑造和统治，
虚无成为时代的症候。面对时代的巨
变，必须有新的生活方式和哲思风格。
作者在本书中延续了“未来哲学”的探
讨，尼采的“积极的虚无主义”将成为抵
抗虚无的良药。无论世界好或不好，都
值得积极生活。

国际奥数满分金牌得主，保送北大
数学系，放弃麻省理工全额奖学金，出家
11年还俗……在外人看来，柳智宇的人
生经历是惊世骇俗的，但对他自己又是
非常自洽的。

本书是柳智宇的作品，也是他迄
今为止人生的传记作品，书中真诚分
享了他个人的经历，同时对普通人也
有智慧启发。就像俞敏洪在序言所
讲，“人生的每一步当然都要算数。有
时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当下的人生
困境，人就能更超脱一些，也能更好地
做出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以后要变成一个强
国，各方面都要强”“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前，世界之变、时代
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
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过去强国的话语和理论基本上由西方
垄断，强国经济学似乎只能是西方理论。

今天，我们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
史交汇点上，更要立足中国实践，全面提炼中
国经济发展经验，努力揭示中国经济发展伟大
成就背后所蕴含的系统化和规律化学说，从历
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
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
中国力量。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就是建构中国
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强国经济学就是以
中国为观照对象、以时代为观照对象，立足中
国实际，提炼中国经验，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
入剖析中国如何实现从“大国”到“强国”、从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它系统阐释
和揭示了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
当前，我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和实践中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
去”的时代之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更好运用当代政治
经济学理论指引现代化国家建设、探索强国之
路，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
了历史性伟大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认可，积累了
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得
不承认，基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所形成的
各种经济理论和学说还显得非常零碎，并没有
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具有严密逻辑的中国
理论和当代政治经济学，更没有形成完整的理
论框架去解释中国经验，而是一直在沿用西方
的概念解释中国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
学界存在着重西方经济学、轻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倾向，导致不少学者出现了对西方经
济学的“迷信”和“崇拜”，这妨碍了他们对中国经
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特别地，中国

一些经济学者早已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形成
“路径依赖”。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他们
往往简单化地将其归结为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
学理论的成果；而每当经济出现问题，他们要么
责怪西方理论没有得到很好遵从或运用，要么
不自觉地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答案和理
论依据。这种格局和状况，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
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
的陷阱之中，从而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回顾中国40多年的改革过程，可以发现，不

少源自经济领域自下而上的实际操作者的行动
被中国的经济学者发掘总结，并以某些在西方
经济学领域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的概念不断
被中国高层决策者采纳，它们经不断试验，进而
以直白、朴素的语言形成权威的改革文件。基
于这些概念的改革最后向全国推广，形成浪潮
并取得了成功。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公
有制理论、共同富裕和对外开放等。正是这些
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找到的中国概念，实际上
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点火器，启动了中国40多
年的经济改革，推动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可
以说，正因为中国没有遵循西方的教条，始终坚
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才以
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
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性。现

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
与“西方”息息相关，是西方经验的总结。西方学
者所拥有的经历、背景决定了任何西方学者都不
可能准确解释中国问题，更不可能解决中国问
题。一味地用西方范式解释中国问题，用西方概
念去裁剪中国现实，用西方理论去指导中国实践，
结果一定是难以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准备和
主体意识，更需要属于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体
系。没有主体性，经济学便不能解释中国问题，更
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中国奇迹成就中

国道路，两者相得益彰。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
走完了发达国家用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
国经济发展历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
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我们
不但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更要用中国理论
阐释好中国道路。今天中国问题已成世界问
题，中国现象已成世界现象，解答中国谜题本

身就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概念形成了挑战，中国的

崛起和对西方的超越使得西方的概念和学说越来
越难以针对中国问题提供准确解释。中国的发展
有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丰富素材，是一
座构建经济学理论的富矿。中国的学者要善于从
丰富的实践中汲取和升华经济理论的中国元素。
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不但要解构经济
学的西方中心论，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的西方概
念进行“术语革命”，进而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的术语“创造性”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
体系。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和责任对西方概念进行
解构和改造而不是坚守和盲从，以为世界经济的
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强国经济学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超越透视中

国经济成功的秘诀，中国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
于政府的角色与作用不同，中国政府在整个改革开放
的进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中国经济
改革并不是简单实行市场化，实质上是对西方经济学
教科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300多年来，西
方经济学总是囿于市场与政府相互替代的观点，从而
始终无法消除经济发展面临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问题。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清醒地意识到，处理
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改革的核心，经过不断调
整，现在定位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且要始终坚持两者的有
机结合。正是这样的体制框架支撑了中国40多年的
经济发展奇迹。所以，不是中国经济改革复制了西方
经济理论，恰恰相反，是中国经济发展丰富了经济学
理论的内容，为经济学理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价
值。中国向世界呈现的是取得经济成就的大国形象，
这在本质上是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对西方的超越。
国家繁荣离不开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一国

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
经济是确保现代经济体系持续繁荣的坚实基础。虚拟
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现代经济体
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实体经济是虚拟经
济的基础，虚拟经济必须根植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绝
不能脱离实体经济。没有了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
经济的深厚物质支撑，一切虚拟经济都无法实现繁荣
与发展，虚拟经济绝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对此，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
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
要支撑。”但是，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全球经济发展

呈现“脱实向虚”趋势，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为虚拟经济
的泡沫化与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这些进一步引发全球性
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因此，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如何
协调发展成为各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命题。

曾有一段时期，政治经济学无用论泛起，甚至
出现了“范式危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
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
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事实上，不是政治经济
学无用，只要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始终会站在时代前
沿，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
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
句。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
条。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
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
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
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本书开创性地将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分析对象，
以全新的视角来阐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与演进，从而展现了一个以中国为样本的强国经济
学理论逻辑。从学理上研究大国成为强国的经济
学逻辑，不仅能够为强国时代提供新的理论，而且
有助于阐释中国道路，建构中国由大国成为强国的
理论。可以看出，正是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支撑
中国走向强国，而其中的系统化学说经过总结，更
可以形成强国经济学。本书以“实体经济转型升
级”这一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实践为切入
点，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丰富实践素材中提炼
和总结出规律性的经济学说，突出政治经济学的五
大重要理论（政府与市场关系、所有制理论、收入分
配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放理论），就它们与
发展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系统化阐释，从而实现理
论与实践的融合，将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践
经验上升为强国的系统化经济学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
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同
样，支撑中国走向现代化强国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正是基于这种
认识，应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将中
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因此，本书在政治经济学
研究中开启新的理论视角，以适应当下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如何全面认识庄子？如何轻松地走进庄子
的世界？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逍遥人间：走
进庄子的世界》无疑是一部能让读者惊喜的作
品，尽管时空相隔2000多年，但行文笔触却成功
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在场感”，仿佛来到庄子的生
活现场，品味理解其思想的诞生过程，偶然之间
还会被“迫在眉睫”“游刃有余”“相濡以沫”等成
语典故出处，拨动根植于血脉的文化基因。
“《庄子》不仅仅属于专家学者，《庄子》更是

大家的。”虽然作者王景琳、徐匋在后记中表露初
衷，但真正要做到面向大家讲明白《庄子》却并不
容易，作者有研读几十年《庄子》的扎实功力打
底，又克制了无休止引经据典的学术自觉，最终
以浅显易懂的语言、流畅明快的文字，为读者打
开了一扇窥探庄子以及《庄子》的新窗口。

◆从《庄子》字里行间发现庄子其人

不像孔孟那样留下详尽资料可以了解家
世和人生经历，还原庄子要难得多，他几乎一
生都在隐秘的角落不为人知，这在奔走于列国
之间的思想家群体中，可谓特例。因资料的匮
乏让后世难以一睹庄子其人。

面向学术圈外的普通读者，两位学者选择
从浩瀚的历史文献和《庄子》里撷取只言片语，
尝试勾勒出一位可以感知触摸的庄子。他们
如同电影导演一般，并不着急开课论道，而是
先在读者面前的白纸上速写出一个庄子的“人
物小传”。他是宋国布衣百姓，当过漆园吏，曾

穿着破烂衣衫去见魏王，住在陋巷靠编织出售草
鞋为生，因为食物匮乏而饿得面黄肌瘦，有时不
得不靠钓鱼来填饱肚子，因为无法养家糊口，还
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别人家借粮，后来拒绝过楚王
为相的聘书，最终选择开馆授徒为生。

这些生活片段、特写镜头又与《庄子》其文中
的思想联结，从点点滴滴的庄子人生轨迹、生活
环境中，带读者发现思想诞生演变的蛛丝马迹，
如同拼图一样将庄子的生活状态还原。当然，游
走其间不时有“画外音”恰当出现，方便读者理
解，比如在讲述庄子找监河侯借粮之后，插入与
魏王讨论的“贫而不惫”的典故，“贫”是贫穷，是
生活拮据，“惫”是士子的抱负得不到施展。

◆跨越时空长河品味《庄子》其文

谈《庄子》而不拘泥春秋战国，作者站在更久

远的时空里去品味。著名的典故庄周梦蝶、濠梁
观鱼，庄子带来的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精妙人生体
验，已经渗透在天人合一传统之中。由此联想到
后世的经典诗文“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我
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寄蜉蝣于天
地，渺沧海之一粟”，为经典化的诗词意象找到了
最初哲学原点。
庄子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先秦诸子、魏晋嵇康、

盛唐李白、宋朝苏轼等不同时代的社会人心。魏晋
时期，“竹林七贤”热衷读《庄子》，尤以阮籍为甚。
阮籍还写下了“含庄量”极高的《达庄论》。数百年
之后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格外青睐《庄子》的鹏，在
青年时代写出“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
里”，雄心勃勃又有几分狂妄自大，带着盛唐的少年
气概。作者认为苏轼堪称对《庄子》领悟的古今第
一人，并将其融化在了血液里，体现在他独自的精

神世界中，诗、文、词无不渗透着庄子精神。书中列
举了苏轼对庄子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见受影响之
深，苏轼诗文里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确实与庄
子心有灵犀。

再穿越到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争鸣的何
止百家，几乎各大平台上都在热衷开场布道，这些
喧嚣的声音中却多为功利指导，人们的视野、镜头
向外聚焦，却不知闪光灯背后身处暗影之中自我
的形单影只，甚至不知如何自处，如何独处。《庄
子》的文字绝非只是满足失意时的自我安慰，在惊
涛骇浪中提供避风港。书中虽未及当下，却令读
者不知不觉中联想自身，而润物细无声地获得一
种宁静。譬如对“逍遥游”三字的拆解，“逍遥”的
意思是无为自得，意思很明确，而“游”字的解释颇
为精妙，“游”才是“逍遥”的落脚点，在《庄子》中出
现了近百次的“游”，大多指的是遨游、处世的意
思，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精神或思维
的活动的方式。作者直言，庄子的“逍遥游”，本质
上就是以不受约束的“心”，随心所欲地“游”于现
实、精神、意念中的各种境地，没有限制，无往而不
“游”，无境不可“游”。也就是说，庄子并不主张人
去有意地避世逃世，而认为人是可以“游”于现实
社会之中的，但在精神上又要“游乎尘垢之外”，保
持自己人格的独立自在。

阅罢此书，对书名《逍遥人间——走进庄子的
世界》倒是读出了几分别的味道，“逍遥人间”或许应
该叫作“逍遥游人间”，走进的也不仅是庄子的世界，
同时借庄子之思想，走进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庞余亮出版的《小虫子》，让我们得以从喧
闹中抽身，回到纯美的大自然，与自然间的小
生灵零距离相处，感受温暖与小小的忧伤，回
味生命的纯真与通透。

全书近18万字，有30余个篇章，每篇提
到一种或多种乡下生活中可见的小虫子。疼
与甜掺在一起的蜜蜂、缀满飞翔梦想的蜻蜓、
落在母亲头上像一根银簪子的萤火虫、咬得
人钻心疼的棉铃虫、长了一口黄牙的蚂蚱，还
有虱子、牛虻、蚂蚁、尺蠖、袋蛾、刺蛾……多
达40余种的小虫子，构成了乡村小虫子的庞
大谱系。

在庞余亮这里，小虫子已不再是小虫子，
而是生活里的玩伴。他把小虫子重新带回到
我们的生活里，或者说，他以文学的方式，让我
们真情地关注我们生活里的那些小虫子，从而
唤醒我们的童真，品味自然之美和生命之真。

庞余亮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又被爹娘唤名
“老害”。老害，是一个名字，也是他种种惹祸
结果的标记。他在乡村又是机灵鬼，大人们的
嘴里吐出的是讨厌，但同时又觉得很可爱，有

种说不出的怜爱。《小虫子》正是写了老害与小
虫子的故事，是一段在我们生活里久违了的生命
本真时光。

远离人群的老害，进入了小虫子的世界。于
他而言，这个世界与平常的乡村世界并无两样。只
不过，他可以更加无控制地释放自己的天性，并拥
有了在人群中无法实现的强大。他会站在小虫子

的角度去看小虫子的举动，去听小虫子的声音。这
时候，老害是孩子，也是小虫子。他和小虫子们玩，
玩一些他认为好玩的游戏。当然，他少不了捉弄小
虫子，这让他获得在人群里无法获得的自豪感和胜
利感。
《小虫子》借由老害这个小男孩，观察并书写

了许多小虫子的习性甚至性情，为我们打开了一个
陌生的世界。而这个的世界，其实一直是我们世界
的一部分，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被我们
所漠视。虽然书名为《小虫子》，每篇文章均以一种
小虫子开题，但细细阅读，我们会发现，庞余亮真正
的用意并非写小虫子，而是以这样另类的方式写
乡村的孩子，呈现被我们遗忘的童年。正如在

《小虫子》的扉页，庞余亮写道：“献给那些总被认
为无用的孩子们，在大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们都会
飞。”某种程度上，“忽视”是这部作品一个特别的
情感点。很多时候，老害这样的孩子虽调皮，但内
心特别丰富，对世界对生活有着相当纤细的发现
与感触。就像每个小虫子都有秘密一样，老害这
样的孩子也有着太多的不为人知之处。但他又如
那些小虫一样常常被人们忽视。庞余亮俯下身
子，满怀深情走近他，以善意之心去体味他的童真
与童趣。《蜘蛛与孝子》中，老害给母亲抓蜘蛛，为
了换取母亲的“甜脸”。父亲被蛇咬伤了，老害挑
药草，抓黑蜘蛛帮父亲疗伤。《苍蝇们的小把戏》
中，为了让辛劳的父亲能好好睡个午觉，老害守在
午睡的父亲身边用尽各种方式驱赶苍蝇。他顽皮
时有旺盛的精力，为家里做事时，也很能吃苦。

与一般回忆童年生活的作品不同，《小虫子》
并没有用第一人称叙述，而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
带我们走入往昔。庞余亮不是做遥望式的翻动记
忆，而是潜回到那成长之初的岁月。这是一种穿
越时空的回归之旅，是有关童年的沉浸式写作，捡
拾了我们所有人的童年。

想象一下，当你坐在超市购物车
里，使劲向后扔出一个水果罐头，结果
会怎么样？你会深刻理解牛顿三大定
律；1422年波希米亚发生的攻城战役中
用上了投石机，投出的是大坨大坨的粪
便，想要投得远、投得准，那需要来研究
研究力与力矩；1746年有个修道院院长
想测试电流的速度，用铁丝将大约200
名修道士连在一起，然后——通电，修
道士们同时哭喊，说明什么？说明电流
速度极快。

20 世纪 20 年代，纽约的酒吧里
流行一种会发光的饮料“镭神”，一
位叫拜尔斯的富豪每天都要整上一
杯，三年后他的下巴掉了，真的掉
了。因为那时候能自行发光的东西
靠的是辐射。

如果物理知识通过这些搞笑类比、
奇趣历史加上分析来讲解，那物理会不
会变得非常有趣？

这样的例子这本书里还有几十个，
它们分为物质的粒子理论、能量、辐射、
电、牛顿力学、波、电磁学、宇宙学八章
内容——也就是我们初二初三物理课
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可以从全新的角
度、更深入也更生动地理解教材上那些
干巴巴的定义和公式。每章结尾还有
正经的知识点总结梳理，还有稍微超出
课程大纲的内容——仍然是用非常有
趣的形式来介绍。

奇趣历史、逗趣实验，加上这个作
者幽默搞怪的语言组织，如果你准备
在自习室里看这本书，千万小心不要
笑出声。

《积极生活的理由》

孙周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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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主播在直播时疯咬女友，追踪
信息查到他喝了掺毒的三无奶茶。——
这奶茶是他女友专门买给他的。

一个女孩凌晨订外卖，竟然跟外卖
员一起消失了。——几天后外卖员出现
在她隔壁邻居的冷柜里。

男孩家的门铃总在半夜响起，还能
收到冥币，他怀疑是前女友监控他的手
机。——没想到他的前女友几周前就遭
遇车祸死了。

书里的每个故事，都可以一口气读
完，在娱乐的同时，把社会和人性真正黑
暗的一面撕开给你看。这些故事，也是
大家的保命指南，教你如何应对跟踪、骚
扰、监视……

《有人动过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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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浪著

花城出版社

2024年1月

《物理笑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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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时空隔阂
品读“在场感”的《庄子》

张丛博

回到童真的情境
陈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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