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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序
衣食住行：从帝王史走向生活史

摘自《华夏日常生活史》，李志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 《乐活》

刘志宣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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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蔸雨水一蔸禾》

蔡皋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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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准确理解金融高质量发展，加

快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为发展新质生

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

德旭从金融与中国式现代化、优化金融服务、

深化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扩大金融开放、

培育金融文化、建设金融强国和坚持党的领导

这八个方面，全方位深入解读了金融高质量发

展的具体内涵和实践路径，帮助读者全面准确

理解金融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

融发展之路。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这些帝王曾是历史著作中的不二主角，但维新
派思想家梁启超，对此却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观
点：“《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
已。”《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政治史，这已是
今人的共识。

王朝史是必不可少的，它为我们搭建了回
望历史的框架，使我们在阅读与闲谈历史时，有
了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时代概念。但人
是感性的，冷冰冰的太师、司徒、尚书及改朝换
代、制度改革，往往使人感觉枯燥、有骨无肉，而
将这些嵌入具体的场景，就会产生鲜活之感。
东汉末年，太师董卓及其义子吕布、司徒王允，再
加上后来《三国演义》演绎出的美女貂蝉，一下子
就使我们记下了太师、司徒这两个高官之称；唐
朝初年，兵部尚书任瑰被赐两位国色美人，他的
夫人妒忌，而被唐太宗赐酒，告之妒则喝之即死，
不妒则可不饮，原因是任瑰贵为三品官，合应有
此侧室。这个“吃醋”的故事，又使我们知晓了唐
代“部级干部”的待遇。所以，即使是帝王将相的
英雄史，也需要细节的衬托、感情的填充，方能使
人物、事件饱满，从而耐读。

帝王将相的历史，构成了历史的骨骼，全
景式的历史，还需要亿万大众的血肉去丰满。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个动力不只是一个
口号，更落脚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千百年来
古人的生活与习俗，更使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来

和未来可能的往。此般种种，就使古人的日常
生活，成了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研究课题，无论
是君、臣，还是商、民，他们的衣食住行，也都成
了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

撇开象牙塔的历史研究，日常生活史也的
确是最令人共情的历史。周末，睡个慵懒的长
觉，兴起时，出门找个地方吃个早午茶；不愿出
门，就煎个蛋卷、来片面包、弄杯奶茶，在家来
个丰盛的早午餐。偶尔变换节奏的两餐，是我
们对生活的调剂。但在两三千年前的战国时
期，生活物资贫乏，那时的早午餐并不是调剂，
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常，《孟子·滕文公上》说：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饔是早饭，飧
是晚饭，孟子用饔飧来指代餐食，可见当时流
行的上午、下午各一次的两餐。在五代到近代
的一千年中，几亿妇女缠过足，她们的缠足是
血与泪交织的经历，看看自己脚上穿的旅游
鞋、休闲鞋，使得今天的女人们感慨，生在现代
是何等幸运！

帝王的生活高大上，似乎难以共情，但事
实也并非总是如此。我们的脑子里，习惯了皇
帝的唯我独尊，岂不知他们有时也活得局促。
拿穿来说，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记，
某天，他正与胞弟开怀畅玩，发现自己独占的
明黄色，出现在了溥杰的衣袖中，这时，他便立
即拿出君威，告诫臣子溥杰：“这是明黄！不该
你使的！”孩子之间的尽兴，因为一条祖宗规
矩，就立刻变成了扫兴。而春秋五霸之一的齐
桓公好紫色，却被蜂拥而上的“一国尽服紫”搞
得没了奈何，最后还要使出伎俩，来了却心
结。再说吃，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德龄说，太
后或皇帝的每一次正餐，都必须摆上一百碗不
同的菜，这么多的菜即使浅尝，也是不可能
的。与此形成对照，先秦时的天子，要吃饱也
不容易，按照《礼记·礼器》的记载，当时的礼数

是，“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无
数”，天子吃完饭不能加饭，劳动者反倒可以不
断添饭，一直到吃饱为止。

历史不是静止的，但日常生活的变迁，有时
是非常缓慢的，古代的一些生活侧面，甚至在
今天都能看到。在甘肃嘉峪关市东北20公里
的戈壁滩上，埋葬着几座魏晋时期的彩绘砖画
墓，这些砖画，向我们展示了那时的先民生
活。当时，西北的大户人家也是牛羊成群、猪
鸡有裕，日常的吃食中也有烤肉串，那烤串用
的三股铁叉，还透着一种高级感；马王堆一号
汉墓，出土了墓主人轪侯夫人生前嗜吃的豆豉
姜，而这一特色食品，至今仍在湖南、广东的一
些地区流行。

虽然慢，但生活还是在变的。服饰的时尚
潮流自不必说，是袒露还是障蔽，它取决于统
治阶层的观念意识；近代兴起的男子西式短
发，更是彻底斩断了国人长期深埋的执念，“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孝经》的
开篇语，依附于孝道的完发观念，也必然随着
近代化的来临而退去。王朝的起落，引来了无
数堂皇都城的建立，不管是六朝古都的南京，
还是十三朝古都的西安，都在兵戈扰攘中有
着沉浮。舌尖上的美食，同样是斗转星移，像
唐朝之前受称为“五谷之长”的粟，就在唐代
后期被后来居上的麦子超越；而清中叶推广
的玉米，则成为养活众多国人的又一重要粮
食作物。

在变化的快和慢中，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
又有着很多差异。我们说的古人日常生活，针
对的主要是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区域，中原与周
边是有很多不同的。唐代大和年间（827—835）
的进士房千里，曾谪官岭南多年，他很诧异于岭
南对“大好女”的认识，“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
不以针缕绩纺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醯

菹鲊者，得为大好女矣”，介绍自家女儿时，岭南的
父母也会骄傲地说：“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
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擅治针线是
中原女子的基本妇功，岭南女子理直气壮地不会，
就使房千里产生了“斯岂遐裔之天性欤”的疑问。
这是中原与岭南的日常生活差异，其他各地与中原
的差异，随后也将提到。

上下贵贱之分，对古人的日常生活影响更
大。先秦时期，等级社会秩序已经建立，所以《诗
经·北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
非王臣”的说法，还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分
封。汉代以来，君臣、父子、夫妇“三纲”秩序的建
立，更使社会和家庭内，充斥着上下、贵贱的等级
之分。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十恶”，是实实在在的
“不赦”之罪，“十恶”之六是“大不敬”，它就包括了
皇帝的如下日常生活：“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
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
固。”药、食、舟都是日常用物，但皇帝无小事，这些
放在皇帝身上，就绝对是神圣之物了。而百姓就
错医、用错药，就是寻常一般了。中国古代，举凡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都有等级的约束。车和
衣，是身份等级外化的重要标志，所以，后代正
史中就有了《舆服志》《车服志》的设置。住同
样是分三六九等，举凡客厅的宽纵、大门的规
制，都有具体规定。食生活虽然相对形而下，但
食物与享用食物之人的等级关系，也同样鲜
明。朱元璋早年做云游僧时讨得的饭食，与成
为皇帝后享用的御膳，何止是天壤之别；慈禧太
后在逃难路上吃的窝头，也在她回宫后，被改良
为御膳小窝窝头。皇亲贵戚可以享用八珍，寻
常百姓就只能粗茶淡饭。

人生开门事——无论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还
是吃穿住用、生老病死，都在时光、地域、上下、男
女的交错中，日复一日地悠悠过着。在这悠悠的
背后，是庙堂之上的帝王将相深谙《管子·牧民》中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古训，他们
将百姓的日常，视作国治的前提；山野之中的草
民，则期望家给人足、老养幼依。历史上的所谓盛
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王的举措是否与百
姓的日常生活愿景相贴近。我们回望过去的日
常，修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固然重要，但被赋予血
肉的中国古代历史，也会使知兴替离我们更近。

蔡皋用清新活泼的文字和灵动自
然的素描，记录了爬墙虎花籽炸裂成鼓
点，石榴裂出了红宝石，雨敲玻璃打出
满版文字，把白菜种成花，清晨起来接
太阳……泥土和时光，给人扑面而来的
自然香气。在忙碌的日子里，在细小事
物里得到内心的安宁，收获生命的力
量。在蔡皋眼中，云来了、风来了、雨来
了，她就会快乐。在她眼中，没有脏颜
色，只有对比色，人生所谓丰富就是对
比关系。

蔡皋以朴素、敬畏、清明的人生态
度，带我们重新打量我们身处的这个纷
杂世界，找回自己的初心和童心，找回
生命最初的感动和生活本身的意义。

二十世纪上半叶，新旧思想与力量
此消彼长，世界云谲波诡，北京大学会
聚了大部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知识精
英，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出什么样的题
目来考选新生，颇能反映北大学人的立
场、志趣及对国际的认知。

1919年预科作文题：学问当以实验
为基础说。

1925年预科历史题：我国关税失自
主之权，国几等于灭亡，其故何在？其
原动力起于何国？结于何种条约？

1936 年本科作文题：叙述你平日
作文所感到的困难，并推寻困难的由
来；或者，你从读书以来，对于学问的
兴趣经过几次转变？试说明其经过
及原因。

1944年地理题：地理系基本公民教
育之一，应如何解释之。

本书以年份为序，系统整理
1917—1948 年北京大学本科、预科和
文、理、法等各门类招生入学试题。此
外，本书特别收录相关历史图片资料
与师友名篇，忠实呈现当时招生情形
与校园记忆。

《为国选士：

老北大入学试题

（1917—1948）》

任羽中主编、北京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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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面对痛苦、

疾病与死亡：

雷曼医生的治愈故事》

【美】瑞秋·娜奥米·雷曼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24年6月

本书记录了雷曼医生对痛苦、意
义、爱、信念与奇迹的思考。

作者通过分享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向我们传递朴素、真诚的生命智慧。

书中有作者自己的故事、患者的
故事、同事的故事、亲人的故事，其中
有些故事来自病房，有些故事来自咨
询室。这些故事蕴含深刻的哲理，向
我们展示生命的力量与奥秘，给读者
关于生命、疾病、人生等诸多方面的
思考。

作者关于生命、死亡和治愈的理解
触动人心。这些独特的观点来自她的
独特背景：医生、医学教授、心理治疗
师、慢性疾病的长期幸存者。本书向我
们展示了一个好故事就像人生旅程的
指南针，并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的力量和快乐。

这本集子收录了刘志宣近年来创
作的中短篇小说，题材范围触及了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表达了当下作家最关
心的主题和感受：理想和现实、撕裂和
弥合、迷失和寻找、焦虑和抚慰。作者
将他独到、精细、深刻的观察和体验渗
透到笔下不同的故事和人物中，以其精
巧的构思，耐人寻味、鲜明生动的描写，
活现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隐
秘，给人以牵动灵魂的审美考问和不尽
的阅读回味。

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
展成为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各个方面的总
要求。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
分，毫无疑问，必须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
扎实推进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
将“五篇大文章”纳入其中，指出“要大力发展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
字金融”。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
德旭表示，切实做好这五篇大文章，是推动金
融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提升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推动金融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内容。

加强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

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一般而言，创
新活动早期风险高、资金需求量大，来自资本
市场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注重长期投资回
报，在短期内允许试错容错，能够为创新活动
提供资金支持。随着创新活动获得市场认可、
创新成果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相关生产资本
投入可以催生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推动产
业繁荣和财富创造。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全球科技创新的广度深度速度持续攀升、创新
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核心地位日益凸显的背
景下，我国经济正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
向创新驱动。

针对金融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度还不高、
大量金融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到科技创新领
域、大量科技产业和创新企业缺乏稳定可靠
的融资渠道等突出问题，必须聚焦科技创新的
重点领域和金融服务的短板弱项，深化金融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
科技创新。

要积极构建包括信贷、债券、股票、保险、
创业投资、融资担保等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
多渠道、现代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高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能力、强度和水平，加强
对新科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加快培
育新动能新优势；要引导金融机构根据不同发
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的不同需求，进一步优化
产品、市场和服务体系，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
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加快形成
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金融支
持创新体系；要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优化
和增强包括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在内的科技
金融供给，提升金融科技服务水平，支持科技
成果转化、企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发展壮大，助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
实施，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金
融力量。

在绿色金融方面，要对标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积

极发挥绿色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撬动引导作
用，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强化
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推进环境信息披
露，深化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助力经济结构
绿色转型。

此外，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健全普惠性
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多层次普惠金融机构
组织体系和高质量普惠保险体系，提升资本
市场普惠金融服务效能，提高金融服务的覆
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以数字技术助力普惠
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进一步降低普惠金融服
务成本、扩大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普惠
金融服务渗透率。

针对养老金融，要支持金融机构依法合规
发展养老金融业务，拓宽金融支持养老服务渠
道，利用金融科技进一步创新、优化养老金融
产品和服务，推动养老金融持续健康发展，更
好满足日益多元的养老金融需求。

在数字金融上，将数字元素注入金融服
务全流程，将数字思维贯穿金融业务运营全
链条，注重金融创新的科技驱动和数据赋能，
规范数字金融有序创新；要加大数字金融产
品开发力度，增加和优化数字金融服务供给，
不断推动金融业务流程信息化；要着力消除
城乡间、区域间“数字鸿沟”，进一步激活金融
市场竞争动力，构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数
字金融新格局。

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

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指出，要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
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以促进民营企
业发展壮大。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
作会议也强调，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
质量服务，要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针对民营企业长
期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突出问题，
必须不断完善融资环境，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

民营企业是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
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事实证明，
民营企业在推动发展、提升效率、促进创新、
增加就业、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都发
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在国际局势动荡、经济逆全球化、
疫情阻滞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民营企业面临严
峻的外部环境和巨大的经营挑战压力。

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一痼疾，政府部
门、金融机构、学术界、企业从不同层面已经
提出了许多对策建议，相关监管部门也出台
了一些措施，民营企业融资难得到了一定程
度的缓解，但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当面临
更为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时，这个问题就再
次凸显，成为阻碍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突出
瓶颈。

长期以来，由于民营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
存在信息不对称，缺乏相互信任。民营企业难
以从金融机构获取融资，金融机构“不敢贷、不
愿贷、不能贷、不会贷”。当下，信息技术及其
广泛应用为破解这个难题提供了操作上的可
能性。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的信用评价已经
较为成熟和广泛地应用于多种融资场景，极大
地丰富了信用评价的方法和内容。

然而，由于政府、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等
掌握的信用信息尚未形成整合，信息孤岛使得
金融机构难以获得全面信息或者获得信息的
成本过高。因此，需要多方努力，多管齐下。
政府应尽快设计出台用于信用评价的数据共
享机制和规则，可实行强制与有偿提供相结
合，在严格监管前提下对金融机构放开不涉及
国家安全的公共数据。

一方面，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应对外共
享自身掌握的信用信息，共同打造信用社会，
共享信用社会红利。民营企业应积极主动提
供自身信用信息，并专注于业务，诚信经营，维
护自身良好信用，打造自身的软实力。

另一方面，要加强系统性的风险分担机制
设计，建立全面的、系统性的、可持续的融资风

险市场化分担机制，优化升级原有的融资担保机
制，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全面覆盖风险，减轻金融
机构风险负担。
再一方面，要推进监管改革和金融创新，有针

对性地放宽各种融资限制，畅通股票市场、债券市
场、银行信贷融资渠道，提升各类经营主体融资可
获得性。
此外，要积极推进、不断加大各类经营主体金

融服务创新，利用数字技术，开发智能化风控系
统，实现筛选、风评、授信、签约、放款、支付、跟踪、
回收全流程风险管理，开发面向各类经营主体的
金融衍生品，利用金融衍生品价格发现和风险对
冲功能，帮助各类经营主体对冲市场风险、维护资
产安全，营造宽松良好的融资氛围。

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建基于

对总量和结构的科学把握

适应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必须注重同时
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不能偏
废。总量上，要灵活运用并创新多种货币政策工
具，以适度的货币信贷增长支持实体经济恢复与
可持续发展。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不断适应货币供应方式的新变化，有效运用创新
型流动性管理工具，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
“大水漫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金融与
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同时，要建设普惠金融体
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
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
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完善多层次、
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和普惠金融产品体系，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要让农民、小
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
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
的金融服务。

结构上，要按照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要求，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运用结构
性货币政策精准滴灌，发挥差别存款准备金框
架作用，建立健全商业银行增加小微企业贷款
投放的长效机制。按照市场化原则，进一步深
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好
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宏观审慎评估等工
具和金融科技手段，推动完善贷款担保、尽职免
责、不良核销、资本占用等配套机制，加大结构
调整力度，增强金融机构内生动力，着力提升金
融机构服务的意愿、能力和可持续性，对民营企
业、小微企业、三农等经济薄弱领域提供精准普
惠金融服务，助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创业、稳
经济增长。

要发挥中央银行宏观审慎评估工具的结构引
导作用，对民营企业融资、小微企业融资、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进行专项考核，引导资金
投向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
施短板等领域。要通过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协调配合、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高货币政策
的效力和效率，从而达到降低金融市场波动、促进
金融市场资源有效配置、统筹金融发展和金融安
全的目的。

（文/孙瑜、徐雪霏）

金融高质量发展要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荐理由：金融是国民

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

融活，经济才能活；金融稳，

经济才能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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