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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意外的成功作序　　——写在《世纪大讲堂》结集出书之日　　凤凰卫视公司董事局主席　刘
长乐　　当我们决定创办《世纪大讲堂》节目时，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们找不到任何范本。
也就是说，把学术直接搬上电视荧屏，尚无任何的成功先例。
我们只是觉得，让现实世界了解学术思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多是尊崇实践大于尊崇理论，而理论指导生活发生的频率实在太少。
我们重视的理论，多是对刚刚发生过的实践的仓促总结。
而每一位走进过大学校门的人都知道，学院派理论绝不仅于此，它是丰富的，多元的，五彩斑斓的，
引人入胜的，甚至它们之间也有着类似戏剧性的激烈冲突。
假如我们把它搬上电视，至少是一部分读书人，可以离开书册之累，躺在舒适的床上，透过现代化电
子传媒，了解深邃的理论世界。
　　于是，凤凰卫视同仁经过一番准备，于2001年元月推出《世纪大讲堂》栏目。
　　起初，我们只是觉得，把学术搬上电视，不管有没有人看，都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
由于预见到这样的节目可能会因为没有观众而失去广告商青睐，最终导致节目自生自灭，于是我们创
办这个栏目之初，多少带有几分悲壮。
但是我们成功了，这使许多同行——包括许多凤凰卫视同仁——大吃一惊。
　　我们的实际观众群，也大大突破了原先预想的范畴，吸引了为数众多的海内外学子和那些具有一
定知识积淀，而又时刻关注着国家命运的观众。
其间，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每个星期六都可以免费享受一次大学教育；正在大
学工作或学习的人，可以不经过图书馆的烦琐手续，轻而易举地得知其他教授和其他学术领域的动向
和观点；而已经走出大学校门的人，可以旧梦重温，不出家门，便听到久违的恩师或新锐学者对国家
和改革的诤言。
　　由于国际一流大师经常出现在节目中，比如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世纪大讲堂》显得
大气满城。
名校名师风采相继得到公平展示，《世纪大讲堂》也就变得内容磅礴，框架严密，百家争鸣。
加上主持人游刃有余的穿插，化淤节于瞬间，使得如此严肃的节目中有了会心的笑和毫不拘谨的交流
。
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使《世纪大讲堂》出人意料地在一个极不起眼儿的非黄金时间，迅速蹿升为凤
凰卫视的王牌节目之一。
到此为止，这个得到观众厚爱的节目，已经播出将近六年时间。
所以，我们继续推出这部实录书籍，以慰关心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以好的建议的广大电视观众。
在这篇简短的序言的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凤凰卫视同仁，说一声“谢谢”。
有了大家的关爱，才有了这个电视学术节目出奇制胜的成功。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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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学术一样让你听懂”为宗旨的“世纪大讲堂”是一档将严肃学术话题融于活泼电视形式的对话节
目，自2001年1月6日在凤凰卫视亮相以来，因其独具的文化品位，十足的现场互动感和对严肃学术问
题深入浅出的解构而在电视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节目邀请到近百名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在“世纪大讲堂”里讲学论道。
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查尔斯·汤斯教授，北京大学经研中心主任林毅夫教
授、北大经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美国洛克菲勒大学何大一教授等
都亲临大讲堂，与莘莘学子进行了深入、生动的学术交流。
    本书是《世纪大讲堂》的结集之一。
该书以全记录的形式实录了16集“世纪大讲堂”的演讲稿和答问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水
利、气象等等领域和范畴，涵盖中西，信息密集，阐微发幽，打通古今。
通过此书，读者可以获得国内外最权威的专家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和新世纪人文、自然科学最新动向资
讯，领略到国际一流大师框架严谨、大气磅礴、引人入胜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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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民族振兴的旗帜和道路　　曾子墨：改革开放近30年，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在全世界都被称为
是一个奇迹，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西方媒体一直在就一些问题争论不休。
比如说中国会不会以自己的意愿来影响国际体系，中国会不会像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输出自己的发展模
式，还有中国如何走上政治民主改革的道路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未来会走向何方。
现在正好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许多国内外各界的人士都在关注高层的动向
，希望能够从中解读政策。
同时也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
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先生。
　　李君如：你好。
　　曾子墨：刚才短片当中介绍了您这些年从事的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等等。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可能对于这些理论性的问题并没有太多的兴趣，所以我们
也特别想了解当初您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是什么触动了您开始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李君如：其实很简单。
一是我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
势必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革命。
为什么我们作为年轻人都满怀激情地投人这场革命，最后结果和我们的初衷有那么大的差距。
这需要我们去研究。
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
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是怎么形成发展起来的？
以及他为什么会在晚年犯那么大的错误？
应该留下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这些都是触动我去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曾子墨：十七大马上就要召开了，很多人对这次会议也都特别地关注。
我们先回顾一下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就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念，到现在已经实施了有一段时间了
。
大家也想了解一下，和谐社会从提出到现在，效果怎么样？
它其实是一个古老的哲学理念，把这个哲学理念运用到今天中国的执政政策当中，应该怎么去理解。
　　李君如：去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就做了一个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决定。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献，有了目标，我们就开始起步，自觉地往这方面努力
了。
但这不等于我们已经什么都和谐了，目标有了、纲领有了，就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去努力，
去做。
与其说有什么进展，有什么变化那些大话，还不如说我们正在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做。
　　曾子墨：就是说我们处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十七大马上就要召开了，您感觉有哪些内容会在这次的会议上成为比较强的声音呢？
　　李君如：我不是算命先生，十七大开了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应该注意的一条就是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出了要毫不动摇地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感到要重视，这很可能就是我们十七大要解决的一个中心课题。
　　曾子墨：好，谢谢李君如先生。
那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欢迎李君如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
　　百年探索。
一朝崛起。
　　经济奇迹的背后，　　如何解读历史，把脉政治？
　　社会主义究竟为何被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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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改革又将走向何方？
　　李君如：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旗帜和道路”。
中间就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那么从哪里讲起呢？
我想先谈谈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问题。
记得美国的《全球主义者》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这篇文章名为《中国与全球化》，它说，中国现在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牵动世人的心，不论是制造业
还是全球关注的安全问题，甚至中国颁布的法规都会引起关注。
中国是全球最有活力、最受瞩目的国家。
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有意思在哪里呢？
它不是一般地写，而是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
问，是作者问的问题。
答，是借用世界上一些名人之口来回答。
而这些问题的要点是什么呢？
就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走向问题，就是一个近代以来历经苦难而正在奋发图强、并大踏步走向
世界的13亿中国人的中国梦。
1840年到1949年。
经过这一百多年的浴血奋斗，再经过1949年到2050年这一百多年的开拓进取，我们的梦想将会变成活
生生的现实，这不是一句空话，因为经过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的精心探索，从1978年底中共十三届
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了历史性的大转折。
这一大转折不仅仅是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一个转变，而且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各方
面体制的历史性大转折；是全社会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乃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方式的大转折；
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强大而可亲的现代化国家的大转折。
因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经过1978年到2006年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性的大转折已经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
梦想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我这里说了几个时间段，一个是184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
1949年到2050年，又是一百多年，这是两个一百年。
然后我又说了两个时间段，1949年到1978年，相差近30年，又说了1978年到2007年，相差又是近30年，
两个一百年，两个近30年。
把中国梦的过去、现在、将来历史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特别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
因此海内外人士关注当代中国的走向是一种历史性的关注，是全方位的关注。
他们关注当代中国的经济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关注当代中国的文化及其同世界各个文明的关系，
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年轻人的民族心理、民族心态的走向等。
　　我作为观测者，作为学者感到高兴，为什么呢？
多少年来被人看不起的中国人被关注了，这当然是好事，至于关注中国人的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那
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们管不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是要用事实和有说服力的道理来回答人们关注的种种问题。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走向世界，靠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靠的就是这个民族历经苦难找到了能够融会贯通古今中华文化精华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人是怎么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呢？
这个问题，学者们已经发表了很多的意见，而且都很有价值，这里我想从历史的角度谈谈我的一些看
法。
当然这里有三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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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社会理论是从外国引进来的，中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
社会理论、社会理想呢？
第二个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能够解决中国问题，
为什么还要中国化呢？
为什么还要去讲求中国特色呢？
第三个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加中国特色，或者说在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和新发展呢？
我想对这么一个好像习以为常、似乎不需要进行思考的命题进行以上三个方面的思考恐怕还是有必要
的。
　　辛亥革命为何换来假共和？
　　苏联道路为何未能复制？
　　理论与实践不停冲撞，　　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怎样完美结合？
　　关于第一个问题，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社会理想，并非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这我们
都知道，尽管中国的古代思想里面包含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但不能说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土生土
长的，它是从国外引进来的。
那中国人为什么会选择这种社会理想、社会理论呢？
我的回答是，这是历史的选择，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这话也许太空泛了，我稍微做点解释吧。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是到近代倒了大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成为
一个任各个列强宰割和欺凌的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两大历史性课题就降临到
我们这个民族的头上。
哪两个历史课题呢？
一个是救亡，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使中国人民抬起头来生活，能够站起来。
第二个就是发展，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使中华民族成为能够屹立世界的伟大民族。
为了解决这两个历史性课题，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
其中最伟大的要算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他领导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结束了君主
专制制度，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推翻的，可惜的是他的抱负最终没
能实现，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特别是当他通过多党竞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却被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紧密勾结在一
起的北洋军阀趁机控制了国家政权。
当时许多人非常感叹地说，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所以中国人尝试过各种主义，尝试过各种道路，最后都没能够改变中国人悲惨的命运。
一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面貌为之一新。
现在说起来找到马克思主义是轻飘飘的一句话，可当时是很艰辛的，甚至经过内心激烈的冲撞。
我举一个人物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年轻时的毛泽东是位爱国、有抱负的青年，要改造中国，
要改造世界，他也读了好多书，寻找各种主义，几次到北京来，包括在北大工作，他比较了各种主义
之后。
他认为无政府主义最适合中国，他还专门讲这个问题，⋯⋯的无政府主义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更广、
更深远，而且他根据这种民主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追求，领导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比如驱逐军阀
，比如提倡妇女解放，他在湖南搞了各种活动，包括湖南自治运动。
但最后都失败了。
所以在实践中他很痛苦，最后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就说，看来，我们只能找马克思主义了，这是无可
奈何的一种选择，什么意思呢？
中国社会决定了你想搞无政府主义，搞民主主义都不行，我举这个例子就想说明，我们老一辈革命家
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哪一天读本书觉得这个好，我来介绍给大家。
也不是说拍脑袋拍出来的，不是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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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思想、实践痛苦地冲撞中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所以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又不能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
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这是在实践中发生的。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回答了这个问题，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反对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民族革命，这个民族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但是由孙中山领导的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所以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式的民族革命，叫新民主主
义革命。
所以革命成功以后，建立新中国，然后才能进行第二次革命，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搞
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我们把这套理论和马克思理论对比一下。
就发现两者显然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
根本目标是一样的，但是实现的步骤、道路、依靠的对象都不完全一样，这就叫中国特色，这是有中
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把这样的理论创新叫做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成功了，不仅赢得了1949年人民革命的胜利，而且胜利
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我们又碰到新的问题，原来我们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苏联的今天就是我
们的明天，搞社会主义学苏联就是了。
但是实践很快就证明了苏联那套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当年我们碰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苏联搞社会主义，重工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需
要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投入、大量的矿产资源，还有大量的技术装备。
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国，农民占大多数，因此毛泽东就说，我们首先要让农民富起来，人民富起来，然
后才有条件去搞重工业，所以他提出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问题。
轻工业和农业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是民生问题。
轻工业、农业发展了，我们才有条件搞重工业，并不是我们不要重工业，既要发展重工业，又要发展
农业、轻工业。
这些问题是当年困扰我们的一些大问题，苏联的社会主义做法在中国不适应，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也正因为我们进行这样思考的时候，苏联社会主义的弊端暴露出来了。
当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把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猛地揭露出来了，这个问题不是
个人品质的问题，而是背后的制度问题。
我们把实践的探索和苏联制度弊端的暴露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促使我们要考虑一个大问题，就是我
们过去搞革命要走自己的路，今天搞社会主义是不是也要走自己的路呢？
所以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提出来，看来我们要搞第二次结合，第一次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
革命的实践结合，现在是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
应该讲，毛主席提这个问题是了不起的，而且他做了探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
可惜的是由于他指导思想没有彻底地改变，最后没有成功。
　　是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的历史经验及其留下的思想财富基础上，继承他的未尽之业，在1978年中
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开始探索，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腐败不断原因何在。
能否治本？
　　民主改革效果如何。
能否坚持？
　　中国特色怎样理解，能否实现？
　　这里又提出个问题，毛主席的探索为什么没成功？
在新的实践环境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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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
所以邓小平认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也要对社会主义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反思。
这就触及到了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小平同志从领导我们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天开始，就要求我们
解放思想。
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解放思想就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
在他的带领下，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念提出来了。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观念提出来了。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观点提出
来了。
而这些创新的观点就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石，有了这个基石，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厦就可以一
层一层地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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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讲坛，权威学者，民众话题，框架严密，百家争鸣！
 这里是自由的、思想的论坛；这里是思想的盛宴、学术的殿堂；这里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
术园地；这里没有任何偏见，强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是大中华文化圈
的学者阐释独特思想、展示最新学术成果的传播平台。
让经典学术走进民众视野，我们不愿给学术披上盛装，因此极力避免与那些总是乐于用曲高和寡诠释
学术的人遭遇。
我们要做的，恰恰是把在暗室尘封的理论搬入广场，放置在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之中。
学术应该是透明的，像阳光一样，照亮大多数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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