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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去历史的尘埃，百年来马克思主义著

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传播过程历经曲折，

无数专家学者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前赴后

继、历尽艰难，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心怀对前人和历史的敬畏，《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献传播通考（百卷本）》整理研究了《哲学的

贫困》三个中文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马克思主义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

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以下简称《哲学

的贫困》）是马克思于 1847 年在巴黎和布鲁

塞尔出版的著作，一经出版就获得了高度的

评价，也早早在中国得到传播。

新中国成立前，《哲学的贫困》共有三个

中文译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1929年10月

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杜竹君翻译的《哲学

之贫困》，参照法文本译出；第二个译本是

1932年7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的许德珩翻

译的《哲学之贫乏》，根据1922年巴黎出版的

法文本和 1920 年美国出版的英译本和日译

本翻译而来，较之于第一个译本更加准确和

完善；第三个译本是1949年9月由解放社出

版的何思敬翻译的《哲学的贫困》，该书参照

英文译本，并在译文中加入“英文版注”，是何

思敬在1942~1944年间在延安中央党校翻译

完成的，由于战争时期流动性较大，直到

1949年才出版。

我国早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

的人员大多是具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他

们更早地接触到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具有扎

实的外语基础，这是三位译者的共同点。杜

竹君原名汪泽楷，湖南人，生于1894年，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0 年加入法国共产党，

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并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

学学习。杜竹君参照法文本，不到一年就翻

译出了《哲学的贫困》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并率先出版。虽然这一时期处于大革命失

败，党组织遭到破坏的革命低潮，但是广大共

产党人和革命文化工作者对翻译宣

传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努

力却未曾止步。从1928~1930年，3

年时间里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包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等近40种。杜竹君译本对于

宣传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和指导中国

革命的实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哲学的贫困》第二个中文译本

的译者是许德珩，原名许础，生于

1890年，江西德化人。与杜竹君有相

似的留学经历，许德珩于1920年赴

法国勤工俭学，他翻译的直接原因是

受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1921年2月28日，留法勤工俭学的学

生发动了包围中国公使馆的示威运

动；后来，周恩来创立了共产主义青

年团旅欧支部，目的是为了在留学生

和华工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宣传马

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斗争。无论是实行工读主

义还是勤工俭学，都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出路在于要

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更坚定了许德

珩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信心和决心。1929年秋，上海

的春秋书店邀请他翻译《哲学的贫困》，由于当时的国内无政

府主义思潮泛滥，这本书又是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著作，

他认为翻译此书是十分紧急且必要的，于是欣然答应。

《哲学的贫困》第三个中文译本的译者是法学家、哲学

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新中国的法学创始人、

《共同纲领》和新中国首部宪法的起草人，被誉为“红色法

学泰斗”的何思敬。何思敬在日本留学期间正是日本马克

思主义研究先驱者河上肇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期，他

有意识地阅读了大量社会主义著作，并参与了进步大学生

宣传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都为他日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的

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悉数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传播历程，映射出的是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缩影，一路

走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的“初心”从

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和传播从未改变。

通过百卷巨制，让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走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峥嵘岁月，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彰显的时代

精神定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012 年 12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踏着皑皑白

雪，来到河北保定阜平县骆驼湾村、顾家台村看望慰

问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工作。“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关键在贫困的老乡能不能脱贫”，新时代脱贫攻

坚战的号角在太行山脚下悄然吹响。中国的脱贫攻

坚是一项历史性工程，实现了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

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壮举，

必将载入人类发展的史册。

《太行沃土：河北阜平脱贫攻坚纪事》（以下简称

《太行沃土》）以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为时代背景，从不

同侧面、不同角度，用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故事和感人

至深的细节，刻画了一批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典

型人物和典型事迹，多角度全方位地呈现了阜平广

大干部群众在脱贫道路上的感人故事。为了创作出

这部报告文学，关仁山先生不畏严寒，踏遍了阜平的

山山水水、走访了阜平的各个村落，与老乡话家常、

与企业家谈经营、与扶贫干部谈政策。在创作过程

中作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导向，深入挖掘现实生活，

探寻受访者的精神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有温度、

有感情、有思想、有价值的精品力作。

“真实是艺术最贵重的质料，精确是它最好的处

理方式。”作者在记录这一巨大变革时，没有回避问

题、遗留细节，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阜平、一段

段波澜曲折的扶贫之路、一位位不断成长中的阜平

人民。尤其对扶贫干部、对当地村民扶贫先扶志的

工作进行深入书写，让人读来可感、可亲、可敬。关

仁山在完成实地采访后曾说，“阜平是我的第二故

乡”。正是他饱含着对太行山脚下这片热土的深深

眷恋，与老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真挚感情，才能如此

自然地为我们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在该书第五章“情系龙泉关”中，故事的主人公

刘俊亮是阜平县龙泉关镇镇长，在脱贫攻坚战役中，

他拼了命给老百姓干事，却在最需要带女儿看病的

时候，没能及时赶到。他的女儿刘奕慧在治疗过程

中由于青霉素注射过量导致失聪。内心觉得亏欠家

人太多的刘俊亮决定带孩子去龙泉关镇玩一玩。“刘

俊亮带着女儿在龙泉关转了转，站在山坡看梯田，一

道道梯田，远看就像驼黄色的绳头，刘俊亮发现刘奕

慧看得入迷。他们又到了黑崖沟，登上歪头山山

坡。忽然，一个放羊老农唱起了山歌，歌声浑厚、嘶

哑，有点山西民歌的味道。遗憾的是，女儿却听不见

了，他多想让女儿听见山歌啊……”女儿再也听不到

山歌了，父亲的内心一定充满了煎熬，充满了内疚与

自责。在小家与大家之间，刘俊亮选择了后者。正

是一位位像刘俊亮一样的干部，才托起了脱贫攻坚

的大旗。

《太行沃土》为历史留下了扶贫攻坚的典型案

例，弘扬了勤劳质朴的阜平精神。让我们跟随关仁

山的脚步，去聆听、去体悟在太行山脚下发生的翻天

地覆的巨变。

由辽宁出版集团主持策划，组织原中央编译局、清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国内权威研究机构专家学者

编写，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

播通考（百卷本）》，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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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党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价值、深远的影

响。《简明河南党史》是河南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要读物，采取编年史的写作方法，

以关键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事件、经典历

史符号为主线，从中共在河南建立党组

织开始，通过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

历史事件，描述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

期，河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

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浴血奋战的

革命旋律；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河南人

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团结

奋进的时代凯歌。

全书共 11 章、18 万字，展现了河南

政治的方方面面、经济的林林总总、社会

的曲曲折折、文化的枝枝叶叶，呈现出一

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彰显了中原

儿女的伟岸形象。从建立党组织的开天

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从改革

开放时期的翻天覆地到河南再出彩的惊

天动地，凝聚于这一党史画卷中，是河南

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河南党的历史、传承

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与使命的重要读物。

《简明河南党史》具有以下四个特

点：一是政治站位高。该书以波澜壮阔、

五彩缤纷的河南党史，深入阐述了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为 什 么

“好”的历史逻辑、理论逻

辑、实践逻辑。

二 是 发 展 线 索 清 。

按照党史基本读物的历

史分期，从河南第一个党

组织——1921 年 12 月成

立的中国共产党洛阳组

写起，落笔到新时代河南

更出彩上。该书妥善处

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成立后的内容布

局，前三十年、后三十年

的逻辑关系，凝练了河南

党史的基本线索，用实实

在在的生动资料，充分说

明了红色政权是如何来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如何来的。

三是历史时空通。该书记述河南党史时，注重

宏观、中观、微观的贯通，以较多篇幅，记载了河南

党组织在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中，结合河南实际

形成的重大决策、开展的重大活动、作出的重大贡

献；又以相当的篇幅，从中观、微观层面，展现了河

南各地党组织、基层党组织的新探索、新亮点。通

过该书回望历史，我们检视了初心，更看到了未来。

四是理政智慧多。《简明河南党史》严格遵守两

个“历史决议”基本精神，对河南党组织在近百年发

展中的贡献、成就、经验、失误，作了实事求是的分

析，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又有曲折发展的岁月，更

有出色出彩的进程。

《简明河南党史》以清新、通俗、简洁的语言，图文

并茂的形式，让更多的人在短时间内领略河南党史的

价值与魅力，从而了解河南、热爱河南、发展河南。

新华社高级记者李锦蹲点山东省平邑县九间棚村三十多年，书写九间棚村

脱贫致富和带动边疆建设小康的壮举，展开一幅雄伟画卷。

《沂蒙脱贫带边疆》：谱写沂蒙精神新篇
■何慧颖 赵 锐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面对这样一个

震古烁今的社会变革，我们

有必要寻找一个乡村样本，

通过“解剖麻雀”的方法，为

这场变革作出说明。

山东省平邑县九间棚

村就是这样一个样本。这

不仅因为九间棚村在脱贫

前后反差巨大，在沂蒙山区

整体脱贫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而且因为他们在支援边疆脱贫的过程中总结出了

“扶贫扶在根上，维稳维在心里”的脱贫维稳新经验；

因为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以刘嘉坤为代表的的共产

党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验证了：心系群众鱼得水，背

离群众树断根。

2021年2月，九间棚村金银花合作社在新疆喀什

地区岳普湖县设立的分公司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为这个样本的现实意义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恰逢此时，《沂蒙脱贫带边疆——九间棚建设小康

社会30年目睹记》由山东友谊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全书大致以时间为序，立足于九间棚村的脱贫攻

坚，精心选取新华社高级记者李锦蹲点九间棚村三十

多年间亲眼所见的场景、亲身经历的见闻，生动展现

了九间棚人与贫穷抗争并带动边疆贫困地区脱贫的

真实历程，涵盖范围由九间棚村至整个沂蒙山区，由

山东至新疆、云南、甘肃，时间纵跨1984~2020 年。

全书以“贫穷—攻坚—脱贫—富裕—小康”为主

线，全景式地记述九间棚村发展的30多年，同时以点

带面，展现了九间棚村带动整个沂蒙山区乃至边疆地

区脱贫的曲折历程。并用双线结构：一条线写脱贫扶

贫，聚焦乡村之变与其背后的密码；另一条线写精神，

以九间棚精神乃至沂蒙精神一脉贯穿，着意于写脱贫

致富过程中人们表现出的精神：吃苦耐劳、顽强拼搏

精神，科学攻关、精准扶贫精神，克服困难、奉献牺牲

精神以及振兴经济、共同富裕精神。

全书共分十章，其中，前三章再现了九间棚人面

对贫穷命运，英勇抗争并成功脱贫的壮丽图景；第四

章呈现了九间棚精神的提炼过程以及带动更多贫困

地区脱贫的鼓舞作用；第五、六章叙写了九间棚人脱

贫之后，利用金银花产业致富的探索经历；第七、八章

展现了九间棚人致富后，带着总书记的嘱托，把金银

花种到边疆，带动边疆人民脱贫致富的曲折历程；第

九、十章述说了九间棚人永不满足，继续前行，发展生

态农业、旅游产业，实行党建积分制管理等，为实现乡

村振兴、发扬光大沂蒙精神而进行的新探索。

全书希望通过九间棚村脱贫致富和带动边疆建设

小康的壮举，真实、鲜活地将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雄伟画卷，展现在大众面前，纪

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

《五湖四海》：对“找回自己”的文学阐释
■王国平（书评人）

如何看待自己是一个哲学命题。人生活在具体

的时空中，往往被潮流裹挟，横冲直撞，身不由己，在

“我是谁”这个问题上陷入迷失。路走得太远了，忘了

从哪里出发。日子都给过旧了，忘了自己姓甚名谁。

兜了个大圈，经历了波折和委屈，再回头看，低头思，

幡然醒悟，对自我就有了新的认知，也就有了重新找

回自己的强烈冲动与切实行动。石钟山的长篇小说

《五湖四海》，说的就是人物“找回自己”的心路历程。

整部小说，借助人物的言与行，串联起一个时代

的印迹：农家娃参军入伍、部队大裁军、文艺团体改

革、穷亲戚进城、商品倒卖潮、停薪留职下海潮、歌舞

厅潮、进城务工潮……时代背景就像是一个舞台，为

人物的登场演出创造着一种氛围，也为他们的内心波

动提供着显在或潜在的依据。时代无罪，把自己丢

了，关键还在于“人”，在于人面对世事变迁、风潮涌

动、情感压迫时没有足够的定力和耐力。

书中主人公、1980年代的农村青年刘天右的人生

主题就是“出走”，离开家乡，闯荡天涯，求得一个“衣

锦还乡”。这似乎是几代人不惧艰辛、奋斗不息的内

在动力。怀着“恨意”的出走，往往陷入“斗狠”的泥

淖。于是，这个出走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遗失自己、

放弃自己的过程。部队首长养女付瑶的人生主题是

“顺从”。她顺着母亲的“设计图”，像一枚棋子，“象”

走田，“马”走日，规范，有序。她也抗拒过，但申诉无

效。“规矩”的力量太强大了，基于“爱”的情感控制力

太饱满了。她只好将情感隐藏起来，将追求搁置在心

底，无精打采地应付着看似用心的安排。

一个来自农村，一个成长在城市的蜜罐里，一个

主动放逐，一个被牵着鼻

子走，他们殊途同归。物

质环境、社会地位，他们有

天壤之别。而在精神困境

上他们基本上是同等的。

《五湖四海》触及了一个带

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话题

与人生主题。

时间的打磨，世事的

教训，让他们俩悟出了一

点什么。刘天右开始“归

来”，惦念自己的家乡，回

到亲人身边，感受故土的温暖。他融入战友这个集

体，在战友的协助下重新站了起来。付瑶果敢地卸下

爱的负累，挣脱爱的枷锁，自己给自己做主，要为自己

重新活一回，张扬起“现代人”的性格。他们俩都在回

到原点，返归自己的本来，就像流行歌曲唱的那样，

“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

找自己”，他们回到“美丽时光”，完成了从“见山不是

山”到“见山是山”的成长。

从“出走”到“归来”，横卧着作家编织的一个故

事。一声叹息中重新上路，一地鸡毛中燃气希望，或

许这就是生活的部分本质吧。正如作家茨威格在《昨

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所说：“只有经历

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他才算

真正生活过呢”。事不亲为长不大，事不经历不知

味。《五湖四海》朝着正在人生路途上陷入自我迷失的

人们大喊一声，“你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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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由经济学家圈编著，颉腾文化策划，中国广播影

视出版社出版的《十四五与双循环》日前上市，这是目前市面上不多的解读

多元新发展格局的书籍。全书理论和现实相结合，适合学者、研究人员、投

资者、企业家阅读，也适合关心经济形势走向的读者阅读。

书中汇集了国内 17 位顶级经济学家的集体智慧，就经济走势、货币政

策、财政政策、现代金融体系、金融开放、汇率改革、医疗改革、刺激消费政策、

资本市场改革、房地产市场展望、数字货币和企业应对、投资机会、全民社

保等21个议题，发表了各自领域的真知灼见。这些经济学家分别是：全国政

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

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以及经济学家魏建国、夏斌、贺铿、李稻葵、张军、黄益

平、刘国恩、刘守英、田轩、管涛、徐洪才、滕泰。学者们为该书提供了最新、

多元的观察视角，以及对形势的展望判断和政策建议。 （颉腾文化）

《十四五与双循环》

17位经济学家集体献策，解读多元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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