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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范增论》中说：“物先必腐，而后虫生。”这
是一条具有深刻哲理的古训。

《廉吏传》就是这样一部能使人培养浩然正气，做
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上佳读本。宋代费枢从历
代史籍中辑录出上自春秋、下迄唐末共112位为官清
正、有功于社稷、施仁政于百姓者的事迹，合编为《廉吏
传》一书。明朝黄汝亨在费枢的基础上，增补了五代以
前人物133人，续编宋、元两个朝代计64人。主要记述
他们是如何砥砺操守，如何执政为民的。黄汝亨将这
些历史人物评定出上、中、下三等。他还在每位廉吏事
迹的末尾加上自己的简短评语。以几个字、至多数十
字，点出人物为何值得效仿或何处显得偏狭不足为法。

编撰者为廉吏这一群体树碑立传，让他们在历史的
舞台上第一次集体亮相，希望借此弘扬正气，唤起同道，
激发其对于家国天下的责任感，肩负起天下的兴亡。

清廉是这些传主共同拥有的基本面，但他们也是
个性突出，面貌各不相同，有人拘谨死板，让人忍俊不
禁；有人情商极高，化解尴尬于无形；有人热血忠诚，让
人感佩不已；有人勤政贤能，带给一方福祉，令百姓追
念不已。

本书重点剖析了各地在廉政建设和纪律建设方面
的好做法、金点子。同时，详细梳理了我国反腐败建设
层层推进和提出建设清廉中国的历程，考察了作为国
家战略的清廉中国建设的实现路径。

这本《清廉中国——反腐败国家战略》阐述我国
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践，兼有理论视野与实践底色，
思考从深从新，论述入理入心。其中的认识和观点
有助于党员干部增长反腐倡廉知识，提升反腐倡廉
能力；有助于党员干部认清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树
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做到态度不能变、决心不能减、
尺度不能松；有助于党员干部明辨是非，站稳立场，
坚定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把党风廉政建设推向
前进。

本书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主人翁为明朝嘉靖
时期以廉洁著称的官员喻茂坚。全书以明朝中期的
社会生活为背景，以刑部尚书喻茂坚的生平履历为
线索，以喻茂坚在各个时期、身处各个职位时的廉政
事迹为情节，塑造了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形象。作
者依据史实，结合小说主人翁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
特征，艺术地再现了被嘉靖皇帝誉为“天下清官”的
喻茂坚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清廉形象。该书在重
庆市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选中获
优秀作品奖。

本书分为信念篇、勤廉篇等六个部分，以书信谈心
的方式，从多角度分析问题，围绕理想信念、廉洁自律、
优良作风、个人修养等年轻干部关切的问题展开交流
探讨，帮助年轻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全
书内容丰富、情真意切，贴近新时代年轻干部的所思所
想，是广大年轻干部助廉倡廉、筑基提能的必读书。

这本书信集运用马列经典、历史典故、先贤哲学、
革命先烈事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典型案例等，就像一位
老友在月光下陪你散步漫谈，说古论今、指点激扬，一
起探讨着公与私、得与失、苦与乐、物质与精神、逆境与
顺境、理想与现实这些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看似平
实的话语，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不由让人沉思回味，
对照自查。

本书以中国古代奉行的“礼、义、廉、耻”为主题，以
历史上关于此的故事为素材，每一个故事都展示了古
代先贤的处世言行与品德操守。礼是人际文明的规
范；义是人间正道的向导；廉是清白正气的根基；耻是
人之为人的底线。

该书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希望能够帮助
孩子们端正思想，明辨事理，进德修业，引导他们讲礼
仪，明大义，知廉耻，尊敬师长，反哺父母，提高自身的
核心素养，同时培养他们正直守信的道德品行、高尚的
人生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操。

图书按照朝代顺序编排，有利于帮助孩子理清历史
脉络。书中的精美插图，能帮助孩子深刻理解故事内
涵。配以生字注音、生词注释，文言文原文和现代故事
解析相结合，也能帮助孩子提高古文阅读兴趣和水平。

□罗阳

皮肤，人体最大的器官，时刻向
外界传递生物识别的信号，也反映
着机体本身的生理状态。它不仅演
示社会的演化，显示着每个生命周
期的发展，也时刻展现着机体当下
的生理状态。美国人类学家、古生
物学家妮娜·雅布隆斯基的《皮肤简
史》，深入探讨了皮肤的起源、结构、
功能和疾病等方面的知识，通过生
动的叙述和详细的科学解释，让读
者对皮肤这个人体器官有了更全面
的了解，并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人
类皮肤的进化历史、解剖结构以及
在健康和疾病中的重要角色。

首先，通过回顾皮肤的起源，

展示了皮肤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
重要性。作者深入分析了不同动
物类群的皮肤结构和功能，并详细
描述了在进化过程中衍生出不同
皮肤特征的原因。与此同时，将皮
肤的演变过程与进化论结合起来，
展现了皮肤作为人类生理学最初
形 成 的 一 部 分 的 充 满 意 义 的 过
程。通过深入研究古代人类祖先
以及其他哺乳动物的皮肤结构，并
与现代人类的皮肤进行比较，作者
展示了种种证据，证明了皮肤对于
生命的存在和繁衍至关重要。这
种研究还揭示了人类与其他生物
之间的共同之处，进一步证明了人
类与整个自然界的联系。

本书围绕皮肤的结构和功能展
开了深入的讨论。读者可以了解到
表皮层对外界环境的防御作用，真
皮层的结构与机能，以及皮下组织
保护和支撑身体的重要性。利用生
动的插图和简洁的描述，揭示了皮
肤层次结构、毛囊、汗腺和分泌物等

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它们在保护身
体、温度调节和感觉传递方面的作
用。这些详细的解释使得读者能够
更好地理解皮肤的复杂性，以及它
与其他系统的相互作用。

本书还涵盖了广泛的皮肤相关
疾病和疾病研究。作者详细介绍了
各种皮肤疾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
方法，对皮肤疾病的流行趋势和研
究进展进行了分析，包括感染、变态
反应和遗传因素。在对这些疾病的
解释中，作者解释了皮肤在信号传
递和免疫功能方面的重要性。无论
是常见的皮肤炎症、感染还是罕见
的遗传性皮肤病，读者都能够获得
相关的知识和治疗方案。这些内容
使得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自身的皮
肤健康，同时也对未来的皮肤疾病
研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该书还涵盖了皮肤与美容保养
的相关内容。作者介绍了皮肤的衰
老过程和因素，以及美容行业中使用
的各种护肤品和技术。读者可以了

解到如何保持和改善皮肤的外观和
健康，以及如何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
适的护肤品和护理方法。

书中还采用了批判性的思维和
科学方法，使读者能够对皮肤的研究
和当前认识的局限性有更全面的了
解。作者对一些常见的误解和谬论
进行了澄清，如晒黑是皮肤对阳光暴
露的正常反应，而非健康皮肤的标志
等。此外，作者还提出了一些有趣且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为什么皮肤的
颜色和纹理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差
异，并鼓励读者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
思考来探索这些问题。

总的来说，《皮肤简史》是一本精
彩之作。通过科学而生动的叙述，深
入探讨了皮肤的起源、结构、功能和
疾病等方面的知识。无论是专业人
士还是对皮肤感兴趣的一般读者，都
能够从中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深入的
认识。它不仅是生物医学领域的重
要参考书，同时也是一部普及科学知
识、提高健康意识的优秀读物。

走近皮肤走近皮肤，，体验生命的奥秘体验生命的奥秘
——读《皮肤简史》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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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茜

2023 年 8 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推出《赶超：产业政策与强国之路》
一书。该书作者为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
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周文教授。

该书从经济史、经济理论多个
角度，揭示产业政策对现代经济发
展的重要性，揭穿了西方学者所谓

“市场经济没有产业政策”这一谎
言。作者详尽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
如何利用产业政策发展经济。为了

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英国在经济
发展中率先使用产业政策，如在光
荣革命后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
的毛纺织品，在1699年通过《羊毛法
案》保护本土纺织业，1700年议会又
立法禁止从印度进口棉织品。美国
是产业政策的堡垒，首任财政部部
长汉密尔顿于1791年向美国国会提
交了涵盖钢铁、铜、煤、谷物、棉花、
玻璃、火药和书籍等众多产业的制
造业发展计划。正是在产业政策的
扶持下，美国从一个典型的落后农
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
而且，德国工业革命就是产业政策
的直接结果，如建立德意志关税同
盟，实行高关税政策将英国和法国
的工业品挡在国门之外，以兴办国
营企业、资助私营企业的方式帮扶
产业发展等。

《赶超：产业政策与强国之路》一

书也是对2016年以来，国内围绕产
业政策展开的争论的一个回应。当
年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是否需要产业政策。作者从产业政
策为什么重要、经济全球化治理与产
业政策重塑、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
政策等多维度阐释了产业政策是国
家赶超的法宝和利器，详细论证了产
业政策与强国之路的关系。

透过该书，我们可以清楚地认
识到，当今所有的发达国家在赶超
时期都积极采取了干涉主义的工
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以促进幼稚产
业的发展。作者强调，发展中国家
要实现赶超，重点不是要不要产业
政策，而是要怎样的产业政策。有
产业政策未必成功，但没有产业政
策，经济发展必然不成功。作者驳
斥了那些对产业政策的悲观认识，
即“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

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推荐该书时
说：“产业政策在过去是一个禁忌，但
现在我们明白，在这个时代它对任何
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站在宏大的政
治经济背景下，作者把对产业政策的
认识提高到现代国家竞争的新模式
上。该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是以产
业政策与强国之路的关系为视角。

同时，作者在书中强调，经济学
是致用之学，不能盲目相信乃至套
用所谓西方理论的说法，而要看实
际的做法与经验得失，从历史中汲
取教训、寻求答案。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需要产业政策助力赋能，未
来发展要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一流的营
商环境，以高级生产要素对接融入
全球价值链。

产业政策为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产业政策为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赶超：产业政策与强国之路》读后

编前语

廉洁，是广为提倡的传统美德，从
古至今社会永恒的价值追求。为牢固
树立廉洁自律意识，助推廉洁修身齐
家，弘扬崇廉拒腐的社会风尚，本期读
书版我们精选了部分与廉洁文化相关
的图书，用书香涵养清风正气。

《廉吏传》
作者：费枢、黄汝亨
译注：张仲裁
出版社：中华书局

《清廉中国——
反腐败国家战略》
作者：李雪勤
出版社：浙江人民
出版社

《天下清官》
作者：武陵樵夫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给年轻干部的21
封信》
作者：胡淼森
出版社：中国方正
出版社

《写给孩子的传统
八德故事·礼义廉耻》
作者：贝贝熊童书
馆、李后佶
出版社：新疆青少年
出版社

□本报记者 聂晶

近日，由重庆科幻作家萧星寒创
作的“碳铁之战”四部曲由四川科学
技术出版社出版。“碳铁之战”共105
万字，主要描写2120年到2125年之
间的第三次碳铁之战。这一系列被

业内专家认为是“作者用科幻对人工
智能进行了有益而全面深入的思
考”。让我们听听作者怎么说。

重庆日报：请谈谈你写这个系列
的初衷？

萧星寒：开始写“碳铁之战”系列
是在2011年，人工智能还不像现在
这么热门。当时，我已经看过很多关
于人工智能的科幻小说，其中不乏非
常优秀的作品。但我总觉得不满意，
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被写出来。
这就是我写“碳铁之战”的原因。但
要如何写，才能推陈出新、不落窠臼
呢？

在科幻里，人工智能通常有两副
面孔：要么如同恶魔一般，是纯粹的
恶，它们试图消灭人类，不管是非良
莠；要么如同天使一般，是纯粹的善，
为人类服务不计成败利钝。复杂一

点的，就是让机器人在天使与魔鬼之
间摇摆。但我不想这样写，21世纪
该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工智能了。

重庆日报：这一系列为何取名
“碳铁之战”？

萧星寒：“碳铁之战”中的“碳”指
的是“碳族”，也就是人类，因为人类
是碳基生物，其存在和地球上的其他
生物一样，是建筑在碳元素的基础之
上的。“铁”指“铁族”，在小说中指钢
铁狼人这种觉醒了的人工智能。它
们的存在，是以铁元素为基础的。

人工智能确实是人类的造物，肯
定在方方面面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但它们终究不会是人类的附
庸，不会完全依托人类而存在，而应
该是独立的文明实体。把人工智能
作为一种独立于人类之外的文明来
看待，“碳铁之战”系列的视野一下子

就变得宽广了。
重庆日报：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

与科幻的关系？
萧星寒：毫无疑问，人工智能也

是一种科技产品。现今科技高度发
展，每个人都受益于科技，增产的粮
食、进步的医学、发达的交通、便捷的
通信等。同时，人类也被人工智能所
包围、束缚着，对新兴科技充满争
议。我把各种争议和自己对科技的
想法，都写进了“碳铁之战”系列里。

科幻不是为了预言未来而存在
的，事实上，科幻只是展示未来复杂
的可能性。每当一种未来变成现实，
其他的未来就泯灭在时间的灰烬
里。在科幻的世界里，也可以认为，
任何一种未来，都可以在想象的平行
宇宙里实现。我相信，“碳铁之战”的
故事就发生在其中一个平行宇宙里。

用科幻对人工智能进行有益思考用科幻对人工智能进行有益思考
——访科幻小说“碳铁之战”四部曲作者萧星寒

对 话 作 者

□郝斌

近年来，美国著名学者贾雷德·
戴蒙德的学术畅销书《枪炮、病菌与
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受到高度
关注，不断提示着我们认真思考人类
自身与时代、族群乃至整个人类社会
之间的关系问题。它是一本全球知
名的科普书，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
重要因素，包括枪支、疾病和农业技
术等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如果
你是一位热爱历史、文化、地理和科
学的读者，这本书绝对不容错过。

该书最早出版于 1997 年，次年

获得美国普利策奖，之后曾多次在中
国翻译出版，于 2022 年由中信出版
集团再次翻译出版。

该书试图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解
释财富和权力在全世界分配不均的现
象，并强调了枪炮、病菌与钢铁在主宰
人类社会命运中的重大影响。他特别
通过一种“因果链条”的叙事方式，不
断去追溯问题背后所深藏的人类文明
的久远历程，由此探索提出富有启示
意义的崭新观察视角。其中，对于流
行性“病菌”，作者详述了“病菌”在人
类社会中的出现、传播及其对于部分
族群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作者从人
类文明的视野来看待“病菌”，而非局
限于一时一地一物；他也明确警示了

“病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严峻威
胁，应该给予严肃对待。

与“病菌”相提并论的，还有“枪炮”
和“钢铁”。不同于前者是自然赠与的

“致命礼物”，后两者则关系到人类不同
族群的技术水平和知识水平。他总结
说：“技术的发明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
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
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
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

在本书的叙述中，流露出戴蒙德
对于“欧洲中心主义”历史叙事以及西
方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偏见的强烈批
判。如在本书中，他悉心阐述了“原始
落后”的新几内亚人的生活经验并提
出了“亚力的问题”（编者注：亚力是太
平洋上新几内亚岛当地的一位政治领
袖），阐述了大约3200年前波利尼西亚
人的祖先向太平洋的扩散，还阐述了
澳大利亚土著、中国人、日本人以及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其中，作者特
别辟出专章“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
的中国的”讲述了中国人的历史，体现
了他对于中华历史文明的重视。通过

以上历史叙事，体现了作者更加客观、
理性、多元的历史观。

从既往的文明征服到当今全球
化语境中的大国竞争，戴蒙德的著作
虽然已经出版 25 年了，但仍散发着
历久弥新的思想光辉。他意图提醒
我们在应对全球性危机中需要回望
人类传统社会的智慧。如本书论及
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传统社会，在生
活方式、文化传播以及解决争端、开
展合作等方面所积累的丰富智慧和
经验，仍对当今人类文明发展具有不
容忽视的启示意义。

人类文明发展并非全是竞争，而
是有机共存。正如该书的书名，通过
简单明了的三个词汇，概括了整个书
籍的主题，也为读者打开了探索人类
历史的大门。这不仅是本书给予当
代人类社会的启示，也是五千年中华
文明传承的智慧经验。

打开探索人类历史的大门打开探索人类历史的大门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