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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玉成教授2021年出版《全过程人
民民主理论探析》 一书，掠风气之先，
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理论问题
作了深入探讨，开全国全过程人民民主
理论研究之先河。此次出版的《全过程
人民民主实操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书，以实践操作为主线，比较系统地
探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实践领域的诸
多问题，对如何深化拓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实践作了深入探讨。可以预见，它将
引发以推动实践为主要特征的全国全过
程人民民主研究的第二波热潮，书中提
出的诸多思路、思考、方案、方法，正
是当下实践领域所需要的。

本书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
问题导向、实践第一。“问题”是全书的
起点，第一部分基本问题中所列举的核
心问题、重点方面清楚明了；对适用
的范围界定清晰，实际操作性很强。
第二，研究具有“全过程”性。对当
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所涉及的诸多
方面作了分析研究，内容涉及诸多领
域，而其中聚焦的不同层级，适应不
同的社会界面和社群。第三，具有鲜

明的开放性。书中的实践案例体现了
不同的角度、维度，所表达的将进一
步征集各地各种案例和实践方式、推
动共同探讨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
新实践，使本书从结构到取向，都具
有强健的开放性特征。

2024年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

理念提出5周年。5年来实践领域日新月
异，民主优势不断得到彰显。现阶段进
一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面临两大压
力：一是如何强化制度建设，二是如何
推进实践创新。制度是一个社会结构的
灵魂，也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生
动力。现阶段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供
需”不平衡，需求大于供给，要实现制
度建设与实际需求的供需平衡。本书第
二十章“努力提高制度供给能力”，对这
一问题作了深入探析。

实践领域千姿百态，人民群众是实
践主体。本书从多方面对深化实践问题
作了探讨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
是硬道理。上海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首提地，正在全力开展最佳实践地建
设，已形成许多具有鲜明特点的实践成
果。如果作者还出第三本书，建议把全
国人大在上海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实
践案例、上海扩展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
点实践、政协委员基层工作站实践案例
以及人民建议征集实践方式等收进去，
这是基层民主实践的最新成果，是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多彩的优美风景线。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操指南》

系统探讨实践领域中的问题
□秦德君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更是一部气势恢宏、影响深远的
伟大巨著。它以全面详尽的史实记载和
严谨周密的著作体系，深刻揭示了历史
的内在规律，展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丰
富的思想内涵，被誉为中华文化的根基
和世界文化的瑰宝。

在新时代的广阔视野下，当代学者
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那就是深入探
索《史记》所蕴含的深邃哲理、卓越史
识、百科全书式的珍贵内容，以及这一
切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著名
史学理论家陈其泰教授深耕《史记》研
究已逾四十年，学术积淀深厚，其以十
年之力撰著的 《〈史记〉 精华十五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旨在发掘
《史记》独特的文化魅力，阐释其跨越时
空的永恒价值。

全书以创造性阐释的原则为指导，
运用纵横交错的开阔视野，深入解读司
马迁的多维度历史观念与《史记》五体
结构的核心要义，进而揭示历史编纂发
展的内在规律与深远影响。全书细致总
结《史记》在人物传记创作方面的主要
成就，进一步彰显司马迁“人创造历
史”这一观念的宝贵价值，通过剖析

《史记》的内在结构和叙事艺术，深刻体
悟司马迁的良苦用心，领略其独特的艺
术魅力。全书对 《史记》 的形成背景、
思想内涵及其时代价值进行了深入分析
和探讨，充分阐述《史记》对于锻造中

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巨大贡献。
陈其泰基于中国历史的演进与司马

迁的历史观察力两个角度考察 《史记》
气魄宏大的著史体系，提出了“多维历
史视野”的新概念，剖析了 《史记》 具
有永恒魅力的内在奥秘。“多维历史视
野”是陈其泰对司马迁杰出创造才能在
哲学思维上的总结和提炼。这一新概
括、新表述，不仅呈现了人类对自身
历史认识的发展与进步，而且揭示了
历史编纂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原
创性理论价值。作者善于透过纷繁复
杂的史事洞察历史的本质。在 《〈史
记〉精华十五讲》中，他从“中华民族

史”书写的新视角观照 《史记》 的编
纂，理出了贯穿 《史记》 全书的主线，
即司马迁要写出中华民族从分裂走向统
一、各民族从分散走向融聚并初步形成
中华民族的历史大势。这种认识，对于
我们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
展，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陈其泰以深厚
的理论功底、纵贯的历史眼光，以及长
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刻苦钻研，创
造性地阐释了《史记》对中华民族文化
基因继承和提升的巨大作用。他从五个
方面总结了《史记》为锻造、提升中华
民族文化基因作出的贡献：弘扬传统、
疏通知远；革新创造、穷变通久；加强
统一、凝聚团结；热爱和平、反抗压
迫；包容共辉、和谐有序。这种立足中
国文化实际，结合当下时代需求，通过
视角转换而对 《史记》 作出的新探索，
不仅推进了“史记学”研究，而且有助
于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
精神，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总之，陈其泰站在当今时代高度著
成的 《〈史记〉 精华十五讲》，对 《史
记》进行创造性深入挖掘，展现蕴含其
中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是一部兼
具思想性、学术性和大众性的著作，
真正做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落到实处，
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而且
具有深远的时代现实意义。

《〈史记〉精华十五讲》

创造性阐释司马迁的良苦用心
□曾睿

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史书基本有两种
写作方式，一是瓦萨里式的人物传记，
一是温克尔曼式的编年体史书，但没有
一种是完美的，人物传记在历史性上偶
有不足，编年体则可能因为史学史与艺
术史的发展错位而顾此失彼。范景中的
新书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
（上海书画出版社）三部曲，既跳出“人
物—作品—评价”的排布逻辑，又规避
了按照艺术类型或年代区分导致的理解
断层。本书在原始艺术到后印象主义的
西方艺术史基础上，从形式主义、图像
学等史学史切入，在大专题下重新整合
与回顾这一时期重要的艺术家、史学家
与艺术故事，是一部在绘画、建筑、雕
塑等广义艺术概念上更丰满的西方艺术
史讲稿。

作者认为艺术与文明的发展中，价
值判断不可或缺。此观点与现在视觉文
化的“value free”（排斥价值判断） 导
向 相 对 抗 。 艺 术 的 意 义 来 自 价 值 判
断 ， 艺 术 经 典 著 作 是 价 值 判 断 的 基
准，再者，经典著作的价值也是文明
判断的精华。作者在书中引经据典，
详细地论述了“艺术与文明”框架下
的价值判断。

文中提及尼采哲学的日神精神与酒
神精神，阿波罗的秩序理性与狄奥尼索
斯的狂热感性，令我联想到人类文明最
古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

去往何方？——人们向外的寻求自我定
位，向内的寻找人生方向，细想来这就
是艺术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也是艺术的
价值所在。

后印象主义巨头高更的 《我们从何
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即是
这种终极价值的体现，不仅呈现在思想
上，更体现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在后
印象主义里有一对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
神呼应，且贯穿西方艺术史的概念——
线条与色彩。

美术史理论家沃尔夫林曾有一个经
典论断，他提出线描与图绘、平面与纵

深、封闭形式与开放形式、多样与统
一、清晰与朦胧的五对范畴，其中前五
个对应侧重线条的文艺复兴，后五个对
应侧重色彩的巴洛克艺术。今日的我们
不仅忽视了对艺术的价值判断，也忘记
了沃尔夫林的五对范畴，作为对线条与
色彩争论的洞见，即便面对巴洛克后的
印象派也依旧具有意义。

在谈论印象派的章节中，作者聚焦
于高更的老师毕沙罗，他在安格尔与
德拉克罗瓦的反学院斗争站队之时，
曾犹豫是否要投入德拉克罗瓦的浪漫
主义门下，最终未果，转而与莫奈等
人进行了第三次反学院派运动，也就
是印象主义。

回到毕沙罗，书中有他留给高更、
塞尚等人的一段话，“人们必须得到唯一
的大师——自然，她是永远可以请教的
大师”，也佐证了毕沙罗等人的印象派并
非完全摒弃线条。可见把“线条”或

“色彩”简化为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一
种艺术价值判断的失格。重读沃尔夫林
就能发现，他以共性和形式超越单个案
例，很好地避开了这一陷阱。作者认
为对沃尔夫林普遍史学意义的研究还
有所欠缺，这一观点的背后也是一种
价值判断。沃尔夫林通过比较绕开二
元对立的做法，不仅本身具有研究价
值，也可以成为我们今日回归艺术价值
判断的参考。

《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

回归艺术价值判断
□樊星雨

上海作协启动的“红色起点”主
题纪实文学创作第二季 10 部作品中，
杨绣丽的《人间清白》（上海人民出版
社） 颇值得瞩目。通书读毕，有厚重
与诗意兼美之感。

非虚构写作近些年大有成为“显
学”的趋势。长篇纪实的写作其实并
非易事，而 《人间清白》 这样的作
品，集“历史”“红色”“创作”三个
属性要素于一身，最后呈现出“兼
美”的效果，是在两个“不虚”和一
个“不拘”的基础上达成的。

“历史”写作需要真实。该书的主
角是“龙华四烈士”——我党首届中
央监察委员会中的四位：杨匏安、许
白昊、张佐臣、杨培生，全书实则却
是一部在历史宏幕上展开的群像戏。
四位烈士是主角，配合这一时代大戏
的是多达 60 余位创造历史的人物。初
读时，我贸然以为，序章中应该会顺
次完成四位主角的登场。但事实上，
人物的出场次序、戏份侧重，均衡而
又错落有致。张佐臣、杨培生二位直
到第二章前三节才正式现身，其余众
多配角的出场也不显芜杂。能做到如
此，正是因为有真实的时代背景为依
衬，写作的轴心并非完全围绕着“四
烈士”打转，作者遵从了真实的历史
时序，一一安置各位人物、各种事
件，人的故事依托事的发展而展开。
是为资料层面的不虚。

“红色”写作需要中正。行文不过
分拔高，也不妄自贬驳。《人间清白》
虽然集中描写大量正面人物，但较好
地避免了脸谱化的问题。杨匏安雄
辩、张佐臣毅然、杨培生机敏、许白
昊组织能力极强，固然都是革命者所
必备的人物特性，但是书中又有他们
或肺病沉重的细节，或为革命“父母
且不顾，何言子与妻”这样的反常俗
事迹加入，他们因而成了有血有肉的
人物。稍加观览“红色”文艺作品的
历史就能发现，六七十年代的革命小
说常掺杂大量的说教，读来时常失于
乏味；而影视作品中人物的脸谱化问
题则从早期一路延续到当代创作中，
为受众所诟病。红色题材创作在现
代，如何能避开这一“宿命软肋”？

《人间清白》 从一定程度上给出了示
范。如李敬泽所言，“非虚构是在真诚
和真实两个意义上的承诺”。是为精神
层面的不虚。

“创作”需要避免作品沦为史料长
编，既为历史留痕——能够为专业读
者提供资料价值，更要给普通读者以
文学层面上的感染。《人间清白》不仅
有史料性，还有触动人的文字。作者
作为诗人的职业身份无声浸润于该书
的写作中。全书诗性显著，引用了大
量经典诗词和四位主角自己创作的旧
体诗。诗化的语言，对严肃庞杂的史
料起到了消解作用，为作品的文学性
增色不少。在尊重史实的基础架构
上，书中还穿插了相当一些分寸得当
的想象之笔，例如让一些情节通过人
物的语言展开铺陈，增加了文字的可
读性。是为不拘。

围城之外的人看上海，似乎总是首
先关注到它发达的商业属性。其实，上
海最重要的城市特性是“码头”。码头
是众生群像的最佳发生地，从开埠起，
无数人来往于这座城市，有的被接纳定
居、有的成为匆匆过客，却留下了精彩
的故事。也因为码头城市的属性，在一
个风云变革的年代，塑造了上海日后常
被人忽略实则却十分重要的红色底蕴。
这种红色基因是《人间清白》一书诞生
的重要因素；而历史的天空划过几颗
星，值得后人捡拾与铭记，这也是《人
间清白》一书的意义。

《人间清白》

两个“不虚”和一个“不拘”
□王云

“使命”一词最早见于《左传》中
的“会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听”，其含
义是指派人办事的命令、任务，多比
喻重大的责任。使命之于一个人，寓
意其前途命运；之于一个政党，则有

“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伟
大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为
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使命而生，是
一个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因此，
读懂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才能真正读
懂中国共产党。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24 年出版的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
命》 一书，对我党百余年的光辉历程
进行了科学总结，又着重阐释了新时
代新征程党的战略部署的实践要求。
全书论述结合，结构严谨，是一部优
秀的主题图书。读完本书，笔者有以
下几点感受：

其一，始终坚持唯物史观，通过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分析党在不
同历史阶段所面临的不同的使命任
务 。 紧 紧 抓 住 “ 使 命 ” 这 个 关 键
词，并以此为线索，阐释我党在百余
年前国家面临生死危亡之际，如何担
负起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的使命；
面对内忧外患，勇于担当，树立起自
身历史使命，完成一次又一次革命任
务，又不断树立起新的历史使命。作
者立足大历史观，为读者呈现出中
国共产党这艘红船，如何从悠悠小
船 壮 大 成 巍 巍 巨 轮 ， 不 断 劈 波 斩
浪，扬帆远航。面对当前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作者通过对党的二
十大报告的深入解读分析，阐释了我
党将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用什么样
的战略定力、朝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砥
砺前进。

其二，论述了进行伟大斗争、建
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
大梦想使命形成的内在思想逻辑，并
将“四个伟大”从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上加以研究。作者通过将党的实践探
索和理论创新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
实践观论证了“四个伟大”的必然性
和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继续发展、继续
创新实践的必然性。作者在分别阐述

“四个伟大”各自形成的历史逻辑、理

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
将“四个伟大”如何相互贯通、相互
作用作了分析，对四者之间的辩证统
一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阐释了“四
个伟大”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之
间的内在关联。

其三，着重叙述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一系列
理论创新，深刻体现了我党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新境界，融
政治性、理论性、时代性于一体。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基本理论转化为实
践的中介，是基本理论在政治上的落
脚点，是经过不断探索，不断形成新
的适应当下时代的理论，作者阐释了
我国在各个时期、各个方面认识实
践、掌握规律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的
过程，既在宏观上体现出党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又
在细小处以数字、文件、领导人的重
要讲话反映出党在百余年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

作为一部讲国情的作品，《新时代
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并非
以列数字、讲例子、叙历史的简单
写法勾勒出“使命”轮廓，而是以
情动人，以历史人物式的代入感邀请
读者重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成长
史，感受党对自身历史使命的一次次
升华。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回望初心 赓续使命
□刘晓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