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 林 2013年7月2日 星期二 13

图书出版部主办 责任编辑：王大庆、李苑 联系电话：010-67078616 电子邮箱：gmdushu@163.com 美术编辑：杨震

书人书事

陆学艺先生的《“三农”续论：当代

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原定

于今年五六月间出版。正在出版工作

紧锣密鼓开展之际，惊悉陆先生不幸

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在京辞世，噩耗传

来，大家不胜悲痛！

“做学问就是要解决问题”，这是

陆学艺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

所有学术研究的目的和动力。陆学艺

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社会学理论、社

会结构研究，留下了《当代中国社会阶

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等

扛鼎之作。学术界评价陆学艺的学术

成 就 ：首 先 ，他 对 中 国 当 代 社 会 的 农

村、农业问题有重大的真知灼见，为中

国社会的转型、城市化，做出了一般研

究者难以望其项背的贡献。第二，他

对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长期关

注。由于他的及时提醒，中央长期关

注粮食生产问题，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第三，在社会学

方面建树卓著。他以主编《当代中国

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

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当代中国社

会建设》而享誉中外，在当代的中国社

会学学者中堪为佼佼者，在社会结构

和社会分层方面的学术贡献巨大。

30 多年来，陆学艺到过全国 31 个

省市自治区调研，同农业的多个部门打

交道，发挥智囊作用的例子比比皆是。

譬如，1979 年 9 月中旬，陆学艺和两位

同事到安徽调研后，顶着有悖中央文件

的压力，写成了研究报告《包产到户问

题应当重新研究》，于当年 11 月 3 日刊

发 在《未 定 稿》增 刊 ，虽 然 共 印 了 200

份，但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安徽省委书

记万里也看到了。后来，万里在一次干

部会上说，最早为包产到户做宣传的文

章，是社科院同志写的。这份增刊传到

甘肃省，省长李登瀛专门转给省委书记

宋平，并在刊物上写了如下一段话：“这

份材料是从北京捎来的，其中社科院写

作组的那一篇要重视，同文件的说法不

一致，值得我们思考。”可以说，这份调

研报告有力地助推了“包产到户”的改

革实践。

再如，陆学艺出于对粮食安全的

忧虑，1986 年 4 月写出了《农业面临比

较严峻的形势》一文，指出农业发展的

11 大制约因素，主要是两条：一是我国

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这几年不仅没

有得到加强，反而在几个重要方面削

弱了；二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

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到一定的挫伤。

1986 年 6 月 10 日邓小平找中央领

导同志座谈时指出：“农业上如果有一

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粗略估计

一下，到 2000 年，以 12 亿人口每人 800

斤 计 算 ，粮 食 年 产 量 要 达 到 9600 亿

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 100 多亿

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现在粮食

增长较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

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

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

意的”（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59

页：《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见《“三农”续论》第 35 页）。此后，中

央专门进行了讨论，责成中央书记处

政策研究室、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水

利部、电力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

心（即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等单位共

同研究，提出今后 10 年增强农业后劲

的建议。

他最早倡导县域综合体制改革。

进入新世纪，陆学艺敏锐地提出，我国

农村必须要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初步

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改革。他认

为，“三农”问题长期解决不好的重要原

因，是因为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障碍。

为此，他提出了根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三

项重要举措：改革城乡分治的户籍制

度、改革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制度和实行

财政体制的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

2006 年，重庆出版集团为配合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决定出版《新时代

新农村建设书系》，陆学艺慨然应诺担

任这套丛书的总主编，该书系迄今已出

版近 60 种。2008 年，陆学艺答应将自

己的第五部“三农”文集交由重庆出版

集团出版，这就是《“三农”续论：当代中

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一书。他

为本书写了非常有分量的“前言”、“后

记”，亲自审读了书稿校样、版式，并对

图书封面设计提出了修改意见。甚至，

还不厌其烦地审读了图书腰封和封底

文字。他去世的十多天前，还与编辑通

电话讨论图书的宣传事宜。

应当说，这本书的重要出版元素，

陆学艺生前都看到了。但让人痛惜的

是，他没能看到这本书面世。

“不深读‘三农’就不懂得中国”。

《“三农”续论》是一部关系重大的实践

学说，其资政价值、学术品位与生动性

高度融合。非常适合参与国家改革发

展进程的各级党政干部、“三农”问题

决策者、管理者和“三农”工作者、社会

学者阅读，对“三农”问题有兴趣的广

大读者也将大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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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图书馆《乖崖张公语录》二卷，（宋）
李畋辑，宋绍定三年（1230）俞宅书塾刻本，
曹元忠跋。卷端下题：门生朝奉郎尚书虞部
员外郎致仕李畋集。卷末木记题：绍定庚寅
刊于钱塘俞宅书塾。避宋讳，“完”“慎”等字
缺末笔。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白
口，有刻工：通、中、免。

张咏（946-1015），字复之，谥忠定，
宋鄄城（今属山东）人。太平兴国五年
（980）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枢密直学士，
曾知益州、杭州、昇州、陈州等地，北宋士
大夫的议论甚至将他与赵普、寇准并列，
认为是宋兴以来功绩最大的名臣之一。
张咏尤以治蜀著称，蜀民把他比作诸葛

孔明。张咏在自己画像上题赞云：“乖则
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
故被人称为张乖崖。《乖崖张公语录》由
张咏的门人李畋（约 952-约 1053）编纂，
主要记载其治蜀期间可以垂于后世的言
行。张咏语录为《五朝名臣言行录》《事
实类苑》《渑水燕谈录》《郡斋读书志》《遂
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书引用或
著录，但名称与卷数，宋人记载颇不相
同，可见当时流布广泛。张咏语录目前
存世宋版有两种系统，一种为张咏文集
所收“语录”卷，另一种为单行本。现知
上海博物馆藏《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
《附集》一卷，宋嘉定年间郭森卿刻本，曾
选作民国影印《续古逸丛书》的底本，其
中第十二卷为“语录”；国家图书馆藏《乖
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集》一卷，宋咸淳
五年（1269）伊赓崇阳县斋刻本（配明赐
书楼抄本），卷十二“语录”为抄配本。南
京图书馆藏《乖崖张公语录》，可以说是
现存唯一的宋刻宋印单行本张咏语录。

此本上卷为张氏言行记录，下卷为
“公与潭牧刘学士帖”及韩绛、王安石等
多人的题跋，另录有《王文正遗事》《梦
溪笔谈》等书中所载张咏事迹。“潭牧刘

学士”指刘师道（960-1014），字损之，宋
东明（今属山东）人，雍熙进士，历任彭、
润、潭诸州知州，累官枢密直学士。张咏
文集又录有“寄潭州刘郎中（师道）”诗，
说明二人交往密切。从现存宋版看，张
咏文集所收“语录”仅19则，而单行本《乖
崖张公语录》所载达 65则，二者相较，单
行本记事更为详备而有序。张咏语录今
天读起来也并未“过时”，如张咏说：“大
凡举人，须举好退者，⋯⋯莫举奔竞者。
奔竞者能曲事谄媚，求人知己，若举之必
能矜才好利，累及举官。”这种推举人才
的观念，对当代人才制度建设或有启示
意义。单行本《乖崖张公语录》刻于宋杭
州，当时全国有浙、蜀、闽三大刻书中心，
浙本居首，而浙本又以杭州本最著名，这
部《语录》就是钱塘（今杭州）俞家书塾所
刻，字体介于欧阳洵和禇遂良之间，用纸
是细腻的皮纸，墨色至今仍匀净有光泽，
体现宋代杭州本典型风格。国家图书馆
藏宋咸淳杭州廖氏世彩堂刻本《昌黎先
生集》和《河东先生集》，被称为“传世神
品”，而这部《语录》可与之媲美。《中国古
籍善本书目》未著录此本，珍贵可知。

此宋本钤有“俞贞木”“郑之铨印”“郑

西冉阅”“松陵史蓉庄藏”等印。俞贞木
（1331-1401）初名桢，字有立，元末明初
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著名学者俞琰
（1253-1314）之孙。通经史，工古文辞，
善小楷，俞琰撰《周易集说》由其缮写刊
行。俞氏藏此本递经郑之铨、史开基（号
蓉庄）等家收藏，又转归苏州顾氏过云
楼。书末有曹元忠细阅顾氏藏书后的题
跋。曹元忠（1865—1923），字夔一，号君
直，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清光绪举人，
曾参与“公车上书”，民国后以遗老自居。
曹跋末所署“宣统丁巳八月甲申”，实为民
国六年（1917），当年夏季虽发生张勋拥戴
溥仪复辟事件，但至八月事件已平息多
日。据《藏园群书经眼录》记载，傅增湘先
生民国壬子年（1912）二月观此书于苏州
顾鹤逸家，而民国壬戌年（1922）王国维先
生撰《两浙古刊本考》也著录此书，并称

“吴门顾氏藏”。1991年秋，南京图书馆
购藏顾氏过云楼藏书 541部，宋版《乖崖
张公语录》就是其中的奇秘佳本之一，现
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作者为南京图书馆研究部主任、研
究馆员，国家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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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对“文化产业”有
不同界定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

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活动中的文

化因素和文化成果已经成为现代生产力

的重要构成或促进因素，而文化资源稀

缺性和重复利用性的特性，使得文化资

源 逐 渐 成 为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的 主 导 性 力

量。无论是从文化需求的角度还是从文

化供给的角度，其对扩大内需，进而对经

济增长有拉动和提升作用。“文化产业”

的概念也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频繁地使

用。各国政府把制定“文化产业”政策、

促 进“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提 到 议 事 日 程 上

来，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但由于世界各国在规划和发展“文

化产业”过程中，侧重点、落脚点、开展的

范围、发展的路径不同，对“文化产业”从

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的界定，使用了不

同的称谓，譬如“版权产业”“文化产业”

“创意产业”等。这些概念和界定更多地

体现了世界各国各自的战略思考和政策

导向。

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

斯 、乌 克 兰 、荷 兰 、匈 牙 利 、新 加 坡 等 国

家，是从文化产品具有知识产权的角度

将文化产业界定为版权产业。德国、西

班牙等国家使用“文化产业”的称谓。英

国、新西兰等国家，文化产业被称为“创

意产业”。日本、韩国、芬兰等国家，文化

产业被称为“内容产业”，更强调内容的

精神属性。日本政府认为凡是与文化相

关联的产业都属于内容产业。

联合国三大组织分别推出
分类标准

在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的 积 极 推 动

下，自 20 世纪 70 年代加拿大和瑞典首次

进 行 版 权 相 关 产 业 经 济 贡 献 的 研 究 以

来，世界上已有 30 多个国家开展了版权

相关产业经济贡献的研究。为建立统一

的版权产业调查与分析规则，指导越来

越多的国家和学者开展的版权对国民经

济贡献的量化研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于 2003 年发表了《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

献调查指南》，按照版权在相关产业中的

作用大小，把版权产业分为“核心版权产

业”“相互依存的版权产业”“部分版权产

业”“非专业支持产业”等四类。版权在

这四类产业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各

有不同，它们对于版权保护的依赖程度

逐渐递减。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于 1985 年 建 立

了文化产业分类标准，于 1986 年制定了

统 计 框 架 ，并 分 别 于 1993 年 和 2009 年

作 了 进 一 步 修 正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把文化产业定义为，以艺术创造表达形

式 和 遗 产 古 迹 为 基 础 而 引 起 的 各 种 活

动 和 产 出 ，具 体 包 括 文 化 遗 产 、出 版 印

刷业的著作文献、音乐、表演艺术、视觉

艺术、音频媒体、视听媒体、社会文化活

动 、体 育 和 游 戏 、环 境 和 自 然 等 十 大 类

别。

联合国贸发大会专门设有创意产业

部，把创意产业定义为那些依个人创意、

技能和天才，通过挖掘和开发智力财产

以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根据这

个定义，创意产业包括广告、建筑、美术

和古董交易、手工艺、设计、时尚、电影、

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

件，以及电视、广播等诸多部门。他们认

为创意产业不再局限于传统文化产业，

而是适应新的产业形态而出现的创新概

念。

版权产业、文化产业、创意
产业在我国发展的状况

从 2007 年开始，国家版权局与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合作，委托中国出版科学

研究所（现更名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在我国开展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的测

算。测算方法是利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提供的分类标准，对我国版权相关产业

进行量化分析，包括行业增加值、就业人

数、出口额三个经济指标。通过对 2004

年、2006 年—2011 年的调研显示，我国版

权相关产业初具规模，版权对国民经济

已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版权相关产

业的行业增加值年增长率高于 GDP 年增

长率。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全部版权

相关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较高，核心版

权产业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但

有较大上升空间。

在 2000 年以前，我国对文化产业、文

化创意产业基本处于研究探讨范畴，基

本上把文化产业等同于文化创意产业。

进入 21 世纪，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 ，使 我 国 文 化 产 业 得 到 了 空 前 的 发

展。2000 年 10 月，首次在政府文件中使

用“文化产业”的概念。2002 年 11 月，党

的十六大作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

体部署，明确划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

2003 年，中宣部会同国家统计局等

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文化产业统计课题研

究 ，第 一 次 明 确 提 出 了 文 化 产 业 定 义 ，

即：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

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有关联的活动的

集合，并于 2004 年编制出台了《文化及相

关产业分类》和《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指

标体系框架》。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文

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家统计局修订完

成并于 2012 年 7 月 2 日印发了《文化及相

关产业分类（2012）》。此次修订调整了

类别结构，增加了与文化生产活动相关

的创意、新业态、软件设计服务等内容和

部分行业小类，减少了少量不符合文化

及相关产业定义的活动类别。

我国版权产业概念和界定完全脱胎

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分类标准，而我

国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有其特定的概念

和 界 定 。 版 权 产 业 与 文 化 产 业 称 谓 不

同，各有各的出发点与侧重点，也各有各

的作用与意义。但主体内容类似，外延

范围存在着近似或相同、交叉或覆盖的

关系。文化产业需要借助于各种媒体向

大众传播，而以法律为基础的版权制度

为其传播与创新提供了合法的保护。新

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文化创意、

广告设计、计算机软件、信息网络等相关

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如果没有版权保护的

制 度 支 撑 ，就 会 成 为 无 源 之 水 、无 本 之

木，缺少产业生存发展的基础。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
长、研究员）

版权产业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
□ 范 军

“全国古籍普查拾珍”⑩

当前，版权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
词汇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前不久，在由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举办的保护音像表演外交
会议期间，国家版权局发布了《中国版权相关
产业的经济贡献（2007 年—2009 年）》报告。
同时，国家统计局也颁布了新修订的《文化及
相关产业分类（2012）》标准，北京市和上海
市分别发布了《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报告》和
《上海市创意产业报告》。在许多场合不断有
人问起，版权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三者
之间有什么关系？三者之间又有哪些不同？

在第十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

展览会上，观众在体验台体验最新的网

页游戏。 李苑摄

在第十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

展览会上，观众在体验台体验最新的网

页游戏。 李苑摄

在 中 国 艺 术 节 办 到 第 十 届 的 时

候，我们终于有了一部研究艺术节的

学术专著。

世界上有很多的艺术节，以至于被

归纳评出了“世界十大艺术节”，他们的

特色、经验常被作为中国艺术节借鉴、

努力的样板。但是，以住的研究、宣传

都没有意识到国际上的这些艺术节与

中国艺术节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简

单说，这十大艺术节都是城市艺术节，

一直由一座城市举办，而中国艺术节则

是由不同的城市轮流举办。这两种不

同的办节方式内蕴大不相同。

中国艺术节是国家级节事活动，

在国内各省市之间流动举办。这样的

一种举办方式当然有其独特的考虑。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经济

发 展 水 平 不 同 ，文 化 风 情 也 千 差 万

别。艺术节推动城市经济文化发展的

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各地轮流举办有

助于带动不同地域的经济文化发展。

另外，让更多的人享受艺术节带来的

欢乐，感受艺术的熏陶也是轮流举办

的合理之处。

当然，这样的举办方式也给主办

方带来了挑战。在一城一地固定举办

的活动中，传统更易形成并保持。绵

延到一定岁月之后，一届届活动便会

累积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代代相续，欣

欣 向 荣 。 而 易 地 举 办 则 有 很 大 的 麻

烦，每一次都由不同的人来操办，对举

办地、操办者来说，这只是一个阶段性

的临时工作，活动的专业性难以保持，

传统时时而变，不易完善。参加艺术

节的人不会有旧地重游的温韾，也很

难体会绵延不绝的人文底蕴。比如，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在山东济南举行，

而济南有 2600 年的建城史，这份悠久

的城市史多大程度上能与艺术节融为

一体，这是个疑问。令我们高兴的是，

“十艺节”主办者们拿出了《济南筹办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研究》这样一部对

中国艺术节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它

是为济南“十艺节”而展开的研究，但

它关注和涉及的问题却是中国艺术节

更广阔的内容。

中国艺术节肯定会一届届延续，

如何把握中国国情，把艺术节办成一

个万众瞩目、传统丰厚的艺术盛会，是

一个艰巨的任务。《济南筹办第十届中

国艺术节研究》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

第一步，意义重大，这是要对其表示赞

赏的。

《济南筹办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研
究》 韩圣喜、石兆宏主编 山东文艺
出版社出版

大国的艺术节
□ 包心鉴

大国的艺术节
□ 包心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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