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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来“袭”

日前，在部署近期工作的常委
市长联席会议上，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徐锋向全市领导干部郑
重推荐了一本书《两次全球大危机
的比较研究》。

该书由刘鹤执笔，是迄今为止对全球
经济危机研究最权威、最深入的书。徐锋
希望全市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充分认
识当前发展形势，提振精气神，坚定信心，
努力，为启东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刘鹤是谁？
刘鹤：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
组副书记，是当下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智囊
之一。

2012年，刘鹤发表了《两次全球大危
机的比较研究》一文，内容是对2008年全
球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

条”两次危机的异同进行比较，并考量各
国政府应对方式的得失。

2015年11月，有中国“诺贝尔经济

学奖”之称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浙江颁
奖，《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奖。

在大众眼中，刘鹤其实没有他的那
些发明那么有名。比如现在叫得很响的

“顶层设计”一词，就出于他的构想。
刘鹤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还提出过一

个著名观点：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
长的力量只有两个，中国的城市化和发达
国家高技术的扩张。这个观点在很多场合
多次被他提及。

刘鹤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期间主
笔的《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受
到国务院负责人的高度重视，因此被调到
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在国家计委
工作期间，刘鹤主持制定了11个国家产
业政策，其中5个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
布。他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

“十五”计划，还参与“十二五”规划编制，
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和
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
执笔人。

（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考察福建
平潭刘鹤陪同）

有政策研究人士称，近年来的一些重
大经济政策，都能在刘鹤的论著和言论
中看出端倪。本届政府放在重要位置上
的城镇化战略，也出现在刘鹤2006年的
一封“锦囊”里。他于当年发表《拉美
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认
为拉美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大量原农牧业

劳动者未能被现代经济部门吸纳，导致
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并建议中国稳步推
进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和非国有经济，
避免拉美化。

刘鹤此书研究了什么？
查询可知，《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

研究》缘起2010年中央财办启动的“两次
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对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
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期望以史为
鉴，理解今天，展望未来。项目报告最后写
道：本研究报告的课题组组长刘鹤，总报
告执笔人刘鹤。本文形成初稿后，分别征
求了吴敬琏、樊纲、易纲、李扬、韩文秀、卢
迈、刘春航、魏加宁、蔡洪滨的意见，同时
还征求过中央财办内部杨伟民、蒲淳、刘
国强、尹艳林、赵建的意见。

据介绍，“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
究”课题组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
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
开发银行等单位参与研究。参与单位分别
从国际政治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
观机制等角度展开研究，完成了专题研究
报告。中央财办进行了综合研究，完成了
总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研
究成果已经在为中央决策服务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小伙伴们是否对此书有了大概了解
呢，赶紧找来看一看吧。

这本牛书你可不能错过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书中自有黄金屋

正月十五闹元宵，各地的风俗习惯
有很大的不同，且看启东人是怎样过元
宵节的。

首先一个项目是上坟。启东人大年
三十要上坟，正月半也要上坟。年三十
回家，过完正月半就要外出做事了，和
老祖宗打个招呼，祈求一年平安。

其次是“煝草堆”。把家里打扫出来
的垃圾，宅边沟边的枯技、碎柴等堆在
一起，点火熏烧，放出浓烟，意为除旧迎
新。启东人年三十晚上和正月半晚都有
这个活动，这时候乡下一般烟雾弥漫，
据说也有利于杀灭农田里的病虫害。

第三个项目就是扎灯笼。以前一般
都是每家人家自已动手扎的，现在会扎
的人少了，一般是上街买的，我小时候
就提过我父亲扎的八角灯笼和兔子灯
笼。左邻右舍的孩子们，提着灯笼玩耍，
增添了许多节日气氛。

第四个项目是吃圆子和卷团。圆子
是自家做的，比北方人的汤圆要大三
倍，咸芯圆子（白菜、豆腐干、肉丁）做成
长的，甜芯圆子（豆沙）做成圆的。意为
一家团圆。卷团现在很少有人家做了，
也是用糯米做的，两头大中间细，有点
像一个袖珍哑铃。有句老话是这样说
的：“吃了两头（肚），各人寻头路”，意为
过完正月半，大家就要各自外出做活求
生存发展了。

第五个项目是“找田财”。用柴扎一
个火把，点着后在自家的田边转圈，口
中喊：“田财田财，大家发财”，意为祈求
新的一年五谷丰登。这个项目现在也很

少有人搞了。
第六个项

目 就 是 放 焰
火。一般人家
放得少一点，
主要是给小孩
子玩的。大户
人家会放多一
些，村里的人
大都会出来欣
赏这一个美丽
的夜空。

过玩正月
半，外出打工
的就要出发，
孩子要上学，
有工作的也要上班。家中留下的，又是
年迈的父母，还有一年的牵挂！

农历正月十三日，县境北地区称“上
灯节”或“蓬灯节”，是晚开始，连续几天，

人们点天灯，挂红喜等。农历正月十五，家
家户户闹元宵，扎花灯，挂红灯。晚上，点
亮各色花灯，成群结队地玩灯，还有跳狮
子，踩高跷生等民间娱乐活动。 陆欣

启东人的元宵节

作为中国的国民读物，《西游记》陪伴了
几乎每个人成长。小说里，唐僧师徒翻越崇
山峻岭，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到达西天，
取得真经。

于是三藏送上了通关文牒。“牒文上有
宝象国印、乌鸡国印、车迟国印、西梁女国
印、祭赛国印、朱紫国印、狮驼国印、比丘国
印、灭法国印，又有凤仙郡印、玉华州印、金
平府印。太宗览毕，收了。”

尽管我们都知道，小说毕竟是小说，这
些国家在历史上也并不一定真的存在，但唐
僧师徒经过的一些国家，在今天的现实中依
然能找到投影。

1.宝象国（今我国新疆境内）
在吴承恩的笔下，宝象国可谓气象万

千。“地虽千里外，景物一般饶。瑞霭祥烟笼
罩，清风明月招摇。嵂嵂崒崒的远山，大开图
画；潺潺蔽蔽的流水，碎溅琼瑶。可耕的连阡
带陌，足食的密蕙新苗。”

有猜测认为，宝象国可能是唐代的安西
重镇龟兹。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称这个国家
为屈支，“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
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穈麦有粳稻出
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

经过一千多年的变迁，龟兹古城的遗迹
仍能在新疆的库车县找到。库车县位于中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西部，属阿克苏地区东
端。

2.乌鸡国（今我国新疆境内）
小说第三十六回至第四十回，乌鸡国被

假国王统治了三十年，真国王的魂魄向唐僧
求救。孙悟空出手，救活了真国王，并打败了
假国王，让真国王重获王位。

根据考证，乌鸡国的原型是历史上的阿
耆尼国，《大唐西域记》里西域开篇就写的是
阿耆尼国，“阿耆尼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
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西面据山，道
险易守。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穈、黍、宿
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气序和畅，风俗
质直……王，其国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称

伐，国无纲纪，法不整肃。”据说，之所以演化
成乌鸡国，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个别名“乌
耆”，经历史的误传，加上想象力，变成了小
说家笔下的乌鸡国。

而这个“国家”在今天则是新疆的焉耆
县，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下辖的自治县。

3.车迟国（今我国新疆境内）
在《西游记》第四十五回中，唐僧师徒经

过车迟国。车迟国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
面也有记载。但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称
车迟国为“车师”，车师的都城是交河城。而
我们熟悉的古诗《古从军行》，描述的就是交
河城。

车师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站，东南通

往敦煌，向南通往楼兰、鄯善，向西通往焉
耆，西北通往乌孙，东北通往匈奴。早在公元
450年，匈奴困车师国达八年之久，车师王弃
城而走，从此，交河被并入了高昌，车师的名
字从历史上消失了。直到今天，交河古城的
遗址依然存在，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
番县城西10公里的雅尔乃孜沟村。

4.祭赛国（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在祭赛国，乱石山碧波潭万圣龙王的驸

马九头虫偷走了祭赛国的国宝，导致祭赛国
国无宁日。孙悟空在二郎真君的帮助下除掉
了九头虫，找回了国宝。

书中，祭赛国“龙蟠形势，虎踞金城。四
垂华盖近，百转紫墟平。玉石桥栏排巧兽，黄
金台座列贤明。真个是神洲都会，天府瑶京。

万里邦畿固，千年帝业隆。蛮夷拱服君恩远，
海岳朝元圣会盈。御阶洁净，辇路清宁。酒肆
歌声闹，花楼喜气生。未央宫外长春树，应许
朝阳彩凤鸣。”

祭赛国是今天的哪里？可以猜测的是，
从这时起，唐僧师徒已经步入广大的中亚地
区。而乱石山碧波潭，作为小说中两度出现
的湖，还给大家贡献了两个有喜感的小妖，
鱼精奔波儿灞和灞波儿奔。然而，在中亚地
区，湖是相对罕见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
里提到了一个名为“大清池”的湖，被认为是
乱石山碧波潭的原型。

大清池其实是现在的伊塞克湖，位于吉
尔吉斯斯坦东北部天山山脉北麓。从高处俯
瞰，伊塞克湖就像一块碧玉嵌在山中，湖水
清澈澄碧，终年不冻，有中亚明珠之称。这也
意味着，唐僧师徒此时已经到了吉尔吉斯斯
坦境内。

5.朱紫国（今斯里兰卡）
第六十八回，唐僧一行来到朱紫国。在

书中，这个国家“门楼高耸，垛迭齐排。周围活
水通流，南北高山相对。六街三市货资多，万
户千家生意盛。”现实中的朱紫国在哪？《大唐
西域记》中，玄奘曾提到一个执师子国传说，
这个传说与朱紫国的故事高度类似，讲的是
执师子国的建国传说。然而，执师子国其实又
叫狮子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

6.狮驼国（今印度境内）
狮驼国是《西游记》中唯一一个由妖精

把持的国家。这个国家有三个妖魔，分别是
青狮、白象和大鹏。但其实，这3个妖怪都非
常大牌。青狮是文殊菩萨的坐骑，白象是普
贤菩萨的坐骑，而大鹏则是如来的亲戚。最
终，孙悟空请来佛祖，才降灭了这三个全书
中“最有后台”的妖怪。

既然是由动物把持的国家，现实中应该
没有原型了吧。但也有研究认为，拥有青狮、
白象、大鹏鸟等具有佛教象征的动物，意味
着唐僧师徒此时已经进入了印度境内，而白
象，更是典型的印度形象的代表。

7.比丘国（今尼泊尔）
小说中第七十八、七十九回，说的是师

徒四人在比丘国降魔的故事。比丘国如今在
哪？最集中的说法认为是尼泊尔。尽管玄奘
取经路途中没有经过尼泊尔，但他在印度考
察期间，曾游历尼泊尔等诸国。他在《大唐西
域记》里写道，“尼波罗国周四千余里，在雪
山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山川连属，宜谷
稼，多花果，出赤铜、犛牛、命命鸟。货用赤铜
钱。气序寒烈，风俗险诐，人性刚犷，信义轻
薄。无学艺，有工巧。形貌丑弊，邪正兼信。伽
蓝、天祠接堵连隅。僧徒二千余人，大小二
乘，兼功综习。外道异学，其数不详。”

8.天竺国（今印度境内）
虽然唐僧的官文上没有天竺国的印章，

但作为西天取经的目的地，天竺国是最重要
的一个国家。在这里，唐僧遭遇了真假天竺
公主等4次劫难。玉兔精化身的天竺公主希
望招唐僧为驸马，被孙悟空识破，最终显出
原形，原来是广寒宫中捣药的玉兔。

在天竺，师徒四人终于取得了真经，但
到手后才发现是“无字真经”。然而，最终结
局皆大欢喜，师徒四人历时14年抵达天竺，
却只用了8天返回长安，向唐太宗复命。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在印度待了两
年多，潜心研习佛法。当时的印度小国林立，
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史称五印度或
五天竺。玄奘先到北印度，再游学中印度、东
印度、南印度、西印度，再返回那烂陀寺。在
那里，他获得了大乘天的尊称。

公元643年春天，玄奘取道今巴基斯坦
北上，经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
盆地南线回国，两年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首
都长安。至此，玄奘一个人的“西游记”才算
结束。

“世界最美的书”
到底美在哪儿？

2016“世界最美的书”在莱比锡揭晓，《订单——
方圆故事》和《学而不厌》分获金奖和铜奖，这也是继
2004年《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之后，中国第
二次荣获“世界最美的书”金奖。

根据上海市新闻出版局2月14日发布的消息，
2016“世界最美的书”评选近日在德国莱比锡揭晓，
其中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选
送的两部作品《订单——方圆故事》和《学而不厌》分
别荣获金奖和铜奖，这也是继2004年《梅兰芳（藏）戏
曲史料图画集》之后，“中国最美的书”选送作品第二
次荣获“世界最美的书”金奖。

《订单——方圆故事》

《订单——方圆故事》由李瑾设计，广西美术出版
社出版，以书店订单为引导，讲述了中国西安一家有
着33年历史的私营美术书店的发展故事。

2015“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给出的评语为：封
面采用包装纸，书名仿照订单，选材和设计都很新颖。
以出版社往来信件作为开头，每一页的签名都附上不
同的肖像，趣味十足且富有个性。设计打破常规，在前
言和目录之间插入图片，书口呈动画图像翻阅形态，
激发读者去探寻和发现。

《学而不厌》
《学而不厌》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曲闵

民、蒋茜设计。本书借用《论语·述而》中“学而不厌”的
典故讲述某知名艺术家对学习的思考。

2015“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的评语如下：本书
使用传统的宣纸来印刷中国画与书法，纸面成像富有
质感。部分画页左右上下翻折，赋予阅读以动感，与主
题相辅相成。封面用绘画装裱形式制作，工艺手段与
内容吻合，裸背装订方式便于翻阅，柔软程度如同品
读古籍。文本排列随阅读游动，在规则中寻求着文字
群的变化，或虚或实、是有序与无序的对立统一。

据悉，“世界最美的书”组委会德国图书艺术基
金会今年共收到来自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评作
品近600件。国际评委团经过两天的精挑细选，最终
推选出14件作品荣膺2016“世界最美的书”称号。这
些获奖作品分别来自8个国家或地区。

悟空他们去过哪些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