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

——读 “读报随想” 的随想

黄 鑫

左春台同志用笔名 “唐生”撰写的《 读 报随想》

系列财经杂文，在《 财经》 杂志上以 专栏形式刊出 以

来，迄今已有17篇 了。每每拿起新到的一期《 财政》

杂志，必先寻找《 读报随想》 栏目。自从《 读 报随想》

刊出以 来，我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读报随想 》 的

文章题目开宗明 义，内容恢宏丰富，文风 清新明快，

读来脍 炙人口 ，引人入 胜。这里借用陈云同 志的一句

名言作为这篇学习体会的题目 ，谈谈 经济学学风、 文

风以 及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问 题。

杂文，这种被人称为“带刺的玫瑰” 和 “匕首 、

投枪”的文体，以 短小、活泼、锋利、隽永 独秀于文

坛，世上多用于揭微显隐，痛心针砭，或饱 含 深情，

讴歌新风，但用于论道财经问题的却不 多见。左春台

同志以 杂文作为议论财经问题的武器，除了《 读 报随

想》 系列之外，还包括《 量力而行，循序渐 进——当

前财政工作中的若干问题》 和《 量 力 而 行与 综 合 平

衡》 两本专著中收 录的财经杂文。这些杂 文，或总 结

经验，牢记教训，提出建议；或针砭时弊，一针 见 血，

催人警觉；或讴歌新风，弘扬正 气，催人 奋进。比如

《 读报随想》（十一）《 过犹不及》 篇，文章通 过 南

斯拉夫轮流坐庄的 “集体领导”体制不得不 吞下 “各

自 为政”的苦果这一事实，阐发了财经工作的 辩证 法。

“办某件事应该达到什 么程度，过了不行，不 及也 不

行。”南斯拉夫 “过份集权是不好的，但分散 到 轮流

坐庄，就过份了。”作者接着指出：“我 国 三十年经

济工作的实践中，‘过犹不及’的教训也是不 少的。 今

天仍然值得警惕。”文章认为，当前财 力 分散、预 算

外资金即将喧宾夺主，就是财政方 面的过犹不 及。 最

后得出的结论 是：听 取 “过 犹 不及”这句古训 的劝

戒，保持清醒 的头脑 ，对我们的工作将是 有利 的。象

这样的文章，有古训，有外鉴，有哲理，有 分 析，还

有 “对症下 药”的方法。再看看《 令行禁 止，领导要

带头》 的一段精彩阐发：“‘吴王好剑 客，百 姓 多创

瘢；楚王好细 腰，宫中多饿死。’何也？上 有所 好，下

必甚焉。现在用公款请客之风屡禁不止，固 然是 有人

请客，重要的恐怕还是有人吃请。”（见《 读报随 想》

之二）寥寥数语，却引正 气迎面扑来。一针 见 血 ， 不

唬人，却有说服力。这类文章读时通俗易 懂。 读后 发

人深省。如 果我们的报刊能有这样更多更好的 财经杂

文，那该是多么好啊。这是我读《 读报随想》 的 第一

点感受。

《 读报随想》 从总体上看，既 能提出 问题，如 《 我

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而吃喝风却达 到什 么阶

段 呢 ？》（之一）、 《 西洋 化 并 不 等 于 现代 化》

（之五）等，又能分析问题，如《 “副作用研究 所 ”

和 “不可行性论证”》（之三）、 《 经 济环 境和经济

秩序是怎样被污染的》（之九）等，还能提出 解决 问

题的对策，如 《 令行禁止，领 导要带头》 （之 二）、

《 敢于实事求是，善于择善而从》（之 七）、《 不 要

图快，不要怕羞》（之十一）等。而 且 ，作者 在议论

问题的时候， “嘻笑怒骂”皆能立 足中国的 国情。 在

分析问题的时候，娓娓而谈皆能做到深入 浅 出。由 此

使我联想到当前经济学界有些 “言必 称 希腊” ， 故弄

玄虚，兜售洋学的文章，块 头很 大，语言 晦 涩，滥造

新名词，读后如 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 其味。 《 读 报

随想》 与此 形成鲜明的对照。我倒不是企望 经济 理论

工作者都写杂文，而是希望经济学界多写一些 立足 中

国国情，短小精悍，有思想 见地，实事求是 的通 俗 文

章。邓 小平同志多次指 出，我们的现代化建 设，不 是

别的现代化，而是 “社会主义的四 个现 代 化”。如果

我们的经济理论界，能够真正把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 理

同中国实践相结合，总结历 史经验，面对当前 实 际，

而不是照搬别国的模式或经验，那 么，我们 的理论 研

究将是另外一番景象。艺术大师 罗丹说 过： “不 要扮

鬼脸，做怪样来吸引群众。要朴素率真！”经 济秩 序

需要整顿，经济学文风是不是也应整顿和改 造一下呢？

回 答是肯定的。这是我读 《 读报随 想》 的 第 二 点 感

受。

系统地通读一下《 读报随想》 ， 就 会发 现， “量

力 而行。综合平衡”和 “经济工作中要坚持 辩证 法”

是贯穿其中的两 条红 线。为什 么作者一直为这 两个问

题鼓而呼呢？深究下去，恐怕我们的经济建 设 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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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还未真正地贯彻 “量力而行和综合平衡”的指 导

方针，还存在贪大求快，急于求成的心 理。作 为一名

参与新中国财经建设的知名财经专家，对 于建国 以 来

几次急于求成使国民经济付出的惨重代价，其 亲身 体

验和感受是常人难以 比 拟 的。作者一再倡 导要 记住

经济建设中的 “欲速不达”、“骄兵必败”的 惨痛教

训，与其说是痛定思痛的历史总结，不如 说 还有 十分

迫切的现实针对性，从而达到警醒 未来的 目的。毋庸

讳言，近年国民经济一度比例失调，财政赤 字居 高不

下，被迫进行第三次经济调整，与几年前《 读报随想》

不幸而言中的 “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思 想是 分不

开的。令人欣喜的 是 ，治理整顿已经初 见成 效 。但

是，如何在法律和体 制方面 建立起制约图 大求快，急

功近利的机制，避免反复折腾 。 真正克服 “急与骄”

的弊病，仍然是摆在决 策界和理论界面前 的 重 大 课

题。我想，这也是作者 苦口 婆 心 的用意所在。不能再

打摆子了！这是我读《 读报随想》 的第三点联想。
《 读报随想》 专栏刊出的杂文，大部分 写于 当时

党的领导人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资产阶级 自 由化极

度泛滥的时期，对于当时出现的种种眨低社 会主 义的

言论，尽管来势凶猛，作者都无所畏 惧，予以 痛击。

《 西洋化并不等于现代化》 批判了那些以 生 产 力 标准

为由，凡事不问 “姓社”还是 “姓资”的 观点，在 用

事实说话的基础上，得出 “效率和私有制没有 必 然联

系”的结论。要知 道，在当时的环境下作这 种 论述，没

有一定的胆略、勇气和信念，是做不 到的。文如 其人，

建国以 后，左春台同志在重要经济部门工 作，对 财政

经济的宏观调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党的事 业和 国

家的经济发展倾注 了 火一样的热情。在改革 的过程 中，
他 多次对深化改革、稳定经济提出过精辟 的建议 ，对

出现和将会出现的偏差提出过中肯的、直言 不 讳的批

评。在他的著述和 《 读报随想》 中都能找 到这样 的轨

迹。我的最后一点感想是：祝愿左春台同 志身体 健康，

用自己的笔，在《 读报随想》 论坛上继续纵横 捭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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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同志论著研讨会在京召开

今年 6 月中旬，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在京召开了

陈云同志论著研讨会。与 会 的 一百多名从事理论研

究、教学和实际工作的学者、教授、专家 会聚一堂，

座谈讨论了学习陈云同志论著的体会。大家认为，陈

云同志的论著是党的最宝贵财富之一，当前显得最迫

切最需要的，是学习他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和彻底的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建设中，学

习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一要把从国 情出发作为

制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蓝图的出发点；二要坚持有计

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三要坚持建设规模要

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四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

民生活的关系。与会同志指出，学习陈云同志论著，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对于当前调整与改革，促

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防止再次 出现大起大落，

稳步地达到社会主 义 建 设 目标，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

义。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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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分配方法论》一书出版

由韩庆德、王毅、欧阳卫红三位同志编著的《 财

政分配方法论》 一书。 已由中 国 财 政 经济出版社出

版。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财政分配方 法 论的确立依

据和原则；财政分配信息的获取和分析方法；财政分

配的决策和实施方法；财政综合 分配方法：财政分配

的检查方法等。该书可为从事财政、税务、审计实际

工作 的 同 志 和 财 政 理 论研究工作的同志及大中专

财 经 院 校 师生提供有益的参考，还可为从事其他经

济工作的同志提供有益的借鉴。该书每册定价5.70元
（含邮资），欲购者请将书款汇至中南财经大学湖北

财 政分校李亚男。邮政编码：430077；开户银行：中

国工商银行武汉市水果湖办事处徐东路工作组53；帐

号：144——45。  （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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