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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忧远虑》

内容概要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但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良社会风气
也潜滋暗长，成为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先生，有感于当前国家大政方针、社情民生等现状，以
其敏锐的观察力、独到的见解、锋芒毕露的文字，进行入木三分的评议。
全书涉及历史人文、地理风俗、城市建设、时事热点、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上至人大、政协，下至
机关、学校、民间团体，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拨云见日，提振人心！充分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人文
情怀，以及作为政协常委、知名学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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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1965年成为中学教师，1978年考入复
旦大学，师从谭其骧教授。此后在职考取历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留校工作。1996年至2007年任中国
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2007年至2014年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
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
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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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异地当官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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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乱收费，源头在哪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蜜月过后是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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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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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社会随笔。果然写专栏和随笔是容易浪费人才的，以葛剑雄而论，明显应该做更大的事情啊，论
及时事总觉得老爷子考虑也有点简单。不过其中谈及的一些关于史地的话题，还是有一些料的。比如
他提出的“城市”是个啥的问题，我也一直没得到合理的解答。
2、作为历史学家，谈起地名人名行政组织确实头头是道。分析社会问题也算务实，但谈到解决之道
不免力不从心。
3、一直都比较喜欢葛老的书，通俗易懂，亦有专业知识。《近忧远虑》选取了作者近十年来所发表
的言论，言论是有时效性的，许多当时作者提供的建议都已成为现实，受到很多启发。
4、葛剑雄是好人，书里说的也好，但实在没必要特意买来这书读。
5、就不能好好做点有用的学问？写出来这些东西，也许有那么几篇还算没跑题
6、有社会责任感，可以了
7、葛剑雄老师名气大，但一直未畅读过著作。这本时评集虽然关注面合格（但地理历史方面也太多
了），文笔实在是薄弱，几乎都是作文式的主题句+扩充，看得人只觉文字硬邦邦，才思凝滞。这时
就想起了韩寒的受捧和鲁迅的伟大：杂文若只有质疑而没有确信，若只有不满而缺乏期盼，终只是一
纸呻吟。BTW，装帧纸质真不错。10.16读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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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葛剑雄先生是浙江湖州人，当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者、历史学家、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
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
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以上内容摘自百度）
。从葛剑雄先生的简介可以看出，他的专业领域是历史，以及历史地理学，所以他这本集子中的很多
文章也都是有关于此。他在第一篇文章《城·市·城市》里分析了城与市的产生、演变、以及相互的
关系，对于当前城市发展中旧城破坏现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他对各地此起彼伏的改名潮、改划潮进
行了批驳，他认为每一个都地名承载着一定的历史与文化信息，纯粹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改掉存在了
数百甚至数千年的名字，是急功近利、舍近求远、目光短浅的表现；他也从分析历史上的雪灾、旱灾
、高温等灾异变化，指出人们对于当今世界的自然灾害完全不必大惊小怪，而且对自然灾害来临时应
该怎么做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建议。葛剑雄先生显然不是一位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脱离社会现实的
学者，他关注社会，心念苍生，近年来更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社会的热点事件、发展的矛盾问题等
问题频频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这个英气逼人的名字也就由此而频频见诸报端与网络，是比较
活跃的一位学者。这本集子也非常真实的反映了这个特点——书中更多的篇幅都并非其专业，而是对
社会事件、社会现象所发的议论。高速公路节假日免费通行、航班延误赔偿、铁道部与春运难题、省
直管县体制改革、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官员异地任职、高考及高考乱收费、反兴奋剂，甚至是卢武铉
自杀、陆克文自然等国际政治事件都曾进入他的视野，就此发表一番评论。而且他的评论并不单单是
就事论事，蕴含着一种深深的文化关怀在里面。葛剑雄先生是一位专业学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
所以他的观点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理性。他没有利用自己学者的身份故作高深艰涩之文，也没
有发表什么哗众取宠的言论；既不偏执一端，也不过度苛责，整个的文章写得朴实无华，逻辑清晰，
说理透彻，非常耐读。换句话来说，就是持论公平，给人的感觉四平八稳，滴水不漏，让人无可指摘
，能够算得上以理服人的典范。但这些文章又让人无法加以过多评论——人家面面俱到，你从中找不
到可以评论的点。这对于象我这种初级读者来说，要为这样的书写评就真的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了
。然而，这样的文章也正说明了葛剑雄先生的可敬——书的封面上“心怀天下，长评短议非多虑；笔
蕴真情，社风民情实有忧”这副对联可以说是很好的概括他文章的内容和他身上的这种精神。。我很
早就知道他这个英气逼人的名字，但一直都以为他正处在四五十岁的壮年，看了这本书中的简介才知
道，他今年已年届七十，在这样的年龄还能就国内的社会热点事件深入思考、频频发声，就显得尤为
难能可贵。可以说，他这是凭着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和良知在做。作为一位知名
学者，他能够时时以民族、国家、生民为念，用自己的学术来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以天
下苍生为念的使命担当，所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文人身上所普遍具有的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一种天
然的使命意识。天下事天下人共管之。在当下这样经济利益决定一切，日渐浮躁的社会中，他这种理
性、平和的发声尤其重要，往往能够起到特别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单是一位学者，还是一
个具有责任担当意识的学者。象他这样的学者，我们的社会上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多一些，再多
一些，再多一些！
2、葛剑雄的“近忧”与“远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语出《论语·卫灵公》，意指除了警示
要对眼前事物深思熟虑、深度思考外，还应筹划未来。如果不能“深谋远虑”或“未雨绸缪”，必然
是“辙乱旗靡”或“祸国殃民”。无数历史事实证实，这绝非危言耸听。由华夏出版社和天地出版社
联袂推出的《近忧远虑》一书，共收录了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先生的近百篇评论随笔，内容涉及
历史人文、地理风俗、时事热点、经济民生、城市建设、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可谓事无巨细，对于
相关的人和事，先生皆有新颖的、独到的思考和见解，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作为知名学者的社会责
任感在字里行间中熠熠生辉。一名知识分子必须具有批评精神。“所谓批评精神，就是对一切事物应
当尽可能作出是非、善恶、真假、美丑、轻重、先后等判断，明辨是非，激清扬浊。”葛剑雄先生在
谈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时指出：“知识分子的主要使命不在于美化、宣扬或维护现有的真理、
秩序、规则和存在的合理性，而是发现其中的缺陷、谬误和不足，并予以揭露和批评⋯⋯”，“这不
是让谁难堪，也不是存心要跟什么过不去，而是对人民负责，对良知负责。”作为连任数年的政协常
委，葛剑雄先生在每年的“两会”上，都以敢说真话、勤于提案而著称。从《近忧远虑》一书中，我
们读懂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美国学者E·希尔斯说过，知识分子是“对神圣事物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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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导引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读葛剑
雄的文章，能时刻感受到他文字里饱满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他的文章很接地气，上至国家大政方针、
人大政协的动向，小到旅游景点的门票、柴米油盐的价格，只要和国计民生有关，就是他关注和议论
的对象。如，他在指陈“城市体制对旧城的破坏”时指出，“⋯⋯城市景观的迅速变化、历史遗迹和
风貌的急剧消失、原有城市的大规模破坏，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无不与制度性的缺陷有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责任感的驱使，让他在批驳某些不良现象和风气时，仿佛怒发
冲冠，仿佛要拍案而起，尤其是他敢于说人家不敢说的话。一如法国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所言，知
识分子不是根据教育程度来定义的，而是根据“对民众的影响”。尽管我们讳言贫民窟的存在，尽管
一次次的清理和拆除，尽管一次次的驱除和严防，但“消灭不了贫民窟”，既然如此，就“必须坦然
面对贫民窟，首先改善那里的条件，让那些居民也能享受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社会保障”。先生认为，
要“善待外来的城市建设者”。当然，“一座城市、一个行政区对外来移民可以设置门槛，也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和城市的承载能力调整门槛的高低，但前提是要打开大门，公开门槛⋯⋯”“你的失语，
就意味着人民的沉默。”用先生的话来说，“我有看法就一定要说，讲对了有利于社会进步，讲错了
还有大家指正嘛。”《近忧远虑》是新华文轩“光明鸟·主见文丛”第二辑的扛鼎之作，收录的是先
生写作的原文，而不是在媒体上发表过的版本。先生说，之所以强调是原文，因为媒体出于种种原因
，即使能“一字不改”，难免也要略作删节，或者换一个更能“吸引眼球”的题目，或者刻意使题目
不那么引人注目。尽管某些文章已经不“时”或过“时”了，但先生对当前国家大政方针、社情民生
等现状的观察和见解，永不过时，甚至是“入木三分”。例如，他批评政府打击和取缔“黑车”、“
拼车”是惰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他认为，把私家车载客所收取得适当性报酬看成营业性收
入，非要课以税收，或列为“黑车”是“竭泽而渔⋯⋯”，“说到底，还是是否真正执政为民的问题
。”一个健全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得到稳定和进步，正是得益于怀疑和批评。对一项政策、法令、制度
、措施，一项工程、规划、方案也是如此。允许并接受批评，能帮助决策者更全面、更深入地考虑不
利因素，从而进一步加以修改或完善。当然，这种批评不是不计后果的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一种建设
性的批评，建设性是真正的批评的应有内涵。一如葛剑雄先生在《近忧远虑》的“自序”中所言，“
我不敢说自己的言论有多正确，产生过多大的影响，但⋯⋯在对各类社会现象发表意见时，（总）尽
可能地保持冷静，既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能始终或完全站在某一具体的立场”。在“对具体现象的分
析和评判时，我总希望能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发表于《北京日报》5月14日第19版：文化周刊·阅
读http://bjrb.bjd.com.cn/html/2015-05/14/content_2794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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