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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观》

内容概要

《人民观——一个民族的品质》是一部风格独具的文史著作。作者以国史、党史、军史三线交织结撰
全书，将中国历史文明和现实政治融为一体。
上起《尚书》，下至当今。这是一次在岁月之河中不寻常的跋涉。哪怕是从远古的坍塌中发见一个碎
片，作者也以敬畏之忱小心拂去尘封，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废墟里埋藏着诸多英魂。
即使断简残篇留下的残破音节，也能让我们看到殷切的梦想、壮烈的呼号。
作者于四千年有史可稽的殷殷相继中发掘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从未中断地发展至今，盖因中国先民
在历史的黎明中就有巍巍耸立的人民观，虽历战乱暴政洗劫，仍颠扑不破地传承下来，成为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品质。
在本书中，作者秉持“文章千古事”的一切努力都指向：人民观，是治国理政的基石。建立一支胸有
人民、勤政廉明的干部队伍，是21世纪实现中国梦的根本。
全书闪烁的历史新论启人思索。诸多历史叙述如诉如泣，如歌如弦。《卷末三论》用语平和却振聋发
聩。
满纸铮铮言，力透纸背；一册谏劝书，情感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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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宏甲，福建建阳人，当代文学家。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鲁迅文学院文艺学专业。获国
务院特殊津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有《无极之路》《智慧风暴》与《新
教育风暴》等，曾获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
广播文艺奖、中国人口文化奖等多种全国性大奖。曾赴韩国出席首届韩日中文学论坛，做《我的中华
文明观》演讲；赴法国参加首届中法文学论坛，做《世界需要良知——兼论文学的社会作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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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一直不敢给先生写书评，因为我以为这应该是很严肃，很认真的事。更重要的是，这不仅需要
我对文本的认识，同时也在考验着我做人的良知、毅力与对身边人和事乃至更广阔的认识。宏甲老师
的书博大厚重，似乎很难用语言去描述其中的美丽。《人民观》是老师继《无极之路》（第四版）《
永不失望——&lt;无极之路&gt;后来的事》《新教育风暴》（第五版·插图版）《教育良心说》（第二
版·插图版）《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之后近期又一力作。该书用词精当，引经据典，
谈古论今，娓娓道来，我仿佛可以看见作者的内心盛满了情感，那深情地目光穿越历史，在古老和现
代中寻找失去的珍贵和当下的珍惜。把华夏文明的灿烂与优秀挖掘整理，用大众能够读懂的语言催人
奋进，引人深思。没有那持久的信仰，没有那长达八年乡村插队生活的磨砺，没有对生活意义的积极
思考、追问和脚踏实地的努力，没有和普通百姓“同生活，共命运”互说“普通话”并由此汲取到的
不可忽视的温暖与力量，我们很难相信作者可以挥毫疾书。“人民作家爱人民，人民作家人民爱”，
让我们共同举起心中的火炬，用我们的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让
短暂的生命更有意义。
2、1945年7月，将近古稀之年的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头一次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施
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大为感慨。后来他又与毛泽东促膝长谈。黄炎培在肯定了边区的成就之后说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一人，一
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
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
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事已过去许多年，这些年来经济飞速发展，国民生产总
值年年提升，可是各种矛盾却也在不断激化，诸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物价上涨，房价
高得离谱；腐败严重，执政者的形象和公信力受到挑战；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城乡在教育上发展差异
较大；社会发展不公，诸如“官二代”“富二代”“拼爹”等名词和现象的出现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和
问题突出，不仅使我们产生疑问：我们的发展到底要何去何从，我们的政府还是不是“人民”的政府
？在这期间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们都开始关注与思考我们的社会问题，也提出了很多颇有
见地的言论和主张，从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与认识领域去反观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但是还没有一部
著作诸如《人民观》一样从执政者的基础和根源上去思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之道。在这部著作中作者
于四千年有史可稽的殷殷相继中发掘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从未中断地发展至今，盖因中国先民在历
史的黎明中就有巍巍耸立的人民观，虽历战乱暴政洗劫，仍颠扑不破地传承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品质。作者秉持“文章千古事”的一切努力都指向：人民观，是治国理政的基石。建立一支胸
有人民、勤政廉明的干部队伍，是21世纪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说：千万要记住政府前面
的“人民”两字。群众在干部的心里有多重，干部在群众心中就有多重。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
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人
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
不了的任务⋯⋯荀子提出“君则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也有言曰：乐民之
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亦天下，忧亦天下，然而不乐者，未之有也。在《
人民观》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从《尚书》开始，我们先民的认识中就已经凝聚了“人民”的意识和观
念了，诸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任何一个朝代兴盛的表现无不包含了统治者善于体察民情，关心人民疾苦等。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生
产才可以发展，生产发展继而国家也才可以发展壮大，因而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过，现在社
会面临的形式跟以前不同，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已不是传统的农耕经济时代，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也
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矛盾的表现形式也更复杂，但是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一个国家执政者的素质和
发展策略都会影响乃至决定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和状况。恰如《人民观》第一章的章后语所言：人类
从部落发展到部落大联盟乃至建立国家以来，最高领导人的素质就是涉及群体利益的大事⋯⋯不论哪
个时代哪个整体，得与失都离不开“人民观”，得之者昌，失之者衰，灭之者亡。金杯银杯不如老百
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我们的发展和建设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也切实让人民从
发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样的发展和建设也才是成功的。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发展和建设也
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但是只要我们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情系人民安危和疾苦，为着大多数人的利益
着想，那么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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