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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内容概要

这本由新华社资深记者李锦撰著的40年职业生涯的纪实书，就是这样一本可以深层解读改革开放的不
同时期的方针政策的由来与实施，以及广大人民生活多层次的变化。在这近40年的记者生涯里，作者
始终活跃在改革前沿，曾经长期单骑下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用事实说话，并进行深度思考和理论
总结一系列高水平的调研报告，为改革发展决策提供实践经验。一度引起媒体同行乃至40多位国家领
导人的重视，并为此作出批示。
《深度》即从个人亲身经历出发，记录作者长期职业生涯中坚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经历，进而展现
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发展不断突破困境的历程，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以调查研究为主题的人物传记。作
为一名记者，他始终以“大气魄大责任”关注着国家社会的发展。他一直秉承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的理念，坚信只有贴近实践与群众，用事实说话，才会出好的新闻报道，只有进行深度思考和
理论总结，写出的调研报告才会有深度。农村改革之初他就早已在农村蹲点；国企改革伊始，他又深
入企业潜水，信贷危机将现，他及时地给总理寄上万言书。
从农村承包的发轫到信贷危机的预告，近40年间李锦的调查报告先后为45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显
示出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胡锦涛赞他“会搞调查，会总结经验”，群众认为李
锦是党的好记者，农民的好朋友。
读此书，不但能更深入清晰地了解中国改革发展历程中的遭遇和突破，还能读出品格精神与责任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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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作者简介

李锦，1952年生于江苏盐城。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兼首席研究员，负责《中国企业报》总编辑工
作。兼任清华大学等7所大学8个专业的教授。曾任第11届团中央委员、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山东
分社副社长等职。在山东从事新闻工作40年，长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82年，胡耀邦批示要求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学习李锦调查研究事迹活动；邓小平亲自接见并称其“有发言权”。1994年，胡锦涛听
取其汇报九间棚调研情况时赞扬他“会抓典型，会总结经验”。出版专著《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
《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等14部，51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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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书籍目录

第一章饥饿：个人与时代的记忆从未远去（1960—1977）
第一节灾难从吃食堂开始
一、五斗米道的“福音”
二、大锅饭不够吃的无尽凄凉
三、我在新华社整理过的关于饥荒的照片
第二节采访路上目击的贫穷（上）
一、兰考火车站外出逃荒的灾民
二、夜不闭户无可偷
第三节采访路上目击的贫穷（下）
一、被遗弃的108个男人
二、祖宗啊，保佑儿孙吃饱饭！
第二章行者：在希望的田野上千里走单骑（1978—1985）
第一节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一、不能刊登的真实画面
二、马坊：更早的“小岗村”
三、棉花姑娘的喜悦
第二节蹲在鲁西北平原
一、第二次翻身第二次解放
二、媒体突破坚冰
三、那个时代的亲民
四、比中央文件早一步
第三节第一个报道万元户
一、算账算出来的“万元户”
二、农民朋友“王三万”
第四节市场经济在基层萌芽
一、千里单骑入农家
二、农民抢了政府的“饭碗”
三、胡耀邦认为问题值得思考
第五节邓小平说，你有发言权
一、庄户人家的好记者
二、让人民来评判
三、邓小平说，你有发言权
第三章蹲点：身入基层接地气（1986—1991）
第一节在大别山发现“初级阶段”
一、贫困落后，令人不安
二、与十三大的主题不谋而合
第二节九柱擎天
一、潜入深山
二、惊心动魄的风波
第三节九十年代最耀眼的农村典型
一、九名党员九根擎天柱
二、历史转折关头的新典型
三、胡锦涛说，“你会搞调查，会总结经验”
四、相信人民相信历史
第四章觉醒：报道？还是发现？（1992—1995）
第一节探索双星道路
一、“李锦是来潜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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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二、总结出市场经济的模型
三、比十四大提前七十天
四、调研者的“三重境界”
第二节发现“兴福现象”
一、被跟踪的神秘人
二、与市委书记密室长谈
三、十五大报告的新修改
第三节提出资本经营理论
一、国有企业的困境
二、钻入《资本论》
三、“资本”一词写入十五大报告
第四节中央领导的调研随行记者
一、乔石的《倾听》
二、感受领导的思维
第五章亢奋：与达赖分裂势力较量的日日夜夜（1996—2000）
第一节感受分裂势力的阴影
一、拉萨的另一面
二、到帕拉庄园认识达赖
第二节甲日道路
一、发现甲日乡的斗争
二、来自中组部部长张全景的祝贺
三、在高原掀起红色风暴
第三节与美国议员沃尔夫的遭遇战
一、沃尔夫潜入拉萨
二、陈奎元说，这一仗打得漂亮
第四节零下四十一度的严寒
一、杨传堂口中的“大手笔”
二、吸着氧气到藏北重灾区
第五节提出治藏方略
一、喇嘛叛逃事件
二、凌晨的一个电话
三、再三要求回西藏
第六章漩涡：苟利国家，生死以之（2001—2005）
第一节提出“新阶层入党论”
一、百万富翁当支书
二、中央派来调查组
第二节天下焦点
一、躲进卫生间里写作
二、准备坐牢
三、党章修改了两处
第三节调研花埠圈事件
一、干部被包围在村里
二、坏事变成好事
第四节寻找农民走向市场的对策
一、为了总书记的指示
二、莒南经验
第七章活着：大丈夫当有为于世（2006—2014）
第一节社会稳定善治论
一、从“瓮安事件”确定平安协会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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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二、把群众路线引入社会稳定
三、一年38篇稿件被批示
第二节上疏温总理报告信贷风险
一、倾泻而出的四万亿
二、平信直寄温总理
三、中南海的电话
四、监管风暴
第三节探寻一条道路：混合经济论
一、“企业报所做的工作很好！”
二、六小时写出“央企市营六论”
三、“李老师相当于一个军”
四、树起“大企业时代”的理论大旗
第四节打好一个基础：实体经济基础论
一、快速推出“银行暴利论”
二、实体经济99评
第八章恩·长·敬：三人行必有我师
第一节我所知道的农村改革元勋胡耀邦
一、掀起农村改革风暴
二、利用新华社内参指导农村改革
三、主持制定五个农村“一号文件”
四、新闻工作者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
五、你为农民讲话，农民就会说你好
第二节长者穆青
一、谁是李锦？站起来！
二、庄户人家的好记者
三、到穆青家串门
四、抬头望见北斗星
五、为什么不找我
六、拍好照片，也要写出好文章
七、我在家里点上香
第三节亦师亦友范敬宜
一、至慈至善
二、求新求变
三、忧国忧民
四、夙愿未偿
第四节家是永远的
一、我的母亲
二、我的父亲
三、我的妻子
附录李锦调研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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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精彩短评

1、喜欢记者的书
可是这本书 后面部分感觉不够真挚
2、哈哈，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章。
3、看了3分之一，实在正能量得看不下去
4、无法评分，敏锐而有理想的事实投机者，是不是好记者不敢说，但绝对是党的好记者。
5、中国新闻史肯定有他浓厚的一笔，确实抓住了几条大鱼，“农村改革”主题抓的不错，有“引导
”及“推动”之功。但这书写的实在是，我见过自恋的，但真的少见到这么卖弄自己的。像一个发福
落魄的老男人，抱着酒瓶坐在昏暗的灯光处大谈往日的牛逼。有淡泊名利的想法，却把名利看得比谁
都重。心里明白这是一位老前辈，要尊重，可这书实在是.....荣誉全部引用，但是可商榷探讨的批评意
见，全部抹去。报道双星跟编辑争执，找领导来压编辑，虽无奈却破坏制度。对西藏，哎，他应该惭
愧的。
6、对于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的，通过它，能对中国政府、政党、社会有一
个更深的理解。李锦是一个站在风口上的非常勤奋的大记者，的确做出过很多贡献。唯一让我觉得不
足的地方，在于他做新闻带有非常明确的“导向”与“立场”，因此西藏的甲日现象案例也成了一大
败笔。可能是李锦在西藏呆的时间太短，才四年，所以李锦跟政府一样，无法理解西藏，动不动就说
要整顿寺院、改革教义。如果人家一直好好的，你一定要按你觉得好的方式来改造人家，人家能不反
抗吗？说要深入群众，好像没见深入到寺院去调查。去见克西的一位老经师，没有沟通，只有审问，
直接称人家为老狐狸。这种完全对立的处理方式，李锦不可能找到答案的。
7、新华社记者透过改革开放大幕，扎根基层农村，深入调查研究，谱写了很多典型事例，早期写的
比较好，抓住了事件的根本与矛盾点，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感觉作者轻描淡写，语焉不详，也许
与作者身居庙堂高位大有关系，已经脱离了青年时意气风发，感想感写的人生阶段，避开了社会的主
要矛盾。
8、不得不说，kindle推荐上将其与《看见》比较真的是贬低了此书。作者从自己进行新闻调查的经历
出发，直面改革开放最前沿；从新闻从业者转变为政策理论的研究家，为发展献计献策。一个忧心祖
国发展，全身心投入寻找解决之道的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作为喉舌，明确坚定的导向性贯穿始终
，或许认同新闻中立的读者不会赞同，但那扎根基层的精神值得敬佩。
9、我的天，真不愧为新华社高级记者，读它＝接受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的合体双重攻击。三分之一
讲跟党走，三分之一在自我歌功颂德，剩余三分之一，总结了一下三十年《人民日报》头版是怎样炼
成的。当年买这本书我脑子一定进了水（竟然还是作者签名版，我才不想要啊喂）
10、在体制内工作，抓住了最好的机会，凭借体制内最好的资源，以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得到了体
制内最高层的褒奖。你是党的好儿子。最感兴趣的是西藏和金融危机四万亿信贷两章。对记者不能苛
求太多，他们的职责就是呼唤起普罗大众和领导的认知和重视，这点上作者做的是极好的。
11、记者角度的农村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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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精彩书评

1、新华社记者透过改革开放大幕，扎根基层农村，深入调查研究，为国家级媒体谱写了很多典型事
例，早期写的比较好，抓住了事件的根本与矛盾点，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感觉作者轻描淡写，语
焉不详，也许与作者身居庙堂高位大有关系，已经脱离了青年时意气风发，感想感写的人生阶段，避
开了社会的矛盾。文章最后纪念作者父母的几段比较感人肺腑，读来令人神伤。作者的荣誉感比较强
，在自己如何受苦受累，获得何种荣誉上不惜笔墨，实在是本书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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