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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作《走向深蓝》是一本论述

海洋、海权与海魂的书。海洋连通了世

界，在为人们提供了交通往来便利的同

时，也成为世界海洋强国侵略扩张的工

具。进入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海洋

新秩序开始确立，海洋争端出现了白热

化，如何维护国家的海洋主权和海洋权

益成为时代的焦点。

我们奉行构建和谐世界、构建和谐

海洋，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和平外交

政策，尽管如此，周边国家却与中国展

开了旷日持久的海洋争端，海洋主权被

侵犯，海上岛屿被侵占，海洋资源被掠

夺成为中国不得不面临的现实状况。本

书用事实说话，通过历史考证，采用大

事记和历史年表的方式，真实全面地展

示了周边国家与我国海洋争端的历史脉

络。

如何解决海洋争端？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从历史的角度追根溯源，摸清

来龙去脉，防止先入为主，更不能人云

亦云。从法律角度理性思考，按照国际

法及海洋法的相关规定，从国家海洋主

权及海洋权益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实事

求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海洋是国

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必须

从战略的高度去经略海洋，从政治、外

交、法律、军事等各种角度去综合权衡

和思考海洋问题，避免各说各话，从而

提出更加理性和切实的解决方案。和平

解决争端，但不放弃使用武力。

孙 子 讲 ： 兵 者 ， 国 之 大 事 ， 生 死

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话是

说，国防和军事问题很重要，每个国人

都应该关心和热爱，不能漠然处之。我

经常参加的《今日关注》节目在中央电

视台180多个节目中排名前十位，收视率

高居前几位。这说明对于国际形势和军

事热点问题大家是非常喜爱和关注的。

军事问题非常神秘且敏感，涉及到

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所以军事科普最

重要的要把握两点：一是要讲政治，与

党中央保持一致，紧紧把握和引导舆论

导向，要传播正确的声音和观点，要培

养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代青年，而不是

造就太多的社会愤青；二是要讲科学，

要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去说话做

事讲道理，不能想当然。我出版过的所

有著作和文章，我参与过的所有电视节

目，我讲过的所有课程和报告，可以负

责任地说，全都是我自己完成的，没有

任何人帮忙，连查找资料都是我自己亲

力亲为。为什么这样？首先是因为我参

与的这个领域过于敏感和神秘，生怕哪

些地方稍不注意就出现纰漏，不敢有任

何的放松。同时也想，在当今这个浮躁

的社会中，应该用我自己的行动来感染

我的读者和观众，希望他们要沉下心

来，避免浮躁和浮夸。

作 为 教 授 ， 我 经 常 提 倡 要 快 乐 学

习，教授治学要严谨，要把痛苦的治学

过程留给自己，把学习的快乐感觉留给

学员、读者和观众。学问越大，说话应

该越简单朴素，道理越深越应该举重若

轻。任何有小学文化水平的读者都可以

轻松阅读我的这本书，读书的过程是快

乐的，除去得到快乐，还能享受大量丰

富的知识，因为那都是我几乎毕生的研

究成果，是浓缩的精华，奉献给大家的

是一道丰美的精神大餐。

这 本 书 是 我 几 十 年 学 术 研 究 的 结

晶，主要反映了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全

面。《走向深蓝》从海洋的地位作用、

海洋强国崛起的历程、国家海洋主权的

界定、国家海洋权益的范围、中国海洋

争端的历史渊源，谈到维护国家主权及

《走向深蓝》
（上、下册）

作者：张召忠

出版社: 广东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9月

国人为什么要关注海洋和海权？
○ 张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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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途》是著名经济学家李山的个人文

集，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在国内各大杂志的专

栏文章和散文，内容涵盖了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的历程、对经济金融形势的思考、对在清华大

学学习生活的回忆、对故人的怀念、对家乡的

怀想、对人生的思索等，折射出一名具有高度

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责任心的成功人士几十年来

的人生历练和心路历程。《归途》的文笔朴实

清澈，干净简洁，细微处亦感人至深。

作  者：李山

出版社：四川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0月

《归途》1

本 书 从 历 史 和 哲 学 的 角 度 ， 分 别

探讨了中国是否具有独具特色的权利思

想，以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

的中西方权利对话是否可能的问题。本

书结合宋明以来中国儒家思想与19世

纪后中国权利概念和权利话语的发展历

程，以大量的思想史材料证明，中国始

终存在一种与自身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并且基于自身需要而产生的独特权利话

语，但这种特色并不会也不应妨碍中国与西方在权利话语方面进

行密切交流和对话。

本书认为，跨文化的权利话语对话是一个动态和复杂的过

程，只有具有各自独特权利话语的中西方国家都对此持开放态

度，权利对话才能成为跨越彼此观念隔阂的桥梁。

2 《人权与中国思想——一种跨文化的探索》

作  者：安靖如 [美]

        黄金荣  黄斌 译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3月

本书共收录了作者12篇读史文字，分为三

编，从“读史”、“讨论”、“评论”三个角度

对中国现代史进行了分层式的解读。“读史”

是作者对中国革命史中一些富有争议性的事

件和过程的看法，“讨论”是作者回应其他

学者对其的质疑，“评论”是作者对一些所

谓的“历史学著作”的个性评价。

本书虽为新旧论文结集，看似并无统一主

题，但若读者留意，却处处可见作者用心。作者是以其史才与史学去

摇撼甚至推倒某种史识、史观渗透或支配的各种固有“历史叙事”。

《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3

作  者：杨奎松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11月

海洋权益的思考和建议，涉猎范围十

分广泛，纵的方面有深度，横的方面

有广度，适合所有对海洋和军事感兴

趣的读者阅读。

二是权威。作为一个拥有41年军

龄的海军老兵，我对海军建设、对海

洋发展有着深厚的情感，也有着自己

的梦想，情感与梦想之间的差异便构

成了我撰写这本书的动力。中国是一

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如何才能

成为一个强国，拥有航母是若干途径

中的一个途径。所有世界强国都是海

洋强国，中国要想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就必须从蔚蓝走向深蓝。

作为一个军事专家，我在国防

大学学过一年的联合作战指挥，在

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学习过国防

管理和危机处置，曾先后两次作为

中国军队的代表参加国际海战法专

家会议，并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内

研究国际法、海洋法和海战法并出

版了法学专著。当我在书摊前经常

翻阅一些东拼西凑的作品时，我总

会有自己亲手撰写一部权威作品的

冲动，我想，这本书一定能够在正

本清源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大

家走在十字路口，处于迷茫之中的

时候，为大家提供一条正确的道路

总比四处摸索要强得多，权威专家

不发出应有的正确的声音，舆论导

向就会出现误区，错误的、混乱的

声音就会占领舆论阵地，我只是想

用我那微弱的声音在这嘈杂的市场

中喊上一两嗓子，希望大家能够听

到，能够听得真真切切。

（本文选自《中华读书报》

2012年4月18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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