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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

北京颐和园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本书的口述者江平先生已经八十

岁高龄，他毕业于燕京大学，二十一

岁时官派去往莫斯科大学研习法律。归国后他经历过反

右、“文革”和改革开放，担任过教授、政法大学校

长、人大常委等职务，其人生的沉浮与枯荣，正是中国

法治兴衰历程的缩影和写照。因此这本书不仅是一本鲜

活生动的个人传记，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法制史。在这

本口述史里，我们看到作为法学家和教育家的江平先生

是如何从一个心怀天真理想的革命青年，在苦难煎熬中

思索和磨练，最终成为一位以“法治天下”为理想，

“只向真理低头”和大声呐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故事。

文章娓娓道来，不避嫌、不吹捧，毫无矫揉做作之态，

读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本书的整理者陈夏红博士近年来专注于近现代法学

人物研究，由他整理的口述法史不仅是简单口述内容的

文字记录，而且同时有其他文字和实物资料互相印证，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本书在大历史兴衰的语境之下，

阐释了北京颐和园的前世今生，有着

厚重的人文浓度，又不失恣意挥洒的表达。全书分为上

下两篇，上篇为前身清漪园的建造过程与历史背景、整

体山水构架、建筑布局与庭园的风光，以及造园的意境

手法。乾隆年间的盛世风华，洋溢在字里行间，描摹细

致，情趣盎然。然而笔锋陡转，历史兴衰，清漪园的奢

华胜景，顷刻间在兵焚战火中化为齑粉，令人心生民族

的慨叹。下篇包括颐和园重建过程与历史背景，以及颐

和园的帝后生活空间，及至现今的名胜景区。

作者贾珺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建筑史》

丛刊主编。他在中国古典园林史领域浸淫多年，又曾赴

国外做访问学者，对于古建筑的文化传承投入感情甚

深。皇家建造的故事，诗词歌赋下的赞叹，帝后的生活

方式，甚至于每个局部景观的典故，均细致着墨，这使

整本书犹如一次饱含感情的颐和园时光之旅。

科斯这本文集的中译稿出自浙江

大学经济学院。中译本正式出版，由

百岁老人科斯写了中译本序言。文集汇集了科斯20世纪

70年代以来在不同场合的演讲和对多位古典、新古典经

济学理论主要代表人物的传记性评论，表达了科斯对经

济学演化、性质、方法及政府职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

总体看法。这本共分两编，第一编“经济学”部分是科

斯关于经济学基本问题和方法论的著述，共7篇文章，

这里收录了科斯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说——“生

产的制度结构”。科斯在这篇演说中概述了他得以获奖

的两篇论文的思想脉络。作为终身成就的晚年自述，这

篇演说稿有着极大的学术价值。第二编“经济学家”部

分是对马歇尔等几位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代

表人物及其经济思想发展的研究介绍，共8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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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实即弯路

本书是一本采访与游记的结集。

写作者邹波曾供职于几家知名媒体，

因为工作的便利他得以各地漫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樟

市的电站到青藏铁路的沿线，在同样的精妙的叙述、同

样的热烈情感中，连成了一张关于中国社会的大网。

作者的采访主题宽泛自在，不预设褒贬立场，只强

调随机呈现事件。他的报道与叙述，不遵从事件自身演

变的轨迹和逻辑，无视“起因、发展、高潮、结局”这

种物质化的顺序，而是按照自己心灵情感的起伏来安排

节奏、穿插细节、选择故事、完成结构。这当然会显得

凌乱，但是这种凌乱恰恰与生活本身的样貌高度契合。

这样的新闻样式，必然与惯常所读新闻大为不同。作者

强烈的情感浓度与人生追问。内心的纠缠、奇特的观察

角度、无所不知的愿望、将原本简单的事物复杂化的超

人能力，都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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