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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着浓厚的兴趣读完全书，想以极大
的热情向读者朋友推荐徐观潮这部长篇报
告文学《中国健康档案》。它关于健康，关
于我们；关于我们的身体，也关于我们的精
神；关于我们的历史，也关于我们的未来。

首先要交代，我不是医学健康方面的专
家，只是个文学编辑，在医疗专业方面不敢
下任何判断，只能就其写作谈一点体会。这
情形多少有点像影视评论中的路人甲，随便
发点议论而已。对于这部作品，我正扮演了
这样一个路人甲的角色。但由于多年来在
编辑工作中编发了一些与医疗相关的报告
文学，更由于多年来对中国医疗事业极为关
注，所以，读这部书就仿佛有一种很熟悉的
错觉，借此错觉把自己门外汉的身份顾虑关
到门外，再说几句门外感受：

一，这本书给我上了一堂生动、具体的
中国百年健康史的课。作品通过对新中国
成立以来摆脱重大疾病威胁、构建健康中国
大格局的追溯和正在进行的健康中国行动
的真实记录，回顾了新中国70年不平凡的
健康之路，书写了新中国70年的健康史和
生命史。像新中国禁毒禁娼、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消灭传染病、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
农村去、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健康扶贫和中
医突出重围等医疗卫生领域的重大历史事
件都有描述。之前道听途说的一些历史知
识点，如禁毒禁娼这两件事关国人健康的
老大难问题，还有毛主席诗句“华佗无奈小
虫何”提到的血吸虫病，以及这些问题得以
解决的详尽过程，在此书中找到了清楚的
答案。与此类似，书中其他事件的叙述也
都有头有尾，有点有面，有人物有情节。该
书特别注重细节。有一个细节让我哑然失
笑，叹服作者选材的功夫。说1932年，上
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新年的梦想”活
动。鲁迅、林语堂、胡适等140多位名人说
出了244个“梦想”。其中，暨南大学教授
周谷城的梦想是：“人人有机会坐在抽水马
桶上大便。”徐观潮用这个材料衬托新中国
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特别给力，有四两拨
千斤的效果。某一瞬间，我觉得拿这部书
做爱国主义教材也无不可。新中国建立初
期，国家积贫积弱，随时遭受疾病瘟疫的威
胁，国民健康降到了最低谷。经过70年奋
斗，人均期望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岁，婴幼
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6.1‰，孕产妇死
亡率从1500/10万下降到18.3/10万，医疗
机构数量从0.9万个增加到99.7万个，建立
了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等，一组
组数据见证了一段段辉煌的历史。中国涅
槃重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和健康的奇
迹，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向“东方巨人”的转
变。在书尾，作者将最新发生的抗击新冠疫
情纳入其中，为70年的健康医疗史添上浓
重的一笔。

正如历史并非一片光明，作者也并未一
味赞颂。书中对1980年代以来全民关注的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看病难看病贵现象，

做了详尽梳理和深入反思。比如，原来的赤
脚医生制度以及基层合作医疗体系，以极低
的投入取得较高健康医疗效果，对当前存在
的看病难、看病贵、全国人民一窝蜂涌到大
城市看病的囧状，是否具有启示性？优质医
疗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而忽略乡村和基
层，是否值得反思？基层乡村和社区在全民
医疗健康中的重要地位，在此次全民抗疫中
再一次突显，再次让人思考原有医疗制度中
的合理因素。

二，这本书给我普及了许多健康知识，
传授了不少健康观念，加深了我对健康医疗
的理解。比如面瘫，如果医治及时、找对医
生，两三千块钱就能搞定，弄不对，花好几万
都治不好。这是省钱的健康知识。还有救
命的知识，如急救“120”识别法，这里不赘
述，详情大家去看书。还有医疗观念，比如

“从治已病到治未病”，健康防线前移，防患
于未然，这个观念既古老又前卫，不能不服
作者的眼光和手段。再比如“精神卫生”概
念对我的冲击。以前我对疾病的理解很单
纯，要么生病，要么健康。后来深入了一
点，知道了亚健康。这回看到“精神卫生”
的概念及其叙述，对健康的理解深入了许
多。总之，我们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肉
体到精神，从出生到死亡，一生所能经历的
许多沟沟坎坎，本书多有涉及，信息量丰富，
读来颇有启悟。当然，这些知识、观念的推
送不像微信里流传的治病小窍门那样直截
了当，而是被巧妙夹带在一个个医疗故事
中间。实际上，作者徐观潮是卫生健康战
线的工作者，并非一般的报告文学作家，他
长期工作在这个领域，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和
专业知识，这保证了本书在专业方面的质量
和水准。

三，这本书的文学修养和叙事能力值得
一提。作者一向善于驾驭大题材、写大历
史，有大气势，旁征博引，知识广博，这在他
先前的《名将陶侃》等著中就有体现。阅读
本书，又一次体会到作者在这方面的功
力。本书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语言动
作、内心世界等方面都有良好表现，许多感
人至深的段落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里不
再展开。在叙事结构上，既能站在全局把
握总体架构，又能置身细部呈现具体问题，
总分相承，变幻自如，点和面的恰当结合，
避免了材料大杂烩的弊端。作品的可读
性、思想性、艺术性结合得好，其实也根于
其文学修养和叙事功力，只不过作者不属
于那种铺张奢华的写作风格，而采取了一
种内敛朴素的路数。感觉这部书既可以作
为普及性的医疗史读物，也可以作为专业
性的思想参考。

四，这本书的情感立场让我点赞。此书
是给小人物立传，为情造文，以情动人，闪耀
人道主义的光彩。身为基层卫生战线的工
作者，徐观潮对患者、医生、家属，对一切采
访对象，都浸润了丰沛的情感。据他所言，
为写作该书，他100多天跑遍了江西6个地

市、32个县（区、市）、60多个乡镇和50多个
单位，采访了200余位卫生健康领域的代表
人物。正是这些小人物身上的光点和痛苦，
成为徐观潮的写作动力。“花桥有三多。一
是病患多。肝病，肾病，心脏病，脊髓炎，高
血压，肺癌，小儿麻痹，脑瘫，看一眼都让人
心生悲苦。二是伤残多。肢残，身残，面残，
脑残，应有尽有。仅他居住的湖下嘴，以拐
代步的就不下十人。数遍花桥，有六十三根
拐杖。道官垅一家七口竟能拿出五个残疾
证，谁看到谁揪心。三是智障多。”“谁看到
谁揪心”无疑是作者的真情流露，而他为那
些艰辛的医务工作者、孤寂的事业开拓者、
痛苦而坚韧的病患者写下的文字，可谓字字
深情。

徐观潮对国家和乡土持有一种独特的
情感。他在文中说，“我追踪共和国的脚步
时，心里在战栗，也在深深震撼！感觉有一
丝丝的温暖从全身的毛孔蜂拥而入。这是
一种兴奋的感觉，一种自豪的感觉，一种希
望的感觉。”毫无疑问，中国医疗、中国健康
是此次写作的主题。同时，他作为江西人，
对江西的医疗事业情有独钟。江西医疗、
江西健康是这部书的重要内容，也是观察
中国医疗健康的立足点。70年来，江西全
省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1953年的32.25岁
提高到76岁，孕产妇死亡率由1990年的
96.3/10万下降到2018年的8.41/10万，婴
幼儿死亡率由 1990 年的 55‰下降到
5.5‰，医疗机构从 141 个增加到 3.65 万
个。看得出来，他对江西这些发展成就有
所“偏心”。

文以明道。《中国健康档案》讲述的既是
健康之道，还是生命之道。它为中国健康打
开了一扇窗，一个昂首前行的中国尽在眼
中，一代人的信念和梦想也尽在眼中。这独
特的风景，提醒着我们，也激励着我们。

司马迁及其《史记》一直是出版热点，尤其是近年来，这个热点愈演愈烈，似乎有种“芳
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的趋势。这些图书中既有通俗读物，亦有学术研究著作，
如韩兆琦的《点赞·志疑：史记研读随笔》、杨照的《史记的读法》、陈正宏讲《史记》系列之
《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血缘：〈史记〉的世家》、张新科的《〈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
过程及其意义》等，普遍不断再版，入选各种好书榜评选。此外，青年历史作家刘勃也推出
了其作为“历史三部曲”之一的《司马迁的记忆之野》，颇得好评，亦引发了相关评论。综观
这些评论，一律将《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归为历史读物。这样的概括，大体上是没有错，但
不全面，忽略了其最重要的文体特征：这是一部关于司马迁的传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片
面评价，笔者认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没有仔细阅读作者在“后记”中的声明：“写这本小书是一个意外。2019年11月
份，《国家人文历史》的纪鹏老师约我为司马迁写一篇小传，六千字。一不留神就抻到一
万。”

二、大部分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忽略了作为隐形叙述者司马迁的存在，把注意力集中在
叙述者所讲述汉武帝时代历史事件和人物上，所以将之简单归为历史读物。

三、关于传记文体特征以及传记与历史读物之间关系的认识不足，是导致以上片面认
识的学术方面因素。

无论是从作者的声明，还是从整个文本体现出来的特征，都可以说，这部著作首先是
一部传记，较完整地讲述了司马迁的生平事迹。那么，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只认为是司
马迁的传记，这部书中还讲述了那么多汉武帝时期事件和人物，甚至很多事件和人物并没
有与司马迁本人发生直接的关系，这该如何解释？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这本书的叙事策
略来分析。

别具一格的叙事

这部传记的叙事别具特色，有别于大多数传记叙事，在结构布置上设置了两条叙事主
线：一是司马迁的生平事迹线，一是汉武帝时代叙事线，以司马迁生平为纵向叙事，以汉武
帝时代为横向叙事，由纵到横，由司马迁的生平引申出汉武帝时代中的事件和人物，由点
到面，深度讲述，纵横交叉，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包括社会、经济、军事以及后宫斗争等等在
内的整个汉武帝时期历史画卷。比如，第二章“一统”中，开头时讲司马迁20岁开始的壮
游，他要搜集天下散佚的史书、了解各地的风俗旧闻。这时候叙述采用的是全知视角，但
到了“到长安去”这一小节的时候，作者巧妙地将叙事视角从全知视角转变为隐形视
角——用传主司马迁的视角来呈现汉武帝时期作为一个繁荣时代的都市长安在当时人们
心中的吸引力：司马相如、庄助、朱买臣等人纷纷离开使自己仕途陷入低谷的原籍，长途跋
涉到长安寻求机遇，果然都在这个新兴都市实现了各自的人生
价值。作者是想通过司马迁壮游过程中所见当时豪杰英俊纷纷
在骚动不安、跃跃欲试的现状，将叙事切入到汉武帝时期人才与
时代之间的关系，更是想以此来反映一个盛世的出现是需要各
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力，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从这个角
度来说，这部传记是成功的，在传记叙事策略上做出了创新性尝
试。当然，如果不太熟悉作者在叙事上的别具匠心，读者容易忽
视作为隐形叙述者司马迁的存在，会认为这只是一部讲述汉武
帝及其时代的历史读物。

传记中运用叙事视角的转换方式及其所带来的陌生化效
果，让我们联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刘鹗、林纾、吴趼人等“新
小说”家在西方小说叙事影响下尝试在小说创作中运用全知视
角、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以及纯客观叙事之间
相互转换的实践。比如，在一篇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事小说
中，突然加入中国传统的全知视角叙事，铺叙事件的社会生活背
景等超越叙述者视角的内容。这样的随意转换叙事视角，当然
带来破坏叙事整体性和文学性的弊端，但从当时的传统审美角
度看，这样的叙事能够补充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小说完成

“为一种社会之历史”、“可备史家之采摭”、“可补正史之阙”这个
重要的任务。“新小说”家在受到西方小说叙事技巧的丰富性影
响后，尝试对中国传统叙事模式进行改变，不过因为受传统审美
习惯的牵制，又缺乏西方小说理论系统的指导，“新小说”的叙事
视角转换尚处于模仿借鉴阶段，甚至可以说只是模仿了西方小
说的形式却没有掌握真正的技巧，但其对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过程带来的开创性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亦文亦史的风格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的作者刘勃非常熟悉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手法，可以说在这部传记中运用了司马迁
在《史记》中亦文亦史的创作手法。中国是历史大国，而且最早的历史书写是文史不分，这也是《史记》之所以呈
现出文学性和真实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记》的文学性一直以来是史学界和文学界讨论焦点所在，钱锺书甚至在《管锥编》中专门分析在赵盾弑
君事件里对晋灵公派去的刺客鉏麑的心理活动描写。当鉏麑看到赵盾家里大门敞开着，家具摆设非常节俭，与
其掌握国家大权的重要身份不相符合，惭愧至极，自言道：“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然后触槐而死。钱锺书认
为，作者怎么知道如此私密的心理活动，是谁在鉏麑身边听到了吗？显然这就是文学虚构。

关于鉏麑的心理活动描写，林纾也曾论述过：“……初未计此二语是谁闻之。宣子假寐，必不之闻；果为舍
人所闻，则鉏麑之臂，久已反翦，何由有闲暇工夫说话，且从容以首触槐而死？……然诗情悲恻，人人传诵，固未
察其无是事理也。想鉏麑之来，怀中必带匕首。触槐之事，确也。因匕首而知其为刺客，因触槐而知其为不忍，
故随笔妆点出数句慷慨之言，令读者不觉耳。”“随笔妆点”即是作者运用文学手法虚构合情合理的细节。

《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无论是作为传记，还是作为历史读物，都应该以真实为本，但也对传主司马迁的内心
活动进行了描述。如，终章“绝笔”中分析《报任安书》的写作及其背后原因时，对司马迁为什么写这封“中国历
史上第一书”的内心想法做了如下描述：“所以他觉得可以和老朋友说说心里话”，走进司马迁内心，为其给任安
回信安排了“合理的动机”。这样的虚构符合传记叙事手法中的“合理想象”，这正如《韩非子》中所言“人希见生
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合理的想象就是按照死象的骨架来为其添加血和肉，使之血肉丰满，
栩栩如生。写司马迁，《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运用了司马迁最擅长的亦文亦史手法，以司马迁的方式回忆司马
迁，反映了作者对司马迁《史记》栩栩如生写作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问题与商榷

除了以上两点创新之外，笔者认为该书存在以下几点问题，需要提出来商榷：
一是，关于《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司马迁的记忆之野》认为是“巫蛊之祸”之前，此时任安还没有在监狱

遭遇囹圄之灾，不然2000多字的竹简如何送到监狱里去。从这些分析看，作者的判断似乎可以成立，但从这封
信的写作目的看，这种推理并不成立：司马迁是想通过这封信来阐述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我们今天所看到
《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第一次在这封信中出现的。司马迁的这封信并不是
普通的给朋友的信，他的目的并不是送到任安手上，或者可以说，送到朋友手上并不是这封信的惟一目的，而是
借用书信这样的载体和形式向世人阐述自己的创作目的。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韩兆琦先生曾与笔者谈
到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一封宣言书，其目的与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十分相似。所以，任安在不在监
狱，信能不能送到任安手中，并不是判断这封信写作时间的惟一有效根据。

二是，纵览全书，关于司马迁生平事迹，历史文献所能提供的信息，《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几乎都提到了，不
过有一点没有交代，即司马迁在汉代西南夷平定事件中的作用。司马迁曾在前111年奉汉武帝之命，担任朗中
将的职务，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西南地区传达中央的军令，并在西南地区设郡置吏，在西南待了12个月，这
也是其在政治生涯中扮演有别于史官身份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而且是非常成功的一次。作者忽略了这个事件，
比较遗憾，应该在序章“盛世”开头部分父子临终之别时插叙最好。由此也导致了该书中一个知识性错误，作者
说：汉武帝“很少给司马迁委派重要的具体工作……司马迁的性格，恐怕未必是一个能处理繁难行政事务的
人。真把他丢到凶险的前线，那对司马迁本人来说极可能是灭顶之灾，对中国史学史来说，也无疑是无可估量
的损失。”（第四章“开拓”）作者说司马迁没有担任过重要的具体工作，而此次出使西南、设郡置吏，对当时的汉
代而言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性事件。开疆拓土，扩大国家影响，与北伐匈奴处于同等重要性，这也是司马迁一
生担任的最为重要的政治性角色。

三是第十章“倾国”，关于李夫人的身份建构以及太子刘据“巫蛊之祸”事件，《司马迁的记忆之野》引用的都
是《汉书》《汉武故事》和《资治通鉴》，因为《史记》里没有提到这些，似乎超出了本书以司马迁为叙事主线讲述汉
武帝时代的结构设置，而且占有一个章节的篇幅，似乎不太符合全书的设置。这样的布置类似“新小说”时期，
所叙述事件常常超越所设置人物视角的写作，其实完全可以将第十章“倾国”作为“附录”来交代。不过，“倾国”
这章写得非常成功，从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词入手推论出李夫人以及李氏外戚集团才是“倾国”的罪魁祸
首这个结论，非常符合历史研究中演绎推理方法。

总的来说，《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作品，通过司马迁的生平观照整个汉武帝时期，
时代、经济、军事、民生等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精彩的呈现，尤其是运用史料文献比较法、归纳法，对历
史事件做出相对合理的分析和推测，从而保证事实的真实性、可靠性，同时运用恰当的文学手法，提高了作
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值得肯定的是该书在叙事结构设置上的独创性，司马迁对生逢盛世的豪情以及命运
转折时的悲愤，与汉武帝盛世繁荣时期的志得意满以及连年征伐过程中的穷兵黩武、与民争利、独断专横、
孤寂晚年形成对比，一主一副、一点一面，双线叙事呈现相对一致的情感发展趋势，为传记写作提供了新的
叙事模式。此外，该书的语言生动鲜活，有时采用网络化的语言，这虽然对正统历史读物和传记而言是弊
病，但作为通俗读物来讲，增加了其生动性，更易受到年轻读者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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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健康中国的好书
——读徐观潮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健康档案》 □师力斌

当代中国给人们印象最深
的，无疑是它的变迁。而变迁发生
最早、最深刻的，是在中国的农
村。因此，欲了解变迁中的当代中
国，必先了解变迁中的中国农村。
李寅著《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
国”》，通过对贵州省纳雍县水头
寨的生动描述和多维观察，为人
们了解变迁中的中国农村提供了
一个生动的读本。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土地是
农村的根基，二者的相依相符构
成中国农村的基本关系。这一基
本关系的演变是当代农村变迁的
主线。《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
国”》紧紧围绕这一主线，以水头
寨为切入点，在回顾历史的基础
上，梳理了新中国土地制度发展
演变的历史轨迹，以及在这个过
程中农民对土地从依恋、困守到
如今半离土状态的变迁。这种变
迁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所
呈现的复杂样态尤其令人印象深
刻，其中既有传统农民对土地的
坚守与困顿，也有农民工对土地
的弃守与羁绊，更有由此产生的
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无奈与期
盼。这些面目、心态各异的群像构成了当代
农村色彩多样的风景。它提示人们，尽管土
地制度发生着深刻变革，但变革的使命还远
未完成；尽管广大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但要过上富足、安然的美好生活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虽似乎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密不可分，但仍如
作者所说，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仍然是
时代命题，解答好这一命题是乡村振兴能否
行稳致远的关键。

如果说土地曾是农民的命根子，那么传
统乡土文化则是农民赖以生活的精神家园。
几乎与土地制度的变革同步，长期处于相对
稳定状态的乡土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也经
受着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和剥蚀。这是《水头

寨里的“另一半中国”》带给人们
的另一种深刻画面。地理位置相
对闭塞的水头寨是乡土文化的富
集区，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丰富
多姿的民族文化、独具特色的地
域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
相得益彰，滋润着村民的精神生
活和情感世界。但伴随近几十年
来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无论是
传统清明节挂纸、乡村红白喜事，
还是共荣共存的民族文化，都在
发生着润物无声的变化。在作者
所描述的这种变化图景中，读者
不仅看到了来自现代化风潮的剥
蚀，也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韧性和
人们对她的坚守，尤其是“父慈子
孝、长幼有序、诚实善良这些乡村
优良传统作为村庄精神依然顽强
而坚韧”。可以预期，这种剥蚀与
坚守的博弈仍将持续，而对自身
优秀因子的传承、对现代风尚的吸
收，将使传统乡村文化逐步走上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路，继续
承担起新农村精神家园的使命。

土地与农民关系的演变，乡
村传统文化的变迁，也给乡村治
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从历史深处

走来的中国乡村，在当代形成了颇有特色
的治理模式，其中既含有传统乡村自治的
因素，也包含基层政权的介入管理。面对改
革开放的深入及其带来的新的格局，过去
行之有效的一些民间传统方法日渐式微，
基层政权组织也面临越来越多新的问题，
从而对当下的乡村治理留下了很大的探索
空间。《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国”》在这方
面也有比较深入的考察和思考。作者一方
面提出了诸如“互惠互助还能延续吗”，怎
样缓解“打工之痛”等需要解决的问题，同
时通过“一位老县长的回忆”“解码塘约经
验”等提供了若干具有参考意义的经验和做
法，并对一些时代性的课题提供了专家建议
和自己的思考。譬如，针对乡村振兴的人才

支撑问题，作者提出了造就更多乡土人才、
吸引外出青年回流、让告老能还乡等解决方
法，应该说颇有见地。当然，农村面临的一些
问题如户籍制度的松绑等，已经超出了狭义
乡村治理的范围，需要在推进城镇化和整个
国家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寻求解决之
道。可喜的是，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这方面的探索已
经开始。

通过描述一个村寨的变化来解析中国
农村的变迁，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情，但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好的
事情。《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国”》为此做出
了可贵的尝试，并较好地实现了作者的初衷。
本书所选取的水头寨，作为中西部的一个平
凡山村，固然不似大寨、小岗村、华西村那样
声名显赫，然而正因为其默默无名和平凡无
奇，却也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中国的广袤农
村正是由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平凡村寨组成
的。作为从水头寨走出来的青年，本书作者
对家乡有着天然的体察和深挚的情感，对民
族地区发展和三农问题有着持久的关注和
思考，多年新闻媒体的从业经历又赋予作者
比较广博的见闻。这些因素使《水头寨里的

“另一半中国”》既具有敏感与纪实的新闻风
格，又具有理性与思辨的社会学色彩，从而
将自然状态下的水头寨变成了读者眼中一
个可感可析、流动透明的“人文”水头寨，成
为解析当代中国农村变迁的一个有价值的
样本。

中国的农村广袤复杂、社会变迁波澜壮
阔，固然不是通过对一个村寨的描述和解析
所能涵盖的，但《水头寨里的“另一半中国”》
还是比较出色地提供了这种变迁的一朵浪
花、一个侧面，因而值得所有关心、关注农村
改革和发展的人们一读。作者在书中提出的
问题更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相对城市而言，
农村是中国的另一半，随着乡村社会开放程
度不断加深，人口流动愈加频繁，传统文化
式微，处在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如何治理更
有效？城乡一体化如何更加相得益彰？人们
的生活如何过得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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