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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

内容概要

本书是易中天教授在2005年8月1日到10月1 日两个月间就成都市启动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
城乡一体化”进程所做的访谈集，考察了成都市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等方
面的改革成果，并就成都市的改革作出了自己独到的分析，展示了在这一进程中站在改革潮头浪尖的
官员们鲜明生动的形象，提供了构建和谐社会大环境下统筹城乡一体化的一种可资借鉴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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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

作者简介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厦门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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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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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

精彩短评

1、了解昨天的成都，才知今天的结果。
2、不是自己喜欢的风格，不过易中天还是做咯不少工作。感觉上有点片面，个人感觉有点鼓吹之嫌
。
3、若不是易中天的作品，哪会耐着性子翻看完。可是勉强看完之后，掩不住大失所望，仍不相信这
竟会是易先生的作品。
好在这之后再也不会有同一作者的同类作品了，这应就是个弄错的事，下不为例为好！
4、总体满意 这本书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的 好评1
5、送朋友的，随便翻阅了一下，不是我喜欢的，比较难理解，但朋友很喜欢。
6、软文～
7、易中天对社会的深刻认识！
8、拿到的书那一刻我就很气愤，完全就是旧书。书上有折页的痕迹。而且，书的封面很脏，加上磨
损度完全看不出是07年出版的书，这是一本比我从小到大所有书都要旧的一本书。
9、毕竟不是专业出身，浅了一些
10、将来相当一个清官的、想执政为民的朋友应该看一看！！！写了一些作者访问基层干部的事实记
录，还写了这些干部怎样为人民办事的具体措施。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许多照片，还有就是语言一一
点都不枯燥，反而有一丝幽默。
11、 非常 扯淡的书
12、文笔不错  调研记录
13、和谐易中天...
14、这本书真的很有一看的价值，详细记叙了现代农村改革的内幕和历程。你在这里看不到社会主义
的人和要素，大家要做的只是发展经济，法律和政治体制什么的都不会被考虑。
15、该书是易中天老师对破解城市乡村发展的一本访谈类书籍，有助于相关社会人士进行研究和公务
人员进行指导性建议
16、空话比较多，但是提出的方式还是适合人们思考
17、对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了解还算比较全面，从各个方面入手了解。可惜全是从政府部门的了解，
缺乏作者自己的观察及现场的调查。
18、有需要的运费到付赠送
19、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中国发展的头等大事，成都肯定做了大量实践，取得不少成绩。《成都方式
》是易中天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方面的一些设想、一些做法
和一些思考。
20、如果我们假设易教授所言都真，那么成都之语中国真可谓另类，可谓净土。但我们也要注意，这
“净土”的获得，是因为它的“另类”，或者云，成都成功的取得，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一种“成都”
方式。 比如，他们先用政府出钱把房子建起来再由老百姓选择是否搬进去住就能避免相当的麻烦。但
是我们要看到，即便如此，城乡改革也未必符合老百姓的意愿，那些安于老房子，顾念老感情的人怎
么办，李春城似乎给了回答，但易中天没给我们答案。假使真的有办法吧。那么如何向全国推广呢？
否则成都只是成都，其他城市的不合理和冗杂化也依然存在。仅仅是靠易教授这样的介绍和提倡是没
有用的，因为我们知道提倡的本身就意味着缺失。更何况，成都方式只是相对于其他冗杂和不合理而
言的先进，跟其他国家的城市标准还差一截，比如选举，不过还是党代表的选举，说白了还是民主
21、我是四川人，也挺喜欢易中天的说话方式，几乎买了他的所有书，于是没有多看就买了这本书。
原来，易中天老师现在把压箱底（真的是用来压箱底的）的文稿也拿来出书了。书，各有喜好，但这
本实在难以恭维，当然，可以作为政府制定给执政为民的官员发放的学习资料。我到觉得，现在他写
的那个基层官员们的状况，相信大家都清楚，借古讽今也好、树个典型也好，都行，但这样大面积的
吹捧实在没有意思。政府给了讲台，也不用这个样子去回报。内容不说了，大家别以为看了易老师的
讲历史好玩就瞎买。这书不好看！
22、太过枯燥。。。
23、易老师的书都是最棒的,虽然有些书都是重复的,但还不错
24、书籍和邮递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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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

25、成都的改革创新举措，经易先生的梳理，非常清晰
26、这本书，是易中天先生花了一个暑期的时间，不顾酷暑，深入成都市及其县区调查，通过自己的
直观认识、分析后写就的一本好书。之所以说是一本务实的好书，主要基于以下认识。第一，调查的
方式务实。易中天先生亲自到成都市和县区调查了解情况，现场提问、采访，而且针锋相对，不回避
矛盾和敏感问题，实实在在，尽量原汁原味的把采访、调查的情况呈现在读者面前。第二，调查的当
事人实在。采访的几位书记、区长，部门负责人，大多是敢说、有为、有基层经验，部分同志还有较
高的理论水平，总结出了工作的规律和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第三，调查的问题很实用。调查的问
题涉及到地方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房屋拆迁，人员安置，发展环境，干部作风等。这些问题，都是
当前地方党政领导面临的棘手、苦苦探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书中介绍的许多成功的实例和经验
做法，值得党政领导认真借鉴，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弯路，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正如作者把本书命名
为《成都方式》，确实是成都各级党政领导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具有一
定的模式，可以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知成都方式在全国是个什么位置，是否具有代表性和可借
鉴性。因此，作者没有把她命名为成都模式，可见作者的用心所在。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这本书
，对各级党政领导来说，无疑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27、曲图看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732655/
28、通俗，可读性强。至于成都在城乡统筹中取得的成效是否真的那样好，不可迷信此书。
29、如果中国新农村都按成都方式去建设的话, 农民将是多幸福呀!社会将是多和谐呀!
30、本来想找找论文题目的方向，结果发现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却是如何说话......
31、草草读过，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32、易老师的书 一如既往的支持！
33、现在如愿以偿买到了，很高兴
34、早期的调查
35、当当网的服务很好，发来的书质量也非常好。
36、内容很详细，踏实，比中华史要丰富
37、空谈误国。过了这么多年，也不见得问题有什么大的改善。
城乡二元还是对立。
当然，成都的方式看上去还是很美的，只是，能否推广就是很多个疑问了。
38、其实我们今天缺的不是大家空喊的民主，而是实实在在地去做。公民的民主素质是在民主当中提
高的，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在民主中提高民主素质。 
39、朋友介绍的，很不错的一本书。
40、不是易中天的风格，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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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

精彩书评

1、国庆节在广州图书馆，本来是去找一本地产史的书，却无意中发现了中天的这本《成都方式》。
看到书脊上的名字，真不敢相信，这位学术界的麻辣教授，跟成都有啥关系呢，为何还写过这样一本
书？易中天的名字不是应该出现在《品三国》《中华史》等书的封面上吗？翻看封底的简介才知道，
原来在2005年的暑假，易中天来到蓉城，针对城乡改革问题采访当地的官员，问题主要涉及城乡一体
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三个方面，本书就是当时的采访实录。采访对象有乡
镇级的基层干部，也有市委书记级的高官，锦江、金牛、龙泉、新都、大邑、双流、温江、邛崃都是
他曾涉足的地方。这次行动有点大学生暑期调研的意思吧，而接下来他就去央视录制百家讲坛《品三
国》了。在书中了解到，原来川大江安校区的选址是双流县政府为了解决周边农民就业问题，青岛双
星集团在大邑县投资建厂也是政府大力招商的结果，还有成都的五朵金花（红砂村、幸福梅林、东篱
菊园、荷塘月色、江家菜地）是锦江区政府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举措。在书中，易中天尽量把自己的
语言简化，仅用一两句话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了最大程度保留被采访者话语的原汁原味，文中出
现了大量地方言子，并在括号内注明了普通话的意思。
2、这是他成名前，就在做的一项调查。不得不佩服易，不光懂三国、先秦诸子，还对美国宪政跟城
乡改革有研究。所以说，人一定要有存货，而且要不断充电。否则，总有卖光的一天。大学就是打地
基的阶段，如果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研究点东西，那真是会受益一辈子啊！其实易的思考还是不错的
，但因为是他写的，所以总给人“抢戏”的感觉。不喜欢里面的照片，像是国与国之间领导人会面的
样子。而且采访多是地方官员，我以为不容易得到真相。况且你是易中天，人家怎么可能会跟你说真
话呢？9.2.42晚写于A061
3、如果我们假设易教授所言都真，那么成都之于中国真可谓另类，可谓净土。但我们也要注意，这
“净土”的获得，是因为它的“另类”，或者云，成都成功的取得，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一种“成都”
方式。 比如，他们先用政府出钱把房子建起来再由老百姓选择是否搬进去住就能避免相当的麻烦。但
是我们要看到，即便如此，城乡改革也未必符合老百姓的意愿，那些安于老房子，顾念老感情的人怎
么办，李春城似乎给了回答，但易中天没给我们答案。假使真的有办法吧。那么如何向全国推广呢？
否则成都只是成都，其他城市的不合理和冗杂化也依然存在。仅仅是靠易教授这样的介绍和提倡是没
有用的，因为我们知道提倡的本身就意味着缺失。更何况，成都方式只是相对于其他冗杂和不合理而
言的先进，跟其他国家的城市标准还差一截，比如选举，不过还是党代表的选举，说白了还是民主的
集权，或曰集中，公民不参与政治生活，也就在政治人物使用公共权力的时候，难有监督制约作用，
所以民主还只是走出一步，虽然我们承认很不容易。但我们要关切的更是接下来的路会怎么走，前途
在哪，方向何在。这才是对待民生问题的真态度。
4、五多五少的《成都方式》文|呙中校我一向对易中天先生的书很感兴趣的，从《读城记》到《艰难
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品三国》等，都是通俗易懂的好读物，对于《成都方
式》则更有兴趣，因为这本书的副题是“破解城乡改革难题的观察与思考”，而我也一直在关注中国
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和城乡制度变迁，只不过我一直关注的是深圳这个城市。在收到复生兄辗转寄来
的《成都方式》一书时，正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正在播出成都市城乡统筹改革的内容。尽
管在拿到《成都方式》之前，在网上已经看到一些关于这本书的评论，不过我还是认真地把这本书读
完了。两相对照，发觉电视和书除了在叙事风格上各有千秋外，对于“成都方式”的具体内容看来是
“英雄所见略同”。对于“成都方式”的具体内容及意义，我不想评论，一是我不能说我对成都发生
的事情很了解，二是我还没有看到独立性比较强的关于“成都方式”的调查研究。因此，要评点《成
都方式》这本书就有点为难，因为我不知道这本书应当归属于哪一类。是散文随笔？是调查报告？是
学术分析？为此，我就谈谈自己对这本书的一些直观感受，粗略归纳为“五多五少”： 一、官员出现
多，群众出现少。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大多数读者对这本书的第一感受，也是大家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成都方式》中出现的被采访的党政干部有几十位，但是被采访的群众好像只有一位，那就是浦江
县复兴乡的农民李启松。对于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这么大的社会课题，竟然只有改革决策者的自说自话
，而缺少改革的主体——群众，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不把这本书看作是调查
研究，因为没有调研的主体。另外，被采访的学者也只有一位，那就是四川大学教授姜晓萍。不过姜
晓萍这位学者也带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因为她与官方有合作，直接参与到改革的设计中去。二、官员
讲的多，自己分析少。《成都方式》书中大半部分是作者与成都党政官员的对话，而其中又主要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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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

员在介绍他们进行的改革和经验，虽然不是自吹自擂，但是基本上媒体已经报道的内容。作者提问内
容不多，也不见深入和精彩，让人觉得是被采访者主导了采访话题好方向。也许，作为长期从事人文
科学研究的学者，对于社会科学那一套的研究方法并不能熟练运用。三、定性分析多，数据分析少也
大概是人文学者的原因，《成都方式》中定性讨论多，数量分析或统计分析少，没有用数字来说话，
只有少数党政官员谈话中举出几个数字而已。没有历史数据的纵向对比，就难以掌握发展方向和趋势
，也难以说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没有横向的数据对比，也就难以显示差距，这些都是社会科学调查
研究的基本方法。数字和图表看起来很枯燥，但是如果处理得好，也是很有说服力和震撼力。四、基
本概念多，深入分析少。如果说《成都方式》的调查研究是走马观花，那么对“成都方式”的分析就
显得蜻蜓点水。作者分析比较集中的地方在最后一部分“不败之地”，对成都的改革进行了归纳总结
，但是对于民主、法治、科学的探讨不显得有什么特别之处，也看不出成都方式对这几点上有何特别
意义和贡献。这点与《艰难的一跃》有点相似，在《艰难的一跃》中，作者对于美国制宪的原则都点
到了，但是对这些原则的依据和必要性也是缺少深入分析。总的看来，易中天先生在语言技巧、叙事
结构等水平很高，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显得比较薄弱。五、成绩讲的多，问题分析少。当然，由于
主要是官员成绩讲得多，而作者对问题分析少。作为新特区的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党政领导突
出成绩是可理解的，但是作为局外的研究者，对改革中所暴露的问题应该有独立的分析，遗憾的是这
部分内容也是很少。不管作为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独立性和批判性都是不可或缺的。正是由于
这种欠缺，使这本书总体感觉是成都官方的宣传，而不是一个学者独立完成的成果。当然，如果易中
天先生认为他的《成都方式》只是一种记录式的访谈笔记的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报告或学术研
究的话，那么我上面说的都是废话。不过，我想这种官方式的访谈笔记似乎没有必要来做了，毕竟，
如果大家要了解成都市的党政领导是如何做的，如何想的，我们大可通过电视、报纸这些喉舌来获取
，而且，这样的工作更没有何况以易先生来做这个工作，给人的感觉是牛刀没用到地方。不过，我们
还是相信，易先生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来介绍“成都方式”，会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成都正在进行的改革
，我们也更期待下一步有力度有深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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