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变-世纪大讲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流变-世纪大讲堂》

13位ISBN编号：9787505723207

10位ISBN编号：7505723200

出版时间：2007-5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页数：2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流变-世纪大讲堂》

内容概要

《世纪大讲堂：流变》是"友谊凤凰丛书"之一的"世纪大讲堂(流变"专著，具体收录了：《在热闹处安
静听》、《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中国文化还有生命力吗？》、《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
《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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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世纪大讲堂》

书籍目录

在热闹处安静听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对城市建设的文化阅读潜规则，在历史
中拆解人间对局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中国大学百年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因为大地有梦想”中国文
化还有生命力吗？中国近代史的非常道解读中国当前文化思维中的几大误区古典美学与现代意识自我
意识与人的确证文学中的上海、北京与香港同性恋者的处境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历史地理学
能为未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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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世纪大讲堂》

精彩短评

1、几个印象最深的：20世纪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中苏关系破裂，合法伤害权
2、深刻 学习 内涵 深意 意味深远
3、同系列中的一本，这一套都很经典，已经脱离了“电视”的影子，就专题论专题，一些有争议或
是颇有建树的学者有破有立的论述自己观点。。无论是纯粹阅读还是收藏都适宜
4、一桶水VS一滴水
5、重读这本书，更多是想到大学的讲座情景。读完之后，困惑的是若学者不能为政，学术对社会的
影响仅局限与"圈里人"。仅作为存在，我们在精神自由的路上不知还要走多远。
6、世纪大讲堂的深度和知识含量要远远超过百家讲坛，看这样的书才值~
7、比央视百家讲坛大有不同，学问而非学术，思想而非知识，大师荟萃，赞
8、可看，但感觉不大提得起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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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世纪大讲堂》

精彩书评

1、在凤凰的世纪大讲堂汇编丛书中，看到两篇讲演文章印象深刻。第一篇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凤
凰锵锵三人行常坐嘉宾许子东的，讲的是好像是作品的城市印记。以京派海派为例，提到如何划分这
种地域作品。其中拿了三篇文章对比，令我印象深刻。一篇是曹禺的《日出》，一篇是张恨水的《啼
笑姻缘》，一篇是张爱玲的《第一炷香》。三部都是讲的女性如何在城市中堕落。《日出》只写了陈
白露堕落后，《啼笑姻缘》写了凤喜堕落的整个过程，《第一炷香》则完全描写的是葛薇龙如何一步
步走向堕落，到堕落后的生活则戛然而止。再分析葛薇龙堕落过程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叫作“合
理的虚荣感”。他问在场的男女学生，如果你们像葛薇龙那样，刚到旧金山留学，突然从天而降这么
一个有钱的姑姑可资助你，但你知道这个姑姑是靠做交际花，接受男人馈赠过活，这时你接受她吗？
没几个人举手。好了，第二步，这个姑姑给你满柜子的漂亮名牌衣服，好吃好穿，司机接送，这时几
个女孩子动摇了。好，男生就给你一辆宝马或奔驰，你接受吗？马上举手的男生多了。第三步了，出
现一个帅气又多金的少爷，拼命追求你，大概所有女生要举手了。葛薇龙当时碰到的是乔其，后来却
发现他和女佣不轨，本来她决定走了，离开姑姑的房子，离开这种生活，可是乔奇这种公子，开车跟
着她，最后她回头看的时候，他却趴在方向盘上，低头不语。这一招之后，葛薇龙彻底陷入了这种生
活。----“无非是和姑姑找男人，帮男人找姑姑。”看到了吧，每个女人都可能在这种“合理的虚荣
感”之下，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亦舒的小说里面价值观是有趣的，女人不能跟洋人走，那是最丑的
，和与大猩猩走在一起没什么区别。但是，被有钱又有风度的男人包养，却是可以犹豫的。最典型的
喜宝，最初不过是为了下个月的学费，想着最后还是要干干净净的回去做律师的。可是，后来一步一
步，被勖存姿的收养在金钱的城堡中，就这么行尸走肉一生。最理智的大概是《红尘》里的那个卖古
董的女子，她那句：对婚姻的期望，就是能在今后直至年老的日子，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话话家常。
我印象至深。能说他期望低吗？她确实那个能把所谓“合理的虚荣”消灭于萌芽之中的女人。佛法中
说的，人生好比在一艘漏水的船中行进，人却茫然不知
。--------------------------------------------------------------------------------------------------------第二篇是
吴思写的对于明清时期的衙门潜规则调查。原来潜规则古已有之。如何呢？县上乡绅忽接衙门传票，
说有盗贼说他们参与合伙窝赃。乡绅们摸不着头脑，但也知道大祸临头，这是找上门来讹你来了。这
种做法古已有之。县府利用抓到的小偷强盗，让他们在供词中诬陷一些富户入罪，这样在水落石出之
前，这些富户不得不成为犯罪嫌疑人而被押入班房，就跟今天的陈水扁一样。吴思介绍到，这班房还
跟正式监狱不同，因为监狱在法内，而班房在法外，本来是衙役们值班的地方，后来却演变为犯罪嫌
疑人的看押地。富人们班房里面过的怎样，全仰仗衙役胃口和你把他们喂的如何。最后水落石出，大
不了无罪释放。这样做政府机关的成本极低，但是却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俗称灰色收入。当然
，灰色收入下面还有灰色尸体。据史料，某年某地在班房里面死了两千多人，而当年明正典刑的才两
百多人。十倍！吴思取了个名，叫作合法伤害权。我认为这个名字取得好极了，而且是一切权力机关
贪腐的最根源的恶之花。这个案例最后以乡绅们找到当地举人为他们出头协商，最后按照每年上贡一
定数量银两的形式了结，相当于保护费。这下好象两下欢喜，差人们不必在伤脑筋找人陷害富人就可
以有固定的灰色收入，富人们也不用担心今后会被找茬。好像天下太平了。但是，但是——一句话：
请问，贪心是有极限的吗？合法伤害权，一旦被广泛默认，只会带来更加大的胃口。最后，就像现在
，大家几千个人去争几个公务员的职位，只为成为灰色收入阶层的一员。劣币淘汰良币，刁民淘汰良
民。最后10个人里面，9个人公务员，一个人没关系而被剥削，这样走头无路之下，只有自己消灭自己
，不然举竿而起。历史其实一直在重演，所有我们经历的现实，其实人类早已经历过了，只是没什么
记性和长进而已。只要这个社会还有合法伤害权这个东西，贪官的消失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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