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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路上找回人民》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刘洪波近年的主要思想文化评论文章。作者在媒体工作，对社会新事物、新问题、新现象
保持着高度敏锐，而且能够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深入浅出地进行剖析，表达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忧国
忧民的情怀，文风犀利、深刻，富有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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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洪波，1966年生，湖北仙桃人。杂文家，评论家，就职于新闻界。198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
专业，有图书馆馆员、大学教师、新闻记者经历。在多家报刊撰写个人专栏，著有《文化的见鬼》《
高雅的落俗》《苍蝇的光荣》《读出滑稽》《淳朴的异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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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针砭时弊，但又有失偏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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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唤醒沉睡的权利感——评《在公路上找回人民》文/龙敏飞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我们很多人的确是
不合格的，为何？因为我们对政治事务少了必要的热情，多了不必要的围观。在这样的心态下、在这
样的举动下，公民的权利，往往被忽略了；而情绪的表达，往往被极度扩大化了。为何？只因我们不
愿积极实施公民的各项权利，如监督权、发言权、知情权等的获得，很多情况下，我们只当围观者，
只是网上的谩骂者，谩骂居然解气，也固然可以吸引舆论关注，达到维权目的，但却是小概率事件，
而要达到常态化的维权成功，唤醒沉睡的权利感，是必经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在公路上找
回人民》这本书，就是一本唤醒沉睡的权利感的书。在书中，作者刘洪波通过对热点事件的关注，并
通过对热点事件的分析，将权利意识的普及，渗透到文章中去，以案说法的可接受度，必然是强于道
德说教和死读法律书的。在这本《在公路上找回人民》中，其涉猎的题材，也是相当广阔的。如仇官
仇富现象，作者深刻分析了社会成因和公众焦虑；再如食品安全问题，作者又解析了法律知识和现实
成因；再如安乐死的问题，作者引经据典，进行更为客观的分析，给我们带来深思；再如暴力慈善问
题，作者也做了理性客观的分析⋯⋯每一个事件，到了作者笔下，分析起来，便显得格外清晰，什么
人应该尽怎样的义务，什么样的做法又是契合公民意识与公民行为的，作者通过一篇篇文字，向我们
再次传达了一种公民理念。这本书的书名为《在公路上找回人民》，我的理解是——现在在哪都有公
路，那公路便指代现实；而找回人民，则是找回我们的权利感。的确，现实中我们发生的任何事，都
跟权利有关，都跟义务有联系，这是必然的。如何从这现实中找寻到公民意识，却是需要一番努力与
学习的，而作者的意思，便也是要将这样的一种观念与理念传达，以期达到“唤醒沉睡的权利感”的
目的。必须承认，于现实社会而言，我们无疑是需要这样的“启明星”的——照亮着公众的权利感；
也无疑是需要这样的啄木鸟的——敢于去发现现实的问题。这种独立思考、勇于担当的精神与情怀，
又何尝不是公民精神的一种体现呢？言传身教式的教导，总是更令人信服的。这样的教导方式，远比
天天灌输权利感与权利观更能让人接受，也更能让人体味真正的权利感，而这，无疑是营造公民社会
的必然举动。毕竟，只有每一个人的权利意识都觉醒了，每个人都有权利感了，我们每个人才会更好
地去维护自己的各项权利，我们的各项权利，才不至于被一些群体所挤压，我们有尊严地生活，才能
更好地实现。刊于6月21日《宜兴日报》
：http://www.cnepaper.com/yxrb/html/2013-06/21/content_5_7.htm
2、应该说这是一本关于当下热点的社会新闻评论集，上架建议被归为文化/时政，其实我个人从心里
是抵触“时政”这个字眼的，总觉得它是官方派来的卧底，用所谓强权规范着被扭曲的正义，正襟危
坐的30分钟，让我恶心、呕吐，接着产生尿意。所以，看刘洪波的文字，我摒弃了那个曾经为了高考
为了不至呕吐和产生尿意一手捂嘴一手捂裆每天看那30分钟的不舒服，津津有味地开始了夜读。全书
近300页，26万多字，130余篇短小文字，横跨360行，大到科教文卫，政策法规，小到升斗小民，拆迁
上访，无不直抒胸臆，字里行间流淌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当下社会和环境的关注。让我佩服的不是
文笔功底之深厚，皆因切中要害敢写敢言之故。哪怕如树之一叶，山之一角之渺小，亦称得上是志士
了。书名为“在公路上找回人民”颇有深意。公路，除了是公家开工修建的一条条用于交通的道路，
更动用了数以万计甚至千万计的工人投入其中，又寓意了发展之路。找回人民，就是要在发展的过程
中始终保持不把人民抛诸脑后，只顾一人享受胜利成果。自私者如袁项城，称了皇帝又如何？眨眼之
间洪宪过。它整体传达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我们既要求发展，又不能脱离发展的主力军——广大人民
。或者说，为人民服务不应只是一句形式上好听易记的口号，而应时时刻刻付诸在行动上。有几个词
我想在这里稍加延伸。第一个是教育。作者在文中提到的高考、大学生杀人等事件，无疑是对教育之
失败的控诉。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等到走出学校的时候才发现无所适从，我们在象牙塔里一待
就是十五年，想想人生有几个十五年，可是当我们走出校门后，一切还是要从头学起。小学生抽烟、
恋爱、打架斗殴，教师不闻不问，体制不管不顾。自己国家的语言还没有学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
始幼儿园又普及了英语，中国学生在国际竞赛中屡拿高分，就连英语四六级、雅思、托福也令以英语
为母语的外国人大跌眼镜。可是说到遵守交通规则、尊敬师长、动手能力、创新思维，一下子就比别
人差了一大截。中国自诩上下五千年历史，可是如今有多少青少年真正学到了中国历史，不过是书本
上的所谓经验教训式的教条主义，且是胜利者的历史。我想如果把《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
》等历史大部头书原封不动搬进课堂，或者会有奇效。说到文明礼貌，我们自称孔子后人，儒家礼仪
文化传承者，对于某国抢先申请盗取我国的传统民俗节日而愤慨，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同是受到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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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的影响，为什么现如今的我们所剩无几，变得面目可憎，而某国却去粗取精，更完善地继承了
汉文化？又说到汉字的简化，现如今更能体现汉文化的繁体字只有港澳台三地以及韩日文字中会有涉
及，而中国大陆早已抛弃先人奋进心血创造的文字精髓，转而追求所谓的简约美。科学发展到今天，
更是出现了“提笔忘字”的“盛况”，于是荧屏上所谓的“汉字听写大会”闪耀登场。想想我中华文
化发展到今天，竟退化到一个中学生写对稍难一点的汉字就迎来一片赞叹声，多么可悲的嘲讽！第二
个是环境。相信现在“环境”两字也如那些所谓的不能说出口的字眼一样成了敏感词。可以说环境的
破坏绝对是从地球有人类活动以后开始的，时至今日，尤其是在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还在进行
着以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这种畸形发展模式。近几年，国家陆续提出了节约型
社会、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理念，皆是因为环境的破坏已经威逼人类的生存。饱受风沙侵袭
、大雾弥漫以及拥堵的北京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作为补救措施，南水北调工程成为一条养活北京这
个2000万人口大城市的血脉。森林覆盖面积日益萎缩导致的群山光秃，进而引发的泥石流、山土滑坡
时时威胁着世代依山而居的穷苦百姓。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沙化等一系列人类对自然无限制的索
取最终导致的板块活动频繁，从而引发的地震、海啸等看似天灾实为人祸的灾难，皆是大自然对人类
的预警与惩罚。然而，无耻的人类为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仍不惜以损害子孙后代的环境为代价，换取
一人今世的荣华富贵。佛家说一切皆有因果，种什么因得什么果一点不假。人类的自作孽，换来的便
是不可挽回的悲惨与疾病，从环境恶化、生存困难、疾病缠身等等，无形中一条恶性循环把一切串联
起来，让生活其中的人再找不到任何干净的空气呼吸、洁净的水源饮水，甚至最后失去赖以生存的家
园，此所谓不可活。第三个是法治。说到共和国的法治，第一个要说的是上访，全国各地的信访局、
上访办似乎只有具有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才存在，说是信访、上访，其实就是截访、拦访，让普通百
姓最终无处可访，如果冥顽不灵、顽固不化、软硬不吃，最后就会把人送进小牢房，更甚者死于非命
。有砖家说中国的国民幸福指数逐年提升，谁谁的腿的，从1949到2048年，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天数除
以那个时间的总天数就是我们的幸福指数，我们都被幸福着啊。可惜不一定能等不到2048年百分百幸
福的时候了，因为我们都活在毒气罐里。第二个是拆迁。这在中国来说，我想这是最具备被拍成好莱
坞灾难战争大片的素材，无需编剧，现场直播就行，白天不给拆，夜里偷袭，抵挡不住就自焚，拆迁
队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遍地狼藉，误了无数性命。看过李承鹏《李可乐抗拆记》的想必都记忆犹新，
那场景并不是杜撰，就发生在你我身边，便宜了李大眼，每天抱着电脑跟着拆迁队就把小说写出来了
。第三个是房价。有一个永远打不死的小强站在自己建造的高楼上摇旗呐喊，说什么物价涨了，工资
涨了，什么都涨了，为什么房价不能长？哇擦，工资一年涨了200块，房价一天就涨了200块，这是要
逼死非官二代、富二代的民二代、穷二代的节奏么？一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官逼民反。管他什么石，
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都买不起房，那作为他们的父母——众多的无产阶级就会骂爹骂娘骂祖宗，那些
建造了中国无数高楼的人其实就是一泡屎，房子空一辈子没人住，老百姓苦一辈子没房住，ZF，这时
候你在干嘛？拉屎吗？第四个就是医疗。中国诱人的发展速度把很多人很多厂吸引了过来，整日往大
河里排放着污水、空气中排放着毒气，作为人生的最后一站，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
就躺在了医院里，接受着那些收着红包的医生的诊治，你为了缓解紧张，躺在手术台上跟手里攥着手
术刀正要动手的医生聊着，医生的一句“老子以前是傻猪的”，还未动刀，你就归天了。就是不归天
，你最终也得滚蛋，因为你医药费用完了，交不起了。病却还不见好转，于是只能“狗急跳墙”，在
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自宫”，自己成为自己的私人医生，真好。最后你躺在床上再也不动弹，上面
来人，强作悲伤地说一句“走好”，以此宣告从此你再与这个世界无关。也是好事，起码再也不用吃
假鸡蛋、喝三聚氰胺奶、呼吸毒气、被屠夫手术了。终于解脱了。去那边记得告上帝一状，骂他为何
把你送到人间去坐牢受罪。最后一个要说的是城管。如果恰好你也看过宋志刚的《城管来了》，想必
你会对城管这个行业撒一把同情的泪。在这个“给我城管3000，一夜收复台湾”的时代，你可别指望
他对你有多温柔。打砸抢烧怎么都感觉像是鬼子进村、八国联军进京，你就是跪下了除了说明你自己
脑子里的顺民和奴役思维，你仍然逃不掉被没收生存工具的结局，然后带回所里或受殴打，或受恐吓
，出来后生活不能自理了，于是被专家鉴定为重度精神病患者，你就进了那座院子，永远不能自证或
自清。嗷嗷待哺的孩子或饿死街头，或流浪他乡，最终也不知去向。其实，我一直想说的是，中国最
精锐的部队不是解放军，是城管啊。最后，我想说的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无论别人认可与否
，你不仅要自己活的像个人样，更要更多的人活的像个人样，因为只有众多的人活得像个人样，那个
它才会把你当成一个人样看。
3、每天我们都会走在各种各样的公路之上，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我能断定这些人中有先生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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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忙人有闲人，有男人有女人⋯⋯但是我却无法断定他们之中有人民的存在。这么说倒不是我对“人
民”这个词有什么歧义，更不是说我对现实中与时俱进的现代人存在价值的某些怀疑，只是这个越来
越模糊的关于“人民”的概念，让我想起它曾经赋予“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普通劳动者”之于
他们的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权力和地位，想起现实中越来越被忽略，甚至根本极少有人相信并泰然、坦
然、欣然地以人民自居的人物的存在的尴尬现实。我不知道这是现代人缺少自我或过于自我，还是其
他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我知道这几乎成为现代人的一种通病，他们焦虑、窒息、麻木地奔碌着，甘为
权利和欲念的奴隶，甚至是对于社会热点的膨胀关注也仅局限在猎奇和偷窥的喜悦之中，根本没有一
个社会责任感的支撑。于是一忽无所不能无所不拥有，对周围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恣意地品头论足，一
忽又根本一无所有一无所知，对我们本该拥有的权力和义务都茫然不知，或者根本放弃了那许多。借
助于《在公路上找回人民》，刘洪波在反复告诉我们以人民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何其重要，同时也
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在认同了自己之于这个世界的多个角色的同时，也应当尝试视自己为人民，也应
当令自己成为人民的一部分。以人民的视角看待世界，何其难。很显然，刘洪波是不畏此难的。在《
在公路上找回人民》这本杂文集中，他谨遵孟子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
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古训，他智力寻找的是普通民众公民权力的意
识，他极力唤醒的是民众对于法律正义、对于公民文化对于社会自治的在场感，他努力鞭挞的是种种
以人民的利益为借口的权力泛滥⋯⋯他承认权力部门有权对社会进行总体设定，有权使权力在人民生
老病死、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的强力介入，但也坚持强调如国家的教育方向、成人标准、制度歧视、
政府诚信、政令公开等绝大部分问题应交予公众讨论的重要性，甚至还掷地有声地吁请国家权力部门
“何不揽镜自照⋯⋯应该说，厘清纷乱的社会热点是刘洪波杂文的一大特色，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热
点问题的症结所在当是他文字的精彩所在。在刘洪波笔下，国家社会活力以及病象、人民主体以及官
本位现象都被深入挖掘与呈现，其中不乏对于权力过分利用的警示，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对于公民
标准设定的质疑，对于全民式励志和阅读的喟叹，对于权力美学的描摹，对于乡土文化、生命处境、
理念价值的分析⋯⋯读他的作品，无论你是社会学家，还是普通民众，都会情不自禁地被他“先天下
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豪情和正气所感染，于是在那某刻，有一种新的东西出现了。
4、这本书是刘洪波先生的一个杂文集子，所收131篇文章全部是他对近两年来网络热议事件的评论。
诸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生二胎被罚、宁夏官方采购25辆奥迪A6、江西龙南县钟义纯帮助
老友曾庆香安乐死、四川雷波县靠制造矿难骗取赔偿金等等大事小情，都有涉及，都有精彩评论。书
名来自于书中第六篇同名文章，所评论的事件是我国的公路收费问题。他认为，“贷款修路，收费还
贷”模式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公路作为与水、电、气、暖等具有同等性质的半公共品，可以引入
市场行为进行收费，但是必须经过一定形式的民众许可，接受公众约束。他在区分人民与消费者概念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道路通行是一种公民权利，而不是一种消费活动，公路收费应在公民政治、
公民权利的主题下展开，而不是将其置换为纯粹的企业经营活动。水、电、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半公共服务也同样如此。通读全书后不难发现，他对这些网络热议事件的评论有一个基本的着眼点—
—权利。对于修改城市规划、公共服务价格等事关自身利益的问题，人们有发言权；对于统计数据、
社会保障等各类信息，人们有知情权；对于公务消费、政策执行等政府行为，人们有监督权；对于突
发事件、政坛丑闻等社会事务，人民有评价权⋯⋯以及法律赋予的各种公民权利，他正是从公民行使
权利，约束政府权力的角度，展开了对这些热点事件的评论。其实，行使权利，最关键的是要有权利
意识，让人民知晓自己有这样的权利。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结果，将权力文化发展到了极致，这一方面
使大小官员们热衷于掌控权利，对运用权力牟取利益并使之最大化等技巧运用得得心应手、炉火炖青
；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人民习惯于在皇帝、官员、以及家长的统治下生活，对于公民权利漠然置之
，任人摆布，更有甚者会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将自己的法定权利拱手相让，在农村选举中出卖选票的
行为早已屡见不鲜。所以，我们的人民需要权力的启蒙，需要打破专制传统对人们奴性塑造，从而唤
醒人们心中沉睡的权力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洪波先生这本书就具有这么一种启蒙的性质，起
到了唤醒民众的作用。在当下这个经济决定一切的时代，他通过对这些热议事件的分析，告诉我们什
么是政治、什么是人民，政府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力的分界线在哪里，在这些事件中权力体现在哪些地
方，人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应该怎样运用；当然，他也在告诫说，人民要当家作主，就必须不怕麻烦
，实实在在的行使权利，真正使有关权利的法律条文成为保障个人利益的武器，而不只是空喊的口号
，退化为政府和官员来实施社会“管理”的凭据。美国总统林肯有句名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产
生什么样的政府。这句话放在中国的确非常合适，正是我们的人民权利意识的缺乏才使政府权力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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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为所欲为。不客气的讲，我们的政府是被我们惯起来的。可以说，权力意识的觉醒是人们行使
公民权力的前提，是打造阳光、法制政府的必要条件，更是建设自由、民主、法制社会的必由之路，
唯有如此才能真实的实现中国梦。从这个意义上讲，通往中国梦的路，在我们脚下，更在我们心中，
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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