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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

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搞”了五百年，当孙悟空终于从五指山下爬出来的时候，邓大人却突然说“社会主义是什
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说他搞清楚了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22年之后的你搞清楚了吗？《流变》第1章告诉你最终的答案。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右”一脚，“左”一脚，遵义之后才踏到了实事求是的点上，中国共产党说
她找到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但是，为什么后来又加字了呢？并且还加了三次。是什么东西推动她的脚
落到后来的那个点上的？《流变》第2章给你清楚地画一下她的行走路线图。
“以人为本”绝对是一个让“人”能够无限畅想的词汇，并且让中国人民畅想了两千多年，然而，问
题的关键是“他”真的以人为本了吗？《流变》第3章会告诉你：认识不等于实践，现象不等于本质
，有人本就是把它当作幌子，也有人只是说说而已，要想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绝不仅是一个认知的问
题。
在中国，土地问题是个命根子一样的大问题。讲土地的实质是讲农民，讲农民的实质上是讲民生，讲
民生的实质上是讲政权的合法性。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折腾了五千年，有人折腾得很成功，有人折腾
得很失败，《流变》第4章告诉你，怎么才能折腾好这片黄土地。
中国人对于私有经济一直都有一种纠结的心态，爱它，趋之若骛，恨它，咬牙切齿，私有经济就在这
纠缠不清的爱恨情仇中艰难地生长，新中国之后，曾经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得一干二净，后来
改革开放了，我们的思想却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流变》第5章告诉你，我们是如何由纠
结变得“毫不动摇”的。
政府是为谁服务的？应然的回答不等于实然的结论，有一个真还是假的问题。政府怎么才能服务好？
有心并不等于有力，有一个方法和能力的问题。在中国，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断变化的，第二个问
题的答案是需要不断探索的。《流变》第6章告诉你历史的真相以及“我们”的努力。
军队本质上是一个工具，但中国与外国不同，它不仅是国家的工具，还是政党的工具。这种不同，不
仅是因为价值观的差异，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造成的，然而正是这种特殊性又使得我们
军队的主体职能在不断地变换，《流变》第7章给你讲清楚这里面变与不变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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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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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

书籍目录

第一章社会主义是什么
一切从否定开始
为了理想而努力
把社会主义拉进现实
以俄为师的年代
邓小平的反思
邓小平之后
第二章思想也是有路线的
反对本本主义
人事问题也是路线问题
首先是解放思想
新问题需要新观念
关键在于落实
第三章变化着的“以人为本”
人本即民本
管用的幌子
革命尚未成功
依靠谁？为了谁？
发展是硬道理
重提以人为本
第四章土地的流转史
万恶的旧社会
打土豪分田地
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
关于责任田的争论
不能再念紧箍咒了
两田制的兴衰
第五章纠结之后毫不动摇
古代也是打土豪的
利用、限制、改造
由“允许”至“肯定”
必须毫不动摇
第六章服务型政府是怎样炼成的
产生即异化
阶级的政权
为人民服务
执政兴国的
第一要务
服务型政府的提出
第七章枪杆子的作用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还是一个战斗队
服从经济发展大局
军队是要打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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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

精彩短评

1、作者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再现了中国现代史
2、很有独特见解和思考的书，对我的教学很有帮助和启发 ，它不同于以往的政治书，读起来很轻松
，琅琅上口。
3、确是好书
4、内容通俗易懂，语言灵动，历史脉络清晰，讲解详实，有独特的见解，是一本比较亲民的政治类
书籍
5、很多的问题，多少年后，我们搞清楚了么~  “认识不等于实践，现象不等于本质”，然也。
6、一本另类的政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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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

精彩书评

1、实在是本不错的推荐，不同于以往历史书籍的枯燥乏味，作者引经据典，妙笔生花，让书有了生
命。我想作为了解当代中国历史问题，这本书确实是不二选择。例如他写老百姓的时候，确实很到位
：老百姓跟着你闹革命，是为了什么？这个老百姓心里是有杆秤的。这杆秤是什么？就是他们能够得
到的利益或者说能预见的利益。农民是很重视现实利益的一个群体，他们为什么跟共产党走，不是因
为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不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不是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系统与深刻
，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现实利益。“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 2700年前的管子
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则更能清楚地认识到它。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说，
“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
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 除了现实的利
益，那就是对未来利益的期望，只要给农民一定的利益，并且让农民相信共产党能给他们更大的利益
，那么他一定会跟共产党走。那么，农民的利益是什么？
2、从没想过自己会对一本历史政治类的书目感兴趣，但是，作者的这本书确实是让我兴趣大增，原
本枯燥的历史政治，在作者的笔下娓娓道来，没有丝毫乏味的感觉。从共产党的诞生，到土地问题，
再到私有经济，政府、军队、个人的种种问题，作者都以全新的角度一一阐述，其内容之广泛，文笔
之细腻，思维之连贯，都让我感叹。一本好书，适合至于床头，每晚入睡之前拿来细细品味，《流变
》就是这样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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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变》

章节试读

1、《流变》的笔记-第19页

        列宁逝世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是在不断的争论中统一思想的，但是随着斯大林权力的
不断巩固，争论就不再需要了，有不同政见者，直接干掉：从1934年1月至1939年3月，斯大林通过关
押、处决等方法清洗了100多万的各种反对派；1934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就
有1108人被清洗，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捕或被处决，11名政治局委员中3人被迫自
杀或被处决，6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3人被杀 。

2、《流变》的笔记-第36页

        在1989年之后的三年里，八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转变了性质。然而，它们都不是旗帜性的，真正旗
帜性的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这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大的骨牌。

3、《流变》的笔记-第325页

        “讲政治”与“讲政治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讲政治”是一个立场问题，而“讲政治课”则
是一个说理的过程，它要解决的是观念上的认同。“不讲政治”的大帽子能解决人们“信不信”的问
题吗？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换句话说，我们要想说服人，只能靠理论的彻
底性。因此，政治课的重点不是标明立场的坚决性，而是理论的彻底性，我们往往因为努力表明我们
的立场而忘记了我们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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