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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

内容概要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从2003年春天开始的“胡温十年”，注定是一段不平凡的历程。今天，当新
一轮政治周期大幕徐徐拉开时，南风窗将过去十年精华文章结集出版，用以纪念我们的“青春”，也
为刚刚逝去的历史留存一份底稿，更拿来奉献给亲爱的读者，希望这些已经蒙上一丝历史感的文字，
能够表达些许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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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

作者简介

《南风窗》创刊于1985年。《南风窗》多年来一直坚持严肃的新闻理念，敏锐而深刻的新闻价值探索
与判断，强调建设性与分寸感的务实新闻操作，形成了《南风窗》特有的品质和气质，形成了《南风
窗》特有的文采风格。《南风窗》以开放的心态透视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形势，紧密追踪中国政经领
域和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事件、热点难点、汇聚主流精英和人民大众的声音，提供有建设性的思考，形
成推动中国社会前行的精神合力。《南风窗》已因其品质及影响力成为中国新闻的一项“标杆”和主
流媒体，不仅被国内业界所认同，也被国际传媒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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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

精彩短评

1、零散，不好懂。
2、太散~
3、南风窗是我认为内地还保持逼格和理性的少数媒体之一了。
4、总体感觉一般，精华度太低了。
5、值得一读的有三篇，《自由的沉思——对话龙应台》、《怎样的经济学，怎样的人民》以及《人
心是怎么变坏的？》，大体上了解一下过去十年国内事件挺好的，就是部分文章真的过于形而上地空
谈，还是龙应台的采访最得我心，顺便也想去读读《野火集》了。
6、我觉得南风窗教给我的，就是理性的思考，特别是当我对社会的阴暗感到愤怒的时候。
7、2003-2013年的中国处在“带病狂奔”的阶段，有幸能在心智逐渐成熟中见证这一难得的历史。从
这个角度看，这篇新闻合集不算合格——确有几篇佳作，却无几层底蕴，且沾染着“文人”的小情调
，枉称担当。
8、翻看。
9、含金量很高的社评集，文风务实严肃。挑几篇我觉得写得最精彩的题目写在这里《守护稀缺的价
值》《怎样的经济学，怎样的人民》《自由的沉思》《代表》《中国社会的瓦解与重构》《确定利益
边界的年代》《悲歌一曲从天落》《人心是怎么变坏的》《群众的寂寞感与极权主义》《市场、金钱
与自由》《脆弱的利益》《“社会结构性暴力”的思考》《我是军事评论员，我厌恶战争》《作为文
化事件的一列火车》《爱电视，爱生活》《宋朝不远，理想不近》
10、社会阶层断裂，贫富差距拉大，道德滑坡，国人信仰的缺失，深刻理性，很好的书，部分章节值
得反复阅读。
11、很好
12、着实一般
13、新闻过时，理性的思维不过时！
14、阅后即焚代表，感觉该说的没有说到，大而无当的选材并不能勾勒出中国10年的发展轨迹，不过
至少确立了理性思考的航标。
15、15书42。有些文字不错，说了些实话。有些只是为了换稿费，装模作样，大言不惭，显摆一下智
力上的优越感，其实有啥用？文以载道、指点江山的年代早过去了，现在是snapchat时代了，说完就
完，阅后即焚，that'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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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

章节试读

1、《中国这十年》的笔记-第1页

        这本书起了一个非常有误导性的名字：中国这十年。然而它其实只是《南风窗》从2003年到2013年
的文章精选集。全书并不是围绕“中国这十年”来写，此名，只是噱头，好卖。

艾伦·纽哈斯在《一个狗娘养的自白》中这样鼓励过对报业充满激情的人：“人生最残酷的一个现实
在于，没有哪个人能靠站在原地不动或不出声地排队而升到顶层，除非你生来就在那里⋯⋯”

-------------------------------------------------------------------------------
12页：在今天的中国，理想主义在市场的降临中溃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既然找对了路，就不怕路远。不管愿不愿
意，我们已经在路上⋯⋯
-------------------------------------------------------------------------------
15页：州长说：“实际上，有两种自由。有一种是堕落的自由，动物和人均可享用它，它的本质就是
为所欲为。这种自由是一切权威的敌人，它忍受不了一切规章制度。实行这种自由，我们就要自行堕
落。这种自由也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上帝也认为应当起来反对它！但是还有一种公民和道德的自由
，它的力量在于联合，而政权本身的使命则在于保护这种自由。凡是公正的和善良的，这种自由都无
所畏惧地予以支持。这时神圣的自由，我们应当冒着一切危险去保护它。”
坦率来说，我以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为之辩护和炉里争取的自由，更接近第一种⋯⋯2002年的文章
，作者还用了两处马克思的理论与例子。我自己感觉，以后遇到那些拿马克思理论来论证自己观点的
，大可不看。但用马克思论著里考证过的实例做自己的例子，尚可接受（只要不犯马克思的逻辑错误
就行）。

-------------------------------------------------------------------------------
23页：
重申科学的边界真正的科学精神不但相信通过科学获得进步，而且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的边界。科
学不能解答所有问题，正如它不涉及终极关怀，不能赋予人生以意义。在科学尚且不能解释的领域面
前，它应该停住脚步，而不是做攻城略地的“科学殖民者”。一个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必然反对将科
学意识形态化，用中立的“非科学”视角看待中医等传统文化的价值。想起“方寒大战”，科普作家
及打假斗士方舟子企图用读文章的方式论证作家韩寒的所有作品都是有人代笔的。但是，真正的科学
分析（词法统计）则给出“木有代笔”的结论。可以说，方舟子就是一个“科学主义者”，科学已然
成了他的意识形态，而非科学本身了。
另外，不单单是“科学主义”，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以及人总是容易随大流，于是很多东西便容易“
意识形态化”。但像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本来是纯粹的学术思想，它们的意识形态化是经由自上
而下的强权推广而来，与“科学主义”又有所不同。

--------------------------------------------------------------------------------
34页
《哈哈镜里的历史》人民群众都过河了，官员们都还在河里假装摸石头。作者是用当代国人的话来说
民国前革命的原因。但不知道，历史上的辛亥革命能否重演。
或许重演革命并非最佳途径。而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是的，我认为当前的中国绝大
多数人仍是需要被启蒙的。

----------------------------------------------------------------------------------
39页
《大学的责任》杨玉良在大学里面，“学术为魂”是经常被想到的，但有一点我要说，学术不是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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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

主的，很多人经常说错话，说“学术民主”，这不完全对，因为学术上面的正确与否不是靠少数服从
多数来解决的，历史上不论哪个学科在学术上永远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所以学术是谈自由的
，学术是为思想而奠基的。杨校长谈到的这一点确实容易被那些在各个领域大谈民主的人所忽视——
我刚读到这段也是不理解，稍后一想，便明了了。民主并是不适用于任何领域的。像《十二怒汉》所
表明的那样：11个人都这么说，那么第12个人就必须站出来质疑。这是言论与思想自由——制约泛滥
民主的良药。所以，大家在喊口号的时候，总是把民主和自由放在一起喊的~~

----------------------------------------------------------------------------------
53页
《第三种可能》秦晖2005年法国发生移民骚乱，实际上严格说不是移民骚乱，而是移民第二代的骚乱
。发生了骚乱以后有朋友曾经问过两位法国朋友，说这个骚乱对中国有什么教训呢？当时两位法国朋
友都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说给穷人盖的福利房不能太多地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可是过去中
国人从来没有想过给这些新移民（注：指来到城市的农民工）盖什么福利房，恰恰相反，我们不给他
们盖，他们自己要盖一些房子，我们还叫它“违章建筑”。我们过去是既不给新移民盖福利房、也不
允许他们形成所谓的贫民窟，我们只允许他们以单身劳工的方式住在所谓的工棚里面，而他们在工棚
里面是永远无法在城市定居的。大规模人口流动问题，将是未来30年的大问题。其中10年是现在这些
外出务工的人的问题，20年是他们的后代将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
54页
《中国社会的瓦解与重构》李北方 201280年代的中国不是这样的。学者李陀概括说，80年代的一个特
征是人人有激情，一种继往开来的激情。80年代的人，无论高低贫富都有历史观和历史意识，人人都
相信自己对历史负有责任。

　　80年代的思想界都在探讨一个宏大的话题：中国向何处去。事实上，“文革”的失败为80年代投
下了阴影，极左思潮对个人在道德方面提出的过高要求和由此产生的失落感播下了虚无主义的种子。
吊诡的是，80年代的虚无也是以理想主义的面目呈现出来，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主张告别“黄色文明”
，彻底倒向所谓的“蓝色文明”。

　　当打击第二次到来之后，再难觅理想主义的雪泥鸿爪了。一位知识分子回忆当年的心路，在被当
头打了一棒之后，他对自己说，我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到此为止了。对政治生活的热忱、对国家对民族
的责任感隐匿了，留存历史感的中国人渐成少数，人们转向个人生活和经济领域为个人的存在价值寻
找寄托。挣钱，是一个政治上安全的选择，后来又变成了政治上的正确。“第二次打击”，应该就是
指⋯⋯吧。

农民工的诞生：
90年代，国家政策向三资企业大力倾斜，乡镇企业逐步失去竞争力，被淘汰出局，“苏南模式”成为
历史。这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乡镇企业代表着独立自主的方向，选择三资企业则表示中国决意加
入世界经济体系。原本可以通过“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工业化的农民，不得不“孔雀东南飞”，
到沿海城市打工，于是出现了农民工这个中国才有的群体。第二代农民工，即80后、90后农民工，在
东莞、深圳等诸多劳动力密集型城市的工厂里，才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做“阶级压迫”。我们才是真
正的资本主义社会，残酷剥削着两亿多农民工。

----------------------------------------------------------------------------------
66页
《从效率政府到公平中国》李北方 2013
发现李北方的文章还是比较有深度的。在这本集子里就是鹤立鸡群。有人给孙志刚拟了一则墓志铭，
最后一句是“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有些人完全无视这样一个事实，过
去10年间中国真正在世界上叫得响的成就都是在非市场化的机制下发展出来的，比如高铁、航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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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

工等。成就不能用来否认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比如刘志军腐败案影响极坏，但至少说明发展的核心
问题不在于市场主导还是国家主导。这种简单而不容辩驳的道理在市场意识形态面前显得虚弱无力，
铁道改革已经开始，理由仍是推进市场化改革。作者的的思维很敏锐，捕捉到了这点。确实，即使是
体制内，也有可以称得上伟大的成就。分析如何成就“伟大”，比单纯推进市场化改革，似乎更有研
究价值。

----------------------------------------------------------------------------------
75页
《期待一场新的新文化运动》李北方 2012
陈独秀：“吾人于共和政体下，备受专制政治之苦。”
此话放在今天，何如？

----------------------------------------------------------------------------------
145页
《科学的灵魂与包袱》讴歌 2008
很喜欢这篇文章，除了提到的韩国造假科学家黄禹锡的那段。艾略特：
为了到达现在你所在的地方
离开你现在不在的地方
你必须经历一条
其中并无引人入胜之处的道路

2、《中国这十年》的笔记-第24页

        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当市场高速我们它会失灵的时候，不要再盲目地搞市场拜物教；当西方的民主体制呈现空洞化的危机
，政府濒临破产的时候，不可以再把“西方如何如何”当作讨论的前提。
⋯⋯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积极作用，对其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足够警惕，把市场当做一种经
济手段，而不是把市场当成什么绝对的真理。

感悟：市场是经济手段，手段不是真理。坦诚面对现实，不搞“话语神话”，与时俱进，更新理论。

3、《中国这十年》的笔记-第36页

        ⋯⋯我们要的是可以持续地交流，可以对话的平台或纽带。
我所理解的真实的代表，就是不在文字里标榜自己的全知全能，不高高在上地龟缩在文字世界里享受
着、自我感动着，而是忠实地代表并报告各种社会运动的矛盾处、复杂处、互动处，从而保证公共决
策体现多方意志并切实地增进全民福祉。

感悟：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一个人大代表，向局里反应问题，结果却是因为自己的事情，实在是
一种令人鄙夷的行为。

4、《中国这十年》的笔记-第26页

        解放不等于自由
⋯⋯在80年代我们那样要求民主，但90年代得到民主后，才发现这种解放并不等于心中向往的自由。
你才发现人民素质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去成熟。解放跟自由之间不能划等号，欧洲或美国，它得到比较
成熟的自由要经过非常长时间的沉淀，沉淀到文化底层里头，沉淀到每一个细胞里头。也许到那个地
步，才能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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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

感悟：人民素质的成熟至关重要，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漫长岁月沉积才能达到的。我们现在显然是不
够成熟的，冲动，盲目，自私，依赖，懦弱，没有担当，推卸责任，⋯⋯各种不成熟病都亟待治疗。

当精英不那么重要
在一个多元的、开放的、人民有自己声音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是减少的，而这种减少其实就
是你努力的目标。⋯⋯如果是诚实的所谓精英，追求的就应是市民的自我意识和成熟度。
如果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目的是使自己变得非常强大，滋养着庞大的利益群体，这绝不该在民主社会
里出现。

感悟：全民的成熟会不会只是一个理想，精英管理与民意采纳应有一个适度的调和，中庸之道。

5、《中国这十年》的笔记-第14页

        堕落的自由，道德的自由。
“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东西，谁就只配享受奴隶般没有担当的浪荡生活。”
美国州长在立国前夕演讲：“实际上，有两种自由。有一种是堕落的自由，动物和人均可享用它，它
的本质就是为所欲为。这种自由是一切权威的敌人，它忍受不了一切规章制度。实行这种自由，我们
就要自行堕落。这种自由也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上帝也认为应当起来反对它！但是还有一种公民和
道德的自由看，它的力量在于联合，而政权本身的使命则在于保护这种自由。凡是公正和善良的，这
种自由都无所畏惧地予以支持。这是神圣的自由，我们应当冒着一切危险去保护它。”

当自私自利被夸大
经济学家的教育从两个方面削弱了民众⋯⋯经过这样削弱的民众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他们失去了参
与公共事务和自己动手来管理自己的念头⋯⋯他们就像一群凭手艺吃饭的游民，浪荡在异域的上空，
哪里有个人利益就在哪里停留。
能够自我管理的“人”和只知道维护自己利益的“人”，不是同样的“理性人”。他们是不同的国家
目的的产物，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他们能够成就的国家也不是一样的国家。

感悟：经济学腐蚀着我们的政治本能，把我们孤立起来，各自钻营，变得势单力薄，这不能说不是一
种潜移默化的毁灭。
经济学，不能摒弃道德。

6、《中国这十年》的笔记-第39页

        杨玉良 16字治学理念
“学术为魂、育人为本、依法治校、民主决策”
说“学术民主”这不完全对，⋯⋯学术是谈自由的，学术是为思想而奠基的。

感悟：我很怀念大学，怀念图书馆，怀念优秀的老师们，怀念校园里的宁静，怀念我可爱的室友和我
的朋友们⋯⋯

7、《中国这十年》的笔记-第22页

        科学主义是在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
如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都可能遭到攻击和打压，被冠以“不科学”或“伪科学”之名。
真正的科学精神不但相信通过科学获得进步，而且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的边界。科学不能解答所有
的问题，正如它不涉及终极关怀，不恩能够赋予人生以意义。在科学尚且不能解释的领域面前，他应
该停住脚步，而不是做攻城略地的“科学殖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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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这十年》的笔记-第34页

        历史轮廓、人生社会正义等等少有复习，我们收获的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论断。
南方朔说得好，民国史的残余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历史问题，将它变成历史问题，预设了历史的动
荡还要继续。

感悟：大时代之后，我们都是小角色，默默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才是我们该做的，而不是非要制造大
的声音，甚至不惜将历史变个样子，来迎合自己的“大论”。
做一个朴素的人，以一种朴素的眼光审视历史，真理本就是最朴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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