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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最喜欢杨天石写重庆谈判内幕的那篇文章，披露的史实很值得玩味；二十世纪革命的小专题也做
得非常扎实。但整本杂志读下来，感觉还是太硬了，到最后有些审美疲劳。如果能改变清一色政治史
的架构，多一些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文章，同时把时代范围从近现代再往回拉伸一些，杂志的
可读性就更强了。
2、流水不关情，让它滚滚东去。
3、（杨奎松）理解和批判，是两个东西。通俗讲是“进得去，出得来”。
4、重庆谈判那篇很精彩。对话杨奎松也很精彩。另外，也可以学着用历史的眼光，去看过去的自己
，并试图理解自己曾经的处境和选择。
5、又不出了？
6、推荐西闪：《冰湖上的骑士》一文。
7、很棒。
8、我唯一想说的就是：好杂志，请坚持下去！
9、杨奎松和王奇生的2篇都值得多读。
10、这期是在讲，革命
11、有崇明~
12、这一期做的不咋地，革命是个被用烂的字眼，本来是日本人翻译过来的，讲的是道统的传承，而
非打破旧世界。
13、革命的暗潮。
14、冰湖上的騎士。
15、水准参差不齐。喜爱与王奇生，杨奎松的对话。最爱马南的政治审视那篇，原来和布鲁姆是熟人
。另几篇外国学者写的，不知是翻译或是其他原因，看着恶心。
16、目前四辑中我认为最好的一本。也可能是因为本期专题选题对我味口啦。
17、一整本的革命~
18、回归到第一辑的水准，对共产革命的分析令人沉思，书评也越来越好看。
19、很好的书籍，了解历史，知道未来。
20、其实更喜欢第一本，因为紧扣一个主题从不同角度切入。访谈里的闪光点不少，然而思路多少是
碎的。
21、政治味道更浓的一本，但是主题不是那么的突出核心，谢谢多看！期待第五本缅甸特辑！
22、4.5
23、难得有良心的历史评论杂志，要停了（听俺老师说
24、2014第74书。东方历史评论4，有几篇还是值得一看滴，如P15，41，172，231，238。俺想，主席
是建国后才喜读资治通鉴，重庆谈判时，主席是明智滴。又想，20岁前不向往革命，是谓：
25、在经历过一番自我迷惑、不解、质疑、否定之后，纠缠的结果无非还是无解，还是只能再次携起
自己的手，拖着笨拙的身子，走向那一丝光亮所在的出口。该，如何形容呢——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
大海
26、更喜欢描述中国的那几篇。
27、严肃的学术态度以及各种论文精选推介，是中外历史连接交流的窗口。
28、一本《单向街》风格的“学术”刊物，和《读书》不能比。许知远是我讨厌的那类人之一。
29、很喜欢这一期
30、这一本从历史，理论，特点等各个侧面描述了革命的过程、特性、后果等等，广泛的涉及到了中
国革命、伊朗革命、柬埔寨革命、苏联革命等各个方面，一些小文章的集合，值得一看。
31、这一辑应该是质量最高的一辑，好几篇不错的文章
32、潦草一读，看不下去，可能我不喜欢，都是别人研究过的，带有主观意向
33、高效率啊，转眼间第4辑
34、先跳过了03，直接看了这一本。今天下午正好和从台湾回来的老友聊了会儿天，书中也正好有网
络环境下台湾运动浅析，有了很实在的呼应。这本是系列当中最喜欢的一本，学究气略足的革命寻思
录，和皮埃尔·马南关于现代社会人内向分裂的倾向而造成的民主危机，很喜欢这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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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重点看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唐小兵对话王奇生》和《革命的前奏：周濂对话杨
奎松》两篇。王奇生对革命的概括相当精彩，“中共的高明之处，是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简单化
、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草根化，将无产阶级转化为‘穷人’，将资产阶级转化为‘富人’，将
社会人群简化为‘有产’与‘无产’、穷人与富人两大阶级，将阶级斗争简化为穷人造富人的反。正
如毛认为，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36、王奇生老师和杨奎松老师的访谈非常不错！
37、路上。
38、先不说水平如何，但就题材和尺度，如今也只能缅怀了。一边看一边感慨“这都能说？！”“哇
！现在估计都不能出了！”#长者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39、想了解柬埔寨。
40、革命到头来都是被利用的
41、革命，终于从无限高大上慢慢变成人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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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可能读库名气更大，所以读的时候更像读杂志；而东方历史评论却被我当成书来读，且因为不能
够按次序买到，所以反倒克服了强迫心理，买到哪本读哪本了。之前的1、2都看了，3还在购物车，于
是读了4先。这集的主题是变革的力量，前几篇都在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很高兴能够看到在史学界
、社会学界和知识分子内部，革命是个可以用来研究讨论的词汇，可以很客观地来看待，只是在公共
媒体上这样的内容常常会被枪毙掉，其实最应该将思考和分辨的能力赋予普通百姓不是么。可能还是
害怕在一个人均产值和收入不够又历史悠久地域广袤的国家，太前卫的民主会被民粹利用，这我也是
同意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认同精英治国的理念，但如果规避治国的精英本身不是像希特勒这样的极
端人士，或者不那么极端但是对人民坏处远大于好处的人，是需要政治智慧来解决的。美国设计了一
个适合他们国家的制度，而这个制度的移植失败得很多。我们也想设计属于我们自己的成功之路，所
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现在又加了文化自信，能够向更好方向发展的希望自不必说了，需要
提醒的是，一定要避免出现最坏的情况，这也是最被人接受民主的好处，在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其能
够保证不最坏。杨奎松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历史学者，他的学史要“进得去出得来”的观点非常准确
，也是所有喜欢历史的人应该在阅读学习的过程中需要时刻警醒自己的问题。
2、从第一期买到第四期，真心喜欢，中国的杂志数量太多，质量太少，张立宪一个人撑着一本《读
库》，《信睿》变成MOOK也很久音信，直到在多看阅读看到《信睿周报》，想起大学时拿到创刊好
的兴奋。欧宁的《天南》在我一度以为它要死，今年现代传播业绩不佳，没想到年底还是出了第16期
。韩寒《独唱团》和安妮宝贝《大方》短命而夭折，很多人都担心《东方历史评论》能坚持多久。一
直喜欢读许知远的文章，尽量不错过他的每篇文章，而且要及时读，不然就被和谐了。许知远是我看
到的中国知识分子难得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作者，他把这种风格也带到了《东方历史评论》，他主编
的《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生活》杂志都是我的最爱。在纸媒如此衰落的时代，想不到这本书如
此受欢迎，它内容并不易懂，但是很多人愿意去阅读，让人欣慰。我一直觉得媒体会衰落，碎落的只
是传播的形式，不会是内容，自媒体的爆发，反而让我更相信媒体的力量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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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的笔记-第28页

        中共的高明之处，是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简单化、本土化、具体化、实用化、草根化，将无
产阶级转化为“穷人”，将资产阶级转化为“富人”，将社会人群简化为“有产”与“无产”，富人
和穷人两大阶级，将阶级斗争简化为穷人造富人的反。这样，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底层社会替
天行道的造反伦理和劫富济贫的游民文化得到很好的沟通。

2、《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的笔记-第57页

        （杨奎松）理解和批判，是两个东西。通俗讲是“进得去，出得来”。1.同情研究的历史对象，真
正深入⋯2.如果研究历史的人没有批判的意识和眼光，不能超脱于历史恩怨、历史纠葛之外，同情理
解一方而不能理解对方，历史同样是扭曲和虚假的。（客观中立视角）

#
国家民族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时期的产物。国家民族等所以会产生出来，根本上是因为它们对
人的生存、发展有益处有必要，不是反过来。

#
一个社会的文化进步，根本上取决于受教育群体的扩大，而历史观的进化，则多半要靠知识分子群体
的觉悟了。只有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应该如何看历史，再去辐射影响普罗大众，日久天长才
可能发挥一些作用。

3、《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的笔记-第76页

        正义或平等，都是自由的延长。自由是权利，是状态，也是秩序。作为社会政治运动，如果不能
创建一个趋于开放的、活跃的、多中心的秩序，则不足以言革命，至少不是成功的革命。
#这俩句诠释特别喜欢#（出自林贤治）
（补充，阿伦特“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样才称的上是革命。”孔多塞“‘革命的
’一词仅适用于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

#
加缪指出，反抗诞生于无理性的境遇与不公正的生活状况。“反抗者”是一个说“不”的人，但也不
放弃说“是”。说“是”（肯定），是因为反抗者必须自我审视，从自身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那里找
到行动的理由，坚持自己的意愿，坚信一种价值判断。
但是，反抗并不仅仅涉及个人的权利，在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的同时，觉悟到群体的需要，从而表现出
人类在其生存活动中愈加广阔的意识。人类的互助性建立在反抗之上，而反抗又从这互动关系中找到
自身的根据。痛苦是个人的，但当进入反抗行动，痛苦则为集体所有，成为众人的遭遇了。
于是，加缪用笛卡尔的口吻强调说：“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革命是形而上的反抗合乎逻辑的发展”（加缪，革命与反抗的关联，《反抗者》）

#
勒庞革命四要素：思想观念、领袖、军队和大众
斯梅尔塞集体行动六要素：结构性诱因、结构性紧张、普遍化信念、诱发因素（触发性事件）、有主
义的动员和社会控制失效。「六因素间相互影响构成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政治革命的不同特征」
#
被压迫者的传统教导我们，我们生存的紧急状态，并不是例外，而是常规。本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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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85
现代专制的特点是，主体由君主个人变为统治集团，专制的本质乃通过现代层级管理及其技术实现，
从而带上更多的隐蔽性、严密性和虚伪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4、《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的笔记-第31页

        陈独秀早在1920年就警告：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
那便大错特错。但中共后来将革命提升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信仰，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因而在以
毛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观念中，革命虽然有阶段性，但没有比革命更高、更神圣的境界，革命从此便
没有替代物，也因此永无止境。（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都与毛的文人气质有相当的关系。

5、《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的笔记-第35页

        #论阶级斗争在两次革命中的运用#无论是种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均是以社会分化为手段，都
是一种极度简化的现实主义革命策略。有意夸大、激化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固然有利于革命动员，
也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马叫停种族分化策略，转而强调五族共
和，及时缓解了民族矛盾，并有效防止了国家与民族的分裂。而中共革命成功后，不仅没有停止阶级
斗争，反而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进行近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这与两场革命的性质有密切关系。辛亥革命
中，“排满”只是一种革命策略。而在中共革命中，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信仰。革命策略可以随时调
整，而意识形态信仰则难以随时改变。

P24
#历史“后见”#
历史研究者常常把“后见之明”当做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历史的结果，似乎比历史行动者看得更清楚
。其实在多数情况下，这样一种“后见之明”很容易转为“后见之盲”。因为后见而造成对历史溯源
或探索历史前因产生偏颇。

#
1950年代以后，普通人的知识、思想和信息的来源高度单一化，人的意义来源单一化，人所依靠的团
体也变得更单一化了，传统的社会自组织都被消解掉了。

#
一般社会科学更关注“常”，寻找规律与结构，注重求解；历史学更关注“变”，强调因时而异，注
重求真。
#
对于政治史研究者而言，近百年中国政治变化太剧烈了，而对社会史学者来说，则更关注沉淀在历史
深层结构里（底层社会）的“不变”，在他们眼中，从明清到民国，底层社会基本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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