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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反思》

内容概要

该书是一部用现代文明的观点系统反思中国文明历史的著作，堪称当代中国的《盛世危言》。
作者以其拨乱反正的勇气、开放的思想和丰富的学识，重新解读了中国的文明历史，总结了东西方各
国的经验，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民主的理论，以及中国一元化文明曾经有过的辉煌及其衰落的原因，读
后在受到强烈震撼之余，得到政治智慧的深刻启迪。其真知灼见，对于今天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加快中国文明的进步，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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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反思》

精彩短评

1、太多的想当然和硬伤，诚然一些思想有些许闪光点，但完全是用理不直气壮的方式来论证的。
2、不是用大量現代的詞彙去充斥在遠古時代就叫“反思”好不好，好像出版的時候還遭禁了，真是
木頭遇上豬頭的世代
3、这本书刚出版还没发行就被禁了，最近读了海外的未删减版，历史不能假设。
4、讀的港版的，雖然想法很好但是作者畢竟不是史家出身，說起歷史來還是欠點火候，很多論斷流
於表面，若是真的反思中國文明，又豈是這薄薄一冊書能概括的了得。
5、从一个很新颖的角度看待历史，我对历史有了一个新的了解。
6、我有港版出售，私聊或者微信r178099184
7、没看完，看不下去了
8、很多颠覆的思想,值得一读.
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历史学家,也没有办法对真实的历史进行完全无误的解读.作者也不是.他只是通
过一些他所掌握的历史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进而影响更多人的.当今的社会,文明的进程不可能是一蹴而
就,只能是一个量变促成质变的过程.文明的进程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参与.现在看来豆瓣不已经进步了么?
以前在豆瓣上怎么可能看到这本书的信息?
PS:看了港版,不知道现在有简体版出版么?
9、反支那启蒙
10、看的很慢，终于看完了。庞大的系统。百感交集，五味杂陈。
11、： �K203 
12、立论很好，对于传统的很多观念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但是论述里作者主观好恶起了主导性的作用
，并不能很好的令人信服，一本本来可以伟大的书被写的平庸烂俗了些，有点可惜。
13、历史功底稍差，硬伤太多，想当然的成分太多，逻辑多不严密，看了一章，弃了
14、我读的不是这个版本。。。
15、很多分析问题的角度是引人反思的，分析的很多原因是有道理的。只是历史是一个万花筒，时间
不够久，永远不知道现在的一件小事会对千秋万代之后又有怎样的蝴蝶效应。
16、看港版。
17、以文明的角度看历史，与印象中的截然不同，非常值得阅读
18、操。又一好书。难得啊！鞭辟入里！建议大家看看
19、对中国文明的系统反思是很难的也是不多见的，可以看出作者对专制集权制度是极其痛恨的，但
历史没有假设，存在即合理，中华文化具有独特性和生命力也在于此。
20、包容 反思  多元化 以史为鉴 。。。。
21、我觉得这要是一本我读得最慢的书了，一个不了解历史和社会的人。
22、前面写的一般，后面越来越精彩
23、有些许历史细节的谬误。
24、不褒不贬，只是读过了^_^
25、马克
26、中国的历史需要这样的拨乱反正之作来澄清现在乌七八糟的奴才历史观！
27、我想说，看这本书之前，我对中国历史就从来没形成整体概念过！！！虽然是一家之言，对考试
没帮助，但确实说的通透，看得酣畅！一定要看港版！网上有下载！
28、扫盲读物的水平。内容远远配不上书名，减一星。
29、颠覆历史观
30、没法细琢磨，考据极差，缺乏历史常识。书中推崇两宋党争和程朱理学，谓之近代民主之雏形，
试问若果如此何以两宋屡败于“北虏”以至亡国？
31、没常识，即无中学常识，又无西学常识。
32、隨手翻了翻，沒有細讀。照理是不應該就此作評的。但就史前史和近代史的章節來說，其中有不
少史實性錯誤，作者自己不清楚就想當然耳的地方不少。整體來說，以文明的觀點取代階級鬥爭的觀
點來重寫中國史，是件很有必要的事。作者有此雄心，也畢竟拿出了一本書，也值得敬佩。只是作者
的功力還不足以支撐起整個中國史。或許取一段歷史做詳盡的考察，有主線有條理地安排史料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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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反思》

，效果會更好。PS：鴉片戰爭時，英國的艦隊可不是“橫渡波濤洶涌的太平洋”而來的，看一眼世界
地圖就知道了。。。
33、激发思考，辩证看待！期待新中国！
34、新思路，跳出中国思维小圈子。
35、非常独特的历史观 推荐！
36、历史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分析，但前提是它必须是真实的。
37、肖建生的书，有些反动，但是有理有据，大陆买不到，看的电子版
38、更加让我向往宋朝，人还是要有信仰的！
39、不至于颠覆历史观，只是聚焦在一个角度看历史，想看宋史⋯不喜春秋
40、能买到这个版本的很牛啊....
41、看完啦！
42、作者借人权冷冰冰的挥洒自己虚伪的怜悯，去商君“大仁不仁”之精神，中华文明“强势生存”
之精华远矣
43、格局太差 用現代民主憲政概念強套 指出封建自由不錯 但漢本位嚴重 誇大宋朝 貶低元朝
44、五颗星，改变你的历史观吧
45、还行吧
46、总结了下历史
47、如果你爱历史一定要看 我看的是香港出版没有阉割过的。
48、看不下去，只开了个头。
49、作为一个国家，中央大国一直存在，但作为文明，中华文化在历次政权更替和东西方意识形态碰
撞中有火花、浪花，但惜无硕果。能够体会到本书不同于一般历史书，带有作者强烈的个人观点。中
国最坏的朝代都是屠杀与文字狱横行的时代，生存和思考一样是人的基本权力。好的朝代如宋朝，政
治开明，经济自由繁荣，社会欣欣向荣。坏的朝代如秦朝清朝，对人的迫害无休无止。一个包容的多
元的创新的中央大国才应该是我们文明的姿态。历史证明，最坏的过去之后，就会迎来新的转机。作
为国人要懂得自己的国家，要做能自我医治的病人。
50、觉得作者好多武断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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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的反思》

章节试读

1、《中国文明的反思》的笔记-第1页

        页码问题不纠结了，反正我也没纸质书。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
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
小康。---《礼记·礼运》
才知道小康一词的来历，和现在说的。。。有点点感觉不对头。。。

2、《中国文明的反思》的笔记-第2页

           printf("~~~~~~~~~~~~~~~~~~~~~~~~~~~~~~~~~~~~~~~~~~~~~~~~");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
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我一直以为孔子认为大同应该在他的时代之后出现，原来孔子也怀旧嘛。以前的日子比现在的好，我
也是这么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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