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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文集》

内容概要

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
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
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品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具备“直立独行，敢开新路，敢行己志
”的现代精神的知识精英。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驱者。
“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李锐
“这本文集，看着看着，竟不禁为之击节者再，有感于先得我心者再；读至痛切处甚至禁不住扼腕而
叹。”——陈乐民
“一部《顾准文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实所言全在中国，作为
个体思想的最沉实也最具挑战性的表达，顾准的著述，乃缘于某种现实使命。”——林贤治
“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不一定都能
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吴敬琏
人类社会的前景是光明的，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毕竟不是一条直线，未来的前景
中可以预见到的确实还存在着一些未知待继续进行探索，借以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一切都
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那么，当然，这种探索就地变成完全多余和可笑的了。可惜，严酷的现实表明
，事实并不是这样。
这份笔记今后的命运怎样，让人无法预测和断定。也许它会像历史上并不鲜见的许多先人和他们的著
作一样，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也许它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面，居然还能被人所重视。但是，重要
的不是他已经开始的这种历史研究是否有人继续下去，因为，五哥从事这种历史研究，他的本来目的
并不在研究历史。
顾准是1975年以后唯一一个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学者如葛兰西、卢卡斯、哈
耶克和伯林等对话的人，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的人。本书是
他的文集。全书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经济文稿等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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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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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文集》

精彩短评

1、这是我上大学时读的第一本思想启蒙的书。顾准，被认为中国唯一一个思想家，是吴敬琏的老师
。可惜去世太早，后期的全部精力只写了一本《希腊城邦制度》。大学四年里，顾准的头像一直贴在
我的书桌上，现在怕早已淹没在我的书箱里了罢。
2、深爱的书。晚上在图书馆三楼翻着翻着，心中如沐隆冬暖阳。
3、作为吴敬琏的老师，顾准不愧为中国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思想家，可惜的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其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就是对中国民主体制最好的建议。尤其是对“娜拉出走之后”的问
题做出了解答。值得一看。顾准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相反看看如今的一些“砖家叫兽”，真的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读的书。他们出生时和地球人一样聪明，受了教育后就变成行尸走肉，中国真
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4、我敬重这位先生，但是真本书真是被高估了。
5、顾准一直是我心中知识分子的楷模。
6、经济学部分是非常先锋的，但政治学部分其实更多是引入的工作吧（当然结合时代背景来看，还
是很先锋的（但现在再看，其实不如直接读原著啦。
7、看了后对自己很多观点产生影响，对很多过去所赞成的认为是绝对真确的思想产生怀疑
8、有机会再认真看
9、如果说吧社会精英里面再划分一个小的范围叫做学术精英来说的话，那顾准定好自己的位置也就
好了，可是当时的大环境太差，治学又诚所以⋯
10、他的学术价值被他的道德水准给忽悠了~~
11、快速的读过，遗憾的都是较早的文章，后期的手稿因为历史原因都没能得以保留
12、: �
C539/7231
13、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14、基本都是个人笔记，草稿性质，尤其是《希腊城邦制度》比较琐碎细切，对我来说只能一头雾水
，了解一点史实而已。不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看得进去不少，作者在那个年代真正做到独立
思考几乎是个奇迹，思想完全超越甚至今天。
15、顾准太牛,在七十年代文革的背景下就已经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张.他的经济学和政治思想就是拿
到现在都一点不落后!太佩服!
16、孤独的掘矿人，黑暗隧道的独行者。致意
17、豆瓣的标签真的是充分发挥了标签的功能，什么都能往作者身上贴。
18、以当年情况而论，真是难能可贵。
19、这样有思想的人，现在不多见了。
20、曾经多少不能寐的夜晚是顾准陪伴。
21、一个老学者的良心
22、拆开骨头当柴火....
23、顾准对基督教充满了无知和曲解。
24、我觉得作者对希腊历史的理解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25、“所以主张把民主放在科学前面，是因为唯有民主才能发展科学研究，才不致扼杀科学。”“哲
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打破孔子的尊卑贵贱的伦常礼教的最
有力的武器。”“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达不成“主
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26、也不是最新的增订版，电子版里只有弟弟陈敏之的一些文字和一个经济学家的序言，我竟然忘了
名字了
27、还是要放到80年代那种语境中才能理解他的伟大~
28、顾准，是一个可以赞美的人。
29、时不时拿出来读，总有新的收获。
30、城邦政治经济学研究很牛
31、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顾准。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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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哲学、政治的多元理论，唯理的经验主义不能再赞同了
33、高中读旧书的时候买到的，家大人看见了，说要好好读他。
34、在那个浑浊时代，竟有顾准先生的清见，可谓学人之幸。
35、盗火者
36、本人精神世界的支架！
庆幸在Lanzhou纸上城邦买到了94贵州人社的这个版本，如圣经般珍藏着至今⋯⋯
37、对我而言，这也是带来一次次回忆的书。
38、水平其實很一般，被神化了吧
39、及哲学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一本好书
40、自由主义的新生。
41、人性战争里可以站到的精神高度
42、还需要继续琢磨。
43、断断续续几个月才看完，充分说明这几个月有多不学无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能坚持知
识分子的立场，能一以贯之地独立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最最难得的是，所言所书真的在严谨学术
的范围内，不发牢骚不无病呻吟，但从字里行间又处处可见其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44、把人被逼急了，这人就会把锅盖掀开，把事实完全公布与众，终结已有的错误时代！
45、反思
他所信仰的欺骗了他，于是他开始思索！
46、到根上，还是认识论的问题。语境不同，则话语不同。民主及与“民主”相适应的民性在什么时
候、什么情况下发生？值得思考
47、补记 可以读
48、顾准文章的一个搜集，高中时地摊淘得，对其中古希腊及市场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的论述还能记得
49、读了顾准，很多书就觉得寡淡无味了。
50、嗯好的就随便扫了一下 最近心浮浮都看不进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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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纪念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 -这个标题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才知原来今年顾准先生诞辰90周年了。心
下只是叹息：南方周末曾经热闹的讨论过他，而今，时过几年，东方早报，作为一份上海地方发行量
不大的日报，却也专版拿出来谈此事。而此时又去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已有11年了！我原来曾有
一本，我当作圣经一样随身携带的，很旧，还被水泡过的，现在辗转搬家几次，居然找不到了！是顾
准教诲我们不要崇拜偶像，放弃那种窒息科学和艺术的一元论。但我却无法遏制自己的崇拜着先生。
以至于发现此书失踪的时候，我彷佛丢了魂——每当我跌入人生的低谷，我就读《顾准文集》，后来
连《顾准日记》都一起看，这几乎成了我精神家园的圣地！而今，当我在东方早报上看到大副的顾准
像，那很熟悉的就像阿拉伯的劳伦斯一样抿着的坚毅的嘴角，我手中却失去了他的文集。我是很对不
起大学时代理想主义的我，虽然我借着顾准的思想走出了理想主义的怪圈，却一直对那理想之力量恋
恋不舍（罗曼罗兰所说的“理想也是一种力量”，之于我，那就是：一本书也是一种力量）。- 作者
： ccc0907 访问统计：20　2005年07月6日, 星期三 21:28 加入博采 
2、顾准不是一生做学问的人，他早期主要的工作是财会和经济，算是入世很深的了。他主要的研究
成果，在人文方面，主要是最后十几年取得的。顾准的思想，究其本质而言，有些接近西方的卡尔波
普尔。一言蔽之，没有理想国，没有铁律，矛盾永远存在，只有进步。听过一个故事，在一个人文方
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外国学者挑衅的问道，六十到七十年代，大陆可曾有像样点的人物。一片
沉默和尴尬，有个老学者起身回答说，有，有一位，顾准。在那个极左的封闭的环境里，顾准几乎是
独自一人思考了西方和中国文化起源的不同以及对后世政治制度人权民主等的影响，思考了黑格尔历
史哲学的问题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和黑格尔的关系，思考了创造一种主义来指导现实社会的思维源头的
错误，等等。我们很难说，顾准的观点和研究里没有什么错误，但单单就他提出的问题，他涉及的高
度和深度，现在的中国学者，有谁敢拍胸脯说他超越了顾准。更不用说，在当时环境下，顾准冒着生
命的危险和在有限的资料中踽踽独行的精神和人格。可以放心的说，顾准的思想水平和研究成果早晚
会被超越，或者已经被超越，但是他所达到的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思想者的境界和人格的高度，将永
远是一座丰碑。
3、与生俱来的光芒，伴随的也是一生的艰难。——题记深夜里翻开这本《顾准文集》，才看了几页
，便已觉作者的才气逼人，有种“相见恨晚”之感，其思想果真能在人的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记，如喝
了杯兴奋剂，很快便上瘾，先前许多困惑似乎能在此找到答案。这本书如同昏暗的海上的一座灯塔，
指引着后来人前行，使人豁然开朗。一、天才与苦难孟子曾提出过“知人论世”，想要读懂一位作家
，应回溯其生平经历，才能在逝去的岁月里窥见其心路历程，而一部几乎言必称希腊的《顾准文集》
，若不知作者的写作背景，恐怕难以产生更大的共鸣。虽然时至今日，顾准已被誉为是“社会主义条
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之一”，但在当时，他却遭受着极
其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学生张曙光在谈到他时，不止一次地感叹道“顾准是在苦难中悟道”。早年的
顾准有着传奇般的经历，自幼家境贫寒的他在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做学徒，通过自学，初露锋芒，在这
一领域显示出其惊人的天赋，19岁就撰写出了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
材，时人以“奇特的天才”来形容早年的顾准。但顾准放弃了本应锦绣的前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
后毅然投身到了革命事业中。当事业成就之后，在发生了一些背离当初理想的事情时，头脑清醒的纯
情革命人如顾准者便不免痛苦，据理力争中他选择了坚持真理，从此伴随着天才的是不平静的生活，
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是孤独的探索前行。“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马克思如是说，正
是这样一场残酷的浩劫，造就了这样一位从体制内的经济学家跳出体制成为伟大思想家的转变。顾准
的身躯在苦难中变得愈发羸弱，但他的思想、他的灵魂却如浴火般重生，坚定而崇高。与其说是被这
本书的内容所吸引，倒更多是被书背后这位作者的历程而深深感动。透过历史的烟云，他的文字给人
一种来自理想主义覆灭之后的寂静与安宁。二、《圣经》与先知顾准是十分喜欢阅读《圣经》这部西
方经典，这一点可以在一段关于他的下放事迹中得到证实。在当时，《圣经》被认为是用来麻痹人民
思想的精神鸦片，遭到怀疑和抵制。而在下放的劳动闲暇之余，本身就不允许读书的严酷气氛中，顾
准却捧着《圣经》阅读，并对刁难他的参谋长以“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权”的典故反唇相讥，令对方
无地自容。我更倾向于认为，顾准读《圣经》，某种意义上毋宁说是读着他自己，描绘过耶稣受难的
《圣经》何尝不是隐喻着同样身为先知的顾准的命运？在那个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时代，顾准的出现
既是偶然又是必然，他的思想太过于超前，以至于其同事张纯音惋惜道：“如果顾准能再活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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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够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了”。先知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烛照后世，为人类带来幸福的，顾准
不免身陷于这样的悲剧性宿命中，使我一次又一次想起鲁迅，想起那篇《药》和用先驱的鲜血制成的
人血馒头。活在那样一个价值观颠倒，被鲁迅称之为“暴君统治下的暴民大抵比暴君更残暴”的时代
，终于将顾准引入到了彻底的经验主义道路上去了。三、理性与关怀理性是读《顾准文集》给我的一
个最大的感受，全书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笔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经济文稿等几个部
分，力图弄清为什么革命胜利之后局势会逐渐演变为与革命的初衷相反。顾准是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与
深刻的预见性的，在文革开始时，他就在红卫兵勒令他张贴布告的白纸上写下了“读史”两个大字，
以回应他对这场运动的理解。而许多人却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才逐渐反思这段历史及自身的，不能不说
顾准的眼光之独到深远。再者，他没有停留在感性的呻吟中，他绝不是一位多情的文学家，与他同时
遭受灾难的巴金、戴厚英等人都以感性的笔触宣泄心头的冤屈与悔恨，而他走得更远，妻子的含恨自
杀，儿女的不相理解，朋友的疏远冷漠反而让他能够以清醒的态度远距离审视着这一惨象，以一个旁
观者的身份思索着灾难的根源，于是从更为遥远的西方文明进程中找到了答案，提出了令人拍案称奇
又证据确凿的观点。坚持独立思考，关注民主问题，追问“娜拉走后应怎样”的顾准，确实如李慎之
所评价的那样“是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但这仅就其书中所显露的科学主义与
批判风格所言，顾准的内心终究是温热而敏感的，在读《茵梦湖》时想起天人两隔的亡妻，想到自己
孑然一身，他不能不触景生情，失声痛哭；在被下放到贫困的信阳，目睹过一家几口于一日内相继离
世的人间惨状，也在其日记中写道“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绞痛啊！”。清代学者胡文英在《庄子独见
》中写道：“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虽然顾准对庄子
颇有微词，但“眼冷心肠热”何尝不是同样指向这个晚年极其凄苦的老人呢？他逐渐抛弃了昔日的旧
业，转而在思想领域中探索，贯通古今，只为找寻一条出路：一条振兴民族的前进之路。他忘却了自
身的不幸，舍弃小我而拯救大我，这是一种无声的感情，也是一种对苍生社稷最大的怜悯。从顾准身
上，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品格，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故其文集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
及中国实所言全在中国。四、信仰与重建我常常认为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尽管西方有尼采喊出“上帝
死了”的惊天之语将人们从蒙昧的神学中拉回现世，但西方人依旧是有过信仰的，而中国人却从来不
知信仰为何物。没有信仰的个人是迷茫的，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悲哀的。五四新文学时期，先驱鲁迅就
一直在思索着这一问题，充满过希望的他又在革命失败后陷入绝望，最终他提出了“反抗绝望”这一
发人深省的哲学思想，而若干年后，顾准也提出了相似的答案，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与鲁迅的“这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遥相呼应。但起初的顾准并非是这样的信
仰，早年的他也对宏大、神圣的唯一性和整体性深信不疑，对革命充满了期待与理想主义，而随后的
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一系列盲从与不尽如人意，以及自身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让他逐渐从理想主义走
向经验主义，最终重建了自身的信仰。顾准提出了一个足以回答身处不同时代，却在头脑中有过相似
困境的人们的答案：社会没有什么终极目的（诸如共产主义），有的只是进步。就社会而言，如果革
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心里又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会不惜为了这个终极目的而牺
牲民主，实行专政；而就个体而言，追求所谓的终极关怀，反而容易陷入形而上的深渊中，很难有所
作为，最终沦为虚无主义。世界上并没有神明，神明只是人类幻想出来用以安慰自身的偶像，真正能
够拯救自身的仍是个体自己，所以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读着《顾准文集》，内心久久不得平静，
想到一句名言：“苦难是天才的垫脚石”，从顾准的一生就能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全是天赋，它
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尽管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像顾准那样遭受非人折磨的人不在少数，但限于才
力与胆识，鲜有人能像他这般在苦难中求索，在苦难中悟道。今天，历史已给顾准以正名。“昔人已
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他的生前是寂寞而萧瑟的，死后却获得了迟来的礼赞。由于疾病，未
能将一生的心血来得及公之于众，仅存的和整理的文集、日记却已让后人惊叹，其思想仍旧在当代有
着重大的意义。然而，一如鲁迅，一如王小波，他们生前反对着造神运动，死后却被当作偶像崇拜，
掀起一阵阵研究热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反讽。顾准若有幸活至今日，大概也不愿看到如此热
闹的景象吧？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因为顾准，二十世纪的思
想荒原上开出了一朵白色的小花。
4、这本书，是九八年在三联书店买的，书上还盖了“三联书店店庆50周年售书纪年”印章。济南的三
联书店最早在文化东路，后来搬到了珍珠泉门口，再后来到了数码港，两个月前再去数码港又搬走了
，去向没有人知道。在珍珠泉门口时，书店是一仿古建筑，与原来的明王府很协调，很有味道。林毅
夫来济南去过书店，印象很好，晚上吃饭时对我提过两次，大意是有三十年代的感觉。在数码港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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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外表现代内里宁静。老板似乎对这份事业还是很执着的，这么多年搬来搬去维持着，应该不容
易。没有了三联，现在去得最多的是致远和东方学林。好了，该说说顾准了。林毓生读完《顾准文集
》，热泪盈眶。了解顾准境遇的人，不仅他的子女、亲友、同事，还有许许多多的读者，都要流泪。
顾准一生从骨子里还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知道不该说，还是要说；知道不该想，还是要想。没有丝
毫的现实。闻一多说：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在享福。当时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
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朱学勤说：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
耻年代的集体名誉。对顾准的丝毫不敬都是难以容忍的。顾准对我们对后人最重要的是精神。他把肋
骨拆下当火把。动你一根毫毛你试试。
5、今天再来谈顾准似乎己经过时，因为在部分人心里这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话题。经陈敏之
、李慎之等人的努力，《顾准文集》辗转的在1994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走向公共，思想界颇有沸腾的
迹象，品读顾准的文章到处都是，大有开篇不读顾准文，读遍思想是枉然的意思。不独于此，整个九
十年代都在不断的发掘旧的遗产，有陈寅恪、张中晓，当然也有胡适、周作人以及前几年兴起的殷海
光和雷震。这或许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延续。当然如果我们要以一个更广阔的图景来看待这
个问题的话，无疑可以扯上“中国问题”意识下的现代化、现代性等问题，而这些则在思想界一直喋
喋不休。但对顾准等人的这种热情来的猛烈，退去的也快，一波一波的代表人物被抛出来，又迅速的
消失在下一个目标中。就眼下来看，己经很少有人再主动谈起顾准，去年顾准的九十周年诞辰也无声
无息的，这不仅仅有政治上压制的因素，也有时下学术界和公众浮躁的原因。在做近现代史研究的过
程中，相当部分的论文和成果都份属废纸，他们或者臣服于官方话语下来论证政权合法性诸如“反帝
反封建”、义和团的合法或历史必然等等，或者就是停留在掌故、言说，只言片语不成系统。何家栋
、李慎之等人曾试图在思想史的坐标上将顾准等人串连在近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谱系上，这或许有些
影响，但并不是很大。一来这个工作并没有持续下去，除了有限的几个人外，参与这个工作的人很少
；二来从这个角度展开的叙述很容易落入主义之争，徒增口水。更何况在当下这个政治经济形势迭变
的时候，谁都不肯静下心来仔细的考虑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往往是遇到讨论便一轰而上，有如
泡沫最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顾准的作品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因为读过顾准的书而改变以前的思
维方式。他们不一定信服顾准的观点，但确实，他们很多的僵化观点被改变了，这为思想的进一步发
展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中国的九十年代初期，新启蒙止步，思想界沉寂，那时还没有什么经典的书
可以读，顾准这样一本书的出现吸引了众多求知者的眼球。在这种境况下，他是对读者影响更多的是
对原有固化思维方式的破坏。这在被意识形态笼罩的当下无疑是很紧迫的事情，而他所起的作用也就
是柏拉图洞穴隐喻中所说的“洞穴中人”或者鲁迅所说铁屋中的呐喊，虽然他己去世。当时代对未来
无知的时候，未来的状况依赖于我们今天的行为，尽管今天可能走错路，但在这种情况下则更应该为
人类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努力提供充分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怎样强调顾准对于时代的重要性都
是不过分的。但相当一部分人指出顾准的思想在学术上毫无价值，从材料到概念无一不有致命的漏洞
，其中还包括中国历史方面知识的理解错误。这或可讨论，因为顾准所处的时代背景在先，如果以今
天的眼光看过去，自然处处是漏洞；其次顾准所处的环境不可能接触到更专业的原始材料，如果忽视
这一点，我们将不可能对顾准的学术水平做出一个公平的评价。第二，所谓的学术并不是空中楼阁，
不仅仅是从理论到理论的逻辑，它要和现实有相应的沟连，说到底，思想是要有实践功能的，而不是
屠龙之术，韦伯在二十世纪初所做做“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两个讲座，他明确的区分了两
者的关系，指出学者不应该参与政治而保持独立，但政治家的思维则多半是受思想家的影响。作为思
想家出现的顾准在七十年代的思考不仅仅有他的道德勇气在里面，更重要的是他远远的领先于时代，
也领先于有相同经历的李慎之、韦君宜等人对时代的反思。顾准的发现是思想界在八九十年代转型后
的一面旗帜，不仅有顾准，还有重新发现的胡适等民国人物以及近代史的展开，但仅仅发现是远远不
够的，更重要是继承和研究。透过当下的历史文本，我们己经不能看到过去，因此还原真实的历史史
实显得犹为重要。而这里中山大学桑兵的一些工作如主编的“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北大
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戊戌变法史事考》等，他们代表着当前史学界部分学者的一种态度，从具
体的历史事件或问题入手，用精确可靠的史料重新构建历史，而这样的工作无疑是思想史的基础，如
果思想史只是空对空的宏大叙事，并且如果像古语所说“人生程朱之后，百法具备，只遵守规矩做功
夫，自不得有差，如吃现成饭。”的那样，很自然，即便再多的顾准被发现，也改变不了被抛弃的命
运。
6、其实我对顾准的作品感兴趣是来自于经济学家吴敬琏。当时央视在采访他时，他说到自己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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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就是向老师顾准学习。这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自己到处去找顾准的书，可惜一直找不到。偶
尔有一次在淘旧书的时候，我却发现了《顾准文集》这本书。回家以后自己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他
给我带来的冲击就是他对现实的思考，他的那种冷冰冰地思考，甚至于是冷酷。坦白说对于那个疯狂
又暴躁地时代我没有任何真实感受。只不过从我父亲那听到过他被批斗的经历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怪事
。在现在中国都还不是一个言论自由度很高的国家里，何况是在那个疯狂地时代，他能做到有这样的
冷静真是让人钦佩。喜欢他的作品并不表示要追随他怎么样。如果真是这样地话那就和他的思想就背
道而驰了。他让我们要明白的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保持一个独立思考的头脑有多种重要。这一点在
王小波的书中倒时常出现。
7、人们都是现实主义者，都在为利益而生存，而人类的历史上总有少数人肯为了理想，为了信念，
而抛弃自己的利益，这些人永远让我们敬仰，顾准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命运只有一个——在现实
中毁灭，他倒下之后，蒙田立了一块石碑：最勇敢的人一定是最不幸的人。理想主义者的理想不可避
免地，最终成为现实主义者为了获取自己利益的旗帜，一面被鲜血染红的旗帜下，现实主义者得到了
太多。所以每当看到那些为了理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谁能够不肃然起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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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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