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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

内容概要

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开始，知识分子在中国就一直处在国之栋梁和酸腐书生的两极摇摆中。民国至今
的百年间，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从群星灿烂到集体失语，再到众声喧哗的巨变。当下中国，大师罕见
而公知名污，知识分子处在上难达高层、下难抵民意的尴尬语境。
周国平、杜维明、许纪霖、杨奎松、谢泳、马勇、雷颐、西川、周濂⋯⋯10多位当代极具影响力的知
识分子，直抒胸臆，对于从屈原开始的知识分子定位，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及其内在的精神追求，士
族的没落和传统继承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各种力量的影响，当下的发声环境、话语
权，新媒体、自媒体的冲击，以及公众对“公知”的妖魔化等各种大众关注的问题，一一提出了自己
的回答和反思。作为最有话语影响力的这个群体，他们的思考和声音值得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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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腾讯文化，依托全球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腾讯网，专注报道文化资讯、解读文化现象。关注文学
、艺术、历史、电影。下设腾讯书院、文人白话、文化观察等多个品牌栏目，前后邀请白先勇、周国
平、海岩、杨牧、杜维明、梁文道、叶锦添、陈平原、龚鹏程、贾平凹、林怀民等通过举办高端文化
沙龙、名人访谈，打造思想策源地，成为精英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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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水平还是层次不齐啊，有些个学者还是小家子气
2、挺不错
3、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当公知成为贬义词，知识分子又能为中国社会做
什么？！
4、这本书的策划很好，想法很好，最后实施的效果也很让人欣慰。
5、访谈录，都是侃侃而谈却罕见闪光点。
6、前有《知识分子与社会》，后有《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当然，从思想完整性和厚度上看，后
者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但本书所讨论的这个话题是十分必要而有趣的，所采访的作者也都是当今学
术界和知识界公认的比较有影响力的几位大牛，对粗浅的了解目前知识分子如何自省，如何处理天庭
与民意的关系，不无裨益。
7、理想主义多数是悲哀的
8、从“士”到“士大夫”再到如今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西方的“德雷福斯”到韦伯再到萨
义德。古今中外的“知识人”的转承启合各有梳理，对职责义务各有解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
“集体身份”，他们的现实地位和自身要求自然存在诸多不同。但都需要有知识涵养和现实关怀作支
撑。本书为集雷颐、谢咏、马勇、杨奎松等人的访谈集，作为这个时代最有话语权的“公知”，自己
很好奇他们关注重点和问题反思。但如今观之，对“知识人”这一概念研究最为系统和透彻的还是余
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和罗志田《权势转移》。
9、读完后会对中国从古至今一些重要时代的文化大环境有所了解
10、有些重复 观点不算新颖
11、每个人说一点，其实也是腾讯这样的网络传媒对于“公知概念”的一次回应，只不过动用了社会
上“公认”的知识分子进行诠释。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知识分子与学院派学者一大区别为是否有对
超越自身专业领域的超越（当然这也是公认的了）~
12、凑运费的书不能强求⋯⋯内容刷微博就能刷出来==、有男神的访谈就给三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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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茅于轼先生由于最近提出了“火车票涨价论”而被许多人攻击，人们没有听完茅于轼先生的言论
，就断章取义地判断他是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后便开始谩骂唾弃。这已经不是茅于轼先生第一次
被攻击，同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先生也曾因在07年提出“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遭到炮轰
。12年底，社会学专家唐钧先生竟因为长相和蔼，而被舆论谴责在评论“民工冻死”事件时露出笑容
，所以没有良心。恰逢在读中信出版社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里面诸位大家的观点令人醍醐灌
顶。著有《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周濂是我非常欣赏的青年学者之一，去年出版了《“
忍不住”的关怀》的杨奎松先生、周国平老师等人也都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优秀知识分子。关怀这个社
会，本是一种利于时代的品质。可如今“知识分子”变成了顽固学究的代名词，“公知”更像一种标
签被四处张贴。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中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重视，而不是成
为公众发泄不满的靶子。问题和争议可以坐下来讨论，贴上标签的谩骂只会让事情更糟。造成这一切
的原因既来自知识分子内部，也受制于外部的传播手段，最终被决定的还有政治环境。陈寅恪说，知
识分子应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尽管这种追求在当下并不易实现，但总是有人在做的。这些人
怀揣的是一颗简单的良心。所谓“独立之思想”是根据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一定建树，而“自由
之精神”是在对普世价值中“民主”、“人权”等问题的关怀。在社会上发生争论，暴露问题的时候
，他们便会忍不住地站出来关怀当下。这也是杨奎松在《忍不住的“关怀”》书中所提到的知识分子
应有的一种共识。所以，我们谈到的独立和自由是两种意义上的追求。具体而言，知识分子是应该慎
重“跨界”的。在非我的专业领域，应当慎言，不懂就是不懂，不能借由自己已在某领域建立起来的
影响力去染指别的话题。正是由于当今一些专家学者没有把握好发言的界限，频频在公共议题上发出
雷人言论，从内部就搞臭了知识分子这个大群体，再加上社会舆论本身的浮躁，所有问题的讨论最后
都搅成了一团乌烟瘴气的标签战。相比四五十年代，当下的传播手段已经日新月异。知识的所有者也
不再仅是象牙塔中的几个人，只要你想，互联网可以告诉你任何想要的信息。这看似有利于更多意见
的表达，我们可以听到更丰富的声音，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互联网带来的“百家争鸣”远不及“圈
子文化”树立的藩篱。学者周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BBS中的政治游戏》，大概就是探讨互联网带来
的虚假繁荣和圈子文化的日益盛行。他提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只跟我们想要交流的人交流，对那
些我们不想交流的人就可以拉黑他、屏蔽他，然后你会发现，过了半年以后，你微博上关注的全都是
你喜欢的人。”这种有限联合会产生一种幻觉上的相互支持，类似的观点不断被加固，异见者的声音
永远进不来。所以互联网改变了我们身边的许多事物，但是关于意见表达，中国现在还是一片无序。
如此的外部环境之下，知识分子发出的本就有限的理性声音更容易被误读，甚至恶意扭曲。这种“被
加工”后的信息，迅速引燃无序的舆论乱麻。除了内部质素和传播状况之外，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不
能忽略的一点就是政治环境。政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从这个群体诞生起，就没有中断过。中国知识分
子群体是从推翻封建帝制开始，西方思潮、各种主义涌入中国后的产物。1905年废除科举后，知识分
子们就逐渐与政治产生了隔阂。当与政治的直接关系断裂后，知识分子成了浮游在社会上的自由资源
，不过他们还是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有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在1905年废除科举，也许就不
会发生辛亥革命。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没完没了的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降低，直至80
年代中后期才产生新的力量。当今的知识分子大量缄默，可以理解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折腾怕了，虽
然无法拿抗战背景中，郭沫若笔下的《屈原》投江作为警醒，但如老舍一样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的真
实落难处境至今让人心有余悸。这也许不是一个最适合知识分子生存的时代，像有的学者所说，知识
分子最好的桃花源早已灰飞烟灭，但是好在这个社会仍在前进。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可以著书立传
，可以举办讲座和沙龙影响一批又一批的人，引导人们来关怀这个社会。许多公益组织也由民间自发
，在种种夹缝中顽强生存。但这些远远不够，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运转的重心，而不是政治。忍不
住的关怀，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无法摆脱的情感。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应当做什么、怎么做，社会应该
怎样对待他们，政治应该如何包容他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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