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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

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精彩动人的故事，展示了与美国种族问题相关的社会意识和法律演进史，介绍了在契约社会
里，立法的民众基础、法律对人性的思考、法律的变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等问题。通过作者的叙述，
读者能够看到：在法治国家里，民众、尤其是弱势人群怎样运用法律，经过长期抗争，取得自身的权
益，并由此推动全社会认识的深化，使整个国家在消除不公正的历史进程中取得稳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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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人性本善所演变的美国种族发展史
2、这么多年来美国为了平等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南北战争，三K党，一系列种族间的摩擦，这一切
都是因为美国人对于宪法精神的信仰，我们在同情少数种族悲惨遭遇的同时，也该赞扬美国一些白人
平民和领袖们为了一份责任所付出的东西，我们能感受到人性的光辉是在历史中不断闪烁的
3、这本不错！
4、这是本系列最难读的一本吧。今天搜饭否林达，才知道林达是一对夫妇。
5、整本都在讲美国的种族历史和相关社会变迁，供读者专题阅享。
6、很善于讲故事，但总觉得离真相有距离，毕竟不是美国文化成长的旁观者而已
7、即使在今天看这本20年前国人尚不了解外部世界的时候写的书也不感觉过时，本以为自己了解的很
多，其实还远远不够，我并没有觉得作者像一些人评价的那样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地方，整本书的视角
和语境的确是客观的，至少很少能看到比这更客观和细致的作品了，虽然20年了，可仍是了解美国的
经典力作！
8、好看，涨知识
9、难以释卷；这一部讲述的是美国的白人和黑人为消除奴隶制和种族歧视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比
前两部更加触动人心
10、把美国的独立战争与种族问题讲的很透彻了。
11、看完这本书，对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历史脉络有了一个大概的感性了解。林达是非常会讲故事的
。不过在他们开始讲道理的时候，似乎总是有种美帝渗透工作的感觉。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把现在
的美国说得太正面了，把美国历史的发展说得太正面了。美国历史虽然有其丑陋的一面，但总是在向
着好的方向发展，总是在不断地进步。另一种伟光正导致了另一种不真实。
12、关于美国南北战争、废奴、种族融合，知识分子真是可怕又令人敬畏的生物啊。
13、仔细想想，这本书也是那么多年前的了。那时候人出国，观察的体会的思考的，和现在真的是很
大的区别。

林达的文字好细腻。同样的故事/历史，以往也有听说过，可是这么细细地掰开了给你讲，讲得又不冗
长的，林达是其一。也就是这个原因，才让人看不腻吧。

有一点感受，对历史的思考应有现时性。
14、种族，冲突，法律，自由，需要精读。
15、行文还是那么通俗流畅。对美国种族史做了一个全面而细致的梳理，使读者对种族问题有了更客
观和现实的认识
16、林达以感性的笔触梳理了美国种族矛盾的源头和演变过程。一切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17、良心推荐，好书啊。
18、前几天看完的⋯⋯现在抽空读彗星
19、美国的种族问题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看完这本书再回想原来自己对美国种族矛盾的粗浅认识着
实令人汗颜，任何一个历史难题都是无数因果牵扯的合力所成，哪有简单易解之理。
“我们和其他的动物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有人类的真正特质:人道主义和人性”
20、民主与自由，多元与融合。
21、讲种族隔离的历史演变。虽然写的不错，但是在读完前两本之后，第三本觉得有点疲了，就是派
流水账的感觉。
22、让人对美国的种族问题有个大致的了解，并对黑奴的历史追根溯源，很多不被大众了解的曾经显
露无疑。
23、在写奴隶制的发展中穿插了对美国南北的关系的讲述，简直overthrow了我对南北战争的看法⋯⋯
历史教科书给的stereotype太可恶了...印象最深的还是对奴隶制的发展过程有了新理解：并非完全是白
人奴隶主和黑奴之间压迫和反抗的对抗史，更主要的是人类良知和愚恶在自己内心角逐。人类的思想
和人类的反省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多么重要的动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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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种族问题与法治精神
25、美国种族问题的演变史。在尽可能不干涉州政府自治权的前提下，如何实现从蓄奴制到隔离，从
隔离到融合。既要保证道德上的正义，也要通过程序的正义实现。
26、对美国的政治和司法更有理解
27、国家的司法正义是应该被所有人捍卫的正义，一个不公正的判案将导致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和社
会风气的改变。
28、一直想了解美国种族问题的历史，这本书非常合适
29、本书讲述了美国自发现新大陆以来关于种族矛盾的因果前后，作者深入浅出，以简单的语言历史
事件上各方的矛盾及出发点，让我对这些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就是有点太拖沓了。
30、看名字就知道讲的是黑人在整个美国史上逐渐平权之过程，看到宗教在美国之建立之初那种力量
，内省的力量在美国埋下进步的种子。平等在自由原则下的举步维艰、开花结果与面临之挑战。南北
战争之后的处理与回归契约精神真值得深思。
31、不看书不会了解，美国人民在废除奴隶制，消除种族隔离上做了如此长时间的努力，付出了如此
多的代价。自由，平等，宽容，愿世上所有人都能有这样高的人性觉悟。
32、读毕感言：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用人性的善良完成由“猿”向“人”的转变。民主和自由的
神秘联系应当被直视，民主制度推崇的是人道还是暴政？源自于你给民主这棵大树灌溉的是自由还是
私权。2016.4.1
33、战争再怎么描绘和修补都不是正义的。站在道德高地施行的武力镇压和攻打都是反人类的行为。
感谢作者没有过多地言说南北战争的功德。被奴役的和被解放的没什么高低的区别，一样无奈和被动
。站在国家的、政治的角度维护统一要紧--这是狭隘，站在人类的、自由的角度解放他人--这是包办
。以反自然的方式维护自然，以反人类的方式保护人类，真是笑话。“历史局限性”，说起来轻巧啊
～种族歧视的问题要说清很难（什么问题说清都不容易），从历史的角度梳理是很重要的一条思路。
喜欢林达夫妇踏实的严谨的思路，客观的顺畅的语言，阅读感非常好。
34、好看！关于美国种族问题~
35、看着别的国家，经常想到的是自己的国家，也被他们“近乎天真的人道主义追求”震撼到。
36、历史局限性，人道主义精神克服残存兽性的历史进程，伟大的林肯，伟大的肯尼迪，伟大的马丁
路德金，伟大的美国人民。
37、对美国历史了解才能对美国有更深的了解
38、不错，尤其是阿姆斯达案和黑人民权运动
39、“两起谋杀案”那章，完全是汗毛直竖的看完的
40、201609 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来龙去脉深入浅出的介绍和思考，语言稍些重复和啰嗦。建国的理念越
是简单朴素，接近理性和本源，越是能对照政府、社会、个人行为的合理合法性，越是能促进反思和
进步。相反抽象的理论乃至主义，反而容易让人困惑迷失。一个不回避历史曾经的丑陋，有勇气反思
的民族才有进步的希望。
41、精彩，关于阿姆斯达、南北战争、种族融合的见解十分精彩
42、甩出《民主的细节》之类的美国政治研究书籍好几条街！
43、描述的美国太过美好

44、2017011了解美国种族问题的一扇窗。从建国的革命到南北战争，从民权法案到平权法案，种族问
题反映的依旧是美国人对于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反省和诉求，对一个平等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
的权利的国家的努力。在如此详实冷静的叙述中，我越来越能理解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伟人之伟大更
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远见和自省；从前学的历史，实在是简单和片面。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深
藏着对政府的不信任，对集权的恐惧，对思想控制的恐惧。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
功地寻求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为社会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一个拥有自身反省，和平的渐进改良和
完善的功能的美国社会。
45、自由平等路漫漫兮
46、什么叫立法为公，立法为民，无尽的感慨，同志仍需努力。
47、书中对美国种族问题带入到分权、司法等问题中深入刨析。满分
48、第一次读林达的书，却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对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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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美国看看，想去品尝林达眼中笔下的自由社会
49、四星半 很难想象我可以顺利读完这本书，打开了一扇从未进过的大门，作者写的过于啰嗦，但是
非常细致，可能因为历史有很多面的缘故，中间有一度觉得非常像明朝那些事儿，但是对比下来看，
明朝是由无数个英雄主义组成的，美国是由强大而有逻辑的制度控制的，历史类的书总是比文学小说
有更大的说服力，让我更有逻辑更辩证也更矛盾，进步总是在不断的自省和推翻和完善中形成的。
50、“你得到的信息是简要的，推论也就会显得格外清楚。但是，就像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一样，
当事实被简单化以后，看似清晰的结论，有时反而会模糊事件的真实面貌，有时也会曲解事件所折射
的意义和教训。”从林达的视角看美国，对种族问题的历史起源和矛盾斗争有了更加清晰立体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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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又看完了林达写的一本书《我也有一个梦想》，比看《一路走来一路读》时又多了几分感受。这
本书具体的写了关于美国黑人的一系列问题，很具体的写了从黑奴运到美洲，美国独立宣言时要求各
洲在合适的时间废奴，南北关于奴隶制的问题产生分歧，南方可能脱离联邦而进行的南北战争，南方
的黑人地位的逐步上升的一系列问题。了解了美国的就有色人种问题的一系列来龙去脉，发现美国并
不一定是一个种族歧视严重的国家。一切似乎也有着其苦衷，坚持制度至上的原则，一切都不违背法
律与制度。也对美国唯一的一次内战——南北战争有了详细的了解。原来解放南方的黑奴不过是政治
上想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是为了阻止就奴隶制问题而不满的南方的分裂。才发现原来历史的
真相永远都是扑朔迷离。很喜欢原文中的这句话：“因为所有的专家教授们，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一种
叫做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的人。这里的这种人，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们刻意和世俗拉开一段距离，
不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也不以自己是劳工阶级的一份子而欢欣鼓舞。而拉开这点距离，他们认为
就是为了能够对这个社会看的更清楚，更有利于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唱赞歌这样的好事他们总是认
为那是夜莺的专利。”对此很是赞同，知识分子就是要成为社会的良心，不能人云亦云，为政府脸上
贴金，而要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态度自己的风骨。其实读完了这本书我也有了一个梦想，希望制定的
制度能够有着更多的人遵从，我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有自己独立的风骨，而不是奉行所谓的犬儒主义。
林达写的固然是自己的主观想法，但是其中也是有着一定的客观依据，中国在某些方面和美国的确有
着一些的差距。但是，我相信我国会越来越好的。
2、《我也有一个梦想》是系列图书“近距离看美国之三”。对于美国人民来说，追求人人生而平等
的理想，追求一个人人都能享有的自由生活，是比维持一个强大的国家，比维护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
地位，比其他任何比输比赢的政治游戏更重要得多的永远的梦。为此，他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下面
为本人和来自网络的部分评论。　　⋯⋯人类的思想和人性的反省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不是从前我们政治书上总倡导的“阶级斗争”。“一块土地，一群人，乃至整个人类，它的真正希望
所在就是它的自省能力和良知醒悟，而这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　　当年北方的解放黑奴运动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力量薄弱的黑奴要求解放，斗争啊斗争，而是这些“主人”们，对“人生而自由
平等”信念的坚持，在抗击完英国殖民统治后，开始发现自己也同样剥夺别人自由的前提下，提出的
放弃自己“财产”的一种“前卫”的做法。而平白无故的放弃自己的财产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华盛顿和杰弗逊就是其中主导力量（当然，文中也提到了由于历史局限性的存在，他们都是在遗嘱中
，解放他们的奴隶的）。所以说，人开始思考，成为人了，才和野兽分离了。　　⋯⋯正是出于对个
人自由和区域分治理想的共识和尊重，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国家。不仅在独立的那一天
，没有一个“开国功臣”试图出来“掌控全局”，而且长达六年，甚至连总统都没有一个。出于同样
的原因，美国从一开始，也就是一个善于妥协的国家。没有一个人是“权高位重”，“一言定乾坤”
的。因此，从一开始，各州之间就习惯于“只有说服，没有压服”，说不服的时候，就只能由某一方
作暂时的妥协了。美国基本上是在一系列的妥协之下，维持一个稳定的和循序渐进的进步的。最近，
看到台湾的柏杨老先生非常精辟地说，“让步是一种能力”。那么，你可以说，美国人是从一开始就
非常重视这种能力的。（p85）　　——妥协，还是妥协！　　一种法律来源，是这个国家，地区或
者群体，对于一个命题的思考和反省的结果。他们因此制定一个规则，愿意共同遵守。对违规者按法
规进行认真惩处。这样的法律逻辑性强，执行的过程也比较清楚。诚然，这样的法律仍然会带有历史
的局限性，因为人类在某一个阶段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但是，它是认识一步走一步，也许前进的
脚步缓慢，但却是扎实的。这种法律，我常常用大白话叫它是“真诚的法律”。　　另一种法律来源
，是对外部压力妥协的结果。一些地区，它自身并没有产生与这条法律相适应的认识基础，但是出于
种种压力，不得不诞生这样一个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有着“违法”的强烈冲动
。这样的法律，它的目标可以定得非常高，看上去可以比那些“真诚的法律”更“漂亮”。可是一触
及现实就会完全面目全非。我把它叫做“虚假的法律”。（p93-94）　　——法律和制度，都是如此
。　　⋯⋯美国的教育纵有万千有目共睹的尚待改进的弊端，可是，在改进的过程中，它的一些基本
理念是很难动摇的。就是人民有权决定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联邦政府无权干涉教育和向孩子灌输政
府认为是正确的思想，孩子的想象力是最大限度地受到保护的。　　——创新能力是美国的核心竞争
力，其根源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放任”的教育方式。　　美国教育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对于孩子是
人道的，是充分诱导孩子产生最奇异的思想的。美国教育的目的，正如沃伦法官所提到的，教育是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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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功地寻求自己的幸福。教育不是为社会机器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
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一个孩子未来的幸福，一旦成了螺丝钉，有谁会关心螺丝钉的幸福呢？
3、这是读过林达的第二本书，感觉作者就像是中国房龙，语言之流畅和知识面之广如行云流水，深
入浅出，对几件美国历史事件的讨论为我们带来深层次的思考。个人觉得这一集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描述美国建国初期前后非洲黑奴在美洲土地的生存状况、思想觉醒，到思想进步人士如何
无私协助和带领他们一起争取奴隶自由和权利的过程，这部分是结合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阿姆斯达》
（又名《断锁怒潮》）展开的，可以说是黑奴从“非人”到“人”的转变。然而，与我们习惯思维不
同， 这并非完全是白人奴隶主与黑人奴隶之间压迫和反抗的对抗史，“这场角逐主要发生在北美殖民
地的白人内部⋯⋯ 也不是少数职业革命家和热血青年抛家弃产的革命故事“， 而是”作为代表整个
社会利益集团的立法机构，用立法的手段，仅仅为一个人性反省和道德理由而放弃自身利益的一个行
为“。 在这显得松散的国家而言，”这个维系就是美国作为国家最基本的一个共识－－遵从契约”。
第二分部则是对19世纪到20世纪中，从南北战争到马丁路德金带领的“非暴力运动”的讨论展现了南
北方对奴隶制的差异对待，而这次则主要是黑人种族为自己争取与白人拥有平等－－至少是精神平等
－－的权利。作者说他从图书馆借来一本历史照片集，其中有些照片看到南方黑人忧郁甚至痛苦的表
情，似乎积淤着几百年的重负，对面站着一些看起来像是从根子上血统里就压倒一切的自负和优越感
的白人，白人旁边被人用圆珠笔写了”白痴“。大笑之余，作者深感虽然有失宽厚， 却是一个贴切的
词来形容这些自负清高的白人。”在南方， 从整个精神世界上，黑人已经远远超越了那些自视比他们
血统更高贵的，在这个问题上愚昧得近似‘白痴’的那部分南方白人“。 这个观点应该是放诸四海而
皆准，无论对于不同个体、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只有差异性并且每个单位本身的优缺点
各异，理想的状态就是能就事论事而非讨论优劣之分，聪明之人自会寻找自身不足以提高自我，愚昧
之人则继续清高原地踏步。不敢扯远那些大同梦想，但遵从契约+人文关怀+勇于争取以求进步，是这
本书对我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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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1页

        1.我们有无数的历史路径的选择，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结果却只有一个。
2.皓月当空，万籁俱寂之时，一个坐着的人猿浑浑噩噩的的脑瓜里，突然冒出这么一个百思不得其解
的问题，“我和其他动物究竟有什么区别呢？”这时候，他就是“人”了。
3.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是在呼吁人道，还是在“以革命的名义”和“公众正义的名义”呼吁仇恨，
它的人民将走过的路径是不相同的。
4.假如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总是能够聪明地发现别人的种种恶行，同时又总是对应出自己
的种种光荣事迹，而很少能在历史观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曾经和别人一样有过那张清晰而丑陋的猿脸
，我们大概就可以怀疑自己的聪明是否过头了。

2、《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306页

        “美国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功的寻求自己的幸福。教育不是为社会
及其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重要的是一个孩子未来的幸福，一旦成了螺丝钉，有谁会关心螺丝钉的
幸福呢？”

3、《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45页

        也同是在独立战争爆发前一年的1774年，北方暖春的五月，马萨诸塞英总督的办公桌上，出现了
一份申诉书。在托玛斯.盖奇漫长的总督生涯中，他接受过不少申诉，可是这一份却大大地出乎他的意
料之外。因为这是一份代表着一群黑奴向英国皇家总督提出的申诉书。他惊奇地发现，在这份申诉书
中，这些黑人从人性的原则，基督教的道义出发，甚至从当时的法律中寻找依据，不仅动之以情而且
逻辑清楚地推理，得出无可抗辩的要求：他们要求恢复他们和孩子被剥夺的“生而自由”的天赋权利
。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英总督并没有批准这样的申诉。那些交上申诉书之后，苦苦等待，却没有能
等出一个结果的黑奴们，也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字。可是，这就是历史的意义：今天，人类根
据永恒的人道与非人道泾渭分明的准则，给曾经显赫的留下了姓名的英总督，和卑微的没有留下姓名
的黑奴们，下了孰是孰非的判定。美国成立以后，这份黑奴的申诉书逐渐成为孩子们必受的教育，感
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因此，这份申诉书出现在马萨诸塞并不是偶然的。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根本不可能在
两百多年前的黑奴中间，生长出这样一棵树苗，没有合适的气候，它也不可能如此健康，茁壮，并且
理直气壮地展现自己虽然微薄，却是由苦难积累起来的力量。因为，你可以说，追求自由，这是每个
人都与生俱来的本能，然而，这些黑人第一次清晰表达出来的天赋人权的理论，基督教的教义，法制
的概念，却不是他们从自己的家乡带来的。 

从这份申诉书中，你可以看到黑人为争取自由迈出的第一步，你也同时可以看到马萨诸塞的早期清教
徒们的身影。他们逮捕一个斯密斯船长，送回了几家黑人，并没有阻挡住奴隶交易的浪潮。但是他们
持续一百多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黑人的逐步觉醒和更多白人的反省。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个历史阶段，黑人就没有力量，只是他们的力量是无声的。黑人的力量就
是他们失去的自由，就是他们所承受的苦难。他们以深重苦难凝聚起一个巨大的质量，逼视这片土地
上的人们，检验人类对于人性的自省能力。 

4、《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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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总是能够聪明地发现别人的种种恶行，同时又总是对
应出自己的种种光荣事迹，而很少能在历史的镜子里，看到自己曾经和别人一样有过的那张清晰而丑
陋的猿脸，甚至那条猿尾巴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怀疑自己的聪明是否过了头了。在这样的历史观
下，很难有什么本质的进步，因为一切可能取得的历史教训都被我们排斥了。

5、《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52页

        这时，我们发现，原来人类的思想和人性反省是进步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6、《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45页

        今天，人类根据永恒的人道与非人道泾渭分明的准则，给曾经显赫的留下了姓名的英总督，和卑
微的没有留下姓名的黑奴们，下了孰是孰非的判定。美国成立以后，这份黑奴的申诉书逐渐成为美国
孩子们必受的教育，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7、《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256页

        在美国，这场战争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者。因为战争尚未结束，对于战争伤痛的人道关怀已经逐
渐压倒了一切。在南北战争最大的一个战役，葛底斯堡的昔日战场上，保留着一个纪念馆。你在里面
找不到对于胜利者英雄式的歌颂，也找不到对"敌人"、"叛乱者"的轻辱。你能够看到的只是对于战争悲
剧性的平和与客观的陈述。 

在这个纪念馆里，有战役进程的客观描述，但是没有对某一方特意采用高昂的褒扬用词，也没有对另
一方采用轻蔑的贬抑用词。纪念馆里有一百多年来的葛底斯堡战役纪念活动的照片，人们在这些照片
里，看到双方将士都已经渐渐地垂垂老矣，相互伸出手来，重新握在一起。

8、《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168页

        美国是一个在建国时没有给自己定出什么宏伟社会蓝图的国家，它有的只是一个看上去很朴素的
个人愿望，就是“人生而平等，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提出这个愿望的时候，有
相当多的美国人，事实上还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例如在种族问题上的认识局限，例如在“解放自己
”和“解放别人”的问题上的认识局限。但是，这个朴素的建国理想却是最贴近“自然法”的。

当一个国家的建立，以最贴近长满野花和青草的土地，以最贴近寻求真善美的人性，来作为它的立国
根本。那么，即使在这块土地上还有许多半兽半人，尚未完全进化的“人”，可是，一旦遇到问题，
在需要明辨“大是大非”的时候，人们的判断依据和历史进步的方向，在基本人性的标准下，是更容
易搞清楚的。这也就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相反，假如人们热衷于建立非常宏伟的社会发展理论大厦
。在无数的雕梁画栋、仙山琼阁之间，却迷失了最基本的人性的自我，这大概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的结果吧。

因此，面临一个历史前进关口的法官，在可以依据的法律尚有矛盾，这个矛盾有可能形成不同判决的
时候，他的选择应该是判断人类进步的方向，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判断的依据就是美国符合自然法
的立国原则，也就是人性的原则。

9、《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2页

        1.书籍：《独立宣言》、《汤姆叔叔的小屋》、《飘》、《论公民的不服从》、《法律和南方秩序
》*、《走出美国》*凯斯.李奇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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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影：《阿姆斯达》、《风中奇缘》

10、《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397页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终于触及了美国南方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奴隶制，以及自南白战争以来整
整一百年的种族隔离、种族迫害和种族歧视的不光彩历史在制度上的一个症结，那就是：民主制度所
推崇和认可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加入没有人性的反省和追求，加入人道主义得不到高扬，加入不在追
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那么民主大树上所生长的，往往只能是“多数人的暴政”
这样的畸形恶果。
系列四本看下来，美国民主是人类理性的尝试，它付出了很多很多代价，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很多的
努力，绝对不是一步就可以踏上去，更不是随便一个国家说复制就复制的。

11、《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55页

        “美国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的问题：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
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

12、《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3页

        1.安妮弗兰克的小屋

2.圣雄甘地的作品

3.马寅初

13、《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52页

        一块土地，一群人，乃至整个人类，它的真正希望所在就是它的自省能力和良知醒悟，而这是建
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

14、《我也有一个梦想(第3版)》的笔记-第249页

        在一个以人性和人道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无论林肯总统建立多么雄伟的一座纪念碑，都无法
平息这六十万灵魂在地下的呻吟。他意识到，即使他打胜了这场基于政治诉求的战争，他仍将永无宁
日。不论他活着，还是他死去，终有一天，他都无法逃脱历史的谴责。这是林肯总统真正高出其他一
些政治首领的地方，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政治人物。他站到了历史的山顶上，看得很远，甚至超越了
他自己的生命。因此，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林肯总统为战斗的胜利喜形于色，洋洋得意。他始终沉沉
地揣着他的心灵重负。就象我前面提到的，他醒悟在战场上，然而，此刻的战场上已经血流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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