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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

内容概要

作者在书中以剥开经院的藩篱、切实走向读者的平实语言，对社会和广大群众感兴趣、重点关注的焦
点问题，如反腐败、寻租现象、婚姻与女性、人类的生存与环境等进行了深刻的卓有成见的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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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

精彩短评

1、或许看完之后不会怎么乐观，但是至少可以活得更加通透
2、书的内容倒没什么，不过这本书是我亲自经历一本书从正式出版到和谐的全过程，只是一个下午
一本正式出版的文集就被和谐了，从此在市场上消失，我在此书消失之前买了一本，很幸运
3、恩，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4、少有的道德高尚的社会经济学家。我对“道德高尚”有自己的定义，需有一双冷眼和一颗热心。
【小书摘——通过暴力革命，历经三届政体完全不同的政府，比如晚清政府，国民党政府，还有我们
现在的政府，应该说除解决了西方列强的入侵问题以外，戊戌变法时期就存在的其他五个问题，如人
口、教育、农业内卷化（边际效益下降）、政府腐败、社会不公正等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反而以更复
杂、更难解决的形式呈现在世纪末。中国的腐败在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到1995
年前后，腐败已有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到1998年前
5、“经济学禁书”
6、无论其思考是否完全准确地切中问题本质，都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良心。更何况十多年前作者在书
中所写下的许多问题，已经被过去这些年的现实所验证。
7、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8、   真问题
9、真知灼见   可惜在这里想听到这种声音不容易
10、给这本书打1，2星的是些什么人？
11、何清涟老师也不喜欢满清，呵呵
12、第一次启蒙。
13、是的，仍然，仍然。
14、本人藏书
15、与众不同的真良知
16、当时只模糊记得两点：1.有些河流，并不需要摸着石子过的。2.交通灯乱了，交通当然乱了。ps.
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叶丽红说，改革开放前没有那么多的贪腐。当时完全不知道二者有什么关系的
。今天下午重读，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恩，值得多读几遍的好书。
17、一样的读不下去。这就是代沟了吧？代沟。
18、文集，一般般
19、赤诚的心，但仍缺乏出色的创造力。
20、我们仍在仰望星空
21、这也是我常想好好学习经济的原因。
22、这怎么就成了禁书了呢？怎么让人做研究？
23、这本书能在10年前出版，而现在不能，这是社会的倒退。作者期待入世能为国内政治环境带来变
化，这样的判断显然也失误了。。
24、读的是作者的雾x china
25、大学期间看的，有时间再看看。
26、何女士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都带着挥之不去的人文关怀，就这一点都比其他所谓的思想大家好了千
百倍了。
27、"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毕竟有年代了，翻了几篇就感到不耐烦，但其中有些篇章
确实精彩。
28、主要还是揭露社会的一些问题，但是感觉观点不够新颖，拼盘吧。尤其在用＜如何读一本书＞的
方法去速读之后，发现此书一般
29、第三卷有种凑数感→_→其实十几年前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30、为了打进CCAV行业，我们得再看何姐的另一作“雾X中国”
31、真正的爱GUO者都被赶到GUO外去了。。
32、同推何老师的《雾锁中国》 。。。
33、这本书也是我早些年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来的。不错，不过现在市面上没有卖的呢，旧书网上说
不定还有！想读的话，可以上旧书网上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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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

34、不错的随笔
35、就是后面那些写在报纸上的小短文不够精彩和启发人。
36、毛骨悚然
37、“相形之下，与学术自由相对的学术责任却相对较少被提到。不过美国及其民主社会都把连着视
为一体的两面：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这是一种约定，缺一不可。”  非常杂乱的文集，特别是
第一部分的学术著作之后的短篇全全可以直接跳过，不过我着实是敬佩何清涟的直言不讳和对中国社
会一如既往的关切。希望我的文章能更加有力 Chris
38、反抗者坚贞
39、: �
F12-53/2233
40、不得不感叹何清涟女士的博学和对形势的预见性。
41、有些部分，例如援引的程晓农先生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很是犀利。但却是标准的有闪光无成长，适
合普及常识之用。部分文章有凑数之嫌。ps，这竟然也成禁书了
42、正在读的一本书....读完马上更新，不读书，闲的慌，渐渐觉得精神世界的丰富是必须的，感谢爸
爸给我一个这样的好习惯...
43、何清涟写的,有些真话说出来了
44、近文艺的名字，近国民的思考，~~
45、何清涟这样的“中国良心”知识分子，被逼得远走国外，真是损失啊。以后真的民选人大代表了
，我会投何清涟一票的。
46、这个书评起得不错，据说这书禁了，所以我读过一本，好像我只爱读禁书
47、4.20-4.27
48、老早前读的。想不到现在“仰望星空”有了新的含义。
49、对当今社会结构的分析很精彩，还有其中的两篇访谈录。
50、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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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

章节试读

1、《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页

                               
人生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不外是金钱、权势、名位而已，这些目标不管多么遥不可及，到底是有
限的。对有限目标之追求，最终难逃凯撒之悲——凯撒在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以后，曾说过一句
著名的话：这一切原来是如此空虚与无聊——说到底，人的尊严在于人的创造性，在于人能够“精神
地生活”，在于人的心灵所享有的那种无边无垠的自由。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分析】

*利益集团的多元化趋势

一、资源分配不平等——利益集团形成的基本成因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通过利益调整逐渐改变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但改变资源的占有状态的方
式，走的是以权利市场化为起点的权贵私有化道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国家资源分配及占有的不平等
，这种起点不平等是中国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形成的基本条件。

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
是“不落空”现象：在国家政权层面上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换言
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的几次高潮（70年
代末的高考、80年代初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
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我国的中产阶级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
于，原本应被社会中产阶级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

中国的腐败在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主要表现为个人腐败。
到1995年前后，腐败已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所谓组织化腐败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第一，社
会组织的负责人（即一把手）带头腐败；第二，组织机构拥有的公共权力成为该组织成员进行“权钱
交换”的“主要资本”；第三，较低一级的社会组织运用组织拥有的公共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从而
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持、更优惠的政策倾斜，以及更多的机会。
到1998年前后，中国的腐败已由组织化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
统的大部分组织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
为社会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以保证组织系统内部减少摩擦。第三，反腐败已不是真正的反腐败，在某
种意义上已成了要挟他人获得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二、社会精英集团的两大支柱——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

三、知识精英集团的演变及利益集团化

*其他社会各阶层 中间阶层的不发达状态

*工人经济地位的边缘化

在世界的发达国家已经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统治精英的合法性基本上都是建立于民主原则之上，
从不声称自己是某个特殊社会群体的代表；而中国共产党却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政府官员名
之为“人民公仆”，知识分子称之为"脑力劳动者"，统统被纳入“工人阶级”这一范畴之内。这种划
分混淆了最起码的利益关系，事实上这几个阶层的利益在实际生活中从来就没有一致过。尤其要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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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

的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党化国家自建国伊始就与知识分子及工人的利益明显不一致。

一、集体协约型

二、“三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三、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亚洲国家投资的“三资”企业与中国本地的私营企业

在如何处理劳资关系上，中国政府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号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
义国家”，劳动者应当享有人的基本权利，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投资办厂，大多迁就这些投资者
。还有不少基层干部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投资者多保持一种友好 的私人关系。在诸种利益牵引下，他
们对“三资”企业中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其实非常清楚，但从不干预。

*处于困境中的农民阶层

上述工人阶层、城乡两栖阶层、农民阶层共有4.8亿人，约占从业人口的69%左右。但是与边缘化群体
相比，这批人还算处于就业状态，对于文化素质不高且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的这一人群来说，能够在社
会产生剧烈的结构性摩擦时期暂时性地保住“饭碗”，已算是较好处境，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掉落到一
个更为底下的社会群体之中去。

*庞大的社会边缘化群体

*中介组织的初步发育

*两极分化的高风险社会

中产阶级是社会高层与社会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的冲突
会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
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和激进的
思想和冲突很难有影响力，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
中产阶级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
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

*倾斜的社会基础

从目前权力精英的所作所为来看，这是一个整体素质奇差的权力精英集团。作为权力精英，一般来说
，除了具备较强的社会管理能力之外，还应该具有这样的基本素质：既要能为本阶层利益着想，还要
能为其他阶层利益着想，只有让每个阶层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分到一些份额，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而中国为数不少的权力精英们，既不能为其他阶层的利益着想，甚至连为本阶层的共同利益与长远
利益着想都做不到。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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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

*

2、《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追求心灵的自由

        觉得我们无需别人动手，正在努力地屠杀自己的优秀者。但一直到二十岁左右，我才明白一个深
刻的道理：在一个充斥着文盲半文盲的国度里，残杀知识分子尤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

“文革”前期，我还只是一个少年。但就在这种怀疑与审视中，我完成了自己的价值颠覆，这种价值
颠覆使得我从此以后不再为社会设定的“政治人”标准以及他人的眼色而活，我只服从自己的心灵与
良知，因此也成就了一个不被世俗所接受的人。这种性格是的我在几十年中备尝艰苦，但也成就了我
今天的这种学术研究。直到今天为止，我还在为这种追求付出代价。

然而“在路上”的感悟使得我明白了一点，追求心灵的自由，这种人生不能放在世俗标准中审视衡量
，这种人生的意义也不能寄托与物化的世界。当有一些好学青年表示愿意走我这条学术道路时，我告
诉他们：走我这条路，必须舍弃很多；你们还年轻，还不能确定自己与物质世界的关系，还是再等一
段时间吧。

“在这个少有真话的年代里，也许你会寂寞，但寂寞让你分外美丽。”

3、《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7页

        本文主要运用美国当代结构主义理论大师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结构
的组成部分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
往关系。“更精确地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分布在他们上面）所组成的多
维空间。”

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追求心灵的自由

        内心深处，我认为追求心灵的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这个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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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

保守奚落。因此面对这一提问，我总是半开玩笑地用各种大家都知道也当不得真的话搪塞过去——在
目前这种嘲笑道德和崇高的痞子气氛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盖，本身就是时代
之悲。而人们认识不到这种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耻告别人类羞耻心的可悲，则更是悲中之悲。
很同意，例如在朋友圈发些吃吃喝喝，嬉皮笑脸插科打诨的无聊流水账，比关心一个时事，讨论一个
严肃的话题显得更自然。在中国关注政治和思想好像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事情。

5、《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10页

        ⋯⋯因研究基督教史而知名的学者诺克对基督教所作的有名的总结：“人们追求的不是真理，而
是在宇宙中寻找家园”⋯⋯。

6、《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0页

        人生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不外是金钱、权势、名位而已，这些目标不管多么遥不可及，到底
是有限的。对有限目标之追求，最终难逃凯撒之悲——凯撒在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以后，曾说过
一句著名的话：这一切原来是如此空虚与无聊——说到底，人的尊严在于人的创造性，在于人能够“
精神地生活”，在于人的心灵所享有的那种无边无垠的自由。

中国社会资本的转型：  私有财产——货币——资本——劳动契约——利润

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之初有两种选择，一是让权力整体崩溃，采取“休克疗法”；另一种就是渐进改
革，让权力进入市场，可以说权力市场化实际上市我们改革走到今天的主导力量。

西方文明实际上有四根支柱构成，即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英国的政治和基督教的精神。

经济学大师费里德曼曾经说过：“自由人机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
什么。他会问：‘我和我的同胞能通过政府做什么’⋯⋯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

中国的历史上，儒家学说是主流学说，一直起着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而佛道大行时，必是天下
大乱的前兆。至于那些以从佛道变异而来的教义为信条的民间类宗教组织一旦以民众为基础，具有广
泛的包容能力及深入的动员能力时，对政权而言，就已经成立一种代替性权力组织。这类组织不论它
怀有何种目的，只要它具有动员民众的能力，对政权而言，它就具有颠覆性。这一点只要看看历史上
的农民起义的动员方式，就不难明白这种“类宗教”组织的社会作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两者所
持的政治理念都是大一统理念，除自己之外否认任何其他权威的合理性，儒家学说奉行一元化规则，
支持权威政治；民间宗教奉行暴力规则，支持暴力政治。

如果将世界经济比作一个金字塔结构，占据顶端的是信息产业，这一市场美国雄踞霸主地位；第二层
级是金融产业，这方面英国占有强势地位；第三侧记则是制造资本品（生产机器的机器）的行业，这
方面以德国为主，瑞典等过也有一定市场占有率；第四层级是高品质的技术密集行的终端消费品，这
一市场以日本产品为主。这四个层级的市场被发达国家瓜分完毕，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第五层
级则是劳动密集型的终端消费品，这是一个高风险市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拥挤在这条路上，竞争
相当激烈。

考察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状况，需要从三个层面来考虑：一是“圆桌政治”，即议会政治，这是一个
国家各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表按照法定程序讨价还价的过程，最后通过谈判达到魔种利益平衡；二是“
街头政治”，当某部分民众没有正常的诉求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时，就往往会采取街头示威游行的方
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第三条途径即“黑夜政治”，一般为社会递呈民众采取暴力犯罪的方法来
解决问题。一般来说，当第二条途径被严重堵塞之事，社会底层民众就会频繁诉诸“黑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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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曾用一句俗话概括自晚晴以来的中国各地人士对中国的贡献：广东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
流血。

话剧《切格瓦拉》的作者在两个问题上避实就虚，一是在两种制度的对比上，作者拿理想中的共产主
义与图解中的资本主义相对比；二是他试图在切个人人格魅力与他所从事的事业之间建立一种事实上
不存在的因果关系，处处给人以暗示，切的个人魅力赋予了所从事的事业以不可置疑的神圣性。

7、《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370页

        作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何清涟对于穷苦弱势群体的关注，在她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只是在这篇
于1998年9月7日发表于《深圳法制报》的评论文章里，何清涟对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口发出了“为什么
他们就不能节制自己的生育欲望”之问，让我有些惊讶。
诚然，何清涟一直认为人口众多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大障碍，但说到底社会进步不应该是唯一的
目的，一切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在此处，何更多地展现了她的爱国情怀，而不是人文情
怀。
在本书第295页，何清涟与张曙光争论的文章中，何对张提出“慈”、“仁”、“勇”的品质要求。我
想，何上述的思考，恐怕难以称得上“慈”吧。

8、《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57页

        批判不是否定，批判是更深入的去了解。

他们不自我标榜毫不顾及自身利益；他们独具的智慧与才干是在持续不断的生存斗争与政治较量中磨
砺出来的。 因此他们深知政治的本质，也清楚政治与理想之间的差别： 现实政这，而理想则超越政
治生活的兴衰，指向比现实政治更为远大的前景。

他们对掌握权力的人深怀戒心，也不相信”人民“， 深知将权力交给一个机构或一群人，只会导向完
全的暴政，

“有恒产者有恒心” 

9、《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页

        内心深处，我认为追求心灵的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这个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
饱受奚落。因此面对这一提问，我总是半开玩笑地用各种大家也知道当不得真的话搪塞过去——再目
前这种嘲笑道德与崇高的痞子氛围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盖，本身就是时代之
悲。而人们认识不到这种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耻告别人类羞耻心的可悲，则更是悲中之悲。

人的一生其实是在路上。那终极目标指向何方，其实与一个人自己决定一生到底要什么密切相关。人
生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不外是金钱、权势、名位而已，这些目标不管多么遥不可及，到底是有限
的。对有限目标之追求最终难逃凯撒之悲——凯撒在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以后，曾说过一句著名
的话：这一切原来是如此空虚与无聊——说到底，人的尊严在于人的创造性，在于人能够“精神地生
活”，在于人的心灵所享有的那种无边无垠的自由。“文革”时期那种对人心灵的残酷桎梏，在我看
来，其实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最残忍恶毒的亵渎。

10、《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追求心灵的自由

        人的一生其实是在路上。那终极目标指向何方，其实与一个人自己决定一省到底要什么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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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为自己设定的物质性目标不外是金钱、权势、名位而已，这些目标不管多么遥不可及，到底是
有限的。对有限目标之追求，最终难逃凯撒之悲——凯撒在登上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之后，曾说过一
句著名的话：这一切原来是如此空虚与无聊——说到底，人的尊严在于人的创造性，在于人能够“精
神地生活”，在于人的心灵所享有的那种无边无垠的自由。“文革”时期的那种对人心灵的残酷桎梏
，其实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最残忍恶毒的亵渎。

11、《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11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经过长期反思之后，曾写了一本《狱中礼记》，书
中谈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有长期的传统文化沉淀，每一个新政权的意识形态必须考虑与传统文化的积
极因素联盟，如果老是拧着来，结果并不美妙。

12、《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6页

        我并不否认一场会议里桌子两边的人有其一定程度的对立，我孩子是认为，你不可以因为他们有
某些观念和见解，就把他们一分为二，说一个阵营是善的化身，属于未来，代表理性；而另一个阵营
是恶的化身，属于过去，代表迷信。
⋯⋯历史，若做最正确的阐释，即使教导人宽容与智慧。我不相信法国以外的国家不需要这些教导。

13、《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37页

        中国这条“船”正在由不少掌权的“精英”们共同努力将它凿沉，而部分权力精英们却早已为自
己及其家庭成员准备好了后路：做不成共产党的官，还可以到国外当寓公。

14、《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笔记-第193页

        任何学者都没办法超越自身所处生存环境的限制，这实在需要生存智慧与技巧，很少有人在这方
面做得很好。但有一点却是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即与政治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某些人对知识分子
与政府关系的理解很奇怪，总以（P192）为在支持还是反对两者之间，非此即彼。他们没有想到还有
一种“费边社精神”，即不合作，不激烈对抗，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政府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
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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