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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底层笔记》

内容概要

历史是英雄伟人书写的；也是小人物书写的。阅读伟人传记，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的理想；阅读小人物
回忆录，可以从中见到自己的影子。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么，在这途路上，大概可以
看清世人的真面目。作者的人生轨迹与此差相仿佛。作者出生在一个旧银行高级职员家庭，1949年7岁
。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工作，历经家庭波折、社会动荡，坎坷一生。以作者的眼光观察这六七十年，主
色调的灰暗的。尽管灰色只是社会万花筒的一种色彩，但它绝对是真实的一种。阅读此书，或可引发
一笑一叹。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特别是在上海生活过的人，可以通过这本书回放自己的人生历
程；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从中读到最亲近真实的父辈历史——比电影电视小说历史书要真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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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底层笔记》

作者简介

张礼士 1942年生。1963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物理系，分配至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后改名上海第二工业
大学）任教师。文革期间下过乡，去过干校，当过工人。除教了多年物理课之外，1995年之后改行到
二工大管理学院任“货币银行学”教师，直至2002年退休。退休之后以笔耕自娱，喜爱旅游、京剧、
跳舞。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物理学会会员、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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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底层笔记》

书籍目录

01 弄堂里的小伙伴
02 从小学到初中
03 四川北路巡礼
04 在初中的开心日子
05 从少年到青年
06 难忘的大学生活
07 山雨欲来
08 我的“文革”岁月
09 干校风云
10 我的工厂岁月
11 “文革”风月
12 拒绝遗忘
13 坎坷的婚姻之路
14 忆父亲
15 岁月如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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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一位历经风雨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人的时代回忆录，虽然笔者将此定义为市民底层笔记，
但显然笔者出身中产阶级家庭，本身又是颇有学识的知识分子，他笔下的人生经历更像是知识进步青
年和一代中产阶级的缩影。作者行文略微絮叨，虽然多数在描述一些时代背景下疯狂的政治运动以及
个人的无力，但语气始终是娓娓道来，平静豁达。文革给笔者带来了很多烙印，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
自我的思想，隐于市而慎于行，潜伏至真理重生。我以为，笔者所谓的“底层市民笔记”记录的正是
这样一批不与时代潮流想背离做激烈抗争，却以自身价值观为傲，保留追求真善美的独立思考的群体
。中产阶级是社会的脊梁以及发动机，当以政策倾斜保护⋯⋯
2、很有意思的一本书，作者经历的那些年是我们八零后的父辈祖辈所经历过的人生。对于我们来说
那些故事也许是长辈们偶尔闲谈漏出的一段往事。或者听来像是很不可思议，或者觉得很遥远，但是
这就是我们的长辈在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所经历的时代，正是这些过去造就了我们的长辈们今日的
样子，以及他们在某月某日某情某景下不觉发出的对回忆的慨叹。
3、九三学社社员可以发表对底层的看法，不过没资格自称以及代表“底层”发声
4、可以出书，觉得社会言论还是自由了许多 
5、读了1/3 有点趣味 但最近没时间读这种书了
6、和名字有很大出入，改名我的历史回忆录可能会更好。
7、蛮喜欢这样类型的书
8、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发生的正正当当
9、小人物，经历特别的年代，经历也变了不寻常。上海话写出来，有点洋泾浜，文笔一般，但能读
到上海的一些旧事，熟悉的路名，食物，还是有趣
10、虹口中产背景知识分子回忆录。
11、乱世众生相。
12、去年在上海呆了半年，文中的吴侬软语真是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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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居然没有评论。可能是因为内容是过于平淡了。尽管作者已经处处妙笔生花，遣词造句
上十分斟酌；时时造设悬念，情节构筑上故作紧张。但这些都改变不了本文不过是一个平民半生的流
水账而已。也可能是因为历史情结隔膜了。九十年代以来，执政党的政治运动基本转向党内，不再发
动群众。一般民众受其影响可以说极低。追逐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人们对于那个贫乏年代由政治所主
导的生活兴趣更低，除了部分对时局有所保留的人，尝试从过去找寻寄托之外，几乎不会有人中国人
愿意主动提起或是主动了解这段历史。还有可能是这本书不合时宜了。有人指出，当前影响中国三个
扭曲泛滥的概念消费主义、成功学、性解放。而作者讲述的生活方式和此是格格不入的，逆潮流的。
作者讲述了一个城市平民在各种外部波折下，如何维护个人底线顽强地有尊严地活下去的故事，这在
当下这个穷就是有罪，穷就不配过有尊严的生活的中国，接近于一个童话故事。我以为，这本书接近
于城市版的《活着》。但为什么农村版的底层笔记却可以引发关注呢。可能，艺术手段上的加工，让
如此极端的故事情节集中体现在一个典型上，拔高了艺术表现的效果，以及直面各种死亡的冲击效应
等，让这部小说的表现力量大于本作。但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小说还是做给城里人看的，小说里农
村人的死，给了城里人一个隔岸观火伪作反思的平台。我窃以为，如果拿这小说给农村人看，也不会
有什么反响，要是出一本书集结一下历年城市工伤死亡的案例，恐怕也没什么销路。为什么要力荐这
本书？因为我想否定当下历史叙述的那种宏大方式。什么泱泱五千年，贞观盛世，什么地大物博，人
杰地灵，都是抹杀了个人历史作用，消灭了个体生活的错误认识论。历史是事后总结书写的，但却是
有一个个个体生活所构筑制造的。也许历史无法保存和记录每个人的故事，课堂上只能粗略的梳理一
下历史脉络，但不能因此就否定个体的历史，不能否定个人生活的重要性。只有本书这般的个体历史
书籍，才能弥补我们过去历史书写的缺陷，因为我们竟不知这段时期的某一部分相当数量的群体是如
何生活的，又比如我们也不了解日据时期的台湾，沦陷区的百姓，45年至49年的国统区等等等等，甚
至我还很怀疑，我们是否足够了解当下的生活，虽然这可能更难。总而言之，我们对我们生活的认识
就是在这样一种不足而且错误的方向下，让我十足的怀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是不是就是在指
我们自己。
2、陆续看完此书，为老人家清晰的记忆和平静的叙述点赞。非常值得一看的书，当然看过以后你会
非常疼心，为什么当年我们国家走了这么多弯路？这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曾经的错误，今天还在
部分的延续。例如，当年他任教的中学要放卫星，历史老师表态要写中西方通史。这几年高校领导们
压力大，层层指标压下来，给出的任务也有完不成的吹气泡感。我想文革的开始，中央应该也没有想
到歪风会越刮越盛，以至于颠倒黑白。希望今天的人们能以史为鉴，谨慎的把握方向，把中国这首古
老的大船满满驶向更理性,更拥抱普世价值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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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底层笔记》

章节试读

1、《市民底层笔记》的笔记-第1页

              上海人张礼士写的博客，合集成书，以时间为导线，记录个人生活，成为种种历史事件的注解
和旁白，相当于“口述历史”，因自我而鲜活、真实。
      解放前张的家境很好，相当于大家庭中的一员，但并未享受很少奢华和自在，因太小。几乎全部的
成长都是在建国后，但内心中的偏向于自由的根基很深，因怀疑而疏远于政治生活，对政治抱负面的
态度，不信任、少参与、怀疑、不屑，讨厌；而对于老上海，“民国范”，是百分百的怀念和推崇；
以上是整本书的基调。
      在书的结语中，张写道，“大时代的变迁是历史，小人物的往事也是历史。每个人如果能把自己的
经历真实的记录下来，再有人把大家的记录汇集起来，那就能呈现一部现代史巨作，我们的后辈就能
了解我们走过的弯路，就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多直白，但他对历史记录的认知我是赞同的，历史
不应仅是宏大叙事，而更应是细密、丰富、详细的记录，需要众多的人，或者说是每个人的鲜活记录
，从而形成历史真实的各个侧面，甚至可以还原历史真实的全部。崔永元正在做这件事，“口述历史
”，以声音、影像的方式记录历史事件经历者的回忆，已经做了4000多人，功大莫焉。
      张作所的回忆，客观的说主观性是有的，怀着个人的好恶心去记录其生活中的事与人，可以说是爱
憎分明，其中一个部分的标题，就是“永不原谅”，恰说明了这一点。在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中，
女主角对曾经背叛她和父亲的女儿说过一句相似的话，“对你做过的事，我不原谅，不原谅”。建国
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当然是与建国前的党内政治生活一脉相承）：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大
跃进，文化大革命，卷胁了包括张在内的所有民众，给大多数人、整个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祸和巨大
的以至无法形容的伤痛，受过伤害的人，例如张，不忘记，不原谅，批判痛斥，是理所应当和无可厚
非的。不要讲什么向前看，讲什么宽恕，没必要，不值得。基本的反省和道歉都没有，凭什么要让受
害者高姿态，更何况，当年做恶的人，变老了，依旧恶心不改，何谈得上去宽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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