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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中国》

内容概要

如今，自媒体风行于世，人们似乎习惯了用敲几下键盘似的快速与任性的方式来表达意见、传递情绪
，理性思考日益缺位。面对纷纭世相，我们应该具有怎样的评论素养，以避免被情绪和谬误绑架，本
书作者曹林用他一如既往犀利、冷静、耐心的文字，希冀唤起当下社会最稀缺的品质——理性。本书
精选了曹林近年来的时事评论文章，从时事政治到新闻伦理，从文化批评到重申常识，在深度剖析热
点事件、焦点问题之外，亦致力于传达耐心说理、理性评论的舆情氛围，让人们在快得让人窒息的时
代，仍能留存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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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林
《中国青年报》编委、社评部主任、首席评论员。江苏扬州人，多次获“中国新闻奖”，著有《时评
写作十讲》《拒绝伪正义》《不与流行为伍》，任多家报纸和电视台特约评论员。近年一直致力于新
闻评论教学，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讲授新闻评论课程，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
究生业界导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兼职教授。此外，在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传
媒大学等数十所大学做过演讲，并给多个部委和地方政府做过媒介素养和舆论引导的培训，课程很受
学员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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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中国》

书籍目录

目 录
代 序  曹林赞 / 马立诚
自 序  我不喜欢得罪人，但对不起，我是评论员
第一辑　中国政治观察
不要传递“越左越安全”的错觉
批评政府和抹黑中国不是一回事
人民有了期待，国家就有未来
欢乐的“常委”新闻让政治更可亲
限定“西方价值观”，避免不必要纷争
警惕那些明褒实贬的“高级黑”
中国应该如何深层“去周永康化”
用法治语言替代“阶级斗争语言”
不要轻言战争
中国无“鹰派”，只有咬自家人的鸟派
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失败了吗？
舆论硝烟中党报党刊的反逆袭
日本人凭什么对中国没有好感
接办亚运会这事儿中国别充老大
挥之不去的北戴河想象
在告别老人中告别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学习粉丝团”走红后的民意期待
向世界开放学习，展中国成熟自信
第二辑　纵论媒体变局
雪夜妄评中国各大新闻系毕业生气质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真的浮躁不读书吗？感谢那些理性争鸣
大学生怎么提一个高逼格的真问题
传统媒体别愚蠢地跟风“黑”老人和大妈了
有一种让你泪流满面的报道叫“中青体”
媒体精英仍多在体制内，但在加速度流失
大学生的文风为何缺乏阳刚之气
手机附体的时代为什么仍有必要订一份报纸
连环奇葩错误见证媒体的失败者情绪
“新闻学界业界”是个什么鬼？
学新闻的第一份工作千万别选新媒体
没在传统媒体待过真不能叫做过新闻
“灾难文艺腔”越来越被大众排斥
天津依旧是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
“没有新闻”的媒介温床让天津受害
澎湃新闻带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中纪委负责“打虎”，媒体负责“鞭尸”
媒体应怎样报道大学课堂问题
“党报风向标”在中国已渐渐弱化
抵制媒体兜售的商业民族主义
让“《人民日报》评论员”走下神坛
灾难报道为什么不会说人话
写错领导名字的政治后果
骂媒体最安全，媒体伦理便成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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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中国》

第三辑　改革走向何方
动辄“中国很复杂”是不讲逻辑的表现
“死也要死在体制内”是一种病
“伍皓情绪”暴露自我改革的局限
权力与民粹的合流是改革的大敌
改革时代寻找失踪的个性官员
在解放思想中释放被压抑的改革动力
“无解的迷惘”需每个人成为改革者
以积极的行动消除“无力的焦虑”
“无受益感的怨愤”警醒分配不公
官员其实是这个社会最大的沉默人群
为何越不发达的地方官本位越浓
当政府替代上帝，所有天灾都会归咎政府
重建公信力的关键在于政府“去私化”
政府最容易听的意见就是加税收费
交通拥堵费是让政府从自身错误中受益
一个北京人为什么反对廉价地铁
延迟退休可能是对一代人的违约
不学会慢就永远走不出垃圾处理困境
别用“钱少为何不辞职”去呛公务员
“单双号限行能治堵减污”纯粹是废话
体制内外真有一堵无形的铜墙吗？
应该允许新闻发言人说错话
第四辑　从社会公器到商业机器
别用莫须有罪名烧烤赵本山
别在被放大的网络舆情中误读中国
克制“死咬一句话群殴”的大众狂欢
“扶人反遭讹诈”新闻的挑逗与诱惑
做一个让人安静的平静讲理者
狂躁轻浮的新媒体时代，做一个冷媒体
拿官员表情做新闻很容易摆乌龙
两会报道：喧哗和骚动背后的空洞
讨论“站票半价”不是比拼道德优越感
防范和克制我们的“灾难情绪”
我们还没有养成敬畏专业的习惯
用人性温暖突破新闻盲区
评论永远不能走在新闻的前面
我为什么替东莞市委书记辩护
“罐头思维”下的过度评论是一种病
“以公开报道研究性侵现象”非常不靠谱
多少人成了郭美美的免费炒作工具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一种得治的病
娱乐没底线，独家新闻成独家耻辱
把“惊天大逆转”挂在嘴上的多是骗子
滋长歪理邪说和道德绑架的网络温床
抢发阎老去世摆乌龙，有些媒体就是不长记性
奇闻已成假新闻最大寄生地，别再当“奇闻白痴”了
“知道越少却判断越多”的时评癌，恶评论也是一把刀
如何看待“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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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爱事实爱“脑补”是一种病
“贪官受贿数额”已成假新闻最重灾区
事实不清时耐心等事实是最好的姿态
数数看你被多少条“反转新闻”打过脸
第五辑　文化批判
让公共话题处于“可讨论状态”
公共论争中的“棍棒文风”当休矣
谈论韩寒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抢”
“他肯定得罪谁了”背后的斗争思维
“已经很不错了”中的底线失守
“生活作风问题”的污名效应
从《人民日报》的逻辑硬伤谈谈逻辑
从医生、记者到“公知”——传统精英职业在中国的“下流化”
骂孩子和批教育是一件很容易上瘾的事
论证上的偷懒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病
比标签固化更可怕的是权威流失
不能失去对历史和英雄的温情敬意
动辄诉诸死刑类似“你怎么还不去死”
“看评论我就放心了”的自闭温暖
一群人跟着一个精神病人在狂欢
拒绝与粗鄙化同流合污
互联网上，没有哪种感动能超过一天
性是激发围观最好的兴奋剂
微博微信哄抬着“开撕”的情绪
以屠呦呦贬低黄晓明是脑子进了多少水
瞧瞧屠呦呦获奖把某些人烧成什么样子了
你们无聊到需要从炮轰脑残言论中找快感
“路怒”与“网怒”叠加放大的社会戾气
有一种谣言叫“正能量谣言”
在“学霸”身上重新发现久违的学生气
为什么看到“朋友圈拉票”就拉黑
第六辑　反腐败是场战争
你相不相信马云从来没有行过贿
你未必是人好，你只是没机会放荡
反腐大快人心后更需征服人心
“2013年度人物”我选“中纪委”
为何看不到民主党派官员腐败落马
“反腐规律”的失效见证铁律的回归
道听途说的“周永康女人们”
还远远没到“官不聊生”的程度
“贪官高度紧张”背后是心理较量
官员的纪委恐惧症
“公务员抛盘”纯属一厢情愿的臆想
公务员不会发生辞职潮
不要把公务员当成一个集合概念
抵制住那些干扰从严治官的杂音
官员经不起网络监督是个大问题
别再被公众嘲笑“生活不能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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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说“腐败只是个别”是倒逼出的清醒
一反腐就消极怠工是惯出来的毛病
做官其实真的越来越容易了
还没走出对“打虎”数量和速度的迷恋
不要将中纪委的严厉扭曲为荒诞脸谱
别总想从中纪委“打虎”里总结啥规律
落马贪官为何成最弱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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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中国》

精彩短评

1、曹老的文字，棒棒哒
2、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思考、了解事情的多个维度，用纸张的厚度去传递新闻人的真知与思考！
3、精彩评论，值得一读
4、很佩服曹林，据说他半小时内可以从构思到写作再到发布一篇评论，对此五体投地，这本新书刚
出就买了，没多少优惠，有点肉疼，不过文章短小读起来也很随意不用特别花时间投入，虽然曹林的
文章不是每篇都精彩，但是作为总体质量也是相当之高，很有学习模仿的价值。PS其实我读这本书的
最大动机是想揣度一下观点的尺度如何尽可能新颖犀利且在国内的审查监管体制中被认可和保留，好
吧，读完了也没揣度出来
5、书写的很好，不过理性的作者写着写着偶尔也犯自己说的错误；作者一边说着网络不代表民意，
一边以网络上的某些事件来批判民众，动辄将民粹、wenge的帽子扣在民众头上。当然事实上确实有
部分民众有类似倾向，但他们不代表全部民众，为什么作者一会儿分的清一会儿分不清？先有论点后
根据论点找材料和论据。另外时评确实是有时效性的，16年4月出版，主要收录了13-15年的文章，很
多趋势已经变化，比如书中一篇16年写的文章说学生缺少网络话语权，现在看看？
6、读完唯有这些年新闻白看之感。作为网络中一名卒子，理性反抗坏逻辑，难也得试。
7、断断续续..还跨了年
8、對於寫時評有很多值得借鑑的地方，作者的思維條理真的好清晰，觀點也特別獨特，文字很有自
己的味道。
9、欢乐的时评，有思想的文字。虽然有些概念和理论过于泛滥。
10、舔包司马
11、曹林呢也算是用满腔热血去捍卫理性，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有自己鲜明的立场，也有较为深刻
的分析，一些地方也需要仔细揣摩，评论员出身的他身上自然少不了幽默细胞，但他的文字一点也不
媚俗。
12、看看就好，模仿不来，个人更喜欢新京报评论
13、总觉得职业气息很重 又有什么差呢 都一样说太多做太少 都一样
14、在图书馆看过后又去买了一本纸质的，曹林老师的时评总会给我当头一棒！
15、这本书说出了一些未曾想过的看法，如何看待公务员群体，如何看待网上言论，如何看待政府发
言⋯以前不能理解的也都找到的解释。我现在大概就处于罐头思维中，外界灌输什么我就接受什么，
不费力气。不费力气的人生没有意义。拒绝微博，拒绝大众化的思潮，给自己留点空白，多用逻辑想
想，这才是出路。这本书其实有很多文章是意思重复的，比喻始终那么几个，看久了会有点没意思。
但是整体逻辑让人耳目一新。
16、像老师说的那样 典型的职业评论
17、每次看完曹老师的书都觉得自己的三观被洗刷了一遍⋯⋯⋯⋯⋯
18、看曹老公号上瘾以后又买了书，有人说时评无趣，但我却很多次笑出声。
二刷会有的
三刷也是难免的
给自己一个小目标吧，今天开始每天写一篇评论
19、开卷有益
20、杂烩，都是小文章，提倡用理性思考代替情绪表达，贴标签，开地图炮有些角度挺赞的，但读多
了还是有些乏味，适合随便翻翻
21、深刻 理性 冷静。值得一看。

Page 8



《时评中国》

精彩书评

1、犀利哥的评论倚天剑之指向 ——小评曹林《时评中国：用理性反抗坏逻辑》□曹辉　　评论相对
来说算是冷门，爱看的人不多，凭心而论，读者更倾向于感性的文学。没想到，曹林这本锋棱有致的
《时评中国：用理性反抗坏逻辑》，以理性取胜，竟然很受读者待见。　　感性泛滥而理性思考日益
缺位的今天，曹林这本书的精彩赫然可见。整本书思想内核散发着由内及外的熠熠光彩，洋溢着的满
满的正能量，没有模棱两可，把脉清楚，非常直接的语言表述，不掖不藏，不拖泥带水惹人烦厌。内
容多为生活中百姓广泛关注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见解独到，角度新颖，不拾人牙慧。譬如
第一辑的中国政治观察，用新闻人的慧眼和深邃的洞察力，透彻说明批评政府与抹黑中国的差异，如
何限定西方价值观、避免不必要的纷争，怎样用法治语言替代“阶级斗争语言”，不要轻言战争等某
个时期的热门话题，将小我与大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严格区分开来，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使
中国加速引擎，善道常新。　　将枯燥的评论诙谐化，以接地气的语言，将问题消化到位，评论不再
有官腔，不再高高在上，这是曹林《时评中国：用理性反抗坏逻辑》最显著的特点。改革走向何方，
这个问题可以说人心所向。但真正的未来其实是每个人内心的憧憬和期待，到底会怎样，也是悬而未
决的果。以付出抛出努力因，以收获结个如意果，这就是曹林评论的“标的”。诸如动辄“中国很复
杂”是不讲逻辑的表现，在解放思想中释放被压抑的个性官员，延迟退休可能是对一代人的违约，不
学会慢就永远走不出垃圾处理困境⋯⋯尖锐的问题以语言的春风化雨进行解锁，成为评论的新模式。
穴位点得准而狠，才会收到想要的效果，新闻眼找得准，才会有说服力。批评不是蜻蜓点水，不疼不
痒，而是下猛药，去沉疴，这样的评论，自然有存在的空间和生命力。由此，不禁想起鲁迅来，他老
人家弃医从文的本意，也是因认识到思想救国救民比之身体上的治疗更有意义。显然，曹林就是当今
社会文艺评论界的“医生”，他以评论为手术刀，毫不留情地冶病救人，写出带辣味令人出汗的评论
，其实曹林评论的潜台词是——讳者不来，那就不妨等死。不少读者看了曹林的评论，都觉着盘结的
经络豁然疏通，这也是曹林评论值得瞩目的地方。语言犀利辛辣是曹林评论的鲜明艺术特色。每一篇
评论都直指要害，有的放矢。曹林在纵论媒体变局辑中，有出彩的表现。他评：有一种让你泪流满面
的报道叫“中青体”，媒体精英仍多在体制内，但在加速度流失，大学生的文风为何缺乏阳刚之气，
手机附体时代人们应何去何从，灾难文艺腔之所以被大众排斥的原因在哪里，“党报风向标”在中国
已渐渐弱化，当然，从社会公器到商业机器，反腐败是场战争两辑也很捉人眼球⋯⋯这些读来酣畅淋
漓的评论，有种爆炸力，有种威慑，还有种丈夫气，特别受用，也特别引人深思，这也是书生曹林以
评论为利器给人劈面带来的森森剑气，着实惬意。文学修养和丰富底蕴是曹林高水平评论的基本要素
。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文化批判值得世人思考，公共论争中的“棍棒文风”的前世
今生，从《人民日报》的逻辑硬伤谈逻辑，拒绝与精鄙化同流合污，微博微信哄抬着“开撕”的情绪
，在学霸身上重新发现久违的学生气，这些令人感动的独到视觉，带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这不单是
曹林个人评论的成功，也是他以评论为礼物发给读者的社会福利。其实，依曹林的水平，不需要吹捧
和托举，但马立诚的序不仅真诚，也实在很有托力。评论因立场和视角而异，当下中国社会戾气蛮重
，反映在评论中，就是情绪化、污名化和妖魔化。有些污言秽语都上了台面，可谓煮鹤焚琴，斯文扫
地。人们从曹林的评论中看到的希望，正是理性。评论人理所当然应具有评论素养，避免被情绪和谬
误绑架。曹林呢，他从文化批评到重申常识，尝试剖析热点事件焦点问题以之外，亦致力于传达耐心
说理，理性评论的舆情氛围，让人们在快得窒息的时代，仍能留存思考的能力，这是他评论的思想绽
放。白岩松说，翻开曹林这本书，也许你先读到的是感性，然后才是理性，再然后该是理想，因为真
正用心书写的新闻评论都会是忧心忡忡的理想主义！如此，李培根院士，敬一丹、十年砍柴等名人的
联名荐书，亦很打眼，大有摇旗呐喊助威之意，可谓锦上添花。严格说来，书是人的另一张脸，脸上
的表情等同于书中的文字。手写其心是文人本性，曹林正是持着这一本性，把他的评论以佳酿的形式
带给大家，读来醉了，也是读者的福份，又值得三思，当然不是左耳进右耳出地走个过场，这就是曹
林评论最大的成功。2016.4.23曹林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5第1版D609.9-532016.5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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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时评中国》的笔记-第38页

        官媒应该充分将话语优势转化为权威性和公信力，发挥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促成两个舆论场的有
效交流，进而在交流中弥合分裂，寻求“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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