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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高興》

内容概要

這是繼1996之後，不滿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影響的又一部民族主義暢銷作品。
──美國《時代》周刊
中國因何不高興：金融海嘯、拉薩事件、三鹿奶粉、薩科奇挑釁、「知識精英」的猥瑣表現......
中國應抱持何種新主張：持劍經商、產業升級、實力外交、掃除「文藝腔」，成為抱負遠大的英雄國
家......
你可能不同意作者的觀點，但不能不感佩作者們的良心、智慧和立場。
你可能不太明白本書的意蘊，但書中的議論肯定能使你震動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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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高興》

精彩短评

1、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自己特色主义的不高兴
2、看了几十页，实在看不上下去了，车轱辘话四个人说
3、从“我们”中脱身出来，才发现世界如此不同，以前的我们像猴一样被被猴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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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高興》

精彩书评

1、他可以唤醒国人的名族性，批判那些有卖国嫌疑的人，不管这些人处在哪里，但是这些人也没廉
耻了，要用法律的武器来敲打他们
2、　　前几天逛书店，买了一本《中国不高兴》。这段时间断断续续的基本看完了，我看得还是比
较认真的，今天说说我看完后的一些看法。 　　一． 批判此书的一些逻辑问题 　　看完《中国不高
兴》后，我上网才知道就此书已经吵成一团了。我看了对此书的一些批评或攻击意见，我感觉在逻辑
上站不住脚，有必要说一下。 　　首先，有一些批判文章基本上都是在辱骂，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批判
，那些污言秽语实在让人不愿在此举例，这些文章的作者看来都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也可称为右派
。这一派提倡宽容，多元，言论自由，可是看看这些文字，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今年看到自由
主义学者袁伟时教授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启蒙还没有完成，现在看来的确是这样，连自己的追随者都总
是露出专制的嘴脸，都没有启蒙好，还奢谈什么启蒙全国的老百姓呢？我想，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是羞于与那些整日里以捍卫自由主义为名而谩骂的战友为伍的。 　　其次，有不少人的批判是对准书
名的：你们几个作者有什么资格用“中国”这个词，你们用“中国”这个词得到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授
权吗？没授权你们怎么代表？我想这种批判是毫无意义的。中国这三十年来不是右派们一直在代表中
国发言吗？诸如“中国要与西方接轨”、“中国要实践普世价值”等等，当自由主义者们在用“中国
”发言时取得中国老百姓的授权吗？即使你们自由主义者们默认那些发言代表了你们，那取得左派的
授权吗？没有的话你们怎么能代表“中国”吗？难道左派就高兴你们代表吗？再说了，大家可以看看
那些西方人不是也总是“China”如何如何，他们取得授权吗？西方学者和记者说“中国”如何时你们
怎么不去质疑呢？问题出在你们自己身上，把这种日常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作为批判武器，说白了就
是在找茬儿。 　　还有一种说法更加荒诞，那就是拿民族主义卖钱，就是把几位作者打成骗子，证据
就是作者们从中挣钱了。我不知持这种说法的人怎么这么理直气壮？一个作者把自己的思想理念写成
书，出版后卖钱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这个世界不是也这样运转的吗？如果卖得好，既传播了自己的理
念，又挣了钞票，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自由主义者写书可以卖钱，左派也可以，民族主义
者当然也可以，拜托找茬也应该有点水准。不过《中国不高兴》书中一篇附文也批判一个叫崔卫平的
人拿自由主义卖钱，这篇附文也真的没有水准，道理同上。 　　不过我可以想象如果那些自由主义者
真的看这本书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书中的观点和推论自己无法驳倒时就更痛苦了，人性如此，
所以不能勉强别人去读。不读却还想批判，那就多半瞎说了。还有一点，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批判并不
仅仅是普通网民说的，还有一些是教授或者可以在传统媒体上写作的时评家们也如此说，这多少有点
说不过去了，这种水准的时评家不是误人子弟吗？ 　　还有一点有趣的事情，很多对《中国不高兴》
批判的文字恰恰是为此书的一些论点提供了证据。举个例子，书中不少篇幅批评中国精英们崇洋媚外
，对外跪着。那我们看看书出来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沈丁立在批判时表示：我们这么落后
，攀高都来不及，为什么要跟西方决裂。这个精英的说法恰恰是书中所批判的，那到底是谁在批判谁
？ 　　二． 我对《中国不高兴》的看法 　　首先我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上学时学的也是工科，所
以我的看法可能是粗鄙、肤浅甚至是错误的，不过它却是我真实的看法。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
其实不能简单的用宣扬民族主义来概括，它还涉及很多方面，如内政，军事，文艺等等。所以说当我
们从媒体来得到信息是要警惕，媒体呈现的可能是不全面的。 　　这本书的确宣扬了民族主义，但是
从中外的好多评论来看，似乎是进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把这本书中的民族主义观点认为是所有中国
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民族主义似乎是铁板一块。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左派和右派，虽然大致可这样区分
，但是左派和右派内部也是山头林立。因此中国民族主义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极端的和温和的
。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嘴上虽然批评“极端民族主义”，其实心里早就认为只要是民族主义就是“极
端的”，这不是诛心之论，而是从他们的文章中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从来不区分哪些是“温
和的”，而只要是民族主义就批判。不用讳言，我本人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我虽然认同
《中国不高兴》的很多观点，同时对有些观点也不认同。此书到底是极端的还是温和的，现在还说不
清楚，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回头来看，此书也许还是温和的。 　　这本书有两个最刺激人的观点，那就
是“持剑经商”和“打碎拳坛，除暴安良”。刚开始看到这两个观点我也很惊讶，经过思考后我来说
说我对这两点的看法。 　　“持剑经商”初听起来确实吓人，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宣传都不是这
样的。不过这种说法让人回过头来思考。回顾历史，近代大国崛起无不是“持剑经商”的，至少到现
在为止还没有例外。那我们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想因为有人不想让我们知道，记得以前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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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高興》

曾经放映过一个《大国崛起》的纪录片，这个片子讲了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的近代一个个大国的崛
起，这些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其实都伴随着武力，都伴随着侵略，这是这些崛起的共性，可是这部片子
却不提这些，有选择的告诉我们，这种有选择的讲历史使我们难以真正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当然
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当第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但要使外国人相信这一点是很难的：第一，他们正是基
于上面所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感到你崛起很难避免使用武力；第二，中国“和平崛起”的
倡导者和拥护者可能很得意这个名字，觉得这样不会让外国人感到威胁。可惜他们不明白一个道理，
“崛起”本身就是威胁，不管是武力还是和平，“崛起”本身就意味着对现有秩序的破坏，既得利益
者要是不感到威胁才怪呢？世界上最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是哪些人呢？恰恰是中国人，这其实证
明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并不大，但是这还是不能打消“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不少中国人会说今
天的世界与过去不一样了，文明了，不是比谁的拳头厉害了。真的是如此吗？我怎么看到今天的世界
表面上的确是文明和平了，可是丛林法则依然是它运行的潜规则。大家从萨达姆和金正日的不同遭遇
难道还看不出这一点吗？今日的世界还不是一个讲理的世界，实力依然是硬道理。 　　中国有一些人
指责《中国不高兴》会让外国人感到威胁，会给“中国威胁论”制造口实，这些指责并不错，问题是
没有这本书很多西方人还是觉得威胁。大家不是讲言论自由吗？几个中国民间人士写的一本书岂能作
为中国威胁的证据，那不知中国有多少人出书鼓吹西方的方方面面，要“攀高还来不及”，这些为什
么不能作为“中国和善”的证据呢？还有一些人指责这本书破坏了中国的韬光养晦，使西方人警觉了
，我们还是要韬光养晦。这种指责我觉得非常搞笑，试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人老是说要韬光养晦，
那么我们是不是认为整天这样大声讲西方人听不见？或者说听不懂？我就奇怪，一个韬光养晦的人整
日里大声说我在韬光养晦呢，这又算什么韬光养晦呢？西方人听了不就理解你的战略意图了吗？我们
自己还觉得他们不知道似的，还在那里遮遮掩掩的，装都装不像，何必呢？我同意书中所说的要大力
发展国防，那是为了不受欺负。我同意要持剑经商，那是为了对付国家贸易中的骗子和无赖，但我们
自己不能成为无赖，这一点我对中国还是很有信心的。 　　书中还有一点中国要在世界上“除暴安良
”，我看还是算了吧！管理这个世界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我理想中的中国未来类似于二战前的美国，
自己已经无比强大，但是并不去多管别人，那时美国的国力已经超过了英法两国，而在国际事务中，
这两国远比美国活跃。现在美国管理这个世界，管了别人说它霸权，夹带私货等等，不管了别人又说
它不负责任。我们过好自己的，何必陷入这些麻烦呢？管理世界的事总是有人很热心的，我们何必操
这个心呢？ 　　《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类似于一个口无遮拦的孩子，说出了很多被遮蔽的事实，虽然
它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但是激起一场讨论本身对中国是有益的，同时这本书打破了一些语言霸权，
发出了不同于主流的声音，这对于言论自由而言也是有益的。
3、那个姓王的最不是东西，他妈也不是怎么生的。他看没看过新春走基层节目。基层的百姓是怎样
的窘况，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靠着做摇尾系统的狗，过得不错，一位老百姓也和他一样呢。 总是装成
为一副有学问的样子，是叫兽的串种？ 为权贵拉面子的狗腿子！ 
4、1，鲁迅：《奴才和主人及拳师》奴才最近很有些愤愤然，却非主人打他的缘故，倒是主人被打的
缘故。主人自幼习武，颇有些力气，家里横行惯了，时常拿奴才练拳，当日上街却遭遇了练家子。那
人是有名的拳师，一番打斗，主人不敌，鼻青脸肿而归。外面风传争执的原由，是拳师看不惯主人欺
凌奴才，所以抱打不平；但主人自己的说法，是为丽春院的头牌争风的缘故。奴才不明就里，却寻思
，就算打抱不平，也轮不到那莽汉，主人打奴才是家事，外人是不容干涉的。晚上吃完咸菜就馒头，
奴才被主人召去训话，主人说：“我搞上丽春院的头牌，于你的脸上也有风光；我脸上被打的肿包，
于你脸上也大失光彩。这岂是打我一个，简直是打我们一家哩！”奴才汹汹然：“是可忍，孰不可忍
也！”不几日，奴才打探消息，得知拳师去外地访友，家中只得一个老妈子看门，便寻摸了一根棍子
，昂然前往，排闼直入，奴才平素面有菜色，此刻却容光焕发，英气逼人，进屋后拿棍一阵横扫，桌
椅板凳，锅碗瓢盆，莫不砸个稀烂，随后大笑三声，扬长而去，临走不忘在老妈子脸上摸上一把。奴
才凯旋而归，主人说：“你，很不错的。”奴才得了嘉奖，欢喜不尽，觉得咸菜比先前香脆了许多，
干活也更有劲了，逢人便说：“主人夸我呢！”惜乎好景不长。拳师回家后听老妈子一番哭诉，雷霆
大怒，天天在家门口练拳，并放出狠话，要复仇云云。奴才对拳师不以为然，主人却怕了。就骂奴才
不守规矩，胡乱闯祸；骂到兴起，竟将奴才暴打一顿，关入了黑屋；随后备了上好礼物，找拳师陪罪
去了。奴才在黑屋里有些愕然，几乎要下泪，但不久也就释然了。奴才想，砸东西是应该的，但不该
砸得太凶，摸老妈子的脸更是该罚的；主人和拳师终究还是要做朋友，做奴才受点委屈是应当的；主
人是聪明伶俐的，此时不定已和拳师在一起喝花酒了，这于自己脸上也是很有光彩的⋯⋯想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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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高興》

奴才便又欣欣然了。2，爱国的乞丐几个领导者用公款点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飞禽走兽山珍海味 应有
尽有。这时旁边有几个乞丐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嘴里不断地流着哈喇子。但是这些领导却不把吃剩
下的东西给这几个乞丐，因为领导的脚下还养了几只狗，残羹剩饭是要喂这几只狗的。当然了，这些
乞丐连剩汤都喝不着，而领导看着这几个乞丐也很不爽，以至影响了他们喝酒的兴致。这时来了两个
法国人看到如此场面,一下子将领导的酒席给掀翻了。这一下领导想起了那几个乞丐，对乞丐说：“帝
国主义要来灭亡我们的民族了，必须和他们拼了，这样才能挽救我们的民族。”几个乞丐一听，立即
高喊：“领导吃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儿，列强掀桌子是我们民族的耻辱。”然后高唱：“起来，不愿
意做奴隶的人们⋯⋯”抄起打狗棍追着两个法国人打去了。法国人打跑了,几个领导马上高喊：“再来
上一桌”。3，牛养的“猪奸”两只猪在猪圈里吵架，被我听见了，记下来了供大家一乐。一只白猪
说，听说牛在牛圈时骂咱们猪圈了。另一只黑猪说，猪倌从来不让我们听牛电台电视台，咱怎么知道
人家是不是真的骂了？白猪：你个没良心的，忘了猪倌教育咱们的爱猪圈主义了？黑猪：人家骂的是
猪倌，最多是骂猪圈，跟咱猪有什么关系？白猪说，那不行，我们从明天起不吃牛圈里进口来的草了
，抗个议让他们知道咱们猪们的利害。黑猪说，猪圈没事的时候，我们有意见时猪倌们从不让我们言
语。猪圈遭攻击时，猪倌总是希望我们发声，还希望我们到牛圈里去游行示威，我才不去呢。白猪：
你还有没有一点做猪的骨气呀？黑猪：上次有一只猪提意见被牛圈里的牛听见了，用来骂猪圈没猪权
，猪倌生气了，给那只猪定了罪，什么颠覆猪圈罪，现在到牛圈里去闹，牛会不会给咱们猪定个颠覆
牛圈罪呀，小心啊，牛也是不好惹的。白猪生气了，说，你个猪奸，该爱猪圈时不爱，你个牛养的猪
！
5、《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在网上充满争议，有关书的评论优劣不一，乃至催向两个极端。褒的读者
直接就把此书奉为深明中国“民族主义”大义的第一奇书，贬的读者则认为此书内容的观点其实了无
新意，无非就是拿“民族主义”来制造热炒话题。另外，此书的几位作者究竟是不是“爱国主义者”
也被网民摆上讨论区来唇枪舌剑。我认为，之所以在网上会突然掀起这么一场有关“爱国／不爱国？
”的论战，主要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的争议仍然无时无刻地被
检视，被讨论。“中国模式”，特指中国的经济模式。主要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展路径的
经验，客观来说，也是中国过去三十年里的一个研究，它让我们了解到过去发展历程中一种独特的模
式。这个模式超越了旧中国社会走过的道路，也超越了老牌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国模式
”的得天独厚，除了体现在于它的与众不同外，还有就是它的前瞻性。此外，“中国模式”除了在经
济上让人看到有显著的效果外，它重要的是带给了中国人的尊严，让中国人置身在全球化之中也看到
了自身地方的公平性。随着世界对“中国模式”的认同，令中国变成了一个话题的中心。无论是０８
年的北京奥运会，抑或是今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作为全球政治稳定的基石和推动世界经济
和平发展的高效发动机，中国的独特的魅力，不得不让世人惊叹和羡慕。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
国不高兴》的几位作者对“中国模式”的发展成果产生了一些分歧，甚至指出“中国模式”还有不少
地方存在缺点，可能衍生出好多棘手的问题需要我们仔细处理。例如，王小东认为中国缺乏外部选择
压，倘若在自然资源的问题上调配不妥当的话，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很可能会出现危机；宋晓军提议
中国要抓紧机会建立更大的“目标”，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备“去建立”这个心理指标；黄纪苏
评点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自觉“长进”了。他们的言论在网上惹起了不少异见份子去争论，有关“中
国模式”的发展孰优孰劣再次摆出来被大家去品评。书中那些“盛世危言”究竟是不是正如有些网民
所说真的是“危言耸听”呢？反正，《中国不高兴》和“中国模式”依然是最近国内争议的热点，做
读者的我们不妨找书看看，再好好仔细分析吧！
6、中国的左派或者说泛左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内部派系甚多，相互之间分歧之大，辩论之多
不亚于他们与自由派的分歧和争论，可用一句俗话来形容：有这样的同志，还需要敌人吗？不过既然
都是左派，那么一定会有一些共识的，那么共识之一就是对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虽然批判的角度
和理论资源可能有所不同，但批判的态度是一致的。中国的一些左派不承认自己是左派，那么这些左
派的身份是如何得来的？其实这些是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定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特点，永
远是他们批评别人，永远不接受别人的批评，似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是永远正确的。按此逻辑，
自由主义者说谁是左派，谁就一定是左派。当年甘阳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中的左
翼，但是既然自由主义者已经认定了，承认不承认你都是左派。还有民族主义者也被自由派认证为左
派，于是中国民族主义者也被自由派拳打脚踢地赶进了左派阵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自由主义
者很善于制造敌人。本文中的左派是指那些自由派认定的左派。中国左派思想的传播在2009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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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的。在没有互联网之前，中国的媒体主要传播的是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一
方面是中国政府制定的融入国际社会（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西方的发达国家=国际社会），与西方
接轨的政策所需要的，另一方面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接受自由主义思想，也努力向大众传播自由主义
思想，这叫启蒙。我们知道，媒体主要由知识分子来操作，因此中国的媒体普遍倾向自由主义。那些
极少数传播左派思想的媒体，如《中流》、《真理的追求》都被政府停刊了。因此，在纸质媒体上以
及出版的书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左派的声音，传播自由主义的报刊和书就很容易找到。按说这种状况
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并无异议。中国的思想界几乎成了自由主义一元的天
下，不同的声音被压制了。中国左派的声音得以浮出水面并影响社会，是随着互联网的的兴起而兴起
的。中国的左派和自由派都以为互联网的兴起可以迎来自己的春天，现在看来主要是左派的春天。号
称“中国民族主义旗手”的王小东评论说：“中国的报纸，除了少数极为商业性的报纸，稍微重要一
点的，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一片讨伐声”，“在这样的封锁下面，中国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永远沉
默，永远无法得到传播的渠道、交流的场所。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文本，可能永远只有我和其他很少
几个人通过特殊的私人关系发表的那很少几篇文章”，“一个意想不到的非常强有力的盟友突然出现
了，这个盟友是一项西方人发明的新技术——互联网”。其他的左派思想的传播也同样利用了互联网
的传播渠道。到了2009年，左派思想又有了新的传播途径，那就是出书。一些左派人物突破了互联网
的限制，通过书店传播自己的思想。下面我就谈谈我所知道的几本书。今年3月份出版的《中国不高
兴》，宣扬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批判了内政。几个作者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今日的中国。这本书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唇枪舌剑，甚至有反对者宣称大量购买以便烧掉它。很多西
方媒体也来凑热闹，纷纷发表评论，增加了这本书的影响力。这本书销量不错，显示出中国民族主义
虽然在思想界以及知识分子中饱受诟病，但在民间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这本书我也在书店购买了，
以前我很少购买这种政治类的书籍。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左派而言非常重要，它起到了示范效应，因为
它显示了左派的思想还是很有市场，很有卖点的，这就为其他的左派书籍的出版奠定了基础。在《中
国不高兴》出版后不久，作者之一的刘仰就推出了自己的书《中国没榜样》，这本书我没有看过，但
是我看过刘仰先生的博客，大致可以说，这本书看其书名，就是批判中国向西方接轨的。他认为美国
等西方国家不应该成为中国的榜样，对西方的民主、自由等进行批判，不过刘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多
有赞扬，这多少有点保守主义的影子。《中国不高兴》的另一位作者黄纪苏在10月份推出了自己的书
《与精英保持距离》，这本书是黄纪苏多年的文章的集合。在《中国不高兴》这本书里，我就很喜欢
看黄纪苏的文章，因此这本书我也购买了，现在已经看了一半了。如果你喜欢看一本书，大概有两个
条件，一个是书中的思想和你很对路，一个是书中的文字功夫。看黄纪苏的文章，谁都无法忽略他的
幽默畅快的文字，我看也只有钱钟书的《围城》和黄有的一比，而和黄纪苏的文字相比，《围城》中
的幽默显得过于正统。看黄纪苏的文章，你要有大量的阅读以及对时事的精通，才能顺畅地理解文章
中表达的意思。黄纪苏这个人，把他扔到右派堆里，他就是个左派；把他扔到左派堆里，他又显得过
右。总体而言，此人中间偏左，这很对我的胃口。黄纪苏批判的精英，主要是指那些拜倒在权、钱、
洋石榴裙下的那些“精英”或者知识分子和打着“公共”旗号为自己牟利的精英，并非指所有的精英
。黄纪苏本人其实就是个精英。当年他的剧作《切格瓦拉》曾受到右派的批判，后来他的剧作《我们
走在大路上》受到了左派和右派的联合批判，不过这些作品本身就显示了黄本人的精英本质。左派学
者江涌也出了一本《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写的一些有关国
家安全的文章的合集。江先生是一个有话语权的人，能在一些主流媒体如《求是》、《瞭望》等杂志
上发表文章，作者长期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并为此写下了大量文章。作者在书中反对过度的、无原则
的对外开放，反对迷信外资，并且指出外资已经与国内部分精英和利益集团相互利益交织，显示出垄
断与贪婪的本性。有意思的是，作者在前言中讲出一个现象：在北京的理论圈子内，主流会议一般都
有很好的礼品与可观的出场费，会议往往冠盖云集，场面有时一个比一个奢华，直至令人咋舌。相比
之下，那些被“贴牌”为左翼的会议不知寒酸多少倍，往往连顿饭都招呼不起，罔谈什么礼品与车马
费。所谓“为穷人办事，为穷人说话”，对于当事人没有一点好处，因此是否为穷人办事、说话，是
否认真为穷人办事、说话，全凭良心。正因如此，代表着长期处于弱势、未富裕的大多数的左翼，情
绪化的言语日益突出，这是一个应特别给予关注的动向。作者这就为一些左派的情绪化言论找到一个
理由。这本书，有论者称之为“一份国家主义的宣言”。我认为，这也是“一份经济民族主义的宣言
”。韩德强是一位左派大将，积极参与和自由主义者的论战，他也是左派中思想理论水平比较高的，
他自己也不否认自己是左派。今年他新出一本《中国反思》，这本书我还没有见过，只是在网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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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强在自序中批判那些自由主义思想，反对剥削压迫，担心阶级斗争迅速回归等，不过书没看过
，就不多说了。另外王小东2008年底出的《天命所归是大国》也再版出来，洋左派恩道尔的书今年也
在中国出了两本。看来，左派的话语权正在超越互联网，逐渐增大。以上是我看到的一些左派出版的
书籍，以前这种状况是比较少的，似乎显示左派思潮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由于经济改革出现
诸多问题而回归了。面对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自由主义者的“继续深化改革”以及“进行政治改革
”等解决问题的说辞在一些人看来似乎太空洞了，怀疑者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左派的观点作为
一个选项被一部分人接受，这些人也就成了购买左派书籍的群众基础，当出版社发现这个市场时，为
了经济利益他不管是哪些观点，这也许是左派能够扎堆出书的原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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