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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

内容概要

《南风窗》杂志1985年创刊。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严肃的新闻理念，敏锐而深刻的新闻价值探索与判
断，强调建设性与分寸感的务实新闻操作，形成了特有的品质和气质，形成了对社会问题特有的解读
和视角，形成了特有的文采风格，因而，吸引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并得到读者认可，巳经成为中
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南风窗》与共和国同行，深切关注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以开放的心态
透视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形势，紧密追踪中国政经领域和社会文化变革中的重大事件、热点难点、汇
聚主流精英和人民大众的声音，提供有建设性的思考，形成推动中国社会前行的精神合力。
订阅电话：61036197  邮发代号：4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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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

精彩书评

1、自大学时一次偶然机会接触到这本杂志，后来在工作两年后开始长期订阅和购买。感觉得出来，
近两年的深度、力度、角度都有所后退，但是对底层人民生活、国家制度革新、精神文化建设等依然
在竭尽所能的关注。尽管如此，我对比过其他好多杂志，《南风窗》在角度和深度上仍然极为独到。
2、我发现豆瓣上不仅书多，杂志也多呀，又看到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不过这本南风窗跟刚才评论
的凤凰周刊不一样，这是我很早就包年订阅的一种杂志，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是广东人的缘故，因此一
直有看，感觉内容还挺不错的，值得推荐。
3、和自己比较 南风窗在06年开始堕落 以新加坡为主题的杂志封面标志其编辑理念全面转向 总编陈菊
红的离开使人惋惜 看看现在的QQ新闻 多好 总编辑正是她05年修订的上访条例正是在南风窗等杂志不
断的讨论影响下修订实施的当时南风窗连续多期进行报道 既报道了要求废除上访条例的观点也报道了
维持条例的观点 同时对一些上访人和北京上访村都作了深度报道 由此引起了社会对上访制度的大讨
论 可以说当时每期的题材都很棒 可是现在 封面文章好像个老大妈 对各种事热情关注 但没什么思想 还
有那个雄培云 作专栏可以 写寄语就缺乏境界了 一些有名的记者也走了 比如张良 而石破虽在 作的题材
也很差了如果还是这样下去 我不会再看了
4、这期的《南风窗》以一片灼人眼目的红色作为封面，上面标着大大的标题：主义、道路与变革然
后下面排列着一些久违的名称：俄罗斯共产党、日共、朝鲜劳动党、越共、印度共产党、尼泊尔共产
党（联合马列），以两个结论垫底：从暴力到和平；共运史研究再出发。在沉寂的单调中，看到这样
的一份杂志，没有什么理由不买来一看。《南风窗》与很多杂志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它的
立场十分鲜明，它不会说什么嘉宾言论与本媒体无关之类的讨巧的话，相反，它还要在访谈的下面加
上记者手记，作为一种旁观者的评述，来分析访谈的内容。对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的访谈就是这样，
久加诺夫所谈的还是苏联的老一套意识形态，丝毫不“与时俱进”，记者手记中就说俄共的不断衰落
久加诺夫要负很大的责任，但久加诺夫却说衰落是因为对“党内的分裂分子开除得不够及时”。记者
最后很委婉地说：“俄共的再次复兴，恐怕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日共是在民主框架内继续“活动”
，比如反腐之类的，被记者定义为“生活党”。我记得曾经日共还自己制定了一个《日本人民共和国
宪法草案》，想废除天皇制成立共和国，何等雄心壮志啊！朝鲜劳动党众所周知是全球最可怕的党，
它们一直叫中国“修正主义”，但他们最近一次的修改宪法，已经删除了“共产主义”字样。不知道
它们要往何处去。越共，借鉴中国，改革比较成功，不但经济，而且政治改革也比较迅速，或许是国
家小的缘故，中间环节不多。印度共产党，和日共类似，但印度比较大，它们曾在某些邦执政，模仿
传统的红色国家方式，效果也不佳。尼共（联合马列）比较成功，比尼共（毛）温和许多，符合民众
常情。但比起尼共（毛）对中国的一边倒，尼共（联合马列）是在中印之间找平衡，也符合其国家利
益吧。——所以总的趋势也不用看专家的了，大家就自己总结吧。另外有三篇很重要的文章一定要特
别提出来。一、媒体在当下的有限责任（刘阳）非常棒的文章，值得收藏。认清了媒体在当下的作用
和局限，以及在困境中的作为与勇气。二、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光荣与险阻（笑蜀）可以结合刘阳的文
章一起读，对媒体之外其他各种力量的呼唤，并指出了媒体最重要的三点作用：推动社会事件-推动公
共辩论-达成底线共识（递进关系）。三、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周瑞金 王淑娟 对话）老报人周瑞金
在建国60周年，写了《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国庆60周年感言》，提出公权力要与特殊利
益集团切割，真是虎胆龙威了。对国家主义的重新抬头（市场领域的国进民退）做了批评。
5、联合抵制《南风窗》调研中国活动倡议书及中国大学生调研自主性宣言书2007年《南风窗》杂志社
主办的“调研中国”活动入选团队业已揭晓（“调研中国”又称“大学生社会调查奖学金”），与往
年相比，今年450余份申请对于《南风窗》杂志社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打击，因为它低于第一年（2005年
）550余份申请，更低于2006年645份申请。这项大学生社会调查奖学金的设立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当
然正是这种因为稀少而弥足珍贵的社会调查形式被媒体所滥用了，才让人感到痛心疾首。当下的情况
表明，不是这种社会调查多了，而是太少了，决策者大多是主观臆断，“拍脑袋”、“拍胸脯”、“
拍马屁”的“三拍”官员太多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似乎成为了一种“口号”，无人去做真正
的社会调查。然而，如果这种有着积极意义的大学生社会调查活动变成了坏事，甚至有人拿它来“做
秀”，这其中大概不得不有值得人们深入反思的问题。为此，本倡议书旨在分析、判断以及揭露出“
大学生社会调查奖学金”的致命问题，本倡议书不是简单否定这项活动本身，而是在质疑这项活动的
正当性及合法性并且呼吁当代大学生抵制这项活动，为深陷其中的中国大学生调研团队提出一个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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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

参考的可能前进方向，也为建设一个公正、和谐的中国社会做出自己的智识上和行动上的努力。一、
抵制“调研中国”活动倡议书毛泽东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它同时批评“许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
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18页）。很明了，毛泽东的意思就是，调查不是作秀，而是为了
解决实际问题，否则就像“挂羊头卖狗肉”一样。《南风窗》杂志社从2005年起主办的“调研中国”
活动是否是真的“调研”，却如其所宣称的“责任”那样崇高，从杂志社发起至组队等一系列过程看
恐怕未必如此。这项活动就其实质而言，无非就是知识、媒体与金钱共谋的产物。理由如下分述：第
一、缺乏程序公正“做秀式”的“社会调查活动”。《南风窗》杂志社的观念似乎是“金钱决定一切
”，严肃的社会调查并非儿戏，更不能是“超女选秀”，杂志社的某些做法更加表明该项社会调查活
动的非公正性，这是在“玩火自焚”。其中2007年选拔结果的公布就显得遮遮掩掩，一点也不光明正
大，理应是6月15日公布结果，《南风窗》主页上直至7月份才将结果公布，且不敢将所有的申请公布
于网络上。在新浪网站上《南风窗》6月14日就公布了结果，且有一个反复的过程，6月14日下午又更
换了另外一个名单，用名校换掉其他一些普通的学校，用吉林大学换掉黑龙江大学，用北京大学换掉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用浙江大学换掉中国计量学院，用华南理工大学换掉广东外贸大学。这种为了扩
大所谓的“影响力”的做法未免有失公正，《南风窗》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缺乏基本
的程序公正，入选团队的标准无非就是“谁更有利于炒作”，谁更有名气。调查活动既然被称作“调
研中国”或称“中国大学生社会调查奖学金”，就应当对得起“中国”二字，社会公益事业是为了“
公共利益”，就应当接受社会公众的质疑，《南风窗》担当得起“中国”所寄予的社会责任？另外
，2006年又出现了杂志社将申请表遗失的情形，显然有违信誉，申请团队的信赖利益由于杂志社的过
错而遭受损失，应当承担法律之上的赔偿责任。特别重要的是，如此“影响力”深远的活动是否合法
，确是值得怀疑的，《南风窗》杂志社是否有资格发起主导此类活动，它的经营范围是否超出了这个
限制，而非法组织此类活动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第二、大学生“社会调查研究”的最后一根“救命
稻草”。实际上，支持大学生搞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不少，比如现在很多高校在暑期举办了一些“三
下乡”活动，不无遗憾的是，这类活动大都只是“观光旅游”的性质，没有太多实质性内容，更谈不
上社会调查研究了。在缺乏资金等资源的限制性条件下，大学生们的社会调查无法展开，而社会上关
于调研的资助十分有限。面对《南风窗》杂志社承诺的提供“不低于一万元人民币”的资助，“贫困
”的大学生为了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以自己的知识与金钱、媒体共谋，廉价地充当着媒体“做秀
”的工具。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相对匮乏的大学生无法抵制住金钱与名望的诱惑，面对编辑部而非专家
非程序“定”出来的名单集体无意识，沦落为“金钱的奴隶”。第三、一些高校的默认以及利益共谋
。某高校在其网站主页上一新闻的形式报道“我校学生实践团队第三次入选2007年《南风窗》‘调研
中国’计划”，大学以此来做宣传，利用《南风窗》这个媒体反向为大学自己宣传，尽管这种宣传不
如“挑战杯”比赛获奖能够为大学评估、大学排名做出直接贡献，间接地也起到了较为满意的宣传效
果。但是，其中必须认清此项“调研中国”的真面目，不要被这种形式所欺骗了而与之共谋，大学必
须担负起鉴别的责任而不能“有奶就是娘”。一切骗局都有其共同的特征，以利益诱惑为前提，不择
手段为基本方式，而其实质就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南风窗》杂志社的“调研中国”活动尽管构不成
法律之上的欺诈，但这种以调查、责任的名义欺骗社会公众，玩弄中国的大学生，这是绝对不能容忍
的。因此，我们呼吁中国的大学生对“调研中国”说不，拒绝成为金钱、权力以及体制的奴隶，倡导
中国大学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重塑中国大学生的调研自主性，我们需要真正的实践，呼吁真正的调
研。同时，我们真诚地希望社会各界能够联合起来抵制《南风窗》“调研中国”活动。《南风窗》，
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发行量而玩弄中国的大学生，玩弄责任，玩弄严肃的调查研究，《南风窗》你应公
开当向中国道歉，向社会公众道歉，向中国的大学生道歉！二、调研自主性宣言书中国当代的大学生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局，不得不去思考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这代大学先天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以及历史使命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当代的大学生并未完全自觉到自己的主体性，甚至有可
能沦为金钱、权力的奴隶。调查研究属于实证研究，需要巨大的成本以及资源投入，也要求各种人际
关系，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物质上的匮乏而放弃我们对于生命的自觉，对于获取真知的渴望。金钱
、权力、关系等等资源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因而我们要抵制这种假借“调查”的名义的“调研
中国”活动，另外我们也要学会运用各种策略灵活地达到调研的目的。下面是关于建立大学生调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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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

主性的建议。第一、组建属于大学生自己的社会实践组织。大学里已经有许多社会实践组织，只不过
这些组织的活动能力有限，受到很多限制。不过，组织要比单个的个体能够整合出更多可供利用的社
会资源，在调查方面有许多优势，如果能够充分调动起大学校园里此类组织的作用，社会调查任务是
能够很好地完成的。第二、突破大学生资源匮乏的劣势，利用现有的活动区域和知识进行有成效的调
查。对大学生们来说，“小问题、大视角”，应该说可能更合适，因为这样一来可以进行深度调查，
避免走马观花而无所获，二来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从而降低成本。要想在调查中做出一些
成绩来，其实并不十分困难，大学生们完全可以进行小成本高收益的调查项目，这绝对不比那些耗资
上万的“做秀”调查差，而且可以为国家、社会节约资源，做到有效、充分地完成调查，这才是真正
的调查。第三、国家、社会、大学应当对大学生调查给予充分的关注以及支持。中国大学生调查的优
势是许多调查无法比拟的，他们没有完全接触社会，对了解社会充满了好奇与渴望，他们进行调查具
有较强的能动力，其二大学生接受了一些高等教育，具有初步地运用理论进行思维的能力，其三大学
生调查更能直面问题，发现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因为他们受现实和理论的束缚较少，较易接受新鲜事
物。因此，对大学生社会调查进行资助并辅以必要的管理，这其中的产出比是巨大的，它能为国家、
社会创造出无法估量的价值！倡议者：马亮亮  寻锴吉林大学法学院学生（欢迎响应者加入）⋯⋯         
                             2007年7月30日E-mail：maliangliang111@126.com
6、〈南风窗〉让我为自己是广东人而自豪。从小学起就看的一本杂志，现在已经研究生毕业了。不
但毕业了，而且进入了“主流”社会，进入了话语圈。但从南风窗潜移默化得来的东西，从来就不敢
忘记。加油！
7、《南风窗》跟其他许多的新闻杂志一样也有过它的鼎盛时期，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关注它、阅读
它的。不一样的是，许多新闻报刊，一如南周，在鼎盛期过去后，都因为分寸的把握不到位而出了出
了问题或者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只有《南风窗》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自身的清高品质和稳健冷静的前
行力量。有时候会听有人说《南风窗》“堕落了”，也许是找不到一些刺激眼球和敢于挑战zf忍耐底
线的文字，就让人觉得失去了值得赞扬的品格；也有时候会听人说《南风窗》“大胆”，也许是一些
富于创见和敢于伸张正义的言论激越了读者的心灵⋯⋯其实这不是一种“分裂”，也不是一种“摇摆
”，而是一种在寻求自我生存的前提下，推动社会更好地生存发展的广大胸襟和生存智慧——这也是
我为什么多年来对《南风窗》不离不弃的原因，我相信也是大部分读者对它不离不弃的原因。
8、在上大学时，也记不清大几的时候看到了这本杂志，从此就喜欢上了他，学生时代因为囊中羞涩
，在图书馆里面看的多，买的很少。这本杂志让我最佩服的是他关注当下中国，不虚伪！每期的窗下
人语，我都会看好几遍，受益非浅。
9、严肃杂志中的好书！内容深刻，但不呆板；思维活跃，却不浮躁；意义深邃，发人深醒！《文化
焦虑》堪称奇作！
10、不是很看的懂。要看好几遍。感觉都是再讲政治。南方报业集团下21世纪经济报道是一直看的。
很不错。南方报业集团出的整体比上海本地的报道要开放。
11、偶然的机会，在图书馆读到了《南风窗》，自此便开始被吸引了。《南风窗》在政经类的杂志中
，应该算是很不错的。经常能够很深的分析一些问题，而且并不回避国内存在的问题。一直很奇怪这
样的杂志，并没有给ZF所限制，或许是因为杂志的主办方便是党吧，也或许这个杂志的发行量和影响
力比南方系列的低不少吧。
12、一份有责任感的杂志。这话我信。很喜欢这杂志，虽然总是错过，买不到，不过看到了就会买。
我同学陪我一起时问我是什么杂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说“是政经杂志”，他们都那种表情看我
。再不就说“这你也能看进去？”呵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南风窗》。喜欢“窗下人语
”，“南书房”，还有“独家策划”。总觉得是《南风窗》让我觉得更像个中国人了。呵呵。好奇妙
。
13、南风窗一直坚持严肃的新闻理念，敏锐而深刻的新闻价值探索与判断，强调建设性与分寸感的务
实新闻操作，形成了特有的品质和气质，形成了对社会问题特有的解读和视角，形成了特有的文采风
格，因而，吸引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并得到读者认可，巳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上
次在杂志云官网订阅了一年，感觉服务体验不错，这本杂志还挺适合目前的自己阅读的。
14、几个样本的简洁讨论：《天下》、《南风窗》、《中国企业家》、《环球企业家》华人世界中，
台湾的《天下》杂志是一个媒体的标杆。２０年以来，《天下》不断追问台湾的发展动力何在？一个
是台湾经济起飞，企业国际化，小小的台湾岛走出大批具有竞争力的公司，甚至在世界上建立了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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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其社会和国家追求民主化的进程。这是我们所共知的开放党禁，报禁，选举，最后是一直作
为统治性政治力量的国民党成为在野党。这两股动力成就了台湾，也成就了对台湾发展秉持现代价值
尺度的《天下》杂志。《天下》成为时代与财富结合的媒体形态。其在深深根植企业世界的基础上，
再深入对台湾政治、社会的分析和思考。高希均他们在华人世界创立一个标杆。而我们还在中国的政
经迷雾之中。我们时常能听倒要成为中国《时代》的宣称，但我们也时常能听倒无法在中国做出《时
代》的抱怨。对于后者的因素，我们可能心知肚明：我们无法自由的对时代及其事件本身做出报道。
我们也无法与历史同行。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成就《Ｔｉｍｅ》的制度前提。而在鲁斯那里根本不必
顾及。那么，对于目前的中国杂志实践还能说什么？　《南风窗》当年作为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媒体
，在广州、珠三角这样一个率先实行市场经济的地方开始，它所寻找的一条路在1999年明确了，就是
政经。政经曾经是我们时代历史的一种“本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反映了中国的一种现实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还是没有分开，中国公司那些最强的力量都在政府手里，政府的政策影响了我们
基本的生存面（但政经也是一个“迷雾”，这个问题以后可以讨论）。政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了
中国时代的东西，《南风窗》它抓住了这个东西，在98年左右开始崛起。之后，就往试图往《时代》
的方向走，从时政进入商业报道，然后进入社会、文化这样的方向。但中国这种从时政、从社会角度
出发的杂志，它进入公司和商业社会的时候，杂志的价值链就可能打不通，它总是觉得对公司和商业
的报道与它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是有隔膜的。读者群也是这样，一旦这个杂志去做公司和商业报道的时
候，它的读者群是不会特别接受的，觉得这是与核心无关的东西。对它的团队来说，商业报道，公司
原型分析的价值何在？这是一个很长时期都要思考的问题。公司的意义何在？我们的一些主流经济学
家，并不能解决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但是我们没有“中国的德鲁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把前面250
年的历史都打通，能把一个追求公正的社会思想和一个公司意义上的、一个管理学意义上的世界都打
通。我们的商业史太短了，只有20年，而且很不纯粹。当你的团队没有能力把公司报道、企业报道提
升到一个高度，对公司的写作达到“时代和财富”架构的地步，我们就很难在一本杂志里做到一个时
代和财富的结合。但是《天下》在台湾，他们更早的接受西方的影响，他们做的比我们好很多倍。一
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时常能听倒要成为中国《时代》的宣称，但我们也时常能听倒无法在中国做
出《时代》的抱怨。对于后者的因素，我们可能心知肚明：我们无法自由的对时代及其事件本身做出
报道。我们也无法与历史同行。因为历史不是虚无的。《环球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的确是有中
国《财富》的方向。《中国企业家》从中国本土的企业出发，来探讨在这个时代中国企业家何为，中
国的企业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有什么创造力？当然，他们也不断抓住商业环境的问题，那种
深度就是中国的“政经”。从另一个意义上，《环球企业家》专注于美国《财富》对公司报道的手法
，那种纯粹和公司个例报道的方法和笔法是他所追寻的。《环球企业家》以跨国公司为封面，与《中
国企业家》进行了战略上的差异化竞争，得到了跨国公司的认可，这让他在生存问题上感觉良好，广
告千万级。但他们可能对中国时代的追问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他打动中国读者最大的一个动
力。这可能会比较痛苦一点，而且实际上有些被动，当美国《财富》可以在中国自由地做中文版的时
候，《环球企业家》以何为存呢？回到《中国企业家》来说，从2004年开始，他们开始发表一些战略
的远见：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公司战略都面临着重大的转折⋯⋯跨国力量在中国以市场换资本、以市场
换技术的指引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政经影响⋯⋯拉美化问题⋯⋯这让他们具有了强烈的中国时代追
问。但他们对于公司的报道要达到中国时代之《财富》的水准的话，要在分析框架和笔法上做更深的
努力。对于中国之《时代》与《财富》的追寻，还在路上，远远谈不有什么决定性的成功。而且，我
们也可能永远失去这样的机会。

Page 6



《南风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