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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追思录》

内容概要

☆他，是20世纪中国学术园地上的一朵未能盛开、过早凋谢的鲜花
☆他，拆下肋骨当作火把，点燃自己照破黑暗，为众人仰慕
☆他，是一位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子，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他，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不懈追求真理的“普罗米修斯”精神，令世人敬仰
☆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驱，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
家，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他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经济
的探索，均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做到了究天人之际、明内外之势、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顾准追思录》【顾准百年纪念版】堪称顾准思想评论的集大成之作，分量颇重，意义深远。书中所
收文章的作者，既有政府官员，也有理论界的名儒宿彦，亦有与顾准先生共事多年的战友，以及来自
顾准先生母校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的研究者，如陈敏之、王元化、李慎之、王蒙、吴敬琏、周瑞金、张
曙光、俞可平、钱理群、周其仁、柴静等。本书的出版对于研究中国当代思想史特别是杰出思想家顾
准带来极大的便利。
谨以此书作为心香一瓣，纪念顾准先生的百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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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追思录》

作者简介

罗银胜（1962—），资深传记作家、著名学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198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
业毕业，曾任职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在任教于顾准先生生前工作过的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从事顾准
研究逾30年，著有《顾准传》、《顾准的最后25年》、《顾准画传》、《顾准评传》，编有《顾准：
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珍藏增订本]和《顾准再思录》。同时，涉足中国现代文化名
人的传记创作，著有《杨绛传》、《乔冠华全传》、《潘序伦传》、《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红
色名媛章含之》、《周扬传》和《贾樟柯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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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追思录》

书籍目录

顾准小传 罗银胜/01
序 言 陈敏之/01
前 言 顾准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 罗银胜/04
辑一 往事与追忆
我与顾准 陈敏之/04
怀顾准 王元化/13
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 张劲夫/24
战斗在旧上海市府大厦里 王伟鼎/27
董辅礽同志谈顾准 董辅礽 ／37
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 赵人伟／41
追思顾准 陈瑞铭／61
顾准重罚资本家并非事实 胡实声／77
泪眼读顾准 沙叶新／80
顾准悲剧的另一面 朱学勤／88
祭顾准 柴静／94
“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 罗银胜／112
我所知道的顾准身后事 罗银胜／122
永远的顾准 罗银胜／135
辑二 追思与探索
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李锐／144
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李慎之／155
我眼中的顾准 王蒙／167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 吴敬琏／172
附录 经济学道路不平坦——吴敬琏在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辞 /183
顾准——当代中国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驱 周瑞金／187
逆境中探索的思想家——顾准思想研究 张曙光／191
顾准的经济思想管窥 高梁／214
后革命与中国传统政治——再读《顾准文集》 俞可平／228
1969—1974：顾准的思考 钱理群／242
在1979年读顾准 周其仁／322
中国的哈耶克：顾准的市场经济思想与比较 马涛／328
作为今天，如何来谈顾准？ 吴冠军／350
关于顾准没有说完的话——纪念顾准百年诞辰 吴远鹏／359
再思顾准——纪念顾准诞辰一百周年 罗银胜／368
顾准在中央党校的思考 罗银胜／410
后 记 罗银胜／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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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追思录》

精彩短评

1、导师指定要读的书目，说实话如果不是推荐我不会看这类的人物传记。整个看下来，顾准真的是
为了不起的人物，他遭受诸多苦难却仍保持着学习的习惯，钻研学术。在诸多追忆他的文章中，最喜
欢柴静写的，没有追捧，没有夸耀，有的是纪实和情感。
ps：顾准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个人觉得这本书对他好像过于夸赞了，有点“神话”了他。
2、1，灌水的文章偏多，而且感觉有些作者跟顾准交集并不多，只是被编者邀约，才写上一篇回忆顾
准的文章，多是同情和佩服顾准的话，除此之外，也就没有别的了。张曙光那篇文章在其中算是不错
的了，把顾准的思想体系做了一个宏观阐述。2，好多作者都在考据顾准后期写的日记究竟是不是他
本人的真心表达，对读者来说，自己去读过也许才有更好的体会（不过中青社那套顾准全集着实难找
）。3，读下来两个八卦反而记得最清楚，一个是顾准妹夫管过公安部，还有一个是顾准是全国唯一
一个被两次打成右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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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追思录》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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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追思录》

章节试读

1、《顾准追思录》的笔记-赵人伟：《从一些片段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

        【内容简介】
《从一些片段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一文分为三个部分，作者首先回顾了在世纪之交对顾准
的追思，并将他对顾准的了解分为三个阶段；然后高度评价了顾准不同凡响的学术生涯，并总结出“
自学成才”、博大精深、纵横古今以及表达雄健与文风流畅等主要特点；最后通过其直接遇到的两件
事情分析了顾准失衡或不对称的感情。本篇书摘主要节选和讨论了一文后半部分中关于顾准极度失衡
的感情世界的文字供大家参考。

【作者介绍】
赵人伟（1933 - ），著名经济学家。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所长，《经济研究》杂志主编。因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获198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因收入分配问题
的研究获1986年和199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

【书摘】赵人伟：《从一些片段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
本文第三部分，作者首先从自己直接遇到的两件事情谈起，第一件事是顾准对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写
的《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Kenneth E. Boulding, 1969, 1970）一文赞叹不已，第二件事是顾准在读了
德国的短篇小说《茵梦湖》（台奥多尔·施笃姆作，1981；孙风城译，1983）以后怆然泪下；然后，
作者借由此探讨了顾准的道德情操与情感世界，认为他不仅关注经济人也关注道德人，不只是我国市
场改革的先驱，也是一个具有道德情操的人，一个讲道德的人。

接着，就顾准的情感世界，作者认为他（顾准）的情感世界中的最大悲剧在于他在感情上的付出同他
所获得的感情上的回报之间的极度不平衡或极度不对称——他热爱自己的母亲，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他同他的母亲在地理位置上只有一街之隔，但至死不得相见，留下了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他热爱
自己的妻子，但1968年4月当汪壁被迫害至死以后，他不但没有获得同妻子的遗体见面告别的机会，而
且连妻子的死讯也对他隐瞒了很长的时间。他热爱自己的子女，但是他不能接受子女们同他这个两次
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父亲“划清界限”的现实，尽管如此他对子女们的一往深情却从未中断过。
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哺育他成长的这块土地，但他得到的回报却是撤职罢官、两顶“右派”帽子、常
年累月的劳动改造、三番五次的批斗和无穷无尽的交代与检讨。他热爱自己的生命，除了表现出一贯
的坚强以外，仍然向我流露出对自己的生命之恋。

就此，作者认为，顾准对待他的感情世界的这种悲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哀而不怨”——“
哀”是一种事实，“不怨”是一种态度，一方面不计较个人恩怨，另一方面不沉浸在悲痛之中而是着
眼于未来。作者最后强调，顾准的这种态度，不仅是如上所说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表现，而且也是他
个人品格中兼有激情和冷静（理性）这两种互补的特性的反映。

2、《顾准追思录》的笔记-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内容简介】

本篇书摘节选了王蒙先生的《我眼中的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顾准：点燃自己，照破黑暗》这两篇
文章中就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历程以及顾准在《辩证法与神学》中的相关论述。点击原
文还可看到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栏目2011年4月16日的影片《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
长44'58''）。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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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追思录》

王蒙（1934 - ），著名作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
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

李慎之（1923—2003），哲学家、社会学家。无锡人，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
物。

【书摘】《我眼中的顾准》（王蒙）、《顾准：点燃自己，照破黑暗》（李慎之）

作者首先指出，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经验主义（相对主义）始终是知识界永远的一个矛盾，而在
他看来，顾准是最自觉地、最早地论述这一过程的。

在《顾准文集》所收的最后一篇文章《辩证法与神学》中，顾准最明显地透露了其思想所达到的深度
，借用他摘引的狄慈根的话说就是：“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一切知识的最后问题都要谋求
解决”，并从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和逻辑的一致”中看到了作为其底蕴的“神”、“道”或“逻各
斯”。

“人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
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想象力了。

我转到这样的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
无所凭依。

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克服了。

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过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实
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
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
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
样"的问题。

⋯⋯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
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要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
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以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

在此，作者一方面认为，我们可以把顾准理解成一个英雄、一个志士、一个烈士，一个“举起肋骨，
点燃光明”、追求真理的理想主义者。但另一方面，顾准的那种对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执着，对造
神和终极目标的抵抗，本身就是经验，就是一个提倡相对的、经验的悲壮执着。

顾准再三慨叹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就连对他的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
，也有人会说“你老强调相对，本身就是绝对”。对此，顾准说：”好！我就说绝对主义的相对主义
，也比你那个绝对的绝对主义要好一些“。作者认为，顾准的价值，作为顾准这一代人，给人们的最
大贡献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不是从经验主义再制造理想主义，而这个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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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追思录》

义的任务是实践。作为一个实践型的知识分子，顾准谈的所有问题，所关怀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也是这一代人“不可救药的”。他想的就是国家、人民、民族命运和人类发展——他想的问题都涉
及到社会实践。

3、《顾准追思录》的笔记-柴静：《祭顾准》

        【内容简介】

《祭顾准》一文分九个方面祭奠顾准先生，包括政治迫害、学术研究、个人信仰、感情世界、思想成
就与人生追求等方面。本篇书摘主要节选其中个人信仰、感情世界和思想成就等三个方面供大家参考
，希望能够展现一个更加“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的顾准、一个“哀而
不怨”的顾准以及一个充满着“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的顾准。点击原文还可看到凤凰卫视《我的
中国心》栏目2011年4月23日的影片《顾准之死》（时长44'45''）。

【作者介绍】

柴静，1976年1月1日出生于山西临汾，记者、主持人。1992年，到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读书
，1995年，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中国传媒大学学习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广播电视
台主持《新青年》节目。2001年11月起担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主持人。2003年担任《新闻调查
》记者，出现在非典的第一线、矿难的真相调查，揭露一个个欲盖弥彰的谎言；2011年起担任《看见
》主持人。2013年出版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看见》，销量超过100万册，成为年度最畅销
书籍。 2014年从央视离职，2015年初推出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

【书摘】柴静：《祭顾准》（节选）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
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
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
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存在一个
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
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
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
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
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
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安徒生童话》。她出差，他在日记里写“悒悒寡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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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追思录》

。他被打成右派到商城后，日子已经难熬起来了。“接秀信，语句公式化，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
”。这话让人心碎。她让顾用自己的四十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五个孩子和一个老
人。他记下唯一忘忧的时刻，是雨雪中的凌晨四点半，在外厨房帮着烧火，“火大，有幸福之感，一
时脑袋中想起想写的东西都忘却，简直是陶醉了”。

一九六六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
。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八十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
呢？”他从被关押地回来把母亲送到山西的妹妹家，临走的时候，他的母亲“死死地盯住他看了半响
”。那是他们母子的诀别。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方采秀给家人的信中
曾说，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复婚，顾准对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在周口店里他痛苦于“刮胡子刀盒被
马蹄踏碎，镜破之谶”。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
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
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他“实在不忍心”，走了。

冬天冷，他写信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
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
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一九六九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
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壁是因为被揭发在五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
，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
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她的遗书只有一句话：“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她对孩子都没有留下遗言。儿子说，
她离婚是为了我们孩子，内心非常痛苦，在提出离婚之前，已经有自杀的念头。只有顾准明白“她已
经实在支持不住了⋯⋯”

他写，知道死讯后，“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然后他
写：“但我还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
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
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
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
：“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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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说：“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他身上，我才理解了胡适说过的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唯一方式是忍受痛苦——这话也适
用于爱国与学理”。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

但那还是一九七四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
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十二月三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最后一句
留给孩子的话。

（八）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
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
旦认为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那是血肉模糊的厮
杀，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从"诗意的理想主义"到"转
到冷静的分析"时，十分痛苦，他说自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但是
他克服了。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是靠认识，推导，批判。真正的批判，批判自己曾真
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独断，骂倒，抹杀"，而是重估一切价值，"
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就像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
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
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
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
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
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
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
，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
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
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靠直觉也可以批评，但是，顾准式的批判，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从底部撬动的力量，这
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这就是顾准的力量，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

像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4、《顾准追思录》的笔记-张曙光：《逆境中探索的思想家——顾准思想研究》

        【内容简介】

本篇书摘节选了张曙光先生《逆境中探索的思想家——顾准思想研究》就顾准先生在经济理论上的贡
献、在政治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上的建树、在逆境探索和苦难中悟道以及对于顾准的评价等问题的丰富
思考。点击原文还可看到第517期天则双周论坛就此主题的活动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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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张曙光（1939 -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兼职教授，北京大学
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大天则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其论著四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书摘】张曙光：《逆境中探索的思想家——顾准思想研究》

（一）顾准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

作者首先讨论了顾准的市场调节理论，指出:

（1）顾准认为我们现在的计划经济是经济核算下的计划经济，而马克思没有经济核算的概念；
（2）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货币的问题，斯大林的解释是因为存在两种所有制，而顾准认为
主要是经济核算问题，企业有自己的经济利益。

基于此，作者同意吴敬琏的一个概括，即顾准是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人。

然后，作者讨论了顾准的价格理论，认为在顾准的价格理论中，价格不光取决于成本、供给，而且决
定于需求，并指出这是他在价格理论上很重要的一点，和这些人（薛暮桥等）的看法不一样的地方。

接着，作者着重讨论了顾准的“糊口经济”和“饥荒理论”。作者先是列举了顾准的“糊口经济”的
特征，一是自然经济和自给经济而非商品经济，商品率极低；二是存在广泛的稀缺和严重的匮乏；三
是以生存为第一要义，以满足最基本的需要为唯一目的；四是没有经济剩余，也没有储蓄和积累。然
后分析了这种经济形态的必然性，并紧接着指出顾准面对这种经济现实主张以“坦率、开明、宽恕、
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式取代“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来完成历史的使命”。

（二）顾准在政治哲学和政治学上的建树

作者首先将顾准和陈敏之学术通信（《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的内容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1.  关于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理论
根据顾准的说法，作为世界上的两种主要政治体制，民主政体发生于西方国家，立足于希腊的海上文
明，专制政体分布于大陆国家，建立于陆上文明。在民主政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有三件事情是十
分重要的，一是希腊的城邦制度，二是基督教的历史演变，三是骑士军制和骑士精神。顾准紧紧抓住
这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学思想。

2.  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
顾准认为从直接民主到代议民主有一个发展过程，第一步是罗马传承，第二步是等级君主制的出现，
第三步是议会的产生，第四步是权力分离和政党政治。他认为直接民主是复古，是复罗马、希腊的古
，而直接民主的口号是一句空话，实际上不可能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他还明确指出，政
治是一个专门的行业，政治家也是一个专业，不是什么特权。

3.  关于资本主义和异化批判
顾准认为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且是一套法律体系，英国之所以工业革命以后建立资
本主义，是建立了足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统一王国，并以保护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所以它
才成为资本主义。更为可贵地是，顾准在60年代就认为资本主义是可以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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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民主科学和进步史观
顾准首先对于科学精神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明，同时主张进步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没有什么第一原
因和终极目的，这都是基督教的传统——是哲学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在他看来，民主是
与不断进步相连接的，而不是与某个目的相连接的，没有什么终极目的的，只有科学精神或者只有学
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

5.  关于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顾准不仅揭示了理想主义和唯理主义的实质和联系，而且坚决地走向了经验主义和多
元主义。顾准有几句话是非常精彩的，也描绘了顾准的心路历程。他说：

“我也痛苦地感到，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
怎样’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的解决”（第432页）。

“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
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青年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
想危机也就过去了”（第432页）。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
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第454页）

这几句话既可以说明顾准思想的转变，也说明了他为什么能够达到今天这样一个高度。

（三）顾准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发展

1.  1952-1955年：从受处分到在党校读书
2.  1956-1962年：“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3.  1963-1974年：成熟阶段

（四）对于顾准的评价

对于顾准的评价，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有“两个顾准”（林贤治）——一个是
思想者的顾准，一个是官方意识形态寄生体的顾准；另一种看法认为只有“一个顾准”（李慎之），
就是思想家的顾准。

作者同意两个顾准的说法，但是不同意林贤治对两个顾准的界定，二不同意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的说
法。在作者看来，一个是常人的顾准，一个是思想家的顾准，而认为李慎之在顾准的问题上是错的，
仍然在造神，有意无意搞英雄崇拜。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中国人何时能够不再造神，不再盲目崇拜
，只有结局了这个问题，中国人的思想负担才能解除，中国社会才能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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