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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2012》

内容概要

学者杨早等每年主编一本年度评论集，迄今已有八本。本书所论12件大事，皆是2012年度的社会文化
热点事件，年度主题为“去魅”——2012，从诺奖、爱国到韩寒、雷锋，甚至后宫与食品，一切都在
褪去光环，露出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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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2012》

作者简介

杨早，1973年生于四川富顺，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近年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史、当代文化研究等。著有《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
《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民国了》等著作。 萨支山，1966年生于福建福州，北
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结业，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关注左翼文学及50—70年代文学。主要著作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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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2012》

书籍目录

2012：诺贝尔奖开出盘口
【专题】
最后的乡土，最后的莫言
讨论：“诺奖”放大镜
“手抄《讲话》”疏解
讨论：“手抄《讲话》”不值一哂？
“寒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讨论：“这个立场确实是预设的”
破壁人——“韩三篇”风波
讨论：“有偶像参与的破墙事半功倍”
志明为什么爱春娇？
讨论：香港人更认同“文明的规矩”
钓鱼岛，钓鱼之岛
讨论：五问钓鱼岛
雷锋学习史
讨论：“做戏的虚无”？
最熟悉的陌生人
讨论：“恋上了自己的批判角色”
看不够的清宫戏
讨论：“女人还真不是意淫主力军”
“屌丝”“逆袭”职场尉
讨论：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舌尖一点，百味杂陈
讨论：“中国文化就是口的文化”
一个热词制造的时代幻觉
讨论：“连阿Q的位子也没法坐稳”
【微话题】
一、乌坎模式
二、反日游行
三、奥运双城记
四、暴雨北京
五、抑郁与痴呆
六、杀医
七、国庆堵车
八、盲选好声音
九、老外在中国
十、“归真堂”与动物保护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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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早在中学时期，韩寒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异乎常人的伟大，他对同学声称：“全世界用汉
语写字的人里头，钱锺书是第一，我是第三。”（陈鸣《差生韩寒》）据说其他学生花半小时才能写
好的作文，韩寒通常十分钟就写好了。 韩寒超人的写作天赋和运动天赋，据说大多是在毫无征兆的情
况下突然被发现的。据韩仁均介绍：“韩寒写文章的潜能，其实也是在初二时发现的。”韩寒自从在
县图书馆读了一些少儿报刊之后，突然就像“博仲”（神授史诗艺人）一样，脑袋中灵光一闪，创作
欲望喷薄而出。从1997年3月开始，“放学以后，晚上做好作业，韩寒都着了魔似的开始写作。一篇几
千字的小说，常常只一个晚上就写好了。”第一个月，韩寒就完成了十几篇小说和散文，接着，这些
课余作文就接二连三地在《少年文艺》、《少男少女》等杂志上发表了。据说杂志社编辑见之大为惊
叹，对韩寒作品的赞扬“几乎用尽了能够找得到的形容词”（韩仁均《儿子韩寒》）。 这些“潜能故
事”一直在被生产。比如“学校开运动会。韩寒班级里面原来报八百米长跑的同学，突然身体不好跑
不了了。这时班主任老师找到韩寒，要他临时顶上去跑八百米。之前，韩寒长跑一直是不及格的，而
且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长跑方面的潜能。从来没有训练过长跑的韩寒被逼上梁山。上场后，韩寒拖
着前一天被罚站四节课而几乎麻木的双腿，一路领先，跑了个全校第一名。”（韩仁均《儿子韩寒》
）这则故事到了《韩寒H档案》，变得更加神光万丈。据说韩寒一路领先跑完两圈之后，以为比赛结
束，冲到同学面前相拥而庆，不料该校是二百五十米跑道，两圈之后还剩三百米，经同学提醒，韩寒
只好重回跑道追赶对手，当所有人以为他必败时，奇迹出现了，韩寒如百米冲刺，奋力赶超，不仅拿
了第一，“最终的成绩还打破了八百米的校纪录，没有人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这一切。” 韩寒不用
读书，就能洞悉世间万事；一夜顿悟，就能学会游泳；英语考试从未及格过，但在汽车专业领域，却
能“比大部分英语教授都强”。对于这一切，韩寒坦言“这或许是老天给予的恩赐”（崔木杨、周亦
楣《“寒门”父子兵》）。

Page 5



《话题2012》

后记

2012年10月底，《话题》的稿子大致收齐，算一下进人专题的有十二个，这些话题都是每月俱乐部同
仁例会时讨论确定的。还有一些话题，也是我们注意到的，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形成专题，但它们并非
不重要，于是就形成了“微话题”。最后，还有一个拉页，通过它，可以很直观地了解这一年中国都
发生了哪些我们认为是重要的值得记录的事件。这样的三部分结构有点像构图中的点、线、面，我们
希望它们合在一起，可以提供给读者一幅既有重点，又有全景的“2012中国画像”。    对十二个专题
的解读和讨论，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2012年的思考。每个专题确定的时候，都有它自身的必然性
和偶然性，不过集中在一起，却发现它们内在地充满了张力和对话关系。这很好，俱乐部和《话题》
都应该是这样的状态，才有变化和可能。十二个专题分六组。两两相对，相互间构成对话关系。李洁
非的《“手抄（讲话）”疏解》和杨早的《最后的乡土，最后的莫言》这两个专题，放在一起，是有
上下文关系的。“手抄《讲话》”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但更多的是无的放矢。并没有点到当代文学的
痛处，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这也是此事件并没有太多文学中人出来发声的原因，而官方对此不闻
不问的态度多少也证明这一拳的无关痛痒。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话题，读者如果有兴趣，想要过把瘾
，可以看看1989年夏中义那篇《历史无可避讳》。“手抄《讲话》”事件所呈现的是一个曾经拥有无
上权力和资源的体制，在其内核被不断抽空后的尴尬境况。李洁非把话题的重点放在“疏解”上，这
是他老辣的地方，尤其是有关语言方面的论述，更为精彩，比如他说：“贾平凹和刘震云，不知他们
曾否考虑过自己与《讲话》关系如何，而我们有把握说，若非《讲话》，绝没有贾、刘这样的作家抑
或《秦腔》、《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小说。”彼时莫言还未获奖，他“泥沙俱下”般的语言风格实
在是给这段话做了最好的注释，奠言自言他的写作是突破了《讲话》的，这自然是事实，但还有一半
没有说，那就是他的写作“多多少少也接受过《讲话》哺育”。所以从“手抄《讲话》”到“莫言获
奖”，当用《讲话》将二者做连接时，结论就显得有点搞笑，而用“奠言不配”或“诺奖献媚”来维
持其逻辑的一贯性也就是必然的了。杨早在文章中说，“任何时候，直截了当的绝对评判，总是容易
受到欢迎、却欠缺思考难度的做法。真正的困难在于认知事物的复杂。”而他所做的，也正是揭示其
中的复杂和暖昧。李洁非讲的是这个文学体制的形成，而杨早讲的却是这个文学体制的瓦解，80年代
文学的终结，包括所谓“农村”、“民间”、“软弱”这些文学关键词在当代文学历史中的变形。这
一前一后，恰是完整地勾勒描绘了当代文学几十年的悄然空心化的过程。    如果说李浩非、杨早这一
组文章有着前后呼应对照的关系，那么施爱东和断桥关于韩寒的一组话题，则有些你来我往、隔空喊
话的意思。施爱东耍的是太极，断桥练的是心法。一个走的是叙事学的路子，看重的是结构；另一个
却是以意逆志，直取内心。我注意到这两个人都有理科背景，但施爱东是中途转行，而断桥则是一以
贯之，结果却又在韩寒这里相遇。另外，施爱东要比断桥年纪大些，断桥和韩寒算是同代人，大约觉
得彼此可以心意相通。所以采用最便捷却也是最困难的以意逆志的方法；而施爱东却没有年龄上的便
利，对比他小十多岁的韩寒，他大约没有自信可以“观心”。所以要看几百万字的材料，去耐心地爬
梳，建立逻辑关系。尽管两人的立场相异。但在对理性的强调方面却是相同的，因而我建议倒韩的不
妨看断桥的文章，挺韩的看施爱东的文章，必有获益。看这两篇文章，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对共同材
料的不同解释，就好像陪审团听控辩双方唇枪舌剑。比如这则：    韩寒不在神坛，他不是旗手、不是
代言、他是凡客，他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小镇青年，他了解这群同龄人和这个世界，他接地气。⋯⋯从
一个被否定的差生开始，韩寒一直努力向上。一次次地证明了自己⋯⋯在这个时代，还有比韩寒更成
功的励志故事么？（敏娟《为什么我们轻易能读懂的韩寒，他们却不懂》）在断桥那里。它用来说明
韩寒影响力的来源：“传奇般的底层奋斗经历，和理想主义的生活态度所形成的个人魅力”；而在施
爱东那里，这“小镇青年”的叙述却是塑造“天才韩寒”的一种策略，“先把天才包装成公民，再把
公民概念转换成我们每一个人，于是，韩寒就成了我们自己”。    说到叙事，说到包装，可以有特定
的包装者或化妆师，但也可以没有，或只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当我们看到“励志故事”、“传
奇般”和“个人魅力”这样字眼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其实，施爱东这里批判的并非韩寒，在他看来
，韩寒只是故事里的一个人物，没什么好批判的，批倒了韩寒，过几天就又会有“韩热”、“韩冰”
们出现，他要批判的，是这个故事的结构。    将中日关系和内地香港关系摆在一起，我的体会是，这
两篇文章谈的都是我们自己。谈钓鱼岛，谈香港，都是爱国主义，“政治正确”的大原则好像没什么
可说的，所以两篇文章的重点都不在“关系”，而是透过“关系”来反看自身，反省所谓的爱国主义
。我喜欢黄永的文章，随意而敏锐，阅读这篇文章，最直接的触动是：你了解香港人吗？如果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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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2012》

。何谈落实“一国两制”，何谈加强内地香港的融合。所以该反省的应该是我们。董炳月是日本研究
专家，记得《话题2005》就给我们写过稿，这次还是写中日关系，可见此话题的重要性。让我震撼的
是文章的这一段：    李建利倒地之后头上鲜血直流，他的妻子发出了凄厉的哭喊。此时旁边有人救助
，大喊：“都是中国人！救人要紧！”于是，在场的所有人都获得了“中国人”的身份。但是，这是
怎样的中国人呢？这样的中国人如何与安倍晋三、石原慎太郎、野田佳彦等日本人对抗？李建刹妻子
的哭喊声，是反目游行中最凄惨的哭喊声。做怎样的中国人？这是我读黄永和董炳月文章后最突出的
感受。    把“雷锋学习史”和“台湾想象”摆在一起，好像不搭界。但只要花一秒钟思索一下颜浩的
题目“最熟悉的陌生人”，就知道原委了。雷锋对我们来说，不正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吗？当雷锋仅被
理解为捡钱包归还失主，扶老人过马路⋯⋯我们又从何去理解他的崇高和伟大呢？大陆学了几十年的
雷锋，到头来还要去台湾感受“太平洋的风”吹来的“好人好事”，还要将之归于“中华文化”乃至
“民国范”，这让雷锋情何以堪啊。颜浩的“台湾想象”结尾说，“当我们将太多的理念投射于对象
之上，往往只看到了自己想要看到的内容，而有意回避了另一些同样需要正视的部分。”这句话适用
于我们对台湾的想象，也同样适用于对雷锋的解读。    凌云岚的《看不够的清官戏》以“宫斗剧”《
甄嬛传》为话头。凌云岚喜欢讲史，《话题2008》就有她的《抵货运动一百○三年》，是从2008奥运
年抵制“家乐福”说开去的，今年的《甄嬛传》热播，让她重拾讲史的兴趣，将百年清官戏的历史娓
娓道来，在历史的变迁中，找到那些不变的内核，用历史来映照当下，也印证了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
老话。如果说《看不够的清官戏》是列谱系，是在断裂中看到历史的延续，那么李芳有关“舌尖上的
中国”的讨论则更多是用当下来召唤正在逝去的历史和文化，召唤回不去的童年、回不去的故乡。《
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火爆，就像李芳说的，它瞄准的不是食物，而是人，是写人的从历史和故土绵
延而来的情感，如何暂且在食物中获得慰藉。从情感慰藉这点看，清宫戏和《舌尖》倒很一致，沉迷
在似近实远的味道和沉迷在似远实近的故事中，其慰藉的功能，是一样的罢。    2012年，“属丝”无
疑是最热的年度词，所谓天下谁人不“屌丝”。这一重要的亚文化现象，理当得到深度剖析。“屌丝
”的出现，当然是社会严重贫富分化的一个现实反映，但和既有的用来描述这一阶层的词汇，比如穷
人、无产者、底层，乃至前两年的“蚁族”。又有什么不同？特别是在精神层面上，“屌丝”又呈现
出什么样的特质？相信读了曹一帆的《一个热词制造的时代幻觉》。自会得到满意的解答。张慧瑜从
职场剧人手解读“屌丝”的“逆袭”，但他的眼光却是放在这十几年来所谓中国梦（中产梦）的破灭
的背景上，经过上下勾连，画出的却是一条加速下行的路线图。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在职场剧中享受
“逆袭”的快感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在《话题2011》的《后记》中，我大约说过这些年我们对一些
话题的思考，隐隐约约地都汇聚在一个点上，那像是一个十字路口，但往哪个方向走，却不知道。今
年，在俱乐部讨论给《话题2012》加一个年度关键词时，杨早提议的“去魅”得到大家的赞同。这确
实是今年诸多话题中隐含的主题。我想，既然在十字路口。大家不知道往哪里走，“去魅”则是可行
的选择之一。不过内心里还是希望有一些正能量的标题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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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话题2012》阐述说到叙事，说到包装，可以有特定的包装者或化妆师，但也可以没有，或只是一只
看不见的手在操控。当我们看到“励志故事”、“传奇般”和“个人魅力”这样字眼的时候，就要注
意了。其实，施爱东这里批判的并非韩寒，在他看来，韩寒只是故事里的一个人物，没什么好批判的
，批倒了韩寒，过几天就又会有“韩热”、“韩冰”们出现，他要批判的，是这个故事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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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有仔细看完，大致翻了下。话题太过争议性，不喜。上面所述的事，我现在还想不明白。
2、★★★韩寒，莫言，日本，大雨，甄嬛，舌尖，这些2012。
3、对一年热点发表体系化的见解，让人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有较为深刻的认知，这本书做得很好。不
过，其中的某几篇社论，作者有凑字数的嫌疑，大段无关的名词解释没有实际意义，作者的思想也并
不全面，在论述事情的过程中存在偏见。
4、话题系列是我坚持时间最长的系列读物，每年都能看到当年的热门事件，发人深思
5、三联书店“年度话题”系列。2012的喧哗与骚动。
6、从《话题2005》开始，每年一本，阅读至今。2012年度的社会文化热点事件悉数涉及，从诺奖、爱
国到韩寒、雷锋，还有后宫与食品等等。
7、话题很给力，评论也很可观，思想有深度
8、单就文章来说，也有一些很不错的。
9、其实话题这一套书的作用并不在于对时事的针砭时弊，毕竟不是即时的，在上一年结束下一年开
始之时，出这样一本书，对一年有影响事件的回头看，有利于人们对全局的反思，看看这一年大家都
在关心什么，为什么事件心动、欢呼、谩骂、骄傲。。。也许若干年后，当大家都忘记了这一切时，
回头一翻，是另一番感慨
10、。。。施爱东和李洁非，好棒！！！
11、2012时事点评~
12、书籍非常好，包装精美
13、就想说今年才发现此书实乃春节与长辈吹牛逼必备
14、要坚持的年度阅读
15、很喜欢“手抄《讲话》疏解”那篇 后半部分的选题可能因为不太感兴趣而觉得有点无味 整本书虽
然感觉很多地方都很学术化 但最后都能给出比较通俗的解释 更重要一点是发现自己看很多问题都看
得很浅
16、- -选题为什么不比先前的话题系列深刻有回味啊，很多就是浅浅分析了一下，并没有之前那种冲
击力了⋯⋯
17、伤痛的2012
18、文笔很好。选题很好。
19、难忘的2012
20、2012年《话题》的关键词是“祛魅”。主题甚好，收录的文章很好。祛诺贝尔之魅，祛偶像之魅
，祛台湾之魅，祛魅是理性探讨的前提，破除对某些事物的“迷恋”，依凭证据的理性推理与探讨就
开始了。每篇文章后的讨论，提供了不同的视点，有意思。
21、给人不少启发，也让人回顾2012这一年发生过的事。
22、不错的一本集子，当初写2012年稿子的时候应该看看，现在才看，有点后悔。
23、钓鱼之岛写得最差 太浓重的民族情绪了
24、回顾的好处就是可以去除表面的浮华和喧嚣，把一个个被过高追捧的话题看得更理智更全面。
25、帮同学买的  挺好的 很好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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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2012》

精彩书评

1、《话题2012》为“1217俱乐部年度书系”第八卷，封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
项目”字样，封底文案里，“1217，12月17日成立，有人说是为纪念胡适生日，又或老北大校庆”让
人无语，从中可以看出诠释与过度诠释，一如书中某些文章。本卷增设了拉页，汇集2011年12月
至2012年11月“大事记”。其实在我看来，经过八年的培育，年度书系已有一批固定的读者，编者及
出版社若能真正以完整年度为限从容截稿更好，实不必赶着次年1月上市而过于匆忙。转引《话题2012
》精彩语段（已经编辑整理）：莫言的获奖，还牵扯到“手抄《讲话》”，诺奖也因此被许多人批评
为向政治献媚。在我看来，批评者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姿态，而且也在神话诺贝尔奖。他们只看到诺贝
尔文学奖曾颁给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却忽略了肖洛霍夫，他还是苏共中央委员呢。这些反对
“手抄《讲话》”，反对文学被政治绑架的人，所做的恰恰是在用政治绑架文学。（萨支山）香港是
“发达的民主社会”，这个概念实在又是内地对香港充满想象性误读的又一例证。香港是法治社会，
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社会，殖民地时代不是，回归之后也不是。当然这要看如何定义民主社会。我指
的是有成熟代议制和选举的民主社会。（黄永）非理性的暴力行为与“爱国”无关，而是包含着反日
与反社会的两重结构。反日游行中暴露出来的中国内部问题必须正视，这些问题是导致甲午战争结束
一百多年之后、抗日战争结束六十多年之后钓鱼岛依然被日本人操控这一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董
炳月）所谓“日本人民”，是中方加到日本人头上的一个政治性称呼，反映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与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并不完全符合日本的社会现实，带有一厢情愿的理解和期待。（李兆忠）“平
凡而伟大”，这是对雷锋精神最为经典的一个阐释，也是雷锋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新人最为重要的地方
。但同时，它也是最有伸缩、包容性，最为含混的。平凡好确定，伟大也好确定，但将平凡和伟大进
行连接的时候，就有太多的可能性了。或者说，平凡是行动，伟大是思想，而行动和思想之间的关系
，却并非那么直接和明了。当行为和思想之间可以有太多的阐释空间的时候，它就是一柄双刃剑，其
好处是，它可以与时俱进，跨越断裂，历久弥新；其坏处则是，在不断的阐释中会变得面目模糊，甚
而是生拉硬扯，空洞说教而失去阐释力。（萨支山）恐怕很少台湾人会真的认为，台湾社会所谓的“
温良恭俭让”真的是中华文化在台湾得到良好继承的结果。单方面强调中华文化的传承，其实是抹杀
了台湾数十年在公民教育与法治建设方面付出的艰苦努力。台湾社会的文明程度较高，是因为其法律
健全，制度完备，公民意识较为普及。备受赞扬的台湾人拾金不昧的品德，与其说是传统文化的“君
子爱财取之有道”，还不如说是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意识深入人心。台湾人在公共场合谦让有礼的
文明举止，与其说是来自四书五经的熏陶，不如说是公德教育的成功。若是怀着寻找学习榜样的目的
来审视台湾文化，与其再三强调它与中华传统的承继关系，不如说台湾在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包容、价
值观的自由选择与表达等方面，更值得加以关注与研究。与其羡慕台湾人的公德素质与礼仪修养，不
如深入考察“温良恭俭让”在现代公民社会建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打破对
传统文化的迷思，将其转换为一种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资源。（颜浩）挑点刺儿：第56页第一段
第二、三行，“而且也力图要指导写什么？怎么写？”改为“而且也力图要指导写什么、怎么写，”
更好；第163页第三段，仿宋体应改为宋体；第170页倒数第一段倒数第二行，第一个“台湾”应改为
“大陆”；第171页第一段第一行，“台湾”应改为“大陆”；第195页第一段倒数第八行，“打到”
应改为“打倒”。
2、（这么好的一本书竟然“少于十人评价”，哎.....）2012年《话题》的主题是“祛魅”。何谓“祛
魅”？从字面意思来看，是某人对某人（某事）不再着迷和崇拜。为何“祛魅”？“魅”，可吸引人
，也可遮蔽人的双眼。祛什么魅？上世纪80年代，是祛意识形态之魅。中国逐渐进入市场经济时代，
价值多元，意识形态之魅已经渐行渐远，但“魅”并未离我们远去。在《话题2012》中，编者列举了
众多的“魅”，归结起来，这些“魅”属于“感觉之魅”。2012年的《话题》，是在祛感觉之魅，让
一切回归事实，回归理性。感觉之魅从何而来？我认为是人们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丧失。批判性思维，
是凭借理性，使用全面真实的证据，通过严谨的推理，得出结论。这种结论，接近事实。感觉之魅的
“遮蔽”在于，人们是通过感觉而不是具体事实得出结论。依据感觉，易在个人好恶的基础上，预设
立场，选择有利于其立场的证据，得出偏向其立场的结论，片面性随之而来。人的观点以个人好恶为
基础，对于持不同意见者，人们有着天然的反感，易形成“我的就是对的，你的就是错的”这种二元
对立的思想。而且，“个人好恶”易使论辩情绪化，论者对持异见者的人身攻击就不可避免了。情绪
化使讨论偏离了理性的轨道，使其更接近于泼妇骂街。2012年初的“方韩之争”，于今看来，更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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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2012》

一场骂战而不是理性讨论。论辩双方预设立场，罔顾证据，逻辑混乱，随好恶而论，直至讨论结束，
他们也没能“骂”出一个结论。社会论题的争议不同于法庭辩论，法庭辩论是为委托人争权益，所以
选择有利于己方的证据是合理的。但社会议题的论辩，是为得出一个接近事实的结论。所以，论者的
重点应放在证据，而不是立场。赵鼎新教授这样论述过他的分析方式：“许多时候，我的价值观与我
文章的分析方式及其结论关系并不大⋯在解答问题时我遵从的原则是让材料说话，当调查材料与我原
有的价值观产生冲突时，始终以调查材料为准。”论辩各方如果都让材料说话，辩论不会滑向意气之
争，而是探求事物“真实”的理性探讨，共识也就更易达成。在充满党同伐异式争论的今时，要想祛
除感觉之魅，很难。反思自己，我亦是被感觉所魅惑的人。2012年初，刚入微博，关注了数个大V。
这些大V在微博上大力宣传“民主”。“鸡汤式”、“读者式”的宣扬民主的文字，结合当下社会确
有的不公现象，让我对民主产生了好感，进而我得出了“只有民主才能消除官员腐败”、“只有民主
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平等问题”、“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的结论。现在反思，我的结
论是依凭感觉而不是证据得出的。种种社会不公的现象，使我对这个制度产生厌恶，从而对没有深入
了解过的“民主”产生了无限的好感。这与二三十年代部分知识分子狂热崇拜社会主义不无分别。如
果在理论范畴无限放大制度的光明面，那么在实践过程中，放大的可能就是制度的黑暗面。现在我正
在读赵鼎新的《民主的限制》，收获良多，待读完，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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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2012》

章节试读

1、《话题2012》的笔记-第247页

        “屌丝”的爱情哲学，是“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所引发的个体情感危机。当金钱成为个体价值
的等价物和爱情的凭借时，“屌丝”在情感认同困境中的自我放逐，也恰恰折射出现代城市文明的伦
理隐忧。这令人想到现代主义理论家马歇尔·伯曼对此意味深长的表达：‘虽然发展的进程本身将废
墟变成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社会领域，但与此同时，它在发展者的内心也重铸了一片废墟，这就是发展
的悲剧命运所在。‘
（转引自大卫·哈维《现代性与现代主义》）
至于“白手起家”的个人奋斗神话，不过是“伪屌丝”精心炮制出的精神烟雾弹，它们悄然扩散为去
阶级化的意识形态迷障，往往让我们在不经意间掠过难以磨灭的底层创伤。p254

2、《话题2012》的笔记-第1页

        开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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