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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内容概要

本书是“思想者文库”之一种，收入朱学勤随笔15篇，内容涉及卢梭政治哲学，近代欧陆、英美政治
思潮与中国，五四思潮与80、90年代等。作者认为他们这代人半生已过，只有两步，文革时期朦胧向
往法国革命式的激进思潮，改革时期重新发现并逐步走上英美自由主义，1989年创痛巨深，绷断了这
两个阶段的最后一点衔接，本书着重追踪了自由主义学理历经50年沉默而在朱学勤这代人中重新开始
的深层原因，直面当代精神弊病，发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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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书籍目录

序言

卢梭政治哲学之一：原罪与赎罪
卢梭政治哲学之二：自由之沉没
近代英美政治思潮与中国
近代欧陆政治思潮与中国
新儒家政治哲学评析：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
地狱里的思考——读顾准思想手记
迟到的理解
“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五四思潮与80年代、90年代
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书房里的被动语态革命”与漏斗
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
两种反思、两种路径和两种知识分子——与李辉谈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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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精彩短评

1、看了这本书的自由主义倾向，便不难理解朱学勤为何投身于历史教材大改革、提倡去意识形态化
了
2、理解有点困难，好些提及的名人思想不太了解
3、很好
4、如果说八十年代的那一批知识份子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么我们这一批人能够做思想史上的什
么者呢？
5、思想
6、这一套丛书的封面都是黑黑的
7、读过其中十一、二篇，本子就失踪了。后来居然再买不到此书，真是怪事。老文化人谈一代人政
治文化观点的变迁，好多清谈主义哲学在里面。
8、: �
I267.1/2994-1
9、新中国的文人史，值得怀念的无名者
10、大学读过的，可惜那时心智还不健全
11、自己的思考
12、文革，政治，五四，文笔普通，读不通，记不住，完全可以放弃该书。
13、读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一章

14、说好了再不看那只船，再不看那片海洋，还是忍不住回头望。从道德理想国的废墟出走，还是忍
不住在怀里揣一块碎片。
15、彼岸有自由，但自由并非彼岸。情怀胜过论述，但仍可尊重。
16、多年前读的。因此知道顾准。如今，也只记得写顾准的篇章。
17、第一次知道了卢梭和社会契约论，以及理想中的国度：日内瓦
18、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此刻，胡适，蔡元培，顾准灵魂附体!
19、几篇文章其实已经包含到《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去了
20、朱是中国少有的最清醒，最理性的人之一，分析卢梭政治哲学时展现出的强大而严密的逻辑，撰
写杂文时幽默风趣但入木三分的文笔，都表现出思想大家的风范，而不是象牙塔尖里的书虫。完全同
意他对王朔的评价，同意他对自由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界定，同意他对改革和革命的看法。如果
能再并蓄英美法律和市
21、第一次读到激动得想落泪的书 为了它拨开思想史迷雾的低沉和厚重 为了作者以寻找与梳理的名义
为中国社会还原被扭曲的学术记忆 那些模糊的、不确定的、我们在历史教科书里自以为是的，忽然有
了命脉和风骨  更为了那句所有自由主义都是“先自由 后主义” 为了顾淮在文字里得到了重提 
22、相当地有深度，当时我都有点读累了
23、他们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不带功利地思考。
24、此书假以时日需重读
25、我老师的书，呵呵喜欢朱学勤才看此书，看完此书更爱朱学勤。
26、都要看哭了。
27、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理论，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不可知
论。读朱学勤《地狱里的思考》突然想到的。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提到一个特殊的群体，
质疑时代的“1986年人”。然而，在伤痕文学中，并无关于这些人的记忆。历史往往如此多角度，而
我们只可能接触其中一小个断面。《五四思潮与80年代90年代》里提到一个词，历史逻辑性。我们常
会对历史的变迁追问为什么。这实在是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从一个长的跨度来看，历史未必具有逻
辑性。如果要找一种分析方法，是不是应该辟出一条形如量子力学的他途。朱学勤认为，像“文化决
定论”这样的，看起来越深刻，其实离常识背离越远。是不是可以从建立模型的角度来类比。把越远
的两个参数建立联系，模型需要做各种简化。到最后，就只能出来一个莫名其妙的解析式了
28、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那篇文章写的不错，启蒙之效
29、高三时看的书，十年过去了，内容已完全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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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30、朱的确是个写作气场很强的人。。。但可能有时候也有点过于卖弄文笔（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知道
），在这一点上跟萧功秦一个路数。。。
31、正在读的徐友渔也提到这个这个问题 只一笔带过 说他们更实际 其实很简单 这些失踪者 本来就没
有思想史上的地位
32、顾准的两分法以及经验主义
33、如果文字克制一点就更好了
34、做作,装高深,和余秋雨一样,不喜欢他的风格
35、朱先生的散文也写得这样好
36、不管怎样，多年以前看的很过瘾。。
37、[思想史]
38、选择上与博士论文有重复
39、这本帮助了我解决许多迷惑的书
40、我看这回朱学勤被参合进来有可能是汪晖指使：一来分散公众注意力；二来泄十年前之愤。这个
事究竟会变成一个短暂的新闻，还是和钟华季广茂事件那样一起最终成为学术规范化道路上的一系列
事件之一，真是要拭目以待啊。
41、尽管不怎么看得懂，但还是能感觉到...
很喜欢这本书的语言，很舒服，很耐人寻味
有机会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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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精彩书评

1、读得很慢。很难。但终于读完了。他的确是个气场强大的人。骨子里激昂（他认同张承志就不奇
怪），思想冷静严谨（所以特别推崇顾准），有内心使命感（于是反感王朔），同时自有才情（以思
想史研究者的身份可轻待文人习气）。录几段。总是看了就忘。1、在历史认识中持开放心态，需要
勇气，保持常识要比追求深度更不容易。2、从激动的自由派到韧性的自由主义者，内心能始终直面
这样的低调起源，而不是痛哭而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有深度美感的过度阐释，之所以能抓住
人心，就在于它抓住了人性中既有过度审美的虚荣，还有逃避自由的软弱。3、王小波的写作风格，
无非从低调进入，同时还能守住必要的精神底线。若只有低调进入没有精神底线，则会向下坠入虚无
主义的泥沼；若只有精神底线却从高调进入，则难免意识形态之末路，以往的思想氛围在亢进高调和
犬儒溃败之间摇摆，显然与没有上述平衡有关。这一风格的特点，是经常翻到事物的反面去想，这一
点，恰好与自由主义怀疑论的低调风格吻合。4、谈大院子弟。 说句不好听的话，文革前17年，他们
是杀死了贵族，来冒充贵族，文革后十几年，他们是杀死了平民来冒充平民。
2、【本书目录】序言卢梭政治哲学之一：原罪与赎罪卢梭政治哲学之二：自由之沉没近代英美政治
思潮与中国近代欧陆政治思潮与中国新儒家政治哲学评析：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地狱里的思考——读
顾准思想手记迟到的理解“娘希匹”和“省军级”——文革读书记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们需要一场灵
魂拷问五四思潮与80年代、90年代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书房里的被动语态革命”与漏斗1998年自由
主义学理的言说两种反思、两种路径和两种知识分子——与李辉谈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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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章节试读

1、《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笔记-第153页

            顾准的这一思想，促使我们冷静思考，在今天讨论“市民社会”，是否应剥离出两种内容、两
种前景？一是具有顾准所言法权体系、上层建筑的同步改革，“市民社会”确有可能向现代意义的“
公民社会”转化；二是没有甚至拒绝法权体系、上层建筑的同步改革，“市民社会”则有可能演变为
畸形的“民间社会”，如西班牙、意大利南部的非理性社会，或称准黑色社会。正是这个意义上说，
上层建筑的改革须与经济基础的改革同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十年来，中国改革的迂回曲折
，无不映证顾准之先见。

2、《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笔记-第74页

        

3、《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笔记-第49页

            法国革命的结局说明，在近代条件下，不开拓社会层面上的自由，只动员政治层面的直接民主
制，只是通过一段短暂的混乱无序，给独裁强人上台执政铺平道路。强人一旦出现，既可利用政治无
序为借口，又可借民众长期被奴役不适宜民主制度，通过整肃直接民主制，最终结束民主制。独裁强
人真正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能是社会层面的自由与政治层面的间接民主制（即代议制），这两者之间
形成牢不可破的结合。只有在不健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一种不健康的结合：社会层面的奴役与
政治层面的直接民主制相结合

4、《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笔记-第59页

        看到作者在段末来一句“着重号我加的”噗粗来了╮(╯▽╰)╭

5、《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笔记-第14页

        
卢梭将彼岸的引渡为此岸，将天国拉至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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