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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危机与思考》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著名学者、高级知识分子黎鸣、陈奎德、温铁军等人的文章37篇，其中，以“哲学乌鸦、
思想狂人”黎鸣的文章最多。在这本书里，指出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危机四伏”。可以肯定地说
，这部书正是与《河殇》一同走进学生中间，一同引发六、四事件的导火索。
《中国的危机与思考》直接指出了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命运，黎鸣、陈奎德等人直接提出了自由、民主
、科学既适应于西方，又适应于中国的重要论述，知识分子是“痛苦之先觉，理性之前驱”，是预言
灾难的“乌鸦”。
陈奎德所著文章是《对解除社会危机的一些思考——评新权威主义》。陈奎德对新权威主义提出了质
疑。文章认为：倘若实行新权威主义，人民必定不敢批评，也没有制度化的批评的机构和阵地。若是
用高度集权的方式来保证现代化蓝图的“施工”步骤的实施，必定用权威来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
一行动。因而，压制批评言论和剥夺反对意见就必然成为常规的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这就必定使舆论
一律、精神贫乏和文化单调成为制度化的东西。即使是仁慈、开明的统治者，也很难听到对自己的大
政方针的不满的批判。而倘若缺乏这种舆论反馈的检验，同时没有公正的公民秘密投票反馈的检验，
统治权威就总是身处“莺歌燕舞”、颂歌盈耳的环境和状态中，自我感觉总是极佳。文章中特别引人
注意的是：“创造政治多元化的局面，达成有政策连续性的合理继承。”“”须用法律真正保障新闻
自由和舆论独立，使合法民主党派可独立办刊办报。”
对于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来说，《中国的危机与思考》无疑是全面的、深层次的理论武器，从《“
球籍”问题与危机意识》到《中国社会改革的合法性危机》，从《批判传统中国文化，树立人类现代
化社会公民文化的三大支柱——自由、科学与民主》到《对解除社会危机的一些思考》，学者们一一
举列了中国的文化、生态、土地制度、环境及人才、人口、教育等潜伏著的危机，
黎鸣这一时期的学术文章，无疑地都是充满了睿智与真知灼见，他在开篇中提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
开拓视野、战胜无知、启唤悲剧危机意识。他认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悲剧危机意识则在不断演进的西
方文明历史中逐渐焕发出伟大的理性之光——自由、科学与民主。“西方的知识分子始终提防并不断
为之苦思焦虑的是‘一只无形的手’。这只‘无形的手’其实就是宇宙的规律——自然进化规律、社
会发展规律、经济价值规律。”他认为：“在中国，几千年来实质上并不存在知识分子，即使有，在
中国大量堆积的史籍中，他们的名字也完成被帝王将相、官僚士宦们淹没了。”他认为：“为了中华
文明的现代化，中华民族能不能放下数千年古文明自负的重担，也仿照西方人重视社会整体的危机意
识呢？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社会思想家、科学家能不能斗胆从此也学会一点‘乌鸦’的叫唤呢？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报刊、出版物、大众传播媒介能不能把‘乌鸦’的叫唤广泛变成全民族的危机意
识呢？”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十六年来，再也看不到黎鸣先生那充满“危机感”的鲜明思想观点了，似乎中
国再没有“危机”了，被强权政治驯化成一付不折不扣的犬儒主义面孔出来。他转而去研究“人性”
与中国人为什么“愚蠢”去了，并大骂“西方哲学死”了。与陈奎德先生研究的《近代宪政的演化》
、《海耶克》等著作的博大精深与自由思想有著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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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危机与思考》

精彩短评

1、有该书的电子版本
2、: �
C915.2/2960
3、该书是我中学的时候在地摊上读到的，在那个时候给了我一种醍醐灌顶式的教育，从此决定了我
后来看世界的眼光，批判的眼光。
4、浓浓的八十年代反思风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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