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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謂我心憂》

作者简介

錢理群，一生裁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準備 ﹕1939年出生重慶，在南京讀小學、中學，
在北京大學親歷反右運動；中間十八年，在邊遠地區貴州安順小城中等專業學校教書，在社會底層經
歷了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與北京大學青年學生、同代友人一起，風風雨雨二十四
個春秋，並寫有《心靈的探尋》、《與魯迅相遇》、《周作人傳》、《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和哈
姆雷特的東移》、《1948 ﹕天地玄黃》、《拒絕遺忘 ﹕一九五七年學研究筆記》等研究周氏兄弟和現
代知識份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後五年，又回歸中學和貴州，關注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
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願者運動，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六十八年的生命，和兩個空間——
貴州與北京大學，一個群體——中國的年輕人，建立了血肉的聯繫，其主要聯結紐帶，則是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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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謂我心憂》

精彩短评

1、能把年末總結寫到如此水平，足見作者的原則之清晰且關注問題之宏觀及自我反省之持久，尊敬
這樣的為人態度。知識份子活到一定年紀，在對錯中搖擺的局勢經歷得多了，內心所堅持的原則的重
要性就顯露了出來，而且這種原則說到極致其實無人可論對錯，是一顆自由的心靈的選擇罷了。
2、对我来说，读钱老的书意味着解惑：他的文字，娓娓道来而毫不失之客观，情感充沛而毫不失于
逻辑理性，让你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如何看待”以及“应该坚守什么”。这本书里记录
的十年，也是我亲历但不晓其事的十年，感谢钱老，他用自己的经历、观察与思考，帮我弥补上认识
的空白。P.S.：读钱老的书也是对鲁迅及其思想的重新认识。不禁感慨，原来鲁迅作为思想家和革命
家的真正精华所在，是难见于教科书的！
3、知我者谓我心忧
4、在贵州安顺呆了大半年，却全然不见关于先生的痕迹
5、读了大约60% 只是有点枯燥
6、真相与内幕在作者自己的历史故事与反思中一一呈现。
7、钱老不愧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像这样跟自己说说话，很妙。
8、有点啰嗦其实。
9、读之 思之  辨之 
10、好书。钱理群这样的学者、思想者，注定是孤独的，但却是可敬的，中国需要有这样的声音。
11、钱老的书，顶
12、读完钱老振聋发聩的对中国的思考，我却决定继续犬儒下去
13、相信网络，什么书都看得到。文人气的确很足，过了这么多年，钱老期望还远着。就是有些段落
有些反反复复，今天看来还是特别有启发的。
14、钱老是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小孩，其真话却受到各方面的镇压。中国目前的环境竟然无法
容下像钱理群这样敢讲真话敢批评敢坚持自己的理想主义者，真是可悲！看到钱老说珍视具体个人高
于集体时，有种在茫茫大漠找到知音的感觉！
15、刚看了十页. 感觉时效性不彰, 思想性而言, 适合小青年不适合我这种中年; 不过我保证小青年才不
喜欢看这个. 在犹豫要不要弃.
16、看完后很想哭啊。
钱先生现实分析非常敏锐，但是对政治太绝望了，所以让读者也绝望。
我觉得他做的还不够好。
但是，没有别人做。
17、。
18、我觉得作者自视甚高，觉得作为知识分子就应该作为全社会的灯塔，给大家照明道路。
19、如果说豆瓣加一个“读不下去”的按钮，我一定会添加给这本书。我不是不赞同反抗，也不是不
支持思想自由，只是不欣赏喋喋不休的抱怨与条理不清的辩白。
20、对这种批判类的书，不想评价，是是非非，自有价值判断，留在心中就好
21、较为平庸的书。之前读过一些钱先生的文字，接触过他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观点。第一次接触他
的观点时，有所感悟，但他在这本书里把他的那几点“反思”重复了.....差不多有十遍，不免让人感到
啰嗦。该书精彩的部分应该就是对赵ZY主席和何方反思的综述了。其余的钱老自己的文字实在读不出
什么新意，有炒冷饭之感。不过，之所以钱老的十年反思大同小异，可能是体制十年间的变化太小而
造成的吧~
22、首先，看完这本书我深受感动。当时想到的是苏珊桑塔格，在阅读桑塔格最后一本随笔集《同时
》的时候，我就在想如今的中国是否还有如此敢于直言并且说得有理有据的知识分子，被钱老的赤诚
之心深深打动。其次，跟这本书一起看的还有安妮宝贝的《眠空》和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前者是
由对外界的思考自然而然的体验了其作为个人的性格，赤身，爽朗，忧国忧民，理想主义。后两本都
是由内向内的延伸。对我来说，似乎二者缺一不可。
23、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钱理群先生笔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不仅是在学术圈为
人类智慧的前进贡献力量，更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记录、反思、谏言。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不受意
识形态管控的。向钱老的自由思想致敬，也感谢这样的一本直击心灵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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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謂我心憂》

24、五星给《毛泽东时代。。。》
25、唉，知我者谓我心忧。
26、钱老的很多的思考和忧愁都是应该的，但是我觉得一个时间过程，正是有这些先驱带领我们前进
，慢慢的人民会变得聪慧和智慧。其实我感觉，大家的沉默，有麻木有沉落，也有卧薪有奋进。也许
当我可以做一些事的时候，我就可以做一些改变的事。只要人多了，就会有改变。如果不知变，自省
。落日之日不远矣。
27、不知我者谓我成何求
28、看的电子版。。都应该去看看吧
29、温和理性的看待当前的问题. 比较惊心的是十年前和现在, 这个国家并没进步到哪儿去...
30、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
31、初读感到言辞过于偏激愁闷，但越往下读越觉得作为真学者文人的气质，我们这一辈人从小的生
活环境导致现在我们的样子，比之前人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此书提醒自己时刻保持清醒与独立思考
，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
32、如果有人向你投以理解的目光，你会感到一种生命的暖意
33、民国知识分子的忧思
34、2005年之前的不敢苟同，之后觉得于我心有戚戚焉
35、断断续续读了三四年，今晚才最后看完。钱老师背叛着鲁迅的遗言（著作皆烧掉），也背叛着王
瑶的遗言（不要到处打听消息，少做无谓的分析，不要瞻前顾后，不受风吹草动的影响，沉下来，做
自己的学问！）。很多人质疑他做的不是学问，但老钱有此性情，又需要做什么学术。顺便说一句，
他的文字不似他的语言，越读心里越凉。尤其是把批判文章梳理成论文综述，少了鲁迅“立此存照”
的乐此不疲与兴味，多了年近古稀的失落与疲惫。
36、憂國憂民, 真知識份子也. 其中也剖析過去文革不敢講真話, 讓筆者自己很後悔, 如今不再重蹈覆轍, 
一定要講真話.讓人讀來心酸與認同. 
37、声嘶力竭的自恋，苦口婆心的批判。
38、花费一下午跳读完，更像是政论集。《我的回顾与反思》的那层窗户纸，终于在这里被捅破，有
不少历史的边角料。尤其是对王瑶的回忆。王瑶的遗言说的对，“不要到处打听消息，少做无谓的分
析，不要瞻前顾后，不受风吹草动的影响，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文人应该对政治保持适当的距
离。钱的这本书一般。
39、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40、耐着性子读完，必须承认有思想性有冷静的观察，但是文笔太矫情太做作太自恋⋯⋯读完以后非
常反感作者。
41、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42、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43、惭愧，看的只是电子版。钱先生骨子里真是个文人，别人讳莫如深的事情，他偏要这样明明白白
地、连带自己的满腹思绪一起说出来。起初并不习惯（可见自我阉割之深），越看越喜欢他的开放、
真诚和浪漫。“反抗一切奴性”，好难，钱先生却抵住枪林弹雨实践着。想起大一敬文讲堂里坐在入
口处的地板上，听他说着“沉潜十年”，只以为他因学术而受人敬重；原来是自己在政治生活里启蒙
太晚。
44、精辟得一塌糊涂，字字一针见血
45、激进偏颇，明灭断续。
46、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创造中国理论。
47、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再地宣称寄希望于独立的，具有现代民主意识与要求的中产阶级的出
现，以作为他们渴望的中国民主化的阶级基础，但这只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这样的中产阶级能否在
中国产生，党内资产阶级允不允许他们产生，即使产生了，在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能够产生多
大作用，都是十分可疑的。
48、民主社会主义的部分和赵紫阳对于经济/政治改革的思考十分发人深思。
49、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一遍
50、认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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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謂我心憂》

章节试读

1、《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70页

        我当然要批判恐怖主义：不仅是出于我的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人道主义立场，也是因为我不能认
同恐怖主义“为达到某种纯粹的理想，可以不择手段，甚至牺牲无辜平民的生命”的内在理念——在
我看来，这也是毛（泽东）主义与一切极端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共同特点，在二十世纪曾给中国和世
界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样的历史是绝不能重演的。但我绝不能因为谴责恐怖主义者对美国平民的残杀
，而将美国视为“人类文明与正义的化身”，进而为美国霸权主义辩护并为之大开方便之门。

2、《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2页

        在某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制度在经历了 
自己的种种危机之后，之所以还保持了某种生命活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过它们国内的 
许多社会主义者（包括许多共产党人）的顽强斗争，在某些方面吸取了社会主义理想中的积 
极因素，从而获得了某种自我调节的功能；

这....

3、《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回顧2006年

        應該警惕的是，在以“底層”的名義對“精英”的譴責、討伐中，充滿著道德的優越感；在這背
後，正是隱含著在文革中十分盛行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的理念。

4、《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75页

        当今的中国，对中国公民权力的剥夺是全面的，比如，中国的工人、农民至今事实上没有成立自
己的独立组织——工会与农会的权利，所谓的在党绝对领导下的工会是服从党的意志的，根本不可能
真正维护工人的利益。他们也事实上没有罢工、游行，甚至上访的权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任何保
护自己的能力，只能任人宰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确实是国际资本投资的最好场所：不但拥有大量
的廉价劳动力，而且没有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制约（这在全世界是罕见的），他们只要贿赂了中国
的官员，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残酷剥削中国工人。外国资本家在自己本国内绝不敢施行的野蛮管理却可
以在中国畅行无阻，这真是中国的耻辱。中国共产党当年是依靠组织工人、农民运动起家的，而现在
他们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严禁工人、农民运动，主动地为国内外资本家的超经济剥削扫清道路，在
我看来：这正是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变质，党内资产阶级的买办性。

5、《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86页

        不追求纯粹，絕對统一，而追求多元，宽容，协商，談判，對話，妥协，求同存異。⋯⋯

這裹包含着幾個要點。

一是承認“不同利益群體”的存在，不迴避它們之間的利益衝突，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矛盾，因此，
各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思想鬥爭，有時甚至可以達到相當尖銳的程度，而且弱勢群體常在這樣的博
弈、鬥爭中處於相對不利的地位：這都是必須正視的當下中國社會的客觀現實，絕不能用抽象的“和
諧”來掩蓋或淡化這样的事實，“和谐”绝不是否認矛盾、冲突，而恰恰是以承認存在“不和谐”為
前提的。

其二，因此，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必须创造不同利益集團之間能够進行公平博弈，維護社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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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條件。其最重要的是兩條：要保證每一個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組織，自己獨立的表達，平等地參
與博弈規則的制定的權利，而絕不能像“Three Represents”理論所宣稱並實行的那樣，由某個組織（
例如CCP）來“代表”所謂全體人民的利益，那樣“代表”的結果只能是維護强勢群體，既得利益集
團的利益；另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是國家和政府必須站在各利益群體之上，並且通過一定的公共政
策，一方面保證各個利益群體（包括强勢群體）自由競争的權利，同時對弱勢群體給以保護和扶持，
以維護社會公正。

其三，必須承認各利益群體在存在利益矛盾的同時，也還有利益的共同點，並不是非此即彼，决然對
立，而我們過去正是用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人為地激化矛盾衝突。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各利益群體這樣的矛盾、衝突，絕不能用“你死我活”、“一個吃掉（消滅
）一個”、“不斷進行財產再分配”的所謂“階級鬥爭”邏輯，“不斷革命”的邏輯來解决，而只能
在憲法、法律的範圍內，用談判、協商、妥協的方式來解决。過去我們為這樣的不斷在各種利益群體
之間煽動仇恨、相互殘殺的階級鬥爭、不斷革命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結果是大傷民族元氣，這
樣的歷史應該結束了。

6、《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回顧2003年

        而這也正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者所要竭力遮蔽的：中國的大學已經或正在形成了一個“以權力作支
持和保護的，試圖佔盡大學資源（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經濟諸方面）的既得利益集團”；
而在這樣的新的大學權力結構中，教師，特別是青年教師，已經成為大學裡的弱勢群體：不僅是經濟
的相對貧困，更是權利的貧困。這就是我在文章中所指出的，“實際上現在高校裡的普通教師是既無
地位也無權利的，更沒有維護自己權利與利益的組織，工會的職責被縮小為每年舉辦一兩次聯誼活動
，所謂‘職工代表大會’最多也只是起一點咨詢的作用。”

7、《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79页

        本來，一個政黨要改變自己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從而改變性質，只要通過黨內民主的形式，
得到它的大多數黨員的認可，也無不可。但CCP卻要竭力掩飾這一點，宣稱只是要“擴大階級基礎與
群眾基礎”，使自己成為“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全民黨”。

這首先自然是一種瞞和騙：因為只要是政黨，它就從來是代表某一特定的階級、階層的利益的，越是
說“代表全民”，就越表明自己是“少數人的代表”，這已經是為歷史與現實所一再證明了的事實。
本來，在一個正常的現代民主社會裹，任何一個利益群體都應該有代表自己的利益的政黨或組織（商
會，工會，農會，等等），因此，中國的富人，精英要有自己的政黨，以更好地體現與代表自己的利
益，本屬正常；但同時應該允許社會其他階層也有享有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與組織的權力。
“Three Represents”理論卻跑出來說：不，我宣佈自己是一個“全民黨”，我就已經代表了全體人民
的利益，當然包括了工人、農民以及中下層人民的利益，因此，也就沒有必要、也不允許成立在黨的
控制之外的任何政黨與組織。這樣，CCP一方面自己剝下了代表工人、農民與中下層的外衣，公開變
成富人黨，精英黨，同時又不允許工人、農民為主體的中下層人民成立自己的政黨與組織，以維護自
己的利益：它所要維護與强化的仍是一黨專制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體制──在我看來，這正是
“Three Represents”理論的另一個要害所在。

社會民主黨的基本主張就是“政治的民主與經濟的平等”，一般來說，是代表了中下層人民的利益的
；而如上所分析，CCP的轉向，恰恰是這些年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的兩極分化發展的必然結果，其
目的就是要將這兩個結果進一步合法化。而在關於“Three Represents”理論的疲勞轟炸式的宣傳中，
更是有意地顧左右而言他：明明最大的“理論創新”是改變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和勞動價值學說，向資
本家敞開大門，以進而改變黨的階級基礎，卻避開這一要害與要點，大談不着邊際的空話，套話，廢
話，甚至有意將“Three Represents”理論庸俗化，鼓吹作好各行各業的具體工作就是貫徹、體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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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Represents”的理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們不去關注其實質內容，以便瞞天過海。同
時，製造“全黨全國一致擁護”的假像，形成輿論一律，虛張聲勢，以壓制不同意見。這當然是表現
了一種理論上的虛弱性與缺乏自信，但其欺騙性也不可低估。

8、《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52页

        文章说：“钱理群、王晓明、汪晖都是吃过‘鲁迅饭’的，他们没有学到鲁迅的真本事，却养成
了一身恶习：三天不把胸脯拍得咚咚响，关心一下世道人心，慷慨陈词一番，体温就会上升，肺活量
就会萎缩，浑身的生态平衡就会破坏，纯粹是害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癫痫病’。⋯⋯”
中国自古文人相轻，书中类似批评老钱的段子很多，看得我都笑死！人才啊！

9、《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2005小結

        這一次卻難以“義不反顧”：因為我作為局外人自然可以自動闖入又毅然退出，但那些第一線的
中學老師（其中也不乏理想主義者）卻只能困守、堅守，而不能如我這樣一走了之。因此我這一次的
退出，是心懷內疚的。於是我決定“藕斷絲連”：繼續為第一線的老師吶喊，為他們編寫一些教學參
考材料，以聊助一臂之力，使堅守者不致於寂寞，而我自己就不再在第一線了。而我的教學生涯結束
在中學，而不是大學講台，這本身即是顯示了我的教育理念與理想的：我始終認為，中小學教育、基
礎教育在整個教育體系中應該具有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小學教師應該受到更大的尊重。不管別人怎麼
看，我的自我體認中，“中學老師”的稱號是比“大學教授”更讓我動心動情的。

10、《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28页

        其一，“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
其二，“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
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以外，中
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制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
、限制乃至取消许多弱势者谈判权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
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
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的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取'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
国家瞠乎其后”。
其三，“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以后，中国不像其他转轨国家受到'民主分家麻烦，福利国家包袱多，
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
，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靠铁
腕压住自己内部矛盾而维持'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增加：大量的资本流出、商
品流入和产业结构变化使发达国家百年来形成的劳资力量平衡趋于瓦解，民主国家（不仅英美，连印
度这种发展中民主国家亦然）的资本对本国的工会、农会惹不起躲得起，他们在中国式的'专制市场经
济'国家找到了既无工会又无农会、没有讨厌的环保组织挑剔、只要搞定了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
连税都可以免掉的投资乐园。同时依靠低人权优势，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涌入各国，排挤了当地相应产
业。如此一进一出，使各国劳工谈判实力面临崩溃，工会衰落，福利萎缩，移民、就业和公共财政陷
入困境，不仅使福利国家无法应对这种局面，自由市场国家也因无法与'血汗工厂'竞争而难以为继。
这就是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

11、《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60页

        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里，谈到邓小平的三大观点：一是“只要把经济搞上去，把人民的生
活搞好，提高了，其他一切都好办，什么矛盾也可以化解”，“至于是何种所有制”，“发展经济采
取什么手段”，“都无所谓”；二是“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必须实行政治集中，
加强党的领导”；三是“不搞争论”，争论只会“耽误了时间，什么也搞不起来”（《谈话，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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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赵紫阳说，邓小平“两手都是硬的”：“在政治上坚决走的路是党的领导权要高度集中，决
不能分权，这一点是丝毫不能改变，也绝不能动摇的”；“在经济上可以搞西方市场经济那一套，大
力去进行改革开放，这一点也同样是不能改变、不能动摇的”（《谈话》100页）。

12、《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3页

        很多人都是因为认定×功理论的谬误，而参与或容忍揭批运动的。对李×所宣扬的诸如世界末日
之类的反科学的谬论。。。。。。是有意义的，但这只能限于思想斗争的范围，而绝不能借助政治的
力量，特別是武力来解决思想意识的问题，这是一条线，是绝对不能超越的。

13、《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32页

        1899年的太监：“老佛爷还好吗？”
回答：“好极了，永远活在中国的电视剧里呢。”

1919年的新青年：“列强再也不敢侵略我们了吧？”
回答：“早没有列强啦，只有WTO了。”

1949年的江姐：“劳苦大众都过上好日子了？”
回答：“他们更老劳苦了。”

1949年自杀的国军军官：“国民党就这么完了？”
回答：“没有，坚持到1998年李登辉上台才完的。”

1959年累死的农民：”现在大炼钢铁吗？“
回答：”不用大炼咱们现在也是世界第一啦，因为别人爬污染，都不炼了。“

1959年累死的知青：”你们都回城了吧？“
回答：”是啊，可是又都下岗啦。“

1979年对越反击战的士兵：”你们还记得我吗？“
回答：”你是企业家，还是明星啊？“

1995年自杀的股民：”股市该涨了吧？“
回答：”跌了十年了，每天都是历史最低点啊。“

高玉宝：”现在的孩子都能读得起书了吧！“
回答：”更他娘的读不起了。“

黄继光：”朝鲜人民过上幸福日子了吗？“
回答：”幸福得被日着呢。“

光绪皇帝：”朕的新政可以施行了吧？“
回答：”上世纪八十年代终于施行了。“

14、《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31页

        我们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批判的、革命的学说。当人们处于被压抑的地位时，
是从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性、革命性中获取精神力量的。而当人们依靠革命获取了政权，马克思主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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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统治者的思想时，就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马克思学说的怀疑、批判精神是否
适用于自身？在现实生活中这不是一个学理的问题，而是与利益直接关联：既得利益者从现存秩序的
绝对稳定的需要出发，对此作出了完全否定的回答，这就在实际上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最终的绝对
真理性，而如恩格斯所说，这样的最终的绝对真理性正是马克思的辩证哲学所要竭力推翻的——事实
正是这样：当人们试图阉割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时，就开始了对它的背离。从表面上看，人
们似乎也在谈论：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我的批判者也是这样来反驳我的），但有权对马克思主义做
出发展的仅是少数领袖人物，这是一种垄断权力，即我可以质疑，修正，不管正确与否，都是发展；
你（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以至普通党员）如有质疑，批判，不管是否有理，都是反马克思主义。这
样的解释权于所谓发展权的垄断，不仅具有强烈的专制主义气息，而且也为将马克思学说实用主义化
大开方便之门，这就在阉割马克思学说的革命性的同时，也阉割了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
实际上已经从一种科学学说变成统治工具，由此开始了它的悲剧命运。

15、《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3页

        正像《雜文報》上的一篇文章所說：“如果說人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但沒有發表壞言論的權
利，就會在邏輯上留下一個漏洞：誰來裁定言論的好壞？即使有一個可以裁定言論好壞的權威機構，
又有誰來保障這個機構不會以懲治壞言論的名義而懲治好言論？就像如不能保證一切人的尊嚴，也根
本無法保證好人的尊嚴一樣。文革中所有駭人聽聞的暴行不都是假借‘整壞人’之名而行的嗎？而言
論自由的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防止權力的絕對化，你可以其他方式（按，在我看來，就是要用正確的
思想鬥爭的方式）限制‘壞言論’的存在與傳播，卻不能用法律這一强制機器取消它，否則，就有可
能取消自己”（張寧：《意願和理性》）。

16、《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34页

        刘青山和张子善：”现在还杀贪官吗？ “
 回答：”基本不杀，出于人权考虑，都把他们赶美国去了。“

 彭德怀：”现在开会还有人讲真话吗？ “
 回答：” 有啊，他们把假话说得比真的还真呢！“

 黄世仁:”现在还有人敢跟我讨债吗? “
 回答:”谁还敢啊,去年一个老头揣着个暖水袋去要债, 被我英勇的阻击手当作揣的炸药给直接就地枪毙
了。“

 毛岸英问：”他奶奶的,炸我那颗炸弹是谁扔的？害得我接不了班！ “
 金正日答：”谁扔的不知道，反正我是接班了。“ 

17、《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8页

        當有年長與年輕的朋友把我視為什麼“代表”，表示對我寄以“厚望”時，我總感到惶恐不安。
權勢者已經把我當作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因此必除之而後快；如果另一種力量又將我視為“
代表”，因而必要“保衛”之，那我自己獨立的個體生命將置於何地呢？我早就說過：“期待本身對
我所追求的個體精神自由也是一種侵犯。我真的經常這樣想：我就是我，我是為自己而說話的，為什
麼要成為某種‘代言人’，說人們希望我說的話呢？我之所以對自己越來越成為‘公眾人物’感到不
安，煩躁，就是日益感到了失去自我的自由的危險。”

18、《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19页

        我提出，首先要“真正將西藏的普通民眾的生命看作是‘我們’的生命的有機組成，因而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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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就是我們的痛苦，他們的不滿就要引起我們的深刻反省”——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我們正在把西藏
民眾、信徒，知識份子對西藏歷史和現狀的不滿，疑懼，都看作是“藏獨”的表現而加以强力的打擊
，從而進一步加强了不滿和疑懼，這樣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才是真正危險的。

其次還要“樹立真正的生命平等的觀念，對和我們有着不同信仰，價值，不同幸福觀的藏族百姓的生
命保持尊重”，“不僅要關心藏民的物資生活，更要體察，尊重他們更為看重的內心的尊嚴和自由，
不要做任何傷害他們心靈的事情”，而我們現在正在用“經濟决定論”的邏輯來處理西藏問題，以為
随着西藏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提高，西藏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這樣的“經濟决定論”在內地已
經失效，卻要搬弄到更注重精神幸福的西藏，很可能是適得其反。而我們明明知道達賴在普通藏民心
目中的神聖地位，卻偏要將達賴妖魔化，並且强迫藏民和他劃清界限，這樣的粗暴所造成的心靈創傷
，是很難癒合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使西藏普通民眾、信徒“真正成為西藏改革的主人與受益者，維護他們的
生命主體性”。在我看來，發生在2008 年的西藏騷亂，儘管存在着歷史的，民族的原因，但或許有着
更深刻的現實社會的原因。問題正在於我們在西藏的改革與發展中，根本不尊重、不考慮西藏老百姓
的主體地位，而一廂情願地將內地漢族地區的所謂現代化發展模式，主要是工業化的建設模式，權貴
資本的市場經濟，不加反思地移植到西藏，“同時也就將弊端移植到西藏，諸如兩極分化，權力和商
業腐敗，生態破壞，拜金主義，競爭中的不平等，等等，於是就出現了‘西藏的改革開放受益者究竟
是誰’的問題，不能成為主要受益者，這大概就是引起西藏底層百姓的不滿的主要原因”。這次西藏
的骚亂，主要目標都是漢人、回民的商店，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因此，這次西藏的騷亂與2008 年內地
發生的群發事件是有着內在的相通的，只不過在內地表現為社會問題，而在西藏這樣的民族地區，就
變成一個民族問題。

19、《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回顧2003年

        在我看來，大學的功能包括“保守性”與“革命性”的兩個方面，它擔負著“思想、文化、知識
的積澱與傳承，精神的傳遞與堅守”和“對社會發展的既定形態、已有文化、知識體系，以至人類自
身進行不斷地質疑與批判，創造新文化、新思想、新學術”的雙重任務，真正第一流的中國大學應該
成為民族和國家文化結構中的“文化、精神的堡壘與聖地”和“新思想、新文化的發源地”。

20、《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33页

        孙中山：”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国方略成功了吗？“
回答：”没人敢搞了。“

五四青年：”民主和科学来到中国了吗？“
回答：”来了，没人要，又走了。“

刘少奇：”现在宪法应该保护合法公民了吧？“
回答：”连你都保不住，他妈的还能保护税？“

被宝马撞死的农妇：”那个恶女人法办了没有？“
回答：”没，人家早回家了。“

邓大人：”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吧？“
回答：”有几个，可是太少，⋯⋯而且另一部分人可倒血霉了。“

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我们战友还好吗？“
回答：”都到论坛做粪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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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三毛：“现在还有人流浪吗？”
回答：”早没了，因为改叫盲流了。“

八国联军指挥官西摩尔：”现在还有义和团吗？“
回答：”没有了，他们都改为哈美、哈日了。“

孙志刚：”暂住证取消了吧？“
回答：”取消了，不过北京已经准备封城了“

1949年的妓女：“还有人做这种连狗都不如的卖身女吗？”
回答：”靠，都是自愿做的，而且都叫都小姐和二奶了。“

刘胡兰：”地主现在早已经消灭干净了吧？“
回答：”哟，现在地主都入党了。“

雷峰：”我死后，经常听到“千万个雷峰在成长”的歌声，那么现在一定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吧？
“
回答：”没有了，雷峰早已经是傻B的代名词了，哈哈。“

座山雕：“还有土匪抢老百姓吗？” 
回答：”真他妈的土老冒，一点也不与时俱进， 这年月弟兄们最惨的也混进‘城管’啦，混的好的局
子里多地是。“

1952年志愿军战士：“把美国鬼子打跑了吗？” 
（县长）回答：“胡说，放屁！！！那是外商，请还请不来呢!”

21、《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9页

        这一段打下来应该会被删掉，还是截图吧。

22、《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54页

        附錄一 網上文章，民間黑色幽默：陰間來電
（2005年3月3日）

1899年的太監：＂老佛爺還好嗎？＂
回答：＂好極了，永遠活在中國的電視劇裡呢。＂

1919年的新青年：＂列強再也不敢侵略我們了吧？＂
回答：＂早沒有列強了啦，只有WTO了。＂

1949年的江姐：＂勞苦大眾都過上好日子了？＂
回答：＂他們更勞苦了。＂

1949年自殺的軍官：＂國民黨就這麼完了？＂
回答：＂沒有，堅持到1998年李登輝上台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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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累死的農民：＂還在大煉鋼鐵嗎？＂
回答：＂不用大煉咱們現在也是世界第一啦，因為別人怕污染，都不煉了。＂

1969年累死的知青：＂你們都回城了吧？＂
回答：＂是啊，可是又都下崗啦。＂

1979年對越反擊戰的士兵：＂你們還記得我嗎？＂
回答：＂你是企業家，還是明星啊？＂

1995年自殺的股民：＂股市該漲了吧？＂
回答：＂跌了十年了，每天都是歷史最低點啊。＂

高玉寶：＂現在的孩子都能讀得起書了吧！＂
回答：＂更他娘的讀不起了。＂

黃繼光：＂朝鮮人民過上幸福日子了嗎？＂
回答：＂幸福得被日著呢。＂

光緒皇帝：＂朕的新政可以施行了吧？＂
回答：＂上世紀八十年代終於施行了。＂

孫中山：＂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國方略成功了嗎？＂
回答：＂沒人敢搞了。＂

五四青年：＂民主和科學來到中國了嗎？＂
回答：＂來了，沒人要，又走了。＂

劉少奇：＂現在憲法應該保護合法公民了吧？＂
回答：＂連你都保不住，他媽的還能保護誰？＂

被寶馬撞死的農婦：＂那個惡女人法辦了沒有？＂
回答：＂沒，人家早回家了。＂

鄧大人：＂一部份人已經先富起來了吧？＂
回答：＂有幾個，可是太少，...而且另一部份人可倒血黴了。＂

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我們戰友還好嗎？＂
回答：＂都到論壇做糞青了。＂

1948年的三毛：＂現在還有人流浪嗎？＂
回答：＂早沒了，因為改叫盲流啦。＂

八國聯軍指揮官西摩爾：＂現在還有義和團嗎？＂
回答：＂沒有了，他們都改成哈美、哈日了。＂

孫志剛：＂暫住證取消了嗎？＂
回答：＂取消了，不過北京準備封城了。＂

1949年的妓女：＂還有人做這種連狗都不如的賣身女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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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都是自願做的，而且都叫小姐和二奶了。＂

劉胡蘭：＂地主現在都已經消滅乾淨了吧？＂
回答：＂喲，現在地主都入黨了。＂

雷鋒：＂我死後，經常聽到'千萬個雷鋒在成長'的歌聲，那麼現在一定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了吧？＂
回答：＂沒有了，雷鋒早已時傻B的代名詞了，哈哈。＂

座山雕：＂還有土匪搶老百姓嗎？＂
回答：＂真他媽的老土冒，一點不與時俱進，這年月兄弟們最慘的也是混進'城管'了，混得好的局子
裏多得是。＂

1952年的志願軍戰士：＂把美國鬼子趕跑了嗎？＂
（縣長）回答：＂胡說，放屁！！那是外商，請還請不來呢！＂

劉青山、張子善：＂現在還殺貪官嗎？＂
回答：＂基本不殺，出於人權考慮，都被他們趕美國去了。＂

彭德懷：＂現在開會還有人講真話嗎？＂
回答：＂有啊，他們把假話說得比真的還真呢。＂

黃世仁：＂現在還有人敢和我討債嗎？＂
回答：＂誰還敢啊，去年一個老頭揣著暖水袋去要債，被我英勇的狙擊手當作揣的炸藥給直接就地槍
斃了。＂

毛岸英：＂他奶奶的，炸我那顆炸彈是誰扔的？害得我接不了班。＂
金正日回答：＂誰扔的不知道，反正我是接班了。＂

23、《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91页

        重点在觉醒，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真正读过了解过再去赞同或批判。我在
很多的场合都说过，我们是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毛泽东的著作，以及鲁迅的著作长大的。而无
可回避的事实是，开始时我们的阅读是被规范化的，因而不免是盲目的。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读讲解马
克思主义与鲁迅的小册子，现在就看得很清楚，其中有许多私货，灌输给我们的有不少是“假马克思
主义”与“假鲁迅”的东西。真正由“要我读”变成“我要读”是在文革的后期。在我们从精神的迷
狂中醒来，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的时候，卖出的第一步就是甩开各种各样的
小册子，直接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与鲁迅的原著。于是，我们在将生命一并投入的如饥似渴的阅读和
独立思考中发现了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与鲁迅。

24、《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68页

        ...但却只能坚持自己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制度”的基本立场，同时又明知这样的否定立场背后
的理想的彼岸性，又确实提不出在现实操作层面上的建设性的可行的主张，这就陷入了深刻的困惑与
无奈之中。

25、《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76页

        赵紫阳、何方在反思历史与现实时，都引述了邓小平的“一句老实话”：“社会主义是什么，马
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自述》，750页）。对于这些笃信马克思主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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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老共产党员，看清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承认这一点，又是有些尴尬的。但这确实
是事实，而且这正是历史与现实的迷误的原因所在。

1.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何方在讨论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这大概是能代表这些老共产党人经过反思以后所达到
的共识的：一是“马克思主义掀起了人类历史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放诸四海
而皆准的真理’“，”它只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流派，既不是处在高于其他流派和垄断整个意识
形态的地位，更不能使其政治化，成为人人必须坚持信奉和服从膜拜，而不能怀疑、讨论，批判和扬
弃的教义“（《自述，753页，754页，755-756页）。

26、《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8页

        首先我没有起码的知情权与言论自由，我的独立思考、判断与自由交流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这样的舆论严控，既表现出一种虚弱与缺乏自信，并且总是以一定程度上的失控作为补充；但
同时在相当的范围内也是有效的，特别是它得到了刚刚挤入利益集团的新贵（即所谓成功人士与前途
无量者）的支持，而新贵比之老官僚在识别与消灭异端上是远为敏感与狠毒的。但作为现实生活中的
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当我的思想通过各种途径公之于众，它就必然要符合或触犯某些人或集团的利
益，从而引起各种反应：或赞成，甚至寄以某种期待；或反对，甚至加以迫害。这都会形成对我的伤
害：迫害自不消说，期待本身对我所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也是一种侵犯。

27、《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35页

        本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水平，已經將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提到了歷史發展的議程上。
或者說，現在解决長期困擾中國人民的極權體制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甚至具有了某種迫切性：再拖
下去，就會嚴重制約經濟的發展，影響整個民族未來的發展。儘管屆於歷史的經驗教訓，人們期待這
是一個和平的，漸變的過程，但無論如何，必須有一個開始。這就是這些年我一直强調“開始要早，
步子要慢”的意思：我擔心的是，客觀條件尚可的時候，由於主觀的利益蒙蔽，死死地頂住不改；矛
盾逐漸積累，日趨激化，到了局面難以控制的情況下，或孤注一擲，以武力解决，或驚惶失措，一夜
之間，驟然突變，那就必然造成社會的動盪，給整個民族帶來新的災難。而現在權勢者卻通過對部份
知識份子的封殺與批判，向世人傳遞出一個信息：他們將繼續推行新權威主義，在經濟上相對開放，
而在政治與思想領域採取更為保守的態度：拒絕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任何實質上的開始，並强化思想
的控制，以維持極權統治的穩定為最高目的。這樣的信息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發出，自然是有一種
格外的嚴重性的：它給二十一世紀中國與世界的發展蒙上了陰影，預示着中國人民要實現建立民主、
自由、平等、富强的現代國家的理想，還要準備走一條比預期的遠要曲折與漫長的道路。

28、《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30页

        不可否認與迴避的，還有恐懼感，時時襲來的恐懼感。我任何時候也不會忘記那一個晚上：在批
判的風暴達于最高峰時，我與老伴不能不坐在一起討論可能會發生什麽，我們將如何應對。說著說著
，我突然停下來，也制止老伴說下去，我低聲問道：“我們這間客廳會不會被安上竊聽器？⋯⋯”說
到這裏，我和老伴的臉都白了，心也狂跳不止。這樣的恐懼的突然襲擊以前也曾爆發過一次：一天，
我正上著課，突然瞥見一個不像學生，神態異樣的人坐在那裏，立刻閃過一個念頭：這是安全部的特
務！就在這刹那間，腦子突然出現一片真空，處於無語狀態⋯⋯這樣的恐懼，顯然不是知識份子過於
敏感與膽怯：在集權體制下，對被最高權力者認定的思想異己者，從來都是不僅要實現精神控制，更
要動用專政手段進行監控的。至於採用什麽手段，則因人因事因時而定；因此，我的安上竊聽器的恐
懼，可能是事實，也可能僅是我的幻覺、想像。而這種幻覺與想像也正是權勢者所追求的：他們正是
要通過這樣的真實的和想像的恐懼，來懲罰與制服不馴服的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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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47页

        这里最需要警惕的是网路表达中的非理性与不负责任，以及由此形成的集体语言暴力，即所谓“
网民专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实生活中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和剥夺的一种报复。很多人都注意
到，网上的许多讨论都成为一种情绪的“发泄”，很难有理性的建设性的探讨，这显然和现实生活中
的压抑，无奈，而且缺乏发泄渠道有关，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许多网民都有“泼妇骂街”的强烈欲望
。在这样的欲望下，是不会关心事情的真相与是非的。在这回“北大博导赚黑钱”的炒作中，我就发
现，许多人并不关心事件中的具体的人（例如我）是否真的赚了“黑钱”，而是借此机会发泄一下长
期积压的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赚黑钱”现象的不满。
这样，某种程度上，网民在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的同时，也暴露了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暴露了国
民性的某些弱点。比如中国人喜欢“窝里斗”，有强烈的“站队”意识，于是，在网上就出现了所谓
“粉丝”群队，他们对明辨是非不感兴趣，而只关心自己“站在哪一边”。

30、《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4页

        实际存在的是国际垄断资本与国内垄断资本之间的伙伴关系。尽管伙伴之间也会有矛盾；而且一
旦发生矛盾，国际垄断资本总要打出人权牌，举起民主、自由的旗帜，国内垄断资本则照例要打主权
牌，举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帜。其实他们谁也不真正关注中国老百姓的人权与主权、民主、自
由、爱国云云，都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时需要喊喊的口号，今天信誓旦旦地喊着，又随时可以弃之如敝
履，另换一个的。而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有些知识分子却偏偏愿意相信这一切，这实在可悲。他们
似乎忘记了一个常识：人权与主权只能靠自己去争取，而绝不能仰仗他者（政府当局或外国“友邦”
）的恩赐：仰仗本身就是去了自主权。
-----------------
血的历史告诉我们：纯洁而美好的理想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血腥的专制主义的

31、《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4页

        曾經有人對中國老百姓許諾：二十一世紀中國將與美國、歐洲、俄國世界各大國建立戰略夥伴關
係，建立共同繁榮的“世紀一體化大家庭”。——不只是“友邦”，而且是“夥伴”；不只是“大東
亞共榮”，而且是“全球共榮”。
這將是何等美妙的“世界新秩序”，是超越了二十世紀所有的政治家想像力的超級夢。仿佛“世界大
同”的理想真的要在新一代領袖手裡實現了。
可惜只是一個夢。
美國與歐盟幾顆炸彈就震得粉碎。
於是，“戰略夥伴”變成了“帝國主義元兇”；領袖又要高舉“世界和平與正義”的旗幟，仿佛要向
“帝國主義侵略者”宣戰了。——這自然不過是一種姿態。
到了年末，這一切都成了誤會：一方是“誤扔炸彈”，一方是“誤扔石塊”，各作一點象徵性賠償，
握手言歡——儼然又是“戰略夥伴”了。
超級夢變成了超級表演，超級遊戲。只可憐那些自願的示威者，天真的大學生們，他們的真誠的愛國
激情被無情地利用，又被無情地拋棄與出賣了。——而另一些奉命的示威者，並不天真的大學生則不
在內：他們的愛過激情本就是一種奉命表演，何況早已經得到了充當帶頭羊的酬勞。
但旁觀者卻透過這場雙簧戲看清楚了：所謂“世界一體化的新秩序”所奉行的仍然是強權政治、壟斷
經濟的邏輯，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與互助；所謂“夥伴”嗦關注的是自己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擴張
利益：馬克思早就說過，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里，含情脈脈的愛早已經被利益的冰水淹沒了。
應該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本性就是如此，從來就是如此，只是中國的統治者總要把他們打扮
成“友邦”或者“夥伴”——這自然也是出於統治者自己的利益需要。
但對於老百姓來說，這樣的粉飾與大阪，就成了欺騙：所謂超級夢其實就是超級欺騙。
我是不懂政治的，也不願意去懂，更沒有閒情常常去談論。但是作為滄海之一粟的屁民，我覺得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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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真真是太好了。

32、《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4页

        实际存在的是国际垄断资本与国内垄断资本之间的伙伴关系。尽管伙伴之间也会有矛盾；而且一
旦发生矛盾，国际垄断资本总要打出人权牌，举起民主、自由的旗帜，国内垄断资本则照例要打主权
牌，举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帜。其实他们谁也不真正关注中国老百姓的人权与主权、民主、自
由、爱国云云，都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时需要喊喊的口号，今天信誓旦旦地喊着，又随时可以弃之如敝
履，另换一个的。而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有些知识分子却偏偏愿意相信这一切，这实在可悲。他们
似乎忘记了一个常识：人权与主权只能靠自己去争取，而绝不能仰仗他者（政府当局或外国“友邦”
）的恩赐：仰仗本身就是去了自主权。

33、《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2005小结

        “表面上堅持馬克思主義 （還不斷 ‘發展馬克思主義' ） ， 而以實利主義與享樂主義 （消

費主義） 為其實質性內容： 這表裹兩方面構成了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特點。 表面上

的堅持， 對維護統治的合法性與正統性是絕對必要的， 它一方面具有封殺獨立知識份子， 將

任何對歷史與現行體制的批判扼殺在萌芽狀態中的功能； 另一方面對普通民眾則是一種思想

的愚弄與控制。 作為這樣的新愚民政策的反撥， 出於對政治與宣傳的極端不信任， 既造成了

民眾普遍的政治冷漠症， 又導致了政治的遊戲化： 從最高當權者到普通中、 小學生都習慣於

說大話、 空話、 假話， 形成全民的演戲， 而且自有遊戲規則： 所有的人都心照不宣地說假話，

騙人也心甘情願地被人騙，偶有說真話者，就要因破壞遊戲規則而被視為‘人民公敵' ，而

這一切恰恰是統治者維護穩定所需要的。 這真是一個沒有思想， 沒有理論， 也沒有信仰的時

代， 填補這全民信仰的真空狀態的， 只能是實利主義、 消費主義， 而這正是主流意識形態要

通過對傳媒的控制與利用， 通過與大眾文化的合謀， 推銷給普通民眾的。 ⋯⋯正是這樣的世

紀末的狂歡， 淹沒了被壓迫與被侮辱者痛苦的呻吟聲， 也淹沒了清醒的獨立的批判的聲音” 。

34、《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67页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政治，经济，管理，技术精英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一党专政”的改
革开放模式。

35、《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80页

        赵紫阳还有一个分析，也很重要：”西方的政治哲学与东方的政治哲学不一样，西方伦理是建筑
在人无完人、人‘性恶’方面，必须实行制衡，所谓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强调法制，予以制约。
东方伦理是建筑在人可以是完人、人性‘善’的一面，所谓人皆可为尧舜，寄托于圣人、清官来治理
”（《谈话》，154页）：这大概是“领袖（圣人，清官）专政”易被中国老百姓，以至知识分子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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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更为内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因所在吧。

36、《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226页

        這樣的發展模式必然產生秦暉所说的“尺蠖效應”：“‘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
’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進。‘左’时政府擴權卻不可問責，‘右’时政府卸責卻不願限權。‘左
’起來侵犯平民私產而公共财富卻未必保障，‘右’起來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却未必受保護
。政策趨‘左’時則壓縮個人自由卻並不開放公共參與，趨‘右’則抑制民主參與卻同時限制自由競
爭。‘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無論是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
些强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
。——應該說，這是對當下中國式的改革狀況的一個非常準確的描述與概括。問題是，這樣就“必然
使得社會矛盾在一放一收尺蠖式進程中日益發展和積累”。於是，就出現了“經濟發展與內部外部矛
盾同步持續深化”的现象。

37、《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32页

        1899 年的太監：“老佛爺還好嗎？”
回答：“好極了，永遠活在中國的電視劇裹呢。”

1919 年的新青年：“列强再也不敢侵略我們了吧？”
回答：“早沒有列强了啦，只有WT0 了。”

1949 年的江姐：“勞苦大眾都過上好日子了？”
回答：“他們更勞苦了。”

1949 年自殺的國軍軍官：“國民黨就這麼完了？”
回答：“沒有，堅持到1998 年李登輝上台才完的。”

1959 年累死的農民：“還在大煉鋼鐵嗎？”
回答：“不用大煉咱們現在也是世界第一啦，因為别人怕污染，都不煉了。”

1969 年累死的知青：“你們都回城了吧？”
回答：“是啊，可是又都下崗啦。”

1979 年對越反擊戰的士兵：“你們還記得我嗎？”
回答：“你是企業家，還是明星啊？”

1995 年自殺的股民：“股市該漲了吧？”
回答：“跌了十年了，每天都是歷史最低點啊。”

高玉寶：“現在的孩子都能讀得起書了吧！”
回答：“更他娘的讀不起了。”

黃繼光：“朝鮮人民過上幸福日子了嗎？”
回答：“幸福得被日着呢。”

光緒皇帝：“朕的新政可以施行了吧？”
回答：“上世紀八十年代終於施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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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國方略成功了嗎？”
回答：“沒人敢搞了。”

五四青年：“民主和科學來到中國了嗎？”
回答：“來了，沒人要，又走了。”

劉少奇：“現在憲法應該保護合法公民了吧？”
回答：“連你都保不住，它媽的還能保護誰？”

被寶馬撞死的農婦：“那個惡女人法辦了沒有？”
回答：“沒，人家早回家了。”

鄧大人：“一部份人已經先富起來了吧？”
回答：“有幾個，可是太少，⋯⋯而且另一部份人可倒血黴了。”

紅衛兵：“我們戰友還好嗎？”
回答：“都到論壇做糞青了。”

1948 年的三毛：“現在還有人流浪嗎？”
回答：“早沒了，因為改叫盲流啦。”

八國聯軍指揮官西摩爾：“現在還有義和團嗎？”
回答：“沒有了，他們都改成哈美、哈日了。”

孫志剛：“暫住證取消了嗎？”
回答：“取消了，不過北京準備封城了。”

1949 年的妓女：“還有人做這種連狗都不如得賣身女了嗎？”
回答：“都是自願做的，而且都叫小姐和二奶了。”

劉胡蘭：“地主現在都已經消滅乾淨了吧？”
回答：“哟，現在地主都入黨了。”

雷鋒：“我死後，經常聽到 ‘千萬個雷鋒在成長’的歌聲，那麼現在一定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户了吧？
”
回答：“沒有了，雷鋒早已是傻B 的代名詞了，哈哈。”

座山雕：“還有土匪搶老百姓嗎？”
回答：“真他媽的老土冒，一點不與時俱進，這年月兄弟們最慘的也是混進‘城管’了，混得好的局
子裹多的是。”

1952 年的志願軍戰士：“把美國鬼子趕跑了嗎？”
（縣長）回答：“胡說，放屁！！那是外商，請還請不來呢！”

劉青山、張子善：“現在還殺贪官嗎？”
回答：“基本不殺，出於人權考慮，都被他們趕美國去了。”

彭德懷：“現在開會還有人講真話嗎？”
回答：“有啊？他們把假話說得比真的還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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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世仁：“現在還有人敢和我討債嗎？”
回答：“誰還敢啊，去年一個老頭揣着暖水袋去要債，被我英勇的狙擊手當作揣的炸藥給直接就地槍
斃了。”

毛岸英：“他奶奶的，炸我那顆炸彈是誰扔的？害得我接不了班。”
金正日回答：“誰扔的不知道，反正我是接班了。”

38、《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67页

        這裹不妨回顧一下歷史的道路是怎樣走過來的。中國的改革開放本是在文革的後期就開始孕育的
。當時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在野派（以鄧小平、胡耀邦為代表），一部份知識份子（以顧準和他周圍
的知識份子為代表），以及後來被稱為“民間思想者”的年青人（他們中有知青，工人，農民和大學
畢業生，大都是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在對文革的反思中，醞釀、呼唤着思想解放運動與改革運動──
現在看來，他們的目標並不一致，在我今年發表的《二十九年前的一封書信》裹，曾引述了當年的知
青對未來的思想啟蒙運動與改革的期待：“啟蒙的意義目的，我看就在於讓人民認識自己，使人民成
為一個自覺的社會成員，而不是一個盲目的人類生存者”，“勞動者一天不覺悟，一天不能認識自己
的地位，一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一天不能直接參加社會生產的管理，那麼他們也就一天不能結束
自己過去那種被人愚弄和擺佈的可悲地位。新的‘資產階級’就一天不會放棄他們的特殊權力，勞動
者一天不會成為自己的實際的主人（而不是主義上的）”：這樣的“使勞動者成為自己命運的實際的
主人”的目標與鄧小平們的“鞏固黨的絕對領導權”的目標的差異是根本性的，它是決定了改革的方
向與結果的。但在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以後，這三股力量確實形成了一個推動中
國改革、開放的合力，其最主要的表現是：重新進入體制並獲得部份權力的鄧、胡等在黨內知識份子
支持下所發動的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為中心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以民間思想者為主體的“
西單民主牆”的“北京之春”運動，從而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股改革潮流，在當時的
歷史條件下，它們是相互支持而又相互制約的。本來這樣的格局是有可能使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向比較
健全的發展道路的。但以鄧為首的所謂黨內改革派在利用西單民主牆的力量打倒了黨內的“凡是派”
，從而取得了黨內的絕對領導權以後，很快就背棄了同盟者，動用重新獲得的絕對權力將民間民主力
量無情地鎮壓下去，並從此不允許任何民間的改革力量的存在，中國的改革運動也就始終控制在中國
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手中，成為單一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後來的結果也就孕育其中。以後，在中國共
產黨領導集團中，又經過了十分複雜的鬥爭，將比較能够了解與接受民意的以胡耀邦為代表的黨內民
主力量清洗，從而形成了“經濟上向西方開放，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堅持一黨專政”的所謂“開明專
制”的改革路綫。所謂“三個代表”的理論就是這條路綫的實踐總結與理論提升。

39、《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3页

        他们并不希望民众真正的关心国际、国内的大事，民众只需要埋头读书、做工、种田，而听任他
们少数人来决定一切；这与某些知识分子的要求其实也是不谋而合的，只不过这些知识分子一厢情愿
地希望自己也加入到那“少数人”中去⋯⋯

40、《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62页

        中国人太多，在人们的观念中，人的生命也就仿佛失去了价值。中国国民意识中最缺少的就是对
生命的敬畏感，对人的个体生命采取漠视的态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国民潜意识深处的嗜杀性，既
缺少爱，又无惧怕之心，这样的嗜杀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诱发出来，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都可以做出来的

41、《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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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利益集團對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的政策，以及由此决定的
知識份子與新利益集團的關係。我們知道，毛澤東時代對知識份子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視
之為“異類”，儘管許多知識份子一再向黨表忠心，黨卻總是把他們拒之門外，不給他們進
入“新社會，新天堂”的入場卷，由此演出了無數的悲喜劇，這都是人們所熟悉的。但新的
利益集團卻對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其中的所謂“精英份子”採取了盡量拉攏的
政策。這些年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花樣繁多的評獎、立項、評職稱、評學科帶頭人、
評博士點、提拔接班人⋯⋯，已經形成了一套操作性極强的新科舉制度，目的仍是請君入瓮：
只要爬了上去，就有錢有房有地位，但必須聽領導的話，至少要減弱自己的批判的鋒芒。如
有個別不識相者，得了利益還要批判，就視為大敵，必封殺而後快：這也是傳統的胡蘿蔔加
大棒的統治術的新用。
這樣的政策的有效實施，一方面，使得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中的
精英（掌握了現代科學文化知識，較有才華與能力者）成為新利益集團的有機組成部份，從
而增加了利益集團的活力。同時，又有一批不學無術，但極會玩弄權術的知識份子（包括青
年知識份子）也進入了利益集團，充當打手，用這樣的知識份子新貴來整肅仍堅持批判立場
的知識份子，其手段之毒辣，是毛澤東時代的老官僚所絕對無法相比的。新利益集團的上述
政策的另一結果就是導致了中國知識份子的分化，並導致了中國知識份子批判性品格的整體
性削弱，甚至失去了對中國社會的變化作出反應，發出自己的獨立的聲音的能力，從而形成
了真正的知識份子危機。是我們必須正視的。

42、《知我者謂我心憂》的笔记-第139页

        对中国的当局来说，对于历史的叙述、评价，以及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从来是与他们自身统治
的合法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垄断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与经验的研究权
，文革刚刚结束，就匆匆忙忙通过一个所谓《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然后断然宣布，这就是历史的
‘结论’，不许更改，不许怀疑，不许讨论，企图以一纸执政党的决议来终结研究，甚至终结历史。
伺候，他们就动用权力的网络，从史料的收集，研究，到发表，出版，设置禁区，强制遗忘。⋯⋯应
该说，这种强制遗忘，在当今的中国，是颇为有效的，⋯⋯年轻一代就连十年前的流血已漠然无知，
更何况三十年前的文革与四十年前的反右酷烈。他们面对历史叙述的这一片空白，只能接受官方既定
的对历史的总结与解释，而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思考与判断，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对二十世纪中国经验
的真正了解与独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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