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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新青年》，中州古籍出版社。读过，算是稍微理解了一点《新青年》。陈独秀不能说有才，但
有志、有情、能牺牲。办一份杂志，正需要此。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论科学的各位前辈。这是我的本行
嘛。还有高一涵，他的论点到了今天依旧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佩服，佩服。李大钊直言马克思主义
的不足，需要用互助和人类精神去改造，而陈独秀直言要融基督教的牺牲、博爱、宽恕精神与吾人的
血脉。这些开党元勋的话，可惜再也没有人提起了，但难道他们说的不是正切中要害吗？正是因为我
们对他们的背叛，才沦落到了现在这样的田地。王中江、范淑娅写的序《永不尘封的新青年》很中肯
。记录如下：1915年，袁世凯当政后，中国的思想界冷冷清清。陈独秀不甘中国沉沦，在上海办起来
一份月刊《青年杂志》，陈独秀是唯一的编辑，艰辛不言而喻。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新青年》移至北京编辑，但仍在上海出版。借着北大聚集的知识精英，《新青年》声势大震。途
经1920年新青年社开始分化，1922年休刊。一共出了54期。《新青年》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带
来的划时代的冲击，来自它对科学、民主、解放思想的诉求。这使其具有强大的魅力和感召力。“五
四”运动表现出的对新观念的探险和精神冲动，通过《新青年》表露无遗。一、全盘反传统、充分西
化。在当时非常的激进，有其历史效果。二、引介西方哲学：包括杜威的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罗
素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分析。对孔子尊君权、讲学不许问难、重做官不重谋食，进行深入的检讨。三、
提倡白话文，开展文学革命，进行大众的启蒙。四、自由、民主、第一次知道了启蒙运动在康德的定
义。但原译读起来挺绕。秉着新青年文学革命的精神，重新译过如下：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必须经
过别人引导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的困境。这种困境是人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是人类不成熟的表现。
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下面是引起自己注意
的内容：他们是80年前的人了。80年后的我却觉得他们是新的，而我却是已经老朽得不行了。真心的
惭愧！###################陈独秀 《敬告青年》新青年，是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
的，和科学的。高一涵《共和国家和青年的自觉》“自由”比政治上的“民主”更重要，更根本。必
须把个人的自由作为最高的价值。自由只是个人不受压制地从事各种活动，与人的能力、自然的束缚
无关。健康的“法治”是以保障整全的人权和自由为根本目的，并具有普遍有效性。在健康“法治”
下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不是在特殊情况下被允许的。青年，需根据各自天性，自由发展，形成独
立的人格。高一涵 《民约与邦本》政府之是否合法，在于它是否合乎人民“总意”。政府不合“总意
”，始有革命。高一涵 《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必须严格区分国家和人民的权限，互不侵犯。对“爱
国”之论，颇有微词。易白沙 《我》救国必先有我高一涵 《自治与自由》欲达自由之目标，必须克
服人的惰性，形成一种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即自治。陈独秀 《吾人最后之觉悟》根本问
题是政治问题。要解决政治问题，国人必须有“最后的觉悟”，即：1）关心国家和政治；2）以自由
的国民政治代替官僚、专制之个人政治；3）国民要做政治生活中的主人，具主动。此外，还要有伦
理的觉悟，即破除传统礼教不平等的束缚，代之以自由、平等、独立之价值。这才是“吾人最后觉悟
之觉悟”高一涵 《非“君师”主义》大总统命令道德，是中国“天地君师”的再版。这是缺乏历史进
化观念，行制度革命不行思想革命的坏处。按照民主政治，国家不能干涉道德。任鸿隽《何为科学家
？》科学是学问，不是艺术；科学的本质是研究自然事实，不是在文学中打转。科学与实业有关，但
不能纯粹从运用上着想。所以，科学家是个讲事实学问、以发明未知之理为目的的人。李大钊 《我的
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有着划时代的地位和价值，但也是一个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不能用它去解
释一切。要用互助和人类精神改造，以救正马克思主义的不足。王星拱 《科学的起源和效果》科学起
源于人的心理，即惊奇、求真、美感、致用、好善、求简。这些心理都趋向于同一途径，即科学。因
为：1，奇和真是递相发见的；因惊奇求真，于是研究，于是和真实逼进。2，真实和美，功用和善，
原是分不开的；美的两个元素是秩序和谐和。科学中的数学就秩序井然。3，真实是从简约得来的。
科学需要先从简单的、较稳当的、有限制的地盘开始，渐渐地逼进。陈独秀 《基督教和中国人》基督
教的传说是不足信的。但应该追求基督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把基
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
坑中救起。我们不用借重什么宗教，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牺牲：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与我合
一，我也与他合一宽恕：爱你们的敌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博爱：尊敬你的父母，爱邻人如爱自己
王星拱 《什么是科学的方法》五个方面：观察之确切，事实之分析，事实之选择（这要凭直觉），推
论之合法，试验之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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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国没有神。鲁迅不是神，“神”这个抽象的概念我想也是西方的东西。因为我们身处的是一
个是非观、价值观集体倒置的世界。在这样“愚”与“恶”的世界里，神是没有立足地的。鲁迅之所
以伟大，是因为他对恶人保持了最大的敌意，对待恶世保持了最大的勇气。我们太需要这样的勇士了
，我们暂且不需要别人打我左脸我把右脸让给他打的神。当正直有了靠山的时候，当人们内心的善意
在尘世中有了保护的时候，神再出现也不晚。2。中国作家的共同特征就是太“聪明”。他们知道，
无论是在哪个朝代，不投机就不足以出人头地。他们知道，他们是“维护社会和平”的一员，所以他
们既要“仗义执言”，又要“讨好今上”，他们知道，拉邦结社，结党营私，是进阶的要诀。他们知
道进了作协就可以不干活白吃饭了。他们知道，写字有禁区，想吃劳保就要躲开敏感地带，他们知道
，写出一些不疼不痒、四平八稳的东西备不住就能创造出版业的什么销售奇迹。在我眼里，文章分两
种。一种是在国内能够自由流通、自由阅读的，一种是只能在国外出版，或者是通过私下渠道才能阅
读到的。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恰好可以作为一种鉴别文章的方法。正如包遵信先生所说。虽然这种
手段不能判别出好坏，却能立断出文章有没有存在的价值。3。鲁迅说，希望年轻作家保留自身的野
气。到今天，我偶然看见一些作家真的完好的保留了他们身上的那种野性，比如冉云飞，比如狗子。
他们的人或者字，都让我又喜出望外的感觉。4。我说博客是个好东西，它让所有人都暗地里当了一
名独裁者。于是好的独裁者和劣等的没有独裁细胞的独裁者，我们就分的一清二楚了。王小峰们可以
通过良好的思辨能力和出众的表述力迅速汇集人气，占领话语权的高地，建立自己的话语王国。这是
个人表达的进步形式。这种独裁是通过民选出来的，这是民主的独裁。我们用更优秀的思想去斧正落
后的思想，就使得独裁显示了它良性的一面。就像君王时期如果我们迎来了一位明君，那比让大字不
识的老百姓七嘴八舌的民主好多了。只可惜，现在这种独裁只出现在网络上，网络上的话语缺乏执行
力。不过，我想改变已经在看不见的地方发生了。5。在中国的所有领域中都存在着“狱”，有些字
是不能写的，有些话是不能说的，有些想法是不能表达的。我想不出比这个更悲哀的东西了，从小我
们就被人设定了边框，我们不是孙悟空，逃不掉的。我在襄樊的公交车上看到了这样一对母子。好像
他们是刚刚上街买东西回来，母亲以训斥的口吻在教育着五六岁大的孩子。“今天买衣服的时候，你
说这个不喜欢那个不喜欢，非要那个奥特曼的，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谁教的你？”小孩子不吭声。
“你看那谁谁家的孩子，家长给买什么就穿什么，多听话。就你知道挑？你没有选择权，知道吗？”
小孩子依然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才钝钝的点了一下头。我知道一个可爱的孩子就是如此这般被他
糊涂而又霸道的老妈毁掉了，也许将来这个孩子也有了小孩的时候，他依旧会对他的孩子重复这番话
，因为他就是这样可怕的长大的。“你没有选择权，知道吗？”6。时下的小说基本上旨在娱乐、在
取悦读者。相比于现代文学初期梁启超所倡导的用小说来教育大众、拯救国民，我想我们现在的小说
大抵上是进步了的。我的意思是说，小说不能被赋予教育意义。如果不能让读者产生阅读快感，产生
阅读乐趣，那么一切就都是扯蛋。7。鸳鸯蝴蝶派应该算作一种“贵族文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
为我想一个身处困境的人是不容易忧伤的，他做得最多的应该是挣扎与反抗，受苦的人是不会觉得苦
的，因为“苦”是想出来的。而我发现，现在有一些高枕无忧，狗屁不会，如我一般大甚至比我还小
的孩子十分热衷于无病呻吟、假装忧郁。他们随随便便就能在文字里让自己泪流满面，我猜测可能是
他们的道路太平坦，太平淡，以至于需要制造一些“不自在”来让自己难过一下。说实在的，我确实
揣测不出这些人的心理动机究竟是什么。在黄河水位逐年下降的今天，他们的悲伤逆流都可以成河
。8。有人说所谓中国就是一个“中庸的国家”。我不以为然。我们中庸吗？大概民性上是如此，但
是我们的国家却是“特殊的”。想想我们有多少时间都处于“特殊时期”、“非常时期”，我们什么
时候过上过“正常的日子”，我们时刻与“形势”紧密相联，与“政策”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始终都
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下，想中庸也中庸不成啊。9。网络让人生厌的一点在于它是一个泛性的世
界，我想佛洛依德活在那里也会感觉到烦。荷尔蒙漫天飞舞，荤段子肆意横行，原来有了性压力不用
手淫，上网也可以。于是公共话语圈多了一种腥臊味儿。这实在是有些无聊，也不甚高明。你是什么
样的人，你想什么，去上网，那里都会告诉你。大多数人的答案是，你是一个性饥渴。性的过度释放
就破坏了情趣，蕾丝花边的内衣硬生生被你摘掉，美都没了。你赔不起的。10。《锵锵三人行》有一
期是讲王小波的，有位嘉宾叫影子，她概括了一种人：外表不恭，内心浪漫、坚决。她说她是这样的
人，我自认自己也在这个行列。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世界我们这样的人是少数。这固然没有什么值得
炫耀，但每每想到这一点，就令我欣喜若狂。11。炼字的功效大概和女人的瘦身相仿，最终目标绝不
在一个瘦上，而在于所有的肉都恰到好处，没有多余。好的文字一语中的，差劲的则下笔千言，离题
万里。常听人说古人作文能力比今人强得多的多，我建议他们买几本文言文小说去看看，废话一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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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80后写出来的少。只不过诗词歌赋中的句子确实大多可以称得上身材曼妙。有些老学究常发感叹：
中文的能力在普遍下降，前人留下的语言财富我们抛弃的多，继承的少。这么说的人多半是老糊涂了
，要不就是原来头脑就不好使。对于文学，对于各个领域，最落后的就是一成不变，我们现在都去写
唐诗，也不会有多大进展了。因为唐诗在唐朝具有现代性，在今天就只具有观赏性了。所以，我们炼
字不是要练成唐朝人，而是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唐朝人以胖为美，而我们要塑造胸大腰细，前
突后撅的S型女人。12。王怡。王怡不是专业作家，所以他的文章在遣词造句上常被人诟病。王怡也不
是思想家，所以他总是被人指出在某某方面有思想漏洞。我想对那些律他甚严，于己从宽的家伙们说
上两句。王怡是一位政宪学者，一位基督教徒。他有智慧与气度承接西方的宗教思想和法律意识，有
胆量与良知去臧否时政，去和朝廷叫板。这种智慧、气度、胆量、良知与文笔孰重孰轻，我想真正懂
字的人心里自然了然。我没看过他写的书，但仅凭他在博客上写下的字句就足可以让那些喜欢给别人
鸡蛋里挑骨头的家伙竞折腰了。13。天津和襄樊在文化独立的意识上都非常差。群众们的文化鉴赏水
平还处在蒙昧状态，这不是坏事，我反倒感觉处处都是希望。你想一下，还有什么比一个急待启蒙的
孩子更可爱、更让人期待的呢？14。身边的许多朋友都组了乐队，办起了电子杂志，看上去都过上了
他们认为“对”的生活。但我有些许不安，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小资”过后的又一场风潮。总是有
这样一群人，他们生龙活虎，他们很有朝气，他们让人提心吊胆。因为他们只有行动，没有思想。我
的朋友有一半是这种人。当然还有另一半，把这种人反过来就是另一半。15。美好的爱情不容易遇见
，而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同样也是美好的，这件事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到。所以对于那些暂时没有收
获爱情的人，我希望我们都活在渴望里。16。网络不能培养知识分子，它只能孕育出“知道分子”，
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好，一知半解总比全然不解强许多。相反，倒是许多知识分子自身存在很多顽症，
比如他们身上“拙”与“怯”的通病，“拙”是“拙于谋生”，“怯”即“怯于抗争”。他们的一生
能做到独善其身就已经很不错了，还不如网络，让人多知道一点事情呢。17。“学而优则仕”。这种
土鳖观念没有随着科举制度的废去而得到移除。在当代大学生的心里这依然是一种里所当然的想法。
不过，一个人若以做官为理想，我猜测他的人生一定没什么乐趣。老百姓对于贪官污吏的仇恨有很大
程度是来自嫉妒。我凭什么不是官？我为什么不能贪？怎么没人向我行贿？在这套价值体系当中，崇
高的人格、理想主义、单纯的快乐，都没有丝毫分量。18。幼稚与深刻。我活到20岁，常被同龄人说
深刻，被长辈说幼稚。我搞不懂他们如此评价我的标准何在。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同龄人说
我深刻，并不代表我深刻，我只是不如他们浅薄罢了。长辈说我幼稚，也并不能说明我幼稚，只是我
内心的坚持不能换来任何利益，让他们感觉荒唐而已。草威脉搏：http://www.mtime.com/my/cao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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