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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路》

作者简介

1，李慎之先生1923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早年赴延安，曾任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等职，建国后曾任中
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的外交秘书。1957年因主张「大民主」被毛泽东点名，定为极右分子，
开除党籍。后获甄别平反。 
  他曾经担任中国元老邓小平的外交顾问、国务院总理的外交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是社
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前所长。 
  李慎之是德高望重的国际问题专家，也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著述甚多。
  2，李慎之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1941年至1945年先后在北京燕京大学经济系、上海圣约翰大
学经济系和成都燕京大学学习，1944年11月在四川成都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救亡协会”
。1948年1入党。
  1949年起在新华社国际部任编辑组组长、副主任。1978年底至1980年初，李慎之参加了中央成立的国
际问题写作小组工作。其间，陪同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担任代表团顾问。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
，负责美国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82年任美国研究所所长，1985年后任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
。1990年被免去副院长和党组成员职务。1995年离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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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路》

书籍目录

一、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1、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2、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3、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致袁伟时的信/
4、中国哲学的精神/
5、辨同异 合东西/
6、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些思考——致葛剑雄的信/
7、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致朱光烈先生书/
8、20世纪人类思想回顾——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
9、文化不自觉的典型文本——评盛洪《为万世开太平》/
10、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兼评汪晖的现代性批判/
11、亚洲价值观源流/
12、亚洲价值观的变异/
13、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吗？——与季羡林先生商榷/
14、中国发展战略再思考/
二、中国当代学术思潮/
1、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学术经典/
2、“封建”二字不可滥用/
3、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朱高正著《纳约自牖》序/
4、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
5、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6、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序/
7、中国的自由主义资源——李慎之、杜维明先生对话录/
8、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9、今日中国新保守主义/
10、后现代派对现代性话语的挪用——评“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
11、老调重弹/
12、重建文明模式/
三、中国的制度创新/
1、一段公案的由来/
2、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引蛇出洞的？/
3、也要推动政治改革——在《改革》杂志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
4、从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
5、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
6、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在上海公报签订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7、从旋乾转坤到拨乱反正——《基辛格秘档》序/
8、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9、二十一世纪的忧思/
10、“革命”辨正——兼析李泽厚“告别革命论”/
11、制度创新与传统转化——评萧功秦《走向成熟》/
附：李慎之叙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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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路》

精彩短评

1、20世纪50年代的林则徐
2、愿五四精神常驻
3、不亢不卑才是正常的。90年代之后普遍唯我独尊的势头确实很让人痛心，不过这就是GOV转变之
后，高举民族主义的结果。
4、何家栋写民族主义的那一章非常合我心
5、李慎之可能是曾经国内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吧，被许许多多的当代学者提起。但我只读过这本，
不知道该如何评说。
6、一面喊大民主，一面叫毛主席；一面提文化自觉，一面吹自由主义。这就是中国体制内的所谓学
者。
7、2009-10-13;文章有的仔细读了，有的只是阅览；慎之先生对文化和制度的思考很深刻，只是十多年
前的文章，现在读起来，依然觉得并不过时，不知道这该算是慎之先生的不幸还是幸运呢？不过，一
定是中国的不幸。书中，慎之先生提到，外国的封建主义与我们熟知的封建主义完全是两回事，"封建
主义“一词也是建国后才”时髦“起来，两千来年的王朝统治其实是”专制主义“。
8、怀念李老，怀念1999
9、李慎之先生算是共产党内部的一个异类，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人敬佩。
10、对这个社会的深刻见解，也是两位老人的肺腑之言
11、在九十年代，这本书相当于是政治启蒙书，弥足珍贵！
12、這本書最大的價值乃啓蒙昧，知世道。
13、现在的虚骄之气更厉害了。
14、同样是启蒙读物
15、老先生真是清醒异常。
16、未退党的两面针说话不足为信，不是因为品质，而是因为伦理
17、too old too simple，always naive。
18、何去何从，政见纷争
19、后半部分比较好看。《无权力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个人比较喜欢。
20、战争，动乱，右倾，灾害，文革，命大。偌双方的努力和牺牲，世上果有真爱。
21、好书令人敬佩
22、读起来挺费劲的，好的题目，不好的表达。
23、对一篇文章的感觉不好，有点像过去初读庄子，拿科技或自然来类比，得到哲学的结论。虽然应
该是这样，但他所用的逻辑让人不太能接受。
24、看过电子书
25、李慎之老人，千古。
26、深入过体制内的李公，确比在体制外横看侧看的书生看得明白；又能挣脱体制的樊笼，更令人敬
佩⋯⋯
27、两位作者风格各异
28、如有转让，请与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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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路》

章节试读

1、《中国的道路》的笔记-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曾经提出过“全盘西化”，后来又改为“充分世界化”的胡适说：“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
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此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
的损失。因此真正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他同我们
固有的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惟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
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相连接起来。”
这不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艳称的“综合创新”或“创造性的转化”吗？

2、《中国的道路》的笔记-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我们当然不能对历史提出苛求，但是从学理上看，“五四”对传统的批判确实还不够全面。第一
，“五四”先贤把批判的矛头针对儒教，却放过了其实同样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正统的法家。曾经
有过一场争论：三纲之说起源于儒家还是法家？结论还是归到儒家。然而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
却正是以反儒任法而统一中国的。其次，“五四“先贤还有赞扬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的，
其实农民革命胜利的结果还是回到专制帝王的统治，两千多年来未尝有一日脱出这个循环。

3、《中国的道路》的笔记-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中国近代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特性是重视思想学术而轻视政治的作用。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
重就是政治，就是政治的运作和制度的建立。

4、《中国的道路》的笔记-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青年时就有“湖南农民王”之称的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研究是十分深入的。一部《毛选》，开宗
明义第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接着又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谓大匠不但示
人以规矩，而且示人以巧了，但是言之者谆谆，听之者藐藐，很少有人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大革
命的起源与成因。盗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农民起义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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