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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前言

这是我在中华书局出的第一本书。    此前，我为中华书局所出的书写过短评、推荐语。记忆中，似乎
还写过一篇序的。我担任国家图书馆“文津奖”评委时，也曾为中华书局的获奖图书投过赞成票。    
现在，中华书局也将出版我的书了。对于自己的书之出版，我竟已有些麻木。好比卖包子的，尽管一
如既往做得认真，却早就没了起初的成就感——不论什么事，只要是与人生切近的事，起初做来倘获
认同，便总是多少会有点儿成就感的。久之则淡漠。    而我又确实有几分高兴。    “中华书局”——
我格外喜欢这四个字，当然也就乐见这四个字印在我的书上。    比之于“出版社”，我觉得“书局”
二字将与书的关系体现得更直接，且有种古色古香的意味。“书局”也使我联想到“坊间”二字。在
我看来，“坊间”是中国文人从前的民间——区别于民间，贴近着民间，影响着民间。有“坊间”的
年代挺令我这种人怀想的。对于中国而言，“书局”不啻是“坊间”的名号遗产。“中华书局”乃是
中国唯一的那一种遗产。一想到那时的“华”字与“书”字都是繁体的，尤觉古色古香了。    “书局
”二字还使我联想到“书的局面”。这自然非是“书局”的原意，只不过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    那
么，“中华书局”四字，每使我这种写书的人清醒，似乎对我能起到告诫的作用——你的写作，客观
上介人了“中华”之“书的局面”，切莫等同于跻身“酒局”、“饭局”、“赌局”、“设局”；当
好自为之，好自为之！    没有任何“出版社”能使我产生如上一些联想。书之出版何以要由“社”来
进行，这是我困惑久矣的事。不知为什么，“社”总是使我联想到“社来社去”四个字，不是多有书
香气的一种联想。    以后好了，我也有一本，不，将有两本由古色古香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书了，
这能重新唤起我对书香气的敬意，我实在也“社来”、“社去”得太久了，故便麻木。    我想，我要
将“中华书局”四字用毛笔大大地写了，贴在墙上，使自己可经常看到，并经常自我告诫——切莫等
同于跻身“酒局”、“饭局”、“赌局”、“设局”，而是介入了“中华”之“书的局面”，当好自
为之，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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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作者简介

梁晓声，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
系。代表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一位红卫兵的自白》《年轮》《浮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创作了小说、散文、杂文等一千六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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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儿子·母亲·公仆·水 在福建省东山县，曾听人讲到这样一件事。——当年，谷文昌们初
登岛时，岛上生存条件非常恶劣：沙患严重，草木不生，而且极其缺水，一遭旱灾，十井九枯。水之
宝贵，如同西部水源稀少之地。 那种情况下，即使某井未干，井水也浅得可怜。可怜到什么程度呢？
以分米厘米言之，非夸张也。 这么浅的水，又如何汲得上来呢？ 办法自然是有的。 便是——用一条
长长的绳索，将小孩子坠下井去。孩子须在井上脱了鞋，以免鞋将浅浅的水层踩脏了。孩子被坠下时
，还须怀抱一个瓷罐，内放小饭勺一只。孩子的小脚丫一着井底，便蹲下身去，用小勺一勺一勺地往
罐里装水。对于孩子，那意味着一项重要的工作，也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仿佛汤锅里注油，要
以很大的耐心和使命感来完成，急不得的。急也没用。罐里的水满了，便被吊上去。由守在井口的大
人，倒在盆里或桶里。每每吊上几罐水去以后，井水被淘干了。孩子就得耐心地等着水再慢慢浮现一
层。孩子只能蹲着，或站着，等。那时，守在井口的大人，也只能更加耐心地等。如此这般，吊上去
的水差不多够一家人做饭和喝的了，总需一个来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而孩子那一双赤着的小脚丫，
是没法儿始终不踩在冰凉的井底的。水干了，踩着的是冰凉的井泥。水又慢慢渗出一层来，那小脚丫
便在冰凉的井水里浸泡着。而有时，井口等水的大人们会排起长队来；那就需有几个孩子也排在井边
，轮番被坠下井去。从井里被用绳索扯上来的那个孩子，他解开绳子，一转身就会朝有沙子的地方跑
去。朝阳地方的沙子毕竟是温暖的，孩子一跑到那儿，就一屁股坐下去，将两只蹲麻了而且被冰凉的
井水渗红了的小脚丫快速地埋入温暖的沙中⋯⋯ 有一户人家的房屋，盖在离别人家的房屋挺远的地方
。这一户人家的屋后有一口井。某年大旱，那口井很侥幸地将干未干。孩子的父亲到外地打工去了，
只有母亲和孩子留守家中。母亲别无他法，不得不天天将自己六岁的儿子坠下井去弄水。一日傍晚，
孩子在井下灌水，母亲却由于又饥又渴，还病着，发着烧，竟一头栽倒井旁，昏了过去。孩子在井下
上不来，只有喊，只有哭。喊也罢，哭也罢，却没人听到。天渐渐黑了，孩子既不喊也不哭了，因为
他的嗓子已喊哑了，他的眼里已哭不出泪来了。后半夜，母亲被冷风吹醒了，这才急忙将孩子拽上来
——孩子浑身傈抖不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然而，却紧紧地搂抱着罐子。罐子里，盛着满满的水⋯
⋯ 后来那孩子的双腿，永远也站不直了。 当年东山县的县委书记谷文昌也听说了这件事。于是对县
长发了一个毒誓：“如果我们县委不能率领东山百姓治除沙患，不能让东山的老百姓不再为一个水字
发愁，那么就让我哪天被沙丘活埋了吧！” 当然，他并没有被沙丘活埋。 因为他在任县委书记的十
四年间，任劳任怨，百折不挠，制伏了东山县的沙患，也为东山县的百姓彻底解决了用水难题⋯⋯ 我
听罢，始而震动，继而感动。 何谓公仆？ 公仆者，爱百姓如爱父母者也。 倘有此情怀，皆大公仆也
；然这等“情怀”，不会是天生的啊！前提是对百姓的疾苦，耳能听到，眼能看到。听到了，看到了
，还要心疼。谷文昌是农民出身，在河南某地任区委书记时，便天天与百姓们发生着亲密的接触，将
为人民服务，视作己任。恤民之情，在他是一件自然而然之事，无须别人教导，故他到了东山当了县
委书记以后，凡十四年间，公仆本色，一日也不曾改变过。这是与现在的某些官员很不同的。现在的
某些官员，往往一天也没有与百姓的生活打成一片过，仅靠走通了“上层路线”，平步青云就成了“
公仆”了。“公仆”倒是越做越大，离百姓们却是越来越远，最后远到老百姓想见他们一面简直比登
天还难。这些个“公仆”，有耳，那耳也只剩下了一个功能——专听上峰旨意和官场动向；有眼，那
眼也不再看得到别的，仅见上峰的脸色如何和官场的晋升诀窍而已。对于百姓之疾苦，自己有眼视而
不见，自己有耳听而不闻，彻底麻木，心冷如石，如铁，连一点儿一般人的恻隐最终都丧失了。别人
的耳听到了，别人的眼看到了，告知他们；他们往往陡然变色，心特烦⋯⋯ 在某大学，当我将孩子、
母亲、公仆和水的一段往事讲给学子们听后，台下有一名女生忽然哭了。 人皆讶然。 我问她为什么
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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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媒体关注与评论

鲁迅、巴金和沈从文等作家继承的都是契诃夫的传统，而梁晓声是个例外，梁晓声继承的是高尔基的
传统。    ——北京语言大学 路文彬教授    他的写作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禀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
和情怀，始终高扬着人文主义的旗帜，他从不因为所谓纯文学的原因而放弃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与批
判。他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思想者。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吴义勤教授    作家分两类：
一类服务于社会，一类服务于心灵。而用心灵发展出的智识，又反哺于社会，或从社会发展出的智识
，透浸于心灵，则是作家应物的本事。梁晓声有他那一代的作家的显著特点，既勤奋又悲悯，在社会
与心灵的总作用下，替我们发声，这是尤为要致以敬谢的，我为其常识与智识所感动。    ——《新周
刊》主笔 胡赳赳    生活中的梁晓声或许是个乡愿，低调、充满温情，但在争取公权力上，作为政协委
员的梁晓声是个斗士，声色俱厉、直言上书。    ——《南方人物周刊》    如果一个民族完全陷于理想
主义的狂热当中，那实在是太天真了，但是如果在一个民族当中，完全找不到理想主义的痕迹，那又
实在是太堕落了，所以我想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商业社会当中，我们身边还会有像梁晓声先生这样的
理想主义者，应该是我们所有年轻人的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凤凰卫视· 世纪大讲堂》    我
深为梁晓声的骨气和血性而感染⋯⋯在为梁晓声不泯灭的良心叫好的同时，也不由使我为之一震：原
来中国有血性的好人还没死绝！！    ——经济学家 巴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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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编辑推荐

《中国人,你缺了什么》是二十年思考结晶，超值收藏：著名作家梁晓声思想随笔精选，收录1993
到2013年二十年间随笔43篇，追问中国，思考社会。 文学界“异数”，大人文情怀：梁晓声是文学界
的“异数”，他的文字兼具作家、思想者、民生问题观察员三个维度，质朴，淡泊，犀利！梁晓声是
中国少数敢说真话的作家之一；作为政协委员，他为百姓疾苦拍过桌子。他以悲悯的情怀、敏锐的目
光直面中国社会问题，为平民代言，思考国家责任，呼唤社会良知，让读者看清社会真相！ 附赠精致
纪念书签：最深刻、纯粹的思想随笔，随书赠送精致纪念书签一枚，精彩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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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名人推荐

鲁迅、巴金和沈从文等作家继承的部是契诃夫火的传统，而梁晓声是个例外，梁晓声继承的是高尔基
的传统。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路文彬 他的写作始终坚持自己的节场，始终禀持着知识分
子的良知和情怀，始终高扬着人文主义的旗帜，他从不因为所谓纯文学的原因而放弃对社会、现实的
思考与批判。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 作家分两类：一类服务于社会，一类服务于心
灵。而用心灵发展出的智慧，又反哺于社会，或从社会发展出的智识，透浸于心灵，则是作家应物的
本事。梁晓声有他那一代的作家的显著特点，既勤奋又悲悯，在社会与心灵的总作用下，替我们发声
，这是尤为要致以敬谢的，我为其常识与智识所感动。 ——《新周刊》主笔胡赳赳 我深为梁晓声的
骨气和血性而感染⋯⋯在为梁晓声不泯灭的良心叫好的同时，也不由使我为之一震：原来中国有血性
的好人还没死绝！ ——经济学家巴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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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精彩短评

1、太琐碎，是随笔还是杂文啊？有点混乱
2、喜欢梁晓声的书，内容还很多，适合高一的孩子看。
3、平实质朴，洞穿一些社会现状
4、看前半分 只觉这是本好书 作者姿态放得很低 以小见大 细致入微 急忙荐给友人。后半部分，作者
格局一展开，就变得很烂。建议只读前1/3 。
5、写小说可以，写随笔不行，没什么思想，不过总体态度还是比较有骨气的。
6、梁晓声是个诚恳得有些粗粝的作家。前面几篇写写身边的人和事，倒有些以小见大的作用，后面
越写越大，也越写越不好看了。
7、书刚到，“中华书局”
8、看梁的第三本书
9、没看完，看不下去，觉得这不是自己能改变的。
10、所谈甚广。。。感觉挺无聊的⋯坚持才读完。
11、知识分子就应该像这样思考问题
12、内容好，书也很完好。
13、麻痹的买这书后悔了，恶心程度跟余含泪不分伯仲。
14、思想性较差，文笔较差。
15、前些年看来还能令我思考，而今回想不过尔尔。
16、书的质量和内容都非常不错
17、已经说出了他看到的问题，只不过不够犀利。
18、但凭一批穷人的命运的改变，永远比几个富人的产生更值得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欣喜便直回了书
钱
19、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梁晓声这样的人，思想偏激片面，缺乏专业知识，到处乱喷，自以为懂得13多
亿中国人似的
20、包月看的电子书，内容比较少，有些之前的作品集里看过。梁同学生活很质朴，淡泊，但是对社
会现象的评论绝不含糊！
21、我觉得评分有点对不起这本书
22、印刷比较好，纸张也可以
23、质量很好的！帮朋友代买的1
24、大部分文字平淡
25、是时候该沉下来认真思考了，看看自己到底是缺什么，缺什么就得补什么，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26、思考很重要。
27、买了放着有一年，今儿无意中拿起来看，前两篇文章倒是不错，有故事，有共鸣，但是后面梁的
一些思想我并不苟同，比如说，他说仕途无非是为了官服，美女伺候，为了钱，可是有的人因为考仕
途为的是百姓，那是一种权利，只有那种权利才能帮助百姓。后面的都是揭露一些名人的思想，然后
互相抨击，再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感觉头不头，尾不尾，没有共鸣感，实在看不下去。。。。
28、有诚意没深度
29、梁先生的文章很犀利，但有些看的不是很懂，可能跟个人的见识有关吧
30、很平静的语言 很深刻的反思
31、《看自行车的女人》 。
32、文字有一点点艰涩 不过读起来 还是有一定味道的。觉得不足的是 很简单的道理 好像有时候过于
绕圈 读者读起来不费力都难。
33、这本书比较不错，个人认为还可以
34、感觉不错，很久之前就想买了，这次发来了，还没看，不过看封面就很喜欢。
35、其中不乏眼前一亮的文章，但总体而言魅力其实也不是很大，可以一读，但是否精读，要看个人
36、我爸看书居然还有批注。。。
37、好书
38、不是我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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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39、有热血，有思想才能写出这样的一些篇章，中国人缺少很多东西，但是也正在一点点获得，成长
缓慢不足惧，就怕止步不前。
40、随着越来越大，经历越来越多，我们似乎已没有以往的纯真和善良，不知不觉会被周围这个社会
所影响，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现在的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吗？这是一本劝人为善的书，当代中
国人需要这样一本书！
41、读了很久没读完，语言没太大吸引力。说的理儿到是那个理儿，敢想敢说，可文笔不算太好，浅
而且糙，还有故作高深的感觉。我觉得梁老师讲课是错不了的，奈何文字不如语言灵巧。
有几章有些事梁先生的看法我非常赞同，有时候我也怀疑那个疯狂的年代，一直想真正了解它是怎么
让中国变成这样的。
42、还好
43、写得比较浅，由于体制的限制吧。
44、我很喜欢梁晓声的书
45、文章都是自己抄自己的。。
46、喜欢这句话，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国和连机械化都未能普及的农村中国，这是一个撕裂的中国。
47、梁的文，始终有一种悲悯的人文关怀，暂且不论文笔怎么样，但就内容来说，始终保持着对中国
文化的一种温情。
48、独特的思考，心怀天下的情怀，他带领我们用不同的视角认识这个世界。
49、不喜欢
50、杂文集？
51、不太喜欢他的笔调，可能是看现在的作家看多了，看他这种半文半白的笔调一时还不能习惯。作
为一个杂文集，我觉得写得很不错，有很多地方很有共鸣。
52、非常棒 虽然内容还没看
53、讲中国社会，更多的是良心的问题
54、此书可见梁晓声先生的敏感、细腻及其人文情怀。但此书的文字太过草草。封底上路文彬教授写
了这一句话“鲁迅、巴金和沈从文等作家继承的都是契诃夫的传统。而梁晓声继承的是高尔基的传统
”，读完此话，心有。。。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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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越来越强大了，特别是对于90-95后来说，我非常对生在这样的时代心存感激，难以想象我以
前的年代有多少人没有钱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在农村更能看到因为教育改变人生的案例：差不多一
类人，一个复读了以后在大城市生根，可以享受更好的卫生，医疗，教育，娱乐。另一个缺却依旧在
农村为了生存挣扎，贫困夫妻百事衰，在农村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许一辈子就这样子了。中国人
正在变强变大，更是更是变得唯利是图，为了物质的享受（我自己也要检讨），很害怕中国的成功不
能持续，中华民族的复兴失败的话是所有人的责任，是所有人应该承担的追责。有空好好读这本书吧
，第一次读的话蛮有意思的。
2、1.梁的文笔总是很犀利、很批判、但不愤怒很平静；2.中国人的良心、中国人对人的尊重精神、中
国人的奉献精神、中国人换位思考的能力，是不是还在；3.那些劣质的贵族、那些入锅的牛羊、南瓜
换了宝马、换了汤药没有换，总是有些人那么的急功尽力，你又有什么办法；4.想想这几年后悔的那
两件事，除了不敢强硬，是不是水平还不够，看看人梁的语言，那一句是强硬的，那一句又不是那么
强硬，打铁还得自身硬，有时候睿智不是靠手里有多大的权力、不是靠有多少钱，而是靠你对着件事
有多了解，而且多么坚定的把他拖向你认为对的方向，而且就能够拖向那个方向；5.一个大国，要成
为一个强国，我们还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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