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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忧虑》

前言

美国的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和大多数留学生及新移民一样，当我们一脚踏上这块广袤的陌生土地时，
最初落脚点的选择是十分偶然的。我们落在了一个普通的地方，居住的环境平常而宁静。周围的美国
人老老少少都在辛勤劳作，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要想谋出一番好的光景，对他们也不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还来不及作任何思索，新移民所面临的生活压力就立即把我们投入了同样的辛勤
劳作之中。这样，我们和周围的普通美国人之间，自然就有了共同谋生而产生的共同语言，也有了共
同的经历，共同的喜怒哀乐。不少美国人还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无形中发现，美国已经渐渐地从
一堆抽象的概念中走出来，变成了脚下实实在在的土地，变成了一片片森林牧场，变成了一个一个美
国人。我们也有过被称之为“边缘人”的苦闷。我们显然不可能在进入这一块国土的同时，就在一瞬
间也进入它的文化，而原来的文化背景又由于天长地远而渐显陌生。在实际生活中，两种截然不同的
文化，会经常骤然直率地在我们面前相遇碰撞，一开始真有无所适从亦无可躲避的窘迫。然而，时间
长了，我们开始对“边缘人”的处境逐渐坦然，甚至悟出了些什么。冷静下来，我们发现自己第一次
能够这样坐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同时和两个文化保持一个不远也不近的距离，它们不仅开始有可能化
为一片风景，而且第一次向我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意义。“边缘人”的苦恼在新移民中十分普遍，它
只是两个强势文化聚焦在一个小人物身上而产生的悲剧性效应。我们庆幸自己能够脱身出来。但是，
我们的处境使我们不可能不想到，作为一个夹缝中的移民，尚且感受到矛盾与压力，那么，当这两种
文化两个大国真的正面遭遇，彼此实际上是多么陌生和困惑，说是危机四伏似乎也并不过分。我们所
处的位置，使我们有可能更多地看到它们的差异。我们发现，它们不仅有各自圆满的价值体系，甚至
有各自不同的语汇、语境和逻辑。有时，从一个大前提出发，顺着各自的逻辑走去，竟会走出风马牛
不相及的结果来。在这样的基础上，对话只可能显得痛苦而吃力。因此，好像在作出举手相迎或严辞
相拒的决定之前，还有一段相当艰苦而漫长的互相了解的路必须去走。否则，轻易称“是”显得没有
根据，动辄言“不”也容易文不对题。更何况，历史已经规定了它们不可能永远回避。它们都已尝试
过这样做，但是，眼看着毫无结果，于是，它们又试图相互走近。有时，如果不暂时和自己的习惯思
维方式生生拉开一段距离，就无法在相互了解的路上走出一步。我们则是以一个普通新移民的身份去
了解这个陌生的国家。既来之则安之，这也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我们也别无选择。美国不是一个善于
遮羞的国家，它投出一片阳光，就落下一片阴影。它全部的阴影都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所有的人面前，
哪怕你是一个陌生人。所以，即使是像我们这样的平常外来者，也会一眼就看出～大堆毛病来。但是
我们马上就明白自己必须从沾沾自喜中醒来，因为后来很快发现，这并不见得就～定是自己比美国人
更高明且目光更敏锐。他们似乎也很清楚有这么一片阴影，他们只是迫不得已在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
，如果你追求阳光，你就躲不开身后的阴影。我们开始奇怪，美国人在容忍这片阴影的时候(这种容忍
常常使他们痛苦不堪)，什么是他们心中不熄的光明呢?他们在寻求着什么，以至于不惜支付出沉重的
代价呢?对于我们，这真是一个问题。在了解它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个历史短短的陌生国家产生了与日
俱增的兴趣。根据自己作为一个平民的经验，我们发现，了解的第一步就是简单的交往。不论一个大
国看上去有着多么坚硬的外壳，它的人民都是一个个平平常常，而再大的大国也就是这些平常人组成
的。当人民成为朋友，交流变成友谊，相互了解自然就开始了。任何一方，能以更宽广的视角去看这
个世界，总是一件好事情。去年，我们逐渐给自己在国内的好朋友写了这些信。希望能和朋友们分享
我们的所读所见所闻所思。在此，衷心感谢三联书店的编辑和所有帮助这本书出版的朋友。林达1996
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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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忧虑》

内容概要

美国的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和大多数留学生及新移民一样，当我们一脚踏上这块广袤的陌生土地时，
最初落脚点的选择是十分偶然的。我们落在了一个普通的地方，居住的环境平常而宁静。周围的美国
人老老少少都在辛勤劳作，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要想谋出一番好的光景，对他们也不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还来不及作任何思索，新移民所面临的生活压力就立即把我们投入了同样的辛勤劳作之中。这样，我
们和周围的普通美国人之间，自然就有了共同谋生而产生的共同语言，也有了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喜
怒哀乐。不少美国人还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无形中发现，美国已经渐渐地从一堆抽象的概念中走
出来，变成了脚下实实在在的土地，变成了一片片森林牧场，变成了一个一个美国人。
我们也有过被称之为“边缘人”的苦闷。我们显然不可能在进入这一块国土的同时，就在一瞬间也进
入它的文化，而原来的文化背景又由于天长地远而渐显陌生。在实际生活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会经常骤然直率地在我们面前相遇碰撞，一开始真有无所适从亦无可躲避的窘迫。然而，时间长了，
我们开始对“边缘人”的处境逐渐坦然，甚至悟出了些什么。冷静下来，我们发现自己第一次能够这
样坐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同时和两个文化保持一个不远也不近的距离，它们不仅开始有可能化为一片
风景，而且第一次向我们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意义。
“边缘人”的苦恼在新移民中十分普遍，它只是两个强势文化聚焦在一个小人物身上而产生的悲剧性
效应。我们庆幸自己能够脱身出来。但是，我们的处境使我们不可能不想到，作为一个夹缝中的移民
，尚且感受到矛盾与压力，那么，当这两种文化两个大国真的正面遭遇，彼此实际上是多么陌生和困
惑，说是危机四伏似乎也并不过分。我们所处的位置，使我们有可能更多地看到它们的差异。我们发
现，它们不仅有各自圆满的价值体系，甚至有各自不同的语汇、语境和逻辑。有时，从一个大前提出
发，顺着各自的逻辑走去，竟会走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来。在这样的基础上，对话只可能显得痛苦
而吃力。
因此，好像在作出举手相迎或严辞相拒的决定之前，还有一段相当艰苦而漫长的互相了解的路必须去
走。否则，轻易称“是”显得没有根据，动辄言“不”也容易文不对题。更何况，历史已经规定了它
们不可能永远回避。它们都已尝试过这样做，但是，眼看着毫无结果，于是，它们又试图相互走近。
有时，如果不暂时和自己的习惯思维方式生生拉开一段距离，就无法在相互了解的路上走出一步。
我们则是以一个普通新移民的身份去了解这个陌生的国家。既来之则安之，这也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我们也别无选择。
美国不是一个善于遮羞的国家，它投出一片阳光，就落下一片阴影。它全部的阴影都毫无遮掩地暴露
在所有的人面前，哪怕你是一个陌生人。所以，即使是像我们这样的平常外来者，也会一眼就看出～
大堆毛病来。但是我们马上就明白自己必须从沾沾自喜中醒来，因为后来很快发现，这并不见得就～
定是自己比美国人更高明且目光更敏锐。他们似乎也很清楚有这么一片阴影，他们只是迫不得已在承
认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追求阳光，你就躲不开身后的阴影。我们开始奇怪，美国人在容忍这片阴
影的时候(这种容忍常常使他们痛苦不堪)，什么是他们心中不熄的光明呢?他们在寻求着什么，以至于
不惜支付出沉重的代价呢?对于我们，这真是一个问题。在了解它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个历史短短的陌
生国家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兴趣。
根据自己作为一个平民的经验，我们发现，了解的第一步就是简单的交往。不论一个大国看上去有着
多么坚硬的外壳，它的人民都是一个个平平常常，而再大的大国也就是这些平常人组成的。当人民成
为朋友，交流变成友谊，相互了解自然就开始了。任何一方，能以更宽广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 总是
一件好事情。
去年，我们逐渐给自己在国内的好朋友写了这些信。希望能和朋友们分享我们的所读所见所闻所思。
在此，衷心感谢三联书店的编辑和所有帮助这本书出版的朋友。

Page 3



《历史深处的忧虑》

作者简介

林达为两名作者合用的笔名。他们都于1952年出生在上海，1978年进入大学。现居美国。作品有“近
距离看美国”系列：《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以及《带一
本书去巴黎》。译著有《汉娜的手提箱》、《克拉拉的战争》、《盖比橱柜的秘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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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忧虑》

书籍目录

序言
（林达）
移民、移民
费解的国家
三K党的故事
肥皂箱上的讲坛
氢弹秘密
诽谤罪的故事
总统请我入党？
枪在谁手里
家就是一个城堡
辛普森怎么引起了我的兴趣
公平才有看头
检察官输了
世纪大审判的告诫
百万黑人大游行
他们就是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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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忧虑》

章节摘录

书摘新移民多数是近几十年来从台湾和大陆来的留学生及其家属，台湾来美国的移民风要比大陆的早
刮几十年，几十年下来都已经基本立足了。最嫩的还是近十几年来从大陆来的留学生。尽管时代不同
，新移民和老移民一样，要扎下根来都有一番数不清、道不明的挣扎拼搏。说是闯荡曼哈顿闯荡得自
我感觉良好者，确属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对于华裔新移民，最常见的道路还是读书。在大学里读出
一个或数个学位，直至可以找到工作为止。有了一份稳定的技术工作，这就算是成功了。还有一部分
人，是拿的短期签证过了签证期的，这样，只能在中国人圈子里找一份低薪工作。所以，对于新移民
，就其绝大多数而论，若谈及衣食住行，所谓汽车洋房等等，大致都不亚于一般的美国民众，要说好
好品一品自由的滋味，许多人大概还没顾得上。    高等学府里，也有一些专学政治法律或社会制度的
学者，也许，他们也难于不知如何向国内的学术圈外人开口，因为听众若是对美国历史不甚了了的话
，要向他们解释清楚专门的理论，也实在很吃力，得不偿失。大概正因为以上情况，至今为止，我们
还很少看到向国内普通人介绍美国社会一般百姓生活中的法律、政治情况的书籍。所以，你的问题问
得很自然：美国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滋味啊?    我也不敢说已经品出美国自由的滋味来了。我来美国后没
有再进过大学的门槛，尤其是刚来时尚有语言障碍，甚至还不能从书本上去了解我已经生活其中的社
会。同时，我一直工作和生活在最普通的美国人中间，大多数还是颇为底层的美国人。所以，我也许
没有资格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可不要因此就不读我的信。我作为这里一个最普通的
人，可以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谈一些对美国的所见所闻所读所思。我相信，你读了之后，一定也会
像我一样，时而大惑不解，时而豁然开朗，最后没准就能品出一些滋味来了。    要下笔谈美国，确实
非常犹豫。我记得看到过一个旅美人士写的感想，他说，刚到美国的时候，好像有一肚子可写的，体
会特多，可是呆的时间越长，越觉得“参不透”，反而不知如何下笔。因为一深入进去，你就会看到
，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美国的真实，都比观光两个月的旅客眼中的美国，要复杂得多。    犹豫的另
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背景非常不同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误解和隔阂实际上非常深。
到了美国以后我们才发现，美国人是多么的不了解中国，尤其是普通美国民众，他们想了解中国的热
情，远远比不上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好奇心。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包括我们在内的中国人，在自
己的国家里，感觉自己已经通过“全方位”的信息渠道了解了美国，大致对美国应该有了八九不离十
的概念了。跑来一看，居然全然不是一码子事儿!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前两年的春节晚会，有一个非
常受欢迎的小品，表演了一个中国父亲给在美国的留学生儿子打越洋电话。这位当父亲的掷地有声地
在电话里对儿子说，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让他们美国人来给我们刷盘子!话音一落，下面激动的观众
席上，发出一阵如雷般心有共鸣的掌声。这个场面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大陆已经有相当多的“
游子”在美国留学，他们在餐馆打工的情况非常普遍，他们向自己的家人抱怨在餐馆受到不公平待遇
的也很多，由于心疼儿子而产生对美国人愤愤不平的家长及其亲属，在中国已经形成一定的舆论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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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忧虑》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作者以信件的形式讲述美国现实生活中的故事。生动地介绍了美国法律、政治制度的思想原则，
建立与发展过程，操作方式，历史价值以及为实行这套制度已付了的和将要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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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忧虑》

编辑推荐

《历史深处的忧虑》讲的是美国不是一个善于遮羞的国家，它投出一片阳光，就落下一片阴影。它全
部的阴影都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所有的人面前，哪怕你是一个陌生人。所以，即使是我们这样的平常外
来者，也会一眼就看出一大堆毛病来。本书以信件的形式讲述了美国现实生活中的故事！ 作者以信件
的形式讲述美国现实生活中的故事。生动地介绍了美国法律、政治制度的思想原则，建立与发展过程
，操作方式，历史价值以及为实行这套制度已付了的和将要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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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忧虑》

精彩短评

1、林达的文章深入浅出，向我们介绍了民主与自由在美国的实践，在赞扬美国优点的同时也对其中
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年我就是看了这本书，才对宪法学产生出深厚的兴趣。
2、以书信形式讲述美国环境里的种种，真的特别好读，也很细致。介绍了美国这个民主自由至上，
宪法至上的神奇国家。
3、了解美国文化的入门必读。之前微博上有人发过，一个十岁小女孩对川普当选总统评头论足。看
了这本书才明白，美国就是这么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让他们每个人都对政治保
持着密切的关注。所以那个现象也不稀奇了。
4、关于自由、民主、宪政逻辑最深入浅出的诠释。嗯，这样的乐园可能没见过，但，梦见过。很遗
憾现在才读，强推！
5、经历过独立战争的他们会真正知道自由的可贵和失去自由的切肤之痛。并且，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那些险阻都必须为自由让步。
6、关于美国的历史政治常识，这本书讲得真心不错，而且例子很有趣，观点也清晰。它对我最大的
影响是让我对政治研究更有兴趣，而且让我骑上了一匹烈马去寻求宗教的内涵。
7、从知识普及角度而言，该系列不枉一读，非常适合作为了解美国民主的入门读物。
8、还记得大一读《历史深处的忧虑》时的激动，对书中美式民主带来的秩序和自由的向往，兴奋难
眠。绝想不到今日对民主持如此消极恐惧甚至反感的态度。群体行为碾碎一切，民主不过是民的主和
主民的工具，对普遍缺乏独立人格的人情社会尤其不适合。
9、好看好看好看
10、比起名字的沉重，内容实在有趣可读，而且对比起现在正在发生的“刺死辱母者”的审判，让我
一直好奇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美国，最终的结果会变成怎样......
11、买了作者的所有作品。逐一拜读。
12、书中说到让我十分敬佩的一点，那就是美国的建国者和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的农民起义的领袖都不
一样，他们所要的并不是“拉下老皇帝，我当新皇帝”，在他们的眼中，“打江山”和“坐江山”之
间似乎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我们曾经学习过人文主义思想，他们崇尚人文主义的思想，认为
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
权利。而那些美国独立战争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将军统帅，还有功臣们，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开始时
并没有想到要建立一个“中央政府”，而是都一哄而散的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更让人觉得忍俊
不禁的是，独立战争最伟大的领袖华盛顿本人一直衷心于园艺与种植，他在独立战争的期间还念念不
忘往家里写信，安排庄园的种植安排，并且从国外邮购了很多种子。战争一结束，他迫不及待地回了
家，对他的种植园精心照料，过着一种田园般的隐居生活。这使得作者终于了解到为什么在美国的园
林史中频频见到华盛顿的身影。也许有人会觉得太可惜了，打下了一片江山，居然不去当个皇帝老子
，还跑回家去种花去了。但转念想想，真的是不得不佩服当初美国建国者们的豁达胸襟，以及对理想
的追求。但后来为什么会建立政府呢，这也不难理解，因为缺少一个“中央机构”，地方政策的差异
，很快使得各个联邦之间的贸易往来状况恶劣。美国人为了维护那些“天赋人权”，终于建立了联邦
政府。但在建立联邦政府之前，人们就已...经疑虑重重了，他们害怕刚从英帝国没有人权可言的统治
下逃脱，而又跳进了另一个无人权的虎口中。因此，他们小心翼翼的，最终建立了联邦政府，通过《
权利法案》及宪法对政府的力量严格限制，以保证每一个公民的人权都得到保障。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美国的人民可以拥有枪支（当然其中是有对型号及数量的限制的。），并且还可以拥有军队，就是
所谓的“民兵组织”，真是令人惊讶！（我想这点在中国来说更是令人惊讶。）而为什么宪法规定人
民可以拥有枪支和民兵组织呢？因为美国人民认为如果人民手无寸铁，那么若在政府实施“暴行”的
时候，人民能用什么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呢？说到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美国的“言论自由”了。在不
少的人看来，言论自由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对“潜在真理”的保护。可是在美国，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让我们看《权利法案》的第一条就是：言论自由与真理完全无关。美国的言论自由的关键，就在于
坚持一个原则——内容中性。若不能坚持这个原则，认为言自由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理，那么终有一天
会，会有一群人以“真理”自恃，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然而言论自由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保证
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希望到了某一天，人们只
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美国的司法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宁可放过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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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错判一个”。他们没有像“不错判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乐观心态，也许正是因为美国
人的心中都明白，这只是过于理想化的，大多数的“不放过一个坏人”，背后都“宁可错杀了一千个
好人”。作者用最大幅的笔墨为我们讲述了轰动全美甚至全世界的辛普森杀妻案，以这个案件的审理
过程为线索，详细地为介绍了美国的司法制度。正是因为坚持“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判一个”的原
则，让一些无辜受害者的正义得不到伸张，也让一些嫌疑犯由于证据不足（书中有提到的“排斥原则
”，在此因为篇幅的关系，不细说了）而被释放。当很有可能杀了人的辛普森被无罪释放的那一刻，
许多善良的美国人都十分痛苦。可是这，正是他们选择捍卫每个公民的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前面
说到美国人民可以拥有枪支和民兵组织，作者提到过一个在举行在华盛顿的活动：有人号召枪下丧生
者的亲属把死者的一双鞋拿出来，放在一个广场上。结果广场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它们承载着一
个个突然中止的生命，也承载着亲人的无限悲痛。这正是美国人为持有枪支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他们
也反复地问自己，这样是否值得？但在目前为止，美国人民还是选择了自由，而且他们也准备好了为
此付出代价。因为他们所惧怕发，仍旧是自己所应有的权利被政府的“暴力”所剥夺。看到这里，我
真的不由得为美国人民坚持自由捍卫自由的勇气所折服，以及他们追求自由，勇于为自由献身的气魄
所震撼。因为他们所付出的，承担的代价，永远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命，更有一个国家的安全。正如林
达在开篇就说的那样，美国不是一个善于遮羞的国家，它投出一片阳光，就落下一片阴影。我想若要
追求阳光，就必定会有阴影，但是若内心充满光明，那又何惧黑暗呢？PS后记：看到网上也有人提到
林达这套书的局限性，我们可以理解。人的认识总是在进步的，一个时代的人认识都是有局限的，而
我们不应该因为别人的局限而全盘否定，更需要我们去做的，是更广泛的阅读涉猎，更全面和真实的
了解索要探究的事物。 阅读更多 &rsaquo;
13、讲了权力法案的例子。美国自由的基础
14、不错
15、林达的笔下总是轻描淡写之中却又意义深远，每看完一个故事，心中便沉思许久。
16、非常值得一看的好书，看了这本书才知道以前自己从政治书上了解的关于民主的知识太幼稚了。
17、没有体检 真好
18、文笔很稳重
19、散文
20、热评：其实我不了解的是中国
21、肯定有抒情的成分在内，但还是要说，写得真好
22、林达的这几本书都不错,好读也好看.他(她)反复地给我们说一些事,一些在这里不好想象的事,但却
是真实的事.一些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应该知道和明白的事.
23、林达的书我已经买了好几本，每一本都使我受益匪浅。他们的书语言通俗易懂，没有什么大道理
，通过讲述一些故事、事件来介绍美国宪法的原则、演进过程，以及美国人对民主、平等、人权的理
解和做法，我已经读了好几遍，每一遍都有一些新的感受，值得推荐。
24、极好的美国历史入门书籍。兴许是信件往来的缘故，我能感受得到作者的情感与思考的痕迹。
25、自由大于一切
26、就像听邻居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
27、一本读了又读的书
28、第一次这么近的了解美国文化，真的感觉自己肤浅了。
29、有的作者是思想的传播者，他们虽然没有自己深邃的独特理论或者见解，却同样让人肃然起敬。
30、这本书介绍了很多美国司法制度方面的知识，以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司法和政治制度，不错
31、挑了有关oj的部分看，是为了用这个案子讲法制，然而对这角度并不感兴趣。但受到启发的是“
是否有罪”和“是否受到了公平审判”的区别。
32、看你几时完。
33、初中。。。
34、催生向往。
35、如果能早点读过这本书，那高中写作时关于人的自由的议论不知道要高多少。
36、是二手的就算了，加上邮费其实没差几块钱，已经看过好久了
37、相当好看，相当值得收藏，受益匪浅。
38、若为自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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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瑕的，有代价的自由，有限制的民主。需要用随时变迁的标准，适度来不
断调和矛盾。
40、P39 人们有了充分的自由，他们有了表达意愿的渠道以及宣泄情绪的出口，也就不容易激怨至深
从而产生爆发性的破坏力。
41、结合当下现实来看的话，是不是更有意义。距离催生向往。
42、讲美国的民主以及法律制度。非常有趣且有教育意义
43、看完后你会发现我们在思想方面和美国的差距太大了，会很失落的觉得我们怎么也赶不上他们的
。更客观的描述美国的发展，美国的思维。
44、不干不湿的一本书，读起来有趣却又深刻。一口气在一天内读完。深入浅出地让读者初步理解了
美国的言论自由，私有财产和司法制度。一篇紧扣一篇，逻辑非常顺畅，刚有一点小疑惑，紧接着作
者就在下一段解释了。看完之后有点不饱，想赶紧找些相关的电影书籍等再看看。力荐
45、床头书，适合细嚼慢咽，慢慢体会
46、虽然有人推荐，我在推荐下购买了，但是实在提不起兴趣。可能是关注的角度不一样，这些棉柔
的文字，让我提不起兴趣。
47、真心不错哦！
48、连续一个星期看完了这本书，首先书本印刷质量不错，纸张光滑，字体大小合适，内容主要以作
者在美国亲身感受到的政治、司法、人民的自由观念为主，主要是通过讲故事，告诉我们美国是怎样
的一个社会，读后对美国的自由、“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有了更清楚的了解。难怪美国一直抨击
中国没有人权，按照他们那样的自由标准确实我们不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一直强调的是“个人利益
要服从整体利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造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不足的是，作者为了更清
楚的讲解每个故事，叙述有些罗嗦，前面讲过的内容后面提到时又要再讲一遍，讲的很仔细但是看得
有点累。
49、了解了美国司法制度的特殊性，有点明白《逍遥法外》的初衷了：宁可放过一千，不要冤枉一个
，即是法律给人的自由。
50、全文思辨，像高品质的高浓度的奇葩说。美国人民自由的代价。案例有趣，讲解深入浅出。
51、这书实际价值可能不值得五星，但是作为国内的民主扫盲读物我坚定不移给五星，我是从哪里读
了第一本有点忘了，简直打开新世界大门，很多以前朦朦胧胧未曾成形的感受终于化成实际理论被总
结概括出来了。而且神奇的是，这本书经我推荐后，被传阅了将近十多位大学同学，最后落入我妈手
中，我妈看到欲罢不能，从我这拿走了全套丛书，对书中描写的自由民主艳羡不已，立志有生之年要
去米帝欣赏它们的月亮。所以说书的观点很难让所有人满意，但是作为一本扫盲书它绝对值五星，观
点客观正确与否是学者的事，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易读性才是最重要的
52、忧虑历史，忧虑现在，忧虑未来。。。
53、中国是集体主义至上，培养的人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美国强调个人权利，培养的人不忘记关
心这个世界。
54、我很喜欢，非常非常好的书
55、个人很是喜欢这一套读本，受用。。。。
56、喜欢这句——“自由实在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
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
57、很不错，了解很多美国历史和法律演变的进程。
58、被书名吸引，我以为是站在中国的历史深处忧虑，没想到是美国。但却看着美国的故事，比较着
中国的社会，有好有坏，中国需要更好，也可以更好。书中的美国确实和我臆想的不一样，要和人家
学习好的地方
59、作者以一个个美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为切入点，展现了美国自开国以来，传承至今的价值观，
以及美国人为坚守这套价值观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这套价值观的核心是人的自由独立。捍卫言论自由
，就必须容忍“妖言惑众”，捍卫信教自由，就必须容忍“邪魔外道”，哪怕是“3K党”，或是氢弹
狂人。捍卫持枪的权利，就必须让渡部分安全，哪怕有人用枪刺杀总统，甚至杀害儿童。捍卫“不可
错杀一个”的原则，就必须接受“可能放过一千”的代价。对个人自由最具威胁的，不是邪教头目，
不是杀人狂，而是美国政府。美国宪法一方面保障了个人能有足够力的量能对抗随时可能膨胀、失控
的国家力量，另一方面也为政府迫害个人设置了重重障碍。但同时，政府就不能集举国之力，平定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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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与暴乱。美国人民也曾动摇过，经历过一次次艰难的抉择后，他们依然选择了站在自由的一边。
60、真正理解自由是接受自由的代价。
61、对于了解美国是很有帮助，但是不是有点过誉了呢？
62、这个系列的书真的很好，初学法律的时候老师推荐的。用书信的方式，从很多小的地方展现了美
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很值得一读
63、看了这套书之后，会发现自己之前了解的或者想想的“民主”，是多么的不确切！不具体！能了
解更多的民主、自由，而且是那麽的贴切合生活化！
64、内容还行 纸张还可以  价格也还合适
65、任何规则的制定都是一场宏大而曲折的人性自我辩证⋯
66、今后怕是难有到美国长期生活的机会了，不必等到那时，现在就先读了吧。
67、高中
68、前面还通俗易懂而且有点兴趣，后面就没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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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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