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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听讲座（第9辑）》

内容概要

书中所收文章皆为专家，教授、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北大的精彩演讲。文章深入浅出、简练朴素，
既有引人深思的深厚学理、又有催人奋进和人生智慧。文章兼容并蓄，可谓思想的精粹、智慧的集锦
。在浮华之风日盛的今日社会，对所有“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的人们来说北大讲座中传来的思想之
声是真正值得认真品味和用心领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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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何怀宏 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
2 张祥龙 叔本华、尼采与音乐
3 陈嘉映 科学的始祖――哲学？！
4 李景林 孔孟之道及其现代价值
5 彭锋 另一种哲学实践
6 王博 隐士的哲学
7 魏德东 唯识思想与佛教修学
8 席大民 入世背景下的道德建设
9 黄平 全球化时代社会科学遇到的成就
10 温铁平 入世与中国农业的机遇与挑战
11 姚洋 国家与三农问题
12 尹保云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
13 张文木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
14 降边嘉措 中国的伟大史诗――《格萨尔》
15 摩罗 《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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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假如我们能够计算繁星的数目，我们就不会临风涕零。假如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改变历史的悲剧和
人生的悲剧，我们就不会畏惧自己的命运。但是既然灾难不可挽救，既然人生不能虚度，精神抖擞的
人就有一种崇高的意境，当陷入穷途之际，他高瞻远瞩，仿佛从另一个世界来静观世变。　　——乔
治·桑塔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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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北大这些讲座，整体来讲都不错，但是听讲座的人却在继续搞这些讲座，提出问题，提出方法，
但是又没有去解决，十年前的问题，现在依然是问题，过去的事情，今天仍然在继续着。讲座过于温
，没有多少开创性，没有多少非主流性。
2、说实话书得纸质量很一般，但是内容是最重要的。
3、如果能备注上讲座日期就好了
4、不错的一本书。值得品味。
5、大赞，好爱，值得收藏，慢慢看。
6、老师推荐看的一本书，同学看了也说好！
7、还没来得急看，感觉书的质量还是很好的，随便翻了一下，能用这么低的价格买到这么深刻的思
想，很值！
8、这本书让我真正开始接触哲学，极佳者：《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之死谈起》、《叔本
华、尼采与音乐》、《唯识思想与佛教修学》
9、能给人以启迪 很好的书
10、熟的质量很好，内容也非常好
11、思想的精髓
12、一点
13、结果印象最深的竟然是萧红的《生死场》⋯⋯
14、书的内容还不错，可是质量一般般哦
15、给老公买的，他看了说不错。印刷挺好。
16、言浅意深，既不会让人觉得枯燥，有足够引人深思比较适合高中生阅读（我和同学用它来打发政
治课了，真正的思想，与政治课上的意识形态，相差甚远）
17、选择感兴趣的章节看，倒是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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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两天看书加看记录片，突然对巴西有了新印象，不是足球场，不是贫民窟，而是新兴的农场。
　　上午看《在北大听讲座》时，一位学者谈到巴西的土地没有利用起来，声称巴西的3.5亿土地，其
中只有7000万被利用为耕地，这个讲座是2002年时做的，数字上可能有出入，但是大体也反映了巴西
农村在天主教文化下“安贫乐道”的事实。中午看NHK（日本国家电视台）2006年作的关于中、日、
美三国大豆争夺战的记录片中，一位中纺粮油的高管认为：巴西耕地面积是1.6亿平方公顷，而真正开
发的大概是5600万公顷，总耕地面积的变化背后，是经济全球化冲击下，巴西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变：
巴西人在疯狂地砍伐亚马逊丛林以换取耕地，播种经济作物大豆和甘蔗，从而在世界贸易中获得巨大
的收益。（注：根据中国三农问题的专家温铁军教授的观点，2002年时，中国耕地面积为19.2亿亩，15
亩为一公顷，也就是说中国的耕地面积是1.28亿公顷，并在以每年减少800万公顷的速度，到2006年应
该就不到1亿公顷了。虽然我国国土面积比巴西大得多，但是论制造耕地的潜力，巴西还大有潜力可
挖。）　　以大豆为例。我国曾经一直是自给自足，但是从80年代起，我国大豆进口的数量不断增加
，根据NHK记录片中的数据，到2006年，进口总额为2640万顿，占全球大豆进口总额的40%。我们国
内也产大豆，根据温教授的调查数据，2002年时差不多就是2000万，在之后的几年里中国加入了WTO
，而我国国产大豆的价格比国际价格高50%以上，而进口大豆即使是超额购买时交纳高额关税，还是
比国内便宜，也难道NHK中所采访的中纺集团要专门到巴西去修建横穿巴西农业区的铁路以采购大豆
了。这个有点像过去日本人帮我们修铁路，总是附带个霸王条款，说什么修完后铁路周围的资源供他
采多少年之类的。　　为什么我们的国产大豆贵？因为大豆是土地与资金密集型的农业产业，我们的
农民人均耕地从秦代起就已经只是欧洲的四分之一了，更别说现在（是美国农民的８２８分之一，而
巴西的农场主土地更多），同时，我们的农民又是贫穷的农民。巴西则不同，巴西等拉美国家曾经的
拉美病虽然为他们带来了大量城市失业人口与贫民窟，也同样为他们创造了土地大量集中的大规模的
农场。以往他们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利用这些土地，而70年代时，美国的大豆产区发了水灾，美国国
内都无法满足需求，就禁止出口，于是大豆主要从美国进口的日本人就着急了，便跑去巴西开辟新的
大豆种植地。日本人种树，美国人乘凉，后来倒是美国的大公司得到了好处。原因是巴西的农场主虽
然有巨大的土地，但是没有钱购买大规模机器化生产所需要的设备，于是美国人给他们提供高利贷，
并附上很多霸王条款，强制收购这些产出的大豆。而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巴西农场主已经从那种垄
断贸易中解脱出来——他们赚够了钱，还清贷了——于是中、日、美都跑到巴西去和农场主们谈判以
争取更多的采购。　　这里肯定又有人要问，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大豆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
看了记录片才有点明白，原来大豆进口来主要是作为原材料，制作食用油，豆渣拿来做畜牧业的饲料
。美国人真的有商业头脑，他们已经把资本的触手伸展到了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他们在农场附近修
建食物油加工基地和饲养场，产出食物油和肉类，换取更多的回报，我昨天看文章时发现，现在我们
国内的大豆进口后，在提炼食物油时，70%-90%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在巴西，日本人迟到了，对了
对付中国人的铁路战术和美国人的价值链战术，他们在农场周围修建巨大的储存仓，一投就是几百亿
日圆。（注：在过去的几年里，因为中国的崛起，大豆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价格涨了一倍多，才会
出现很多人炒大豆期货发洋财的现象）　　还有一个是甘蔗，是另一个NHK的记录片里看到的。巴西
人几乎是在搞人民公社，他们建立大规模的集体农场，呼吁那些城市贫民窟里的无业者回到农场里来
，然后一起种甘蔗，在甘蔗农场周围建立加工场，直接把甘蔗做成燃料乙醇，渣子则用于燃烧，产生
蒸汽来发电，以支持工厂自身的运作，真正做到了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开发。同时，乙醇在巴西被推广
为汽车燃料，大量只用乙醇或采用乙醇与汽油混合燃料的汽车得到推广，乙醇燃烧后不会给大气带来
额外的二氧化碳（生产乙醇所需要的甘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刚好和乙醇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持平）
，因此不会污染环境，真正做到环保。昨天看到这点时，我就联想起温教授所提出的那个大胆的设想
，就是学美国早年开发西部的经验，让大家都去西方，开发土地者，可以得到多少土地，成为新土地
的居住者和主人。如果这个设想可以实现，让这些人改善灌溉后使西部的5亿亩旱地成为耕地，再种
植甘蔗，学习巴西经验搞生产，或许能为中国带来新的突破点，甚至可以拖延温室效应的恶劣影响。
也许这是痴人说梦，但是至少我们有梦的权力吧。用尼采的话说，每个人在梦里都是最伟大艺术家。
　　又扯远了。　　⋯⋯　　　　经过了这些了解，我开始渐渐加深了对与中国并为金砖四国的巴西
的印象。　　如果说中国的未来是靠无数廉价劳动力支撑的话，那么巴西的未来就是靠无数优质耕地
来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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