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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凤凰与猫头鹰》

内容概要

思想的猫头鹰总是在进程的结束时才展开双翅；然而这一次，神意的召唤使它等不及了——在凤凰艰
难地从灰烬中腾空时，猫头鹰也离开了枝头。在黄昏来临前它能找得准方向吗？它将飞往何处？也许
，它能追上前边的火凤凰？⋯⋯但无论如何，火凤凰再艰难毕竟也要展翅，猫头鹰再犹豫终究必须起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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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新钢城”的新生格莱里赫老太太“钟摆”回荡?今日“民主左派”东欧新旧社会党的关系问题尴
尬的“中间站”如何看待所谓的“东欧西行”?实用·低调·多元读不懂的高尔基“第二思潮”与东欧
异见运动的冬天“只有一次，等于没有”真假亨廷顿与东西亨廷顿布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理论再谈布
哈林与社会主义模式重新发现恰亚诺夫俄国革命之谜与“神人创造”的“新时代”发人深省的“白”
与“黑”“否定的自由”：高调还是低调?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剖析游民文化理解世界，理解现
代化是大师，而不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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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凤凰与猫头鹰》

章节摘录

　　我在波兰的聊天对象中，老人，尤其是退休老人居多，因为他们既热情，时间也充裕，不像年轻
人生活节奏快，老是行色匆匆似的，难得坐下来陪你神侃。　　在这些老人中，我交往得最频繁的
是82岁的格莱里赫老太太。我与她的相识完全是偶然的机会：　　1991年秋，我到捷、斯、匈、奥等
国去旅行。归途中在列车上不幸遇窃，随身带的钱丢了不说，还损失了包里的全部证件、相机、珍贵
的3卷新闻胶卷和千余张在各图书馆辛苦抄录的资料卡片，这个打击可不轻。我沮丧得回到华沙后一
连躺了两天，第三天仍心烦意乱，看不进书。望望窗外正是风和日丽，心想到外边散散心也好。于是
顺手抓了本书，连拖鞋也没换，便出了门，来到公寓对面的肖邦公园。　　秋日的公园景色清新；游
人寥寥。我坐在长椅上翻了几页书，发现有个词儿不认识，抬头望望，不远处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
太太恰巧在望着我。于是我便走过去⋯⋯很快我们便交谈起来。她得知我的遭遇后，极力宽慰我说：
钱物等等都算不了什么，人比什么都重要。说着格莱里赫便谈起了她的身世。格莱里赫是华沙的老住
户，她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十分富有。战争中一家人带了少量金银弃家出逃。但终未躲过劫难，全
家都惨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只有她和一个儿子活了下来。她说着伸出胳膊给我看，至今那上边刺
的集中营囚犯号码还赫然在目。　　战后她回到华沙，但不幸仍缠绕着她，1959年在一次演出中，她
那当杂技演员的儿子不慎从钢丝上摔下，截瘫卧床，四年后终于不治去世。媳妇也去了美国。从此她
孑然一身。她原在一家医院当护士，20多年前退休。我心情沉重地听她讲完这一切，然而她的语气却
十分平静。　　然后她便邀请我去她家喝茶。一进家门，老人便拿出一双九成新的大红高跟皮鞋，硬
要送给我。原来波兰人从不把拖鞋穿到户外，她见我穿着拖鞋，以为小偷使我狼狈到如此地步，便执
意相赠，说是两年前她买回来，因为上了年纪，穿着累脚，便一直搁着，现在我拿去穿正合适。我真
有点啼笑皆非。其实在波兰我最不喜欢穿高跟鞋，不像在国内，出门就可似蹬上自行车，或像波兰人
，每人就有一辆小汽车。既然俩轱辘、四轱辘的都没有，在小石子铺的路上穿高跟鞋走路，岂不是活
受罪吗?所以我旅游鞋穿坏了几双，而崭新的高跟鞋却一直没上脚。然而我怎么解释也没用、承她一番
好意，我只得收下。由于有课，我们聊了一会儿就告辞，并约好以后每天都可以在肖邦公园见面。不
巧，第二天我去了岑希特霍瓦，一去便是四、五天。我心里一直在惦记着这位善良的波兰老太太。从
岑希特霍瓦回来，天下着小雨，我赶忙去了肖邦公园，没有见她，就直奔她家。老人看见我来了；十
分高兴，告诉我，这几天她天天都去肖邦公园等我，一直没碰上；今天身体不适，投有去成。我摸摸
她的手，发烫，老太太在发烧呢。我不由得想到她高龄独居的困难，急忙跑回公寓给她拿了一瓶银翘
解毒片⋯⋯　　此后我们逐渐熟悉了。反正住得不远，只要有空我就常常过来聊天。她待我像自己的
孩子，每次见面不是塞给我几块巧克力，就是一个大苹果。我也把她当做亲人，想家了，就向她倾诉
，研究工作遇到困难，或是对波兰社会现象有难以理解之处，也向她请教，她总会尽力帮忙。当然，
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有明显的宗教色彩。有一次她还郑重其事地送给我
一本波兰教会的《圣经解说》(波文)，告诉我，：读这本书吧，相信上帝吧!只要虔诚事主，就会永无
痛苦，心底平静，天地宽阔，任何时候上帝都会给你以帮助和力量，会让你感到他那博大的爱。因为
生词太多，我没有去读这本书，但格莱里赫的爱就足以感动我了。　　格莱里赫的家就在贝尔维德宫(
总统府)旁边的一座住宅楼底层。因为前面有军事科学院大楼的遮挡，显得有些暗。两间居室：尸间卧
房，塑纸贴面的墙上有挂毯，地上的地毯、壁柜与席梦思床档次还都可以；一问客厅，摆着沙发、衣
柜与食品柜。令人注目的是两间房里的电视：卧室里是崭新的21时月本松下彩电，客厅里是一架傻大
黑粗的俄制老式黑白电视。过道上则有电话与冰箱。整套住宅几乎看不见白墙、灰地。典雅的乳白色
窗帘下，一盆盆鲜花与长青的盆栽植物摆满一窗台。整个布置略显拥挤，但十分整洁，不像是我想像
中80多岁老人独居之处。很快我就得知，老太太现在每月退休金110万兹罗提，还有些补贴、福利，一
共月收入150万(140美元左右)。按我的体会，一个人花刚好收支相当，当然，生活水平要比我国略高
。　　老人精力充沛，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不容人插嘴(许多波兰老人都这样，也许孤独的老人难得有
这么个听众，她恨不得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奇怪的是在她面前，我那结结巴巴的波兰语也讲得流
畅多了。从此我们来往十分密切。她还给我介绍了她的好几位女友，并特别告诉我其中有一位是华沙
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或许会对我的专业有所帮助。（以后我真的认识了这位老太太，她也是退休多年
，一人独居，她自己就是一部历史，而她学过的历史早已消逝在生活中了。）　　在东欧持不同政见
运动史上曾不只一次地出现影响深远的大论战，如70年代捷克的哈韦尔——昆德拉之争，前苏联的萨
哈罗夫——索尔仁尼琴之争等等。争论双方都拒绝认同旧体制，但他们对旧体制的弊病何在却持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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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凤凰与猫头鹰》

相异、而且往往相反的见解：有人斥之为禁欲主义的军营制度，有人却斥之为“消费主义”的后极权
制度；有人视之为非理性或理性不发达的产物，有人却视之为“过分理性化”的结果；有人说它是亚
细亚式或鞑靼式的遗产，有人却说它是伏尔泰或马克思的“西方幽灵”之东传；其实，这种右极必左
、左极必右，政治钟摆来回摆动的现象恰恰说明，目前中东欧政治演进的基本格局已经逐渐演变为议
会民主制下两党轮流坐庄的稳定局面，意识形态因素在成败中起的作用已很小。大致而言，选民投右
派的票，并不一定是因为相信右派的思想，而是不满意左派政府的政绩。选民投左派的票也同样如此
。1996—1997年俄罗斯的地方选举也表明，靠意识形态因素当选的候选人在职业素质上不如其他候选
人。评论界认为：看待现在的选举结果“只用红白两种颜色是不对的”。人们今天比任何政治家都英
明，他们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时首先想的是，这个人在领导岗位上能做些什么。　　由此可见，1996
年所谓的“东欧西行”，并不意味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或广义上的左派思想继剧变之后又
一次受到多么大的挫折。实际上，前几年中东欧左派复兴与其说是左派的成功，毋宁说是右派的失败
。虽然左派，政党的确是不断得到恢复壮大，并获得选民信任，但这并不表明左派力量的成熟。因为
从中东欧上台的左派看，大多是在右翼力量的政策和实践威信扫地的情况下，抓住民众的求变心理以
强有力的批评赢得选票，而不是提出了更令人信服的抉择，也没有作好接替政权的准备，更很少从事
思想和理论建设。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十分矛盾的局面：越是政局不稳、经济恶劣的情况下{左派
越容易获胜上台，而上台后要挑起前任的“烂摊子”乙要承担转轨的痛苦，日子会很不好过。在台上
的左派又会同样经历反对派挑战的严峻考验。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左派上台后的威望都比未上
台前有所下降。　　一般来说，作为社会民主派，中东欧各国社会党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要强调弱者与
劳动者权益、社会保障、公平互助与公共福利这些传统左派价值，而且在未上台前作为议会民主制下
的反对派，他们在政治操作上也必须与执政势力唱反调，或者至少保持距离并维持批评者立场，然而
当左派复兴重新上台时，他们就面临角色的转换。在东欧转轨的宏观格局下，他们在野时所评击的许
多政策，可能正是他们上台后面临的“别无选择的选择”。部分由于右派本身的问题，部分也由于在
野左派的反对而未能完成的“不得人心的任务”，如今却摆在了在朝左振韵面前。以匈牙利为例，匈
社会党是以批判“休克疗法”争取民心而上台的。当时的得票率是中东欧左派中最高钩，与前届相比
，社会党得票率猛增6倍之多。但是，社会党上台接任后，不得不以空前严厉的”休克补课”治理宏
观经济。在此期间，通货膨胀率反弹，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实际工资降低、各种补贴减少，社会保障
、公共福利比右派在台上时还要糟许多。因此政府多次发生危机，有11名部长先后辞职，政府首脑霍
恩的民意测验率从上台前的23名重要政治家的第2名下跌到倒数第2名。保加利亚社会党在今年4月的选
举中得票率锐减也有类似原因。　　另外，中东欧的体制转轨要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地方、
部分、个人分权的市场经济，这就必须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和社会财产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能否治
理腐败并与前体制营私舞弊的权贵私有化划清界限，直接影响着左派执政党的形象。许多左派执政的
社民党政府虽然对此高度重视，不但出台了“阳光法”，还把“社会公正”问题列为头等大事，但在
掌握资源配置的权力机关和一些执法部门，依然不断滋生腐败现象，一些权力圈中或和他们有关系的
人大获其利，他们以权力参于手段，在私有化浪潮中再次成为“特殊的受益者”。立陶宛的副总理阿
·什莱扎维丘斯利用掌握的信息，赶在银行宣布破产前提走了自己的存款，伊利埃斯库的许多朋友是
“贪赃枉法者”，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官员利用经济危机中饱私囊，匈牙利社会党陷入“托奇克丑闻”
难以自拔。所有这些严重地刺激了民众的不公正感，因此在1996年的选举中，“把恶棍赶出去”的思
想十分流行。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政府的腐败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哈林顿语)这句话就不
难理解了。　　因此，在经历这样一个轮回之后，东欧的政治家发出“批评容易当家难”的感慨。他
们领悟到，在议会政治中以开“空头支票”的方式获胜上台后，若仍像当政前那样只靠哗众取宠的花
架子，没有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不去履行执政者的社会职责，必然难逃再度下台的厄运。因此必须
调整战略部署和心态，适应这种政治运作，迎接下次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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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年来东欧的变化让人眼花缭乱，而东欧的报刊中则往往以这样两个典故抒发感慨：乐观者宣布
："火凤凰已经在灰烬中新生并起飞了。"而悲观者则声称："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才起飞。"是的，
思想的猫头鹰总是在进程的结束时才展开双翅；然而这一次，神意的召唤使它等不及了--在凤凰艰难
地从灰烬中腾空时，猫头鹰也离开了枝头。在黄昏来临前它能照得准方向吗？他将飞向何处？也许，
它能追得上前边的火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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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昆德拉说 einmal ist keinmal 那为什么个人的选择又不不能承受之轻呢~
2、和秦挥是夫妻档
跟朱学勤那边风雨读书声一起购进
3、　　金雁和秦晖是国内少见研究历史的社科素养这么好的，方法论上高了一层。诸多观点清醒透
彻，尤其于保守/激进、亨廷顿、哈耶克的讨论中可见，学识周正，现实感强，秒杀国内大批扭捏矫情
的治史论政文青。但全书总体上内容稍嫌琐碎，不过也只是安排较为随便的文集。
4、了解了一些东欧巨变前后的情况，提到一些人：哈维尔、昆德拉、高尔基、亨廷顿、布哈林。
5、少见研究历史的社科素养这么好，诸多观点清醒透彻，尤其于保守激进、亨廷顿、哈耶克的讨论
中可见，但总体上内容稍嫌琐碎。
6、看起来只是个早期的小册子，然而内容却很有分量。讨论的问题，语境是上世纪90年代，但放在今
天来看并无过时之感。金雁老师对苏东剧变后东欧各国的政治与社会走向的思考，对东欧与俄罗斯著
名知识人、思想者的评析，其意义实际上并不止是就事论事。在讨论“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课题
时，这样的思考无疑可以帮助读者厘清概念，更理智地看待他们所身处的现实环境及他们所面临的挑
战。
7、15年前的书还如此有营养
8、在读《倒转「红轮」》时突然想要读此书，于是匆匆借出来，过年真的有点过费了，这本小书竟
然断断续续读了三天多⋯⋯思路是一贯的，但具体问题上还是让人增加知识。谈经验与理念、布哈林
、亨廷顿、哈耶克诸文尤其好。
9、秦晖的老婆也很厉害，有些和秦晖合写的书她才是第一作者。认认真真（但绝非板起面孔）地讲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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