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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宗陶　七十年代生人，生于上海。现为《南方人物周刊》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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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辑一　中国心　 王元化　为思想而生的知识人　 2008年5月9日22：40，88岁的学者王元化先生走了
。2006年，在持续大半年的采访中，不止一个先生近旁的人告诉我，元化先生活过百岁没有问题。但
两年后这个初夏的周末夜晚，噩耗由一位护工最先发布。先生就这样悄悄走了。　　一生的思想主线
是“自由”　　最器重的学术品质是“思辨”王元化生于1920年，在清华园内度过童年。18岁加入中
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务院学术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等
。但终其一生，他的角色是知识人。他临终前嘱托弟子胡晓明从下面这段话中“做点删节，用三四行
字，写在学馆〔王元化学馆，是华东师范大学从2007年12月起开始筹建的〕门口的石头上”这种知识
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
，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
。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
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
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
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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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次成功的采访，与其说取决于被访者的水平和口才，不如说看记者肚子里有多少货色。作为《南方
人物周刊》的主笔，李宗陶的成功，来自于她的灵感加好学。灵感是先天的，天资愚笨，后天再如何
努力，也终究有限。看她采访录中那些知性与感性交错的好问题，就明白这个女孩的灵性。她出生于
书香之家，命运的阴差阳错，却让她读了一所工科学校。毕业以后弃工就文，改行当记者。没有受过
新闻系的刻板规训，反而让灵性尽情发挥，淋漓尽致。不过，灵气再足，也有挥霍一空的时候。好在
她对文学、历史与宗教哲学有近乎膜拜的热忱。买书、读书、写作，成为她最大的癖好。她的每一次
采访，都做足了功课。事后将录音全部整理出来，沙里淘金，提炼出最出采的篇章，如同王世襄老人
下厨，一斤菜要掐掉七两，只留那一点点嫩尖，炒成美肴。　　　　　　　　　　　　　　　——许
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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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给孩子买的，她很喜欢
2、挑的读了几篇。采访的人挺招人喜欢。
3、教科书一般，在国内杂志写人物报道，什么样的人值得写、怎么写——视角、文风如何认真又不
失灵动。不枉从高中一直追看作者的报道，没有知名女记者们常见的小聪明炫耀和沾沾自喜，越读越
觉得值得尊敬。
4、余英时 许倬云
5、书名有点大，不过所采访的人物的确很有见地。很多国学大师
6、李若干年前的文笔，闻不到现今字里行间的江湖味儿。
7、访谈参考书
8、布朗运动，上下求索睁开眼睛努力看世界。
9、不知是不是受序言影响，我也觉得李宗陶采访文化人的几篇，比后面采访艺术家的要精彩，另个
人感觉，问题提的比叙述好。可惜文化人里很多都是文字采访，表达是精准了，却少了访者和被访者
现场的思想碰撞。很欣赏作者的态度，不了解谈何提问。
10、很宽广的一本书，借由不同时代的人物触及了历史和生活的真实细节，李宗陶的聪慧是平和的，
因此并不叫人紧张。
11、这本书越看越沉静，边看边思索
12、“思虑中国”，能引起这类思考，算是名副其实吧！
13、普图借 外公家看完 http://book.douban.com/review/5241330/
14、散在人物周刊时比较好读，但集成册之后，就觉得不怎么样了。
15、思虑中国
16、自我的过滤。
17、书中有一位先生提出：中国的希望在坚定的温和派。窃以为是极具独立思考精神光辉的一笔。
18、得以借一本书的机会窥得大家治学、对世、文化、思想，艺术创作等思路，挺好
19、辣椒偶尔要吃
20、对艺术家的采访远没有对作家的好。
21、09年读的，当时是沈茜学姐借我读的，读后忘记还她了~~
22、阿城五星
23、是旧书，但是内容很赞
24、2014
25、对中国不同领域的精英进行采访，不同的人让我看到不同的世界面！
26、一直以来都想看，终于买下来了~
27、很爱此书。。看到那麽多人去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 关心民生疾苦。不浮躁。很感动。
28、中国目前人物采访中，写知识分子写得最好的吧
29、激进者往往比“沉默的大多数”更能吸引人眼球，但是我们需要有些坚定的温和者，他们该成为
中坚力量——对人性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个人行为有坚定的原则，并坚守底线：不伤害无辜者，不
侮辱那些哪怕有罪的人。
——何怀宏
30、不错。采访了好多我喜欢的人，而且挺有水平的。访谈类的书是一扇门。
31、这本书值得读。作者下了功夫去做采访。
32、里面的内容都很赞，很受启发。值得拥有。
33、很好的一本书，读来很受启发。
34、对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的访谈。就访谈本身而言，水平没有我想象的高。多数问题关注的都是知
识分子个人经历及他们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比较泛。此外，记者与被访谈者之间的关系不够有张力
，记者一直是敬仰的姿态。总之，这本书营养不够丰富。但值得一说的是，木心那篇很棒，因为木心
的话很精彩。
35、很好的一本书，堪同《访问历史》媲美
36、名人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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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非常好，见功力。在架上 西溪流通书库 西溪图书馆204 K825.4/CL4 
 
38、还不错吧  书挺多了   没有时间看就是
39、人物众多且活灵活现，有见地，可惜不知为何总是”不够到肉“，可惜。
40、访谈，了解更多的思想
41、记者节の业务学习。认真踏实，毫无卖弄。
42、有几篇不错，挺有启发意义的
43、本书是对&quot;知识分子&quot;的访问,我看了两篇,有个感受就是底层人物(所谓的&quot;小人
物&quot的命运,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关怀.我理解的底层人物不是我们通常意义说的&quot;无产阶
级&quot;,而是那是因为某种原因被&quot;边缘&quot;化的人,如刑满人员、吸毒、孤儿、无子女的老人
，等等。他们除被体制漠视外，其生存基本上无保障，更谈不上受益于改革成果了。我想作为知识分
子，应当更具有向“下”的眼光。我同意茅老先生“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观点，但看看现实，
更多的是“为富人说话为富人办事”的人，在体制内尤其明显。这不是文明社会更不是标榜社会主义
社会所应有之义。当体制或社会精英们普遍地对底层人物的生存乃至命运都漠视而不关怀，那这个体
制以及精英们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人的生命是没有贵贱的。。。。。。
44、作者是个不可爱的女人
45、还是更喜欢后面部分多一点。前面部分可以视为访谈者的奋斗史，正正经经。后半部分就更为畅
快些，更有趣味些。
46、大爱。
47、许纪霖评认为李宗陶最好的采访，上等是作家，学者居其次，艺术家压后。这本书看下来，确有
此感，但木心先生说“憾也是一种感觉，很温柔呢”，况且李宗陶今年出的新书恰恰是关于十五个艺
术家的。采访读起来极费精神，但有意趣。但倘若把看当猎奇娱乐读物，那真是与里面的一字一句闹
对立了。
48、这本书采访的人物众多，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大师是余英时、贺友直和卜正民，虽然每个人的性
格不同，但在行文中间能感受到他们质朴的精神面貌和高尚的思想情怀。
49、好的人物访谈书。
50、值得推荐的当代中国文化领域人物切片，，窥斑知豹，开言拓路。
51、李宗陶女士是我的同行，也是“前辈”，她在南方人物周刊长期撰写这类文化人物的专访，非常
不错，这本书是这些文章的汇集，值得一读。很羡慕啊，能做这种对话是每个记者的追求。
52、无甚高论  中国人搞文科的全是王八蛋臭狗屎
53、学者是现代社会的“士大夫”。文中有句话，“儒家和马列是无法支撑现代中国的”。希望中国
更多“低调”的学者们站出来，与公众分享他们的人文精神，让那些唾沫横飞的“说客”们自惭形秽
，无以遁形。
54、　　《南方都市报》书评人 焦建 作为一家拥有良好报道理想和愿望的大众传媒，《南方人物周刊
》在创刊几年来的时间中，它所进行的人物报道尝试，在开拓这一报道领域的广度及深度之外，因为
内容的独特性，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某种公共性。它在努力开掘热点人物多侧面内容的同时，也
会努力将那些值得关注的非热点人物的思想和生活，作为一种提醒，呈现给广大读者。
　　作为这本杂志内容的集结，李宗陶女士的这本《思虑中国》，便是这种意义的一种现实展现。而
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来说，这本书中所集体呈现出来的，还包括对36位中外学人、思想家、文艺
家的精神层面的再认识。
　　起码对一个会愿意捧起这本书来进行阅读的读者来说，王元化、余英时、陈嘉琪、何怀宏、阿城
、刘索拉、陈丹青⋯⋯这些名字肯定不大可能是一无所知。但在除了简单的资料之外，我们对他们的
思考和想法又有多少了解？除了他们自身的生活内容之外，在精神层面上来说，这些人还有什么东西
是值得外人关注的？他们有哪些声音值得倾听？他们又愿意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大众对他们有所
了解？
　　通过访谈采访进行人物报道，并不是一种新鲜的报道方式。但把一个人真正写成一个人，把他们
的所思所想作为报道的内容，不整“假大空”和套话，是这几年才逐渐复苏的一个过程。这种报道困
难便在于，那些值得关注的“有性格”的人，他们要么不属于体制之内甚至是对体制有所怀疑和反抗
，要么是久居国外思想更加开放和自由。针对这些报道对象，真如阿城在本书后记里面所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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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昧平生，刚刚交谈了20分钟，我为什么要把心里所有的话告诉给你？或者说，为什么要把私人的
事通过你告诉更多的陌生人？”
　　是的，他们跟你交谈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即便是有些人希望通过传媒让别人对其有所了解，
为什么要选择你而不是别人来说出这些话？
　　或许这是所有新闻行业从业者一个共同的认识，从事这种职业之所以是有意思的，是因为它可以
让记者本人每天都见识不同的事情和人物。这是一个简单的叙述，但填满这种叙述的现实实践，要远
远超出单纯有趣的范畴。抛开单纯事件性报道给记者带来的人生安全的威胁和对突破能力的苛求之外
，人物性报道需要的则是记者在另外一种层面上的努力。
　　王元化、余英时、许倬云⋯⋯假如不是彻底不知道什么是毫无畏惧，假如具备一点点敬业精神和
对报道内容质量的自我期许和追求，采访这些人物都将会是一件令记者生畏的事情。李宗陶女士的可
贵之处就在于，她以自身的努力完成了这一系列令同行都可能会感到肃然起敬的报道。也许这些报道
本身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在阅读本书的字里行间，读者或许发现，作为访者的李
宗陶，已经赢得了被访者的尊敬和重视。她的问题，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需要认真对待和作答的。
　　这或许是因为记者李宗陶女士本身的厚重。这种厚重所代表的是记者在进行报道时所具备的敬业
精神和努力。正是凭借着它，记者才可能赢得被采访对象的尊敬，从而得以管窥这些人的精神世界：
“慢慢在啃余英时的十卷文集。前面三卷2005年读过，《重寻胡适历程》是以前唯一读过的单行本，
其余的，慢慢啃，急不来的。只是囫囵有个了解，否则哪里敢提问。”“稿子终于成了。先是一万三
，我自己删到一万一，编辑删到一万。今天看到定稿，欲语，忘言。晚餐好胃口。”
　　不必再谈更多的细节，这种敬业的追求在本书中随处可见，能够完成针对这些人物的访谈，本身
便是一种证明。而李宗陶女士在这个过程之中，已经对自己的报道，产生了自己的思索。这种通过自
身的厚重对这些人思想世界的打探，已经成为了公共领域里有益的一种思想资源。“记者是其中有可
能突破上下界面而提供另两层图景的人，他们的突破能力，决定了受众可能获知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
。”这个评语，李宗陶配得起。
　　http://epaper.nddaily.com/C/html/2009-05/03/content_779008.htm
　　
　　这是原文，编辑删改的的确更清晰了：
　　
　　以自身的厚重打探他们的精神世界
　　
　　在张立宪看来，他做《读库》的标准是——谈的都是百度Google不到的人物，要做内容的提供商
，而不是简单的消息传播者。“因为那些经常出现在报纸杂志版面的上的人物，早就已经被掏干了，
你做一个所谓的刘德华独家专访，又有多大的意思？他还能给你多独家的东西？”
　　从单纯的传媒内容开掘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很有益的积极尝试，而张立宪先生的努力值得肯定。
但换一种角度来说，假如所有的传媒都以这种观点来进行新闻传播活动，那么或许也不是毫无弊端的
。从极端的角度来说，每家媒体都在自说自话，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共识将因此无从产生。当然，这是
及其理想的状态，大众传媒的特性之一，也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一种宿命便是——它们肯定只会关注那
些已经成为热点的话题，至于将来有可能成为热点的内容，还是交给张立宪这样的先行者吧，他们试
对了，后者便会一哄而上，试错了，后者自然没有关注的必要。
　　作为一家即便是拥有良好报道理想和愿望的大众传媒，《南方人物周刊》肯定也无法避免对于发
行量的追求。但在这本杂志创刊几年来的时间中，它所进行的人物报道尝试，在开拓这一报道领域的
广度及深度之外，因为内容的独特性，这本杂志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某种公共性。它在努力开
掘热点人物多侧面内容的同时，也会努力将那些值得关注的非热点人物的思想和生活，作为一种提醒
，呈现给广大读者。
　　作为这本杂志内容的集结，李宗陶女士的这本《思虑中国》，便是这种意义的一种现实展现。而
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来说，这本书中所集体呈现出来的，还包括对36位中外学人、思想家、文艺
家的精神层面的再认识。
　　起码对一个会愿意捧起着本书来进行阅读的读者来说，王元化、余英时、陈嘉琪、何怀宏、阿城
、刘索拉、陈丹青、⋯⋯这些名字肯定不大可能是一无所知。但在除了简单的资料之外，我们对他们
的思考和想法又有多少了解？除了他们自身的生活内容之外，在精神层面上来说，这些人还有什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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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是值得外人关注的？他们有哪些声音值得倾听？他们又愿意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大众对他们有
所了解？在这些问题得到澄清之前，他们是一群这样的人——他们的名字时常被提起，但除此之外，
我们对他们，的确是一如既往的陌生。开掘这些人，应该算得上是对于社会公共知识资源的另外一种
开掘的进路，这种进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比完全开采一个新的领域，要艰难一些。
　　通过访谈采访进行人物报道，并不是一种新鲜的报道方式。但把一个人真正写成一个人，把他们
的所思所想作为报道的内容，不整“假大空”和套话，是这几年才逐渐复苏的一个过程。这种报道困
难便在于，那些值得关注的“有性格”的人——他们要么不属于体制之内甚至是对体制有所怀疑和反
抗，要么是久居国外思想更加开放和自由，针对这些报道对象，真如阿城在本书后记里面所说的那样
：“素昧平生，刚刚交谈了20分钟，我为什么要把心里所有的话告诉给你？或者说，为什么要把私人
的事通过你告诉更多的陌生人？”
　　是的，他们没有体制的约束，跟你交谈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再加上对这些人的开掘所带来的
意义本身，也并不足以让这些人真正对记者展开心扉；即便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希望通过传媒让别人对
其有所了解，为什么要选择你而不是别人来说出这些话？
　　或许这是所有主动从事新闻行业的从业者一个共同的认识，从事这种职业之所以是有意思的，是
因为它可以让记者本人每天都见识不同的事情和人物。这是一个简单的叙述，但填满这种叙述的现实
实践，要远远超出单纯有趣的范畴。抛开单纯事情性报道给记者带来的人生安全的威胁和对突破能力
的苛求之外，人物性报道需要的则是记者在另外一种层面上的努力。
　　王元化，余英时，许倬云⋯⋯假如不是彻底不知道什么是毫无畏惧，假如具备一点点敬业精神和
对报道内容质量的自我期许和追求，采访这些人物都将会是一件令记者生畏的事情。李宗陶女士的可
贵之处就在于，她以自身的努力完成了这一系列令同行都可能会感到肃然起敬的报道。也许这些报道
本身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在阅读本书的字里行间，读者或许发现，作为访者的李
宗陶，已经赢得了被访者的尊敬和重视。她的问题，并不是一无是处，而是需要认真对待和作答的。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或许可以给上面的问题得出的一个答案是：因为记者李宗陶女士本身的厚重
。这种厚重所代表的是记者在进行报道时所具备的敬业精神和努力。正是凭借着它，记者才可能赢得
被采访对象的尊敬，从而得以管窥这些人的精神世界：“慢慢在啃余现实的十卷文集。前面三卷2005
年读过，《重寻胡适历程》是以前唯一度过的单行本，其余的，慢慢啃，急不来的。只是囫囵有个了
解，否则哪里敢提问。”“稿子终于成了。先是一万三，我自己删到一万一，编辑删到一万。今天看
到定稿，欲语，忘言。晚餐好胃口。”
　　不必再谈更多的细节，这种敬业的追求在本书中随处可见，能够完成针对这些人物的访谈，本身
便是一种证明。而李宗陶女士在这个过程之中，已经对自己的报道，产生了自己的思索，如何避免让
自己的报道不给被访者添乱？如何得以更加贴近这些人的心灵？这都是一种不止对记者本人，也是对
这个报道领域里的宝贵实践和思索。
　　外表秀气内在却强韧的李宗陶完成的这本书，这种通过自身的厚重对这些人思想世界的打探，已
经成为了公共领域里有益的一种思想资源。“记者是其中有可能突破上下界面而提供另两层图景的人
，他们的突破能力，决定了受众可能获知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这个评语，记者李宗陶配得起。
　　
55、对中国不同领域的精英进行采访，不同的人让我看到不同的世界面，但是美中不足的是，采访量
过大，难免出现虎头蛇尾的现象，总体来说是好书
56、看后会有启迪和思索！
57、2016年10月28日
58、期待了很久才看到这儿有卖的，好高兴呢...
59、写的挺好的，很认真，也有深度；不要总是引用某某书或某某名人的专业观点引导提问，手段太
前期，手法太幼稚，没有厚重质朴感，太显文艺了；前面比后面好，后面的访谈什么玩意。
60、从生平简述开始，就有了气质。
写作家最好，就是因为这气质，语言隔着云雾，象征隔着博闻，交流的意义不仅仅会弥散，也能深入
。
有距离，才有联系。
61、读不够 不过瘾
62、其实这是悖论，因为如果他逃避责任或负不起责任，就不能称之为精英。我是这样理解的。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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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出自哪一篇，出自谁的专访了。但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全篇看下来就清楚了。
63、比较喜欢访谈的文字版，尤其是这种要慢慢去思考的文字...
64、各有各的绝技，各有各的活法
65、纸张比较差，排版也不好
66、　　　　喜爱这书最根本的情结在于它说出了许多我想说的话。也喜欢将“作者”更改为“采写
人”。记者出身的她充当了一个比较客观地记录人，执笔，选择了36位不同领域的中国知识界的中坚
分子进行访谈，用黑白的平面影像和原始的讲述将他们最纯的真心平铺在读者面前。他们热爱中国，
不轻易否定什么、摈弃什么、攻击什么，也不轻易承认什么、颂扬什么。他们对历史从一而终，并努
力让自己心如明镜。
　　　　书名是令人玩味的，相当于概括性的总结——《思虑中国》，是的，36位不同年代、不同专
长、不同背景的知识人，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看到的、坚持的，和最在意的根本以及所做过的努力
。另外，在他们的讲述中也能了解到其他一些名家的侧影，如陈寅恪、郭沫若、王小波、王朔。所有
的文字均不包含任何修饰和润色，完全呈现，因为事实本身比任何引述和讲解都更具力量。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中国已经没剩下几个有担当的知识人了，而这也是本书令人欣慰的地
方。“精英要为社会的道德沦丧负责”，这话是中肯的，令人感动。因为知识人的风骨和气度比知识
本身更具有强大的作用，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维进程，甚至需要引领整个社会意识。这当中
包括体察、触摸、自观自省和阵痛，这是责任，也是义务。只是如今太多太多知识分子早已经否定了
自己属于道德先锋的楷模作用，说“否定”是遮羞布，其实根本就是“否认”。
　　　　有知识，还必须有信仰！道德守不住了，口无遮拦，无异于流毒！我敬重中国近代文学史那
些有高度的文人，自爱、热忱，轻己重义，当国人都在黑夜里摸索时，他们的生命小宇宙爆发得如此
酣畅淋漓，照亮道路；我鄙视今天那些将自己关在字里行间臆淫的书虫，以做研究为名在书房里轮换
着“养”些个小妾，抛却历史沿革不管，一味地用纸和笔满足自己长久以来想要一窥玉体的愿望。他
的责任呢？像周汝昌那样为“红学”做出了贡献吗？没有！而粉饰皮毛、堆砌文字、假传“圣”意的
井底蛙更是充斥着各种书店、网络和媒体，利用华丽的头衔、唯美的包装和所谓的“新解”向社会散
发自己肤浅甚至错误的观点和评说，美其名曰“新说、普及”。
　　　　是与非是很残酷的，大量爱读书的人们看到的全是垃圾却浑然不觉，连是非都错了，更谈不
上了解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中国走到21世纪有多难，知识分子这样做根本就是犯罪！诈骗了知识和
民心。
　　
　　　　我绝不怦击如安妮宝贝那一类的“情绪文学”和刘震云那一类“讲故事的人”，而诸如张爱
玲、纳兰公子那种格局、眼界都比较小的名家，我也会捧读。这些人他们有才华、有毅力，他们的文
字能够安抚时间、沉淀在人心里，无论是否有高度，都应该获得尊重。你可以将自己的心剖开，但不
能指鹿为马！
　　　　郭德纲说得太好了：你是相声演员，你不去拯救相声谁去拯救相声？让卖白菜的去拯救相声
？这样说话真的很痛快。看那些已被曲解的一家之言，真不如看一看贺友直的线描连环画，人生还是
清晰一点好。至少我是看他的画长大的——时代变迁，世态炎凉。
　　
　　
67、很喜欢李宗陶，但是这本书有一点点失望。有种看不下去的感觉，可能太多类似的了，呵呵
68、有品位、一身江湖味的记者
69、1.其实能读到这样的访谈录也算幸运，因为有这种水平的并不多！2.问题问得还算到位，记者有点
家底！3.只是记者的那点家底是有限的，需要加强水平，给普通人看还可以!4.较之 李怀宇 的那本访谈
录 逊色一些，李怀宇的知识水平较李宗陶高出不少！
70、仔细阅读，受益良多。
71、李宗陶，慢工出細活，有底蘊，有靈氣，功夫都在一問一答之間
72、也是随便拿的，但看完书前序言对作者“李宗陶”的吹捧，已经开始怀疑这本书的质量了。还好
采访的都是些老前辈。读完：认识了一些人，哦，中国还是有些许认真的人的。仅此而已，他们到底
是不是这样这书没告诉。
73、说来奇怪，我这种从小被人指责不爱说话的人，特别喜欢人物采访⋯⋯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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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比较好的记者吧。
74、若干年前读过，为此开始接触这些大家，李记者功力极深。如今做标记，是听闻她又出访谈录。
有机会一定收全三册
75、帮助政治的理解，知识是积累出来的，允许LUPING同学有不断的积累。
76、很好的书，是正版书内容很好。
77、学习如何不虚妄地提问。#通勤书#
78、请首先考虑好以下几个问题：
    1精英的定义是什么？2 所谓的道德沦丧又是什么样的？精英只是少数，凭什么让他们来负责任？
79、喜欢其中的前四辑，特别是中国心、进行时、和突围，最后一辑对艺术家的采访没太看懂。其中
对当代哲学史学大家和一些"另类"的文艺工作者的访谈很深刻。
80、因为看了《南方人物周刊》关于干露露的报道，特地去图书馆找了这本书来看。李宗陶的文笔真
是太干净了。
81、混帐，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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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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