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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高考恢复，我考人大学历史系读书，本科毕业又考上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就一直在学术
机构研究历史——俗说“钻故纸堆的”——至今。
　　一个一直“钻故纸堆的”为何“不守本分”而经常如此这般地分析、评论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
题呢？
实因在上大学以前，在本应在教室中读书的年代，“这一代”却早早被抛向社会：我曾经插队下乡当
了几年农民，然后又当了几年兵，后又复员到工厂当了一阵车工。
这种“年纪轻轻”就走入社会、“工农兵”都当过的经历，使我很难成为一个严守书斋、不问世事的
“纯学者”了。
所以在钻故纸堆的同时，又总是走出书斋，面对社会现实。
当然，历史专业的训练，使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历史”的眼光来透视、分析现实。
　　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社会，每个社会都会有种种“社会问题”。
历史表明，任何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其“社会矛盾”必然更加尖锐、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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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知名学者雷颐先生近年来对社会现实的分析、评论文章。
作为历史学家，从历史的眼光透析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别具洞见。
社会转型是一个不短的过程，这个阶段必然新旧杂陈、新老交织，“历史”与“现在”紧紧纠结，审
视现实不可或缺历史的眼光；基于宏观视野的透视，微观事理的剖析方得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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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颐，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当农民数年，然后当兵，又复员当工人。
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年毕业获硕
士学位。
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著有《取静集》、《经典与人文》、《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
》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
子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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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一、体制与社会　政府“分配正义”的前提　城市“健康”与否的标志　建立利益诉求的良性机
制　“无社会”的悲剧：“巴格达之劫”的联想　北京出租车涨价透视　北京动物园搬迁的公共问题
　机动车落户、雨润“迁都”与制度演进　体制的竞争　可怕的“森林型生态城市”速成法　在盲道
被占的后面　“为获得认可”　意义深远的变革　“名”易改，“实”难变　扶贫的根本是给农民“
国民待遇”　怎样买“娃哈哈”产品才“爱国”　商务部的“表态”不及格　三鹿对媒体的“管控和
协调”　封杀演员的可怕后果　购物小票的故事　在南街村“神话”的背后　继续清除“文革话语”
　“全运会”与“农民NBA”　“绿坝风波”检验“执政能力”　让“周森锋”成为新制度的“符号
”　“物业税”与强制拆迁　交通拥堵与“公共空间”分配　责由谁负？
二、百年树人　学生不是“白老鼠”　十种方式“小升初”　扬汤止沸　莫将“大四”变“高七”　
也谈大学收费如何计算　大学的学术标准与自主性　“后来居上”，不能不服　对学校强迫女生陪舞
的追问　“形象工程”不除，“学术泡沫”难灭　“学术泡沫”和“正派女人”　必须重视日趋严重
的学术腐败　教育与社会三、历史与文化　消费“历史”　伟大的抉择　废科举是自然演进的结果　
“苦难崇拜”与“苦难拍卖”　青春的“梦想”与“梦魇”　疫病与人类历史　逃避割礼与本土文化
传统　丧失底线的陆川　被《梅兰芳》省略的　“文化创意”的摇篮是宽松　汉英不两立？
　奥斯维辛的今天意义　“苦恼人的笑”　“用脚投票”才是真选择　入美国籍，赚中国钱　挑战垄
断　“非锁国的”爱国精神　“流行”的禁止与解禁　文明中国色彩斑斓　在《越狱》的背后　附：
用历史教训“点亮”当今智慧　    ——历史学家雷颐专访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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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许多国家、地区的“廉价房”类似，天通苑也是政府以“优惠价”（这种优惠的成本说到底也
是来自纳税人）为低收入者提供的经济适用房。
然而，天通苑许多住房的面积都在140-200平米之间，虽然单价不高，但总价之高却是低收入者根本负
担不起的。
这样，天通苑的多数房子事实上只有中高收入者才买得起。
为低收入者建造的经济适用房当然要以小户型为主，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我们的有关官
员当时却就是不知道，直到好几年后各方对此提出了强烈批评，政府有关部门才明白此理，对经济适
用房的面积作出限制规定，只可惜天通苑的房子已盖得差不多了。
由于专为低收入者建造，所以天通苑的房价几乎只是同类商品房的1／4，理所当然应该只卖给低收人
者，而且“条文”确实也如此规定。
但实际上，为数甚多的中高收入者却以“经济价”在此买房置业，看看私家车的档次，就知道业主的
收入。
据报道，不久前一位著名艺术家就是“在天通苑的家中”去世的。
由于全社会的信用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政府难以核实购房者的实际收入，这也为有关官员可以从中谋
取个人私利提供了便利条件。
为防止中高收入者通过种种办法买房，政府也想出了一些办法，现在规定只有拆迁户可以在此购房，
经济适用房的房源完全由政府的建委掌握，并由政府分配至各对接区定向销售，购房的拆迁户必须提
供包括拆迁协议、户口本等证明资料，通过建委审核、在当地拆迁办登记，最终经各区政府或危改办
确认才能在指定小区认购经济适用房；如果拆迁人姓名更改，则无法购买。
但是，在各种“审核”、“监督”都非常严格的条件下，仍有一些人可以搞到“房号”，目前天通苑
的一个房号已经炒到15万！
炒卖房号的中介承认自己有办法拿到空白房号，即使是写了拆迁户的名字也可以“运作”。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透镜看今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