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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
这36篇鲜活的个人思想独自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某些不可磨灭的思想脉动，或者，某段苍凉悲
喜的灵魂故事。
     这些中国的思想者未曾主导过历史潮流的发展，甚至很多时候，他们也只能像大多数人一样，被动
地接受时代的潮来潮去，但他们亲身经历着一幕幕历史的现场，并在内心深处忠实地记录着这个时代
，这些思想者可能并不处在时代浪尖上，但他们的灵魂却一直映射着时代。
即使在境遇最为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停止对国运民生的观察与思索。
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他们的灵魂，不曾远行；他们的思想，仍在路上。
     或许，在世代变迁、大浪淘沙之后，人们依然可以凭借这些带有口述性质的私人思想记录，来接近
历史，再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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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保印，《新京报》资深编辑，评论员。
曾在《教育时报》、《教书育人》等报刊开设过新闻评论、心理咨询、民族文化研究等七个专栏。
已在《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南方周末》、《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评论作品500多篇，其
中多篇被中学语文教材、杂文选集收入。
著有《直击中国教育底线》、长篇小说《草根儿》，主编有《精神历程》、《河南省小学法制教育读
本》等，编著有《寓言故事》、《智慧故事》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精神历程>>

书籍目录

序 何怀宏 徐友渔 30年中的若干记忆片段 季卫东 选择的自由与烦恼 葛剑雄 我当上海市人大代表的故事
李银河 中国性文化的30年变迁 杨东平 中国NGO的新天地 崔卫平 经验的年代 蒋高明 向权力诉说真理 
倪乐雄 田野上飘来苦涩的风 祖述宪 我怎样走上“动物解放”之路李宝元 一个农村孩子的进城路 鄢烈
山 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阳 傅国涌 星星的思想可以与太阳媲美王学泰 我的平反路 徐贲和 文学做伴 蔡
定剑 是种子总要发芽 汪永晨 我与江河的故事 袁  岳 一位师挚对我的人生影响 程方平 我这样认识教育 
周永生 思想、人生与社会 刘仁文 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 邵  建 “走近”胡适先生 长  平 故园无此声 
沈睿走 向女权主义 吴祚来 我们总是被一些声音掌握 毛寿龙 从考试中走来，从考试中走出 萧功秦 追
求思想者的坦荡之乐 李檐我 与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邓正来 “学在民间”运动 莽  萍 同情心成
长的历程 党国英 追求理性，且痛且行 楚树龙 从“保守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 梁小民 我与现代经
济学 丁  东 打捞民间思想 陈家琪 不只是为了记住过去 杨  继 留学的迷思 何怀宏 心灵的九个瞬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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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
别20世纪》、《形形色色的造反》、《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编）、《蓦然回首》、《直面历
史》等。
　　个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无法抗拒的巨变，犹如大海波涛上的孤舟，犹如江河旋涡中的枯枝败叶，
祸福安危完全不由自己掌握。
这是100多年来中国人命运的缩影。
但另一方面，人毕竟是有生命和灵魂的存在物，不是没有感知、没有价值、随风飘逝的尘灰，不只是
建造历史大厦的砖瓦泥浆，在历史的潮流或逆流中，人可以判断、选择；当浩劫和罪恶发生时，如果
不能反抗，甚至不能言说，至低限度可以记录。
记忆、语言和文字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大财宝，身外别无长物的人可以因为拥有它们而在精神上富足
。
当然，这笔财富也需要小心守护，以免遗失或被盗窃。
　　1976年1月9日的成都寒风凛冽、浓云密布，这天清晨，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
。
　　人们的悲哀是自发的、巨大的，很多单位举行了吊唁仪式，还有单位以群众甚至党委的名义给党
中央发电报，请求不要火化遗体，保存下来供人民瞻仰。
上面有命令不准搞纪念活动，从报纸上看，吊唁安排得异常低调、敷衍，相反，还充斥着批判邓小平
“右倾翻案”的内容，甚至说邓小平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党内最大的走
资派”的包庇，把矛头公然指向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10年，人们由开始的盲目和狂热逐渐变得清醒和反感。
在两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被打倒之后，周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这一点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干部中流传着毛泽东的一个指示：“批邓不批周，批周必大乱”。
我们从电视报道中看到，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江青没有脱帽，这马上引起各种议论和责骂。
其实我注意到，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也没有脱帽，但没有人说朱德，因为他年龄实在太大了
，而且，都知道他和周恩来是亲密战友，对他而言，决没有不敬的动机。
　　接近清明节的时候，民间自发的吊唁周恩来的活动渐渐高涨，从成都市的中心--人民南路广场到
人民公园，大街小巷墙上贴满了歌颂和缅怀周的文章、诗词和绘画，其中一些水平相当高，观看、朗
读和抄录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歌颂周的内容和对江青等的批判、影射往往结合在一起。
后来，干脆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张春桥的大字报，作者是某工厂的技术员白智清。
在大字报之前发生了争执，最后大打出手，一边是市民群众，一边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因为立场
和观点的对立而口角，并且发展到拳脚相向，结局是造反派被打伤住进医院，四川省委的领导在中央
的压力下到医院看望和慰问。
　　我清楚地记得，从1967年5月起，成都市民就是造反派的“铁杆后盾”，造反派和其他派别发生争
斗时，一声号令就倾城出动，而现在全城百姓对造反派则是非常反感。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这才短短的不到10年！
4月7日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传来中央处理天安门事件的报道，我听得目瞪口呆，我
绝对想不到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动”，想像不出成千上万的人在北京举行抗议，想像不出
在一个历来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首都发生一场血腥镇压。
报道中引证了“反动宣传”中的这种言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
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这话的震撼力、冲击力是难于形容的，它道出了我蕴藏在内心最危险、绝
对不敢说出来的思想。
　　天安门事件的清理运动波及全国，几乎每个单位总有人出差北京，或者有职工的子女在北京上大
学，“说清楚”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一时谣言流传，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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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天怒人怨的迹象一再出现，7月底唐山发生大地震，死伤极其惨重，紧接着8月中下旬在四川北
部的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在成都有明显震感。
大部分人家搬到户外居住，广场上、公园里床铺鳞次栉比，每家人的占地面积几乎就相当于铺位的大
小。
夏季的瓢泼大雨使露宿的人们叫苦不迭，院子里时常漂流着蔬菜和瓜果，刑事犯罪的数字直线上升。
　　几乎所有的工厂停了产，人们在户外受苦，但不敢回到家里，政府（那时叫“革委会”）动员但
无济于事。
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撤不撤街头的铺位，回不回家，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依中国几
十年的规矩，政治运动的风暴一来，什么事情都不由分说，立即解决。
　　这件大事是：毛泽东逝世了。
　　记得是在9月9日下午，我和妻子正走在大街上，要去看一场电影（大概是关于“广交会”的纪录
片，那时完全不上映故事片），突然，街头喇叭传出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书”，电影院贴出停映通告，我们立即返家。
一路上，看到每个人都是满脸茫然的表情。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极度茫然。
10年来，毛已经被塑造为神，每个人每天都要重复若干遍“万岁”和“万寿无疆”，习惯成自然，这
时听到的消息，好像是发生了一件违反自然规律的事。
　　随着收音机反复传来同一内容，加上各种后续情况的报道，我终于能够确定：毛主席确实是逝世
了。
10年的“文革”使得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在政治上都异常敏感和有经验，我立即意识到：中国要大变，
也许，我们这一代的命运前途也会随之改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精神历程>>

媒体关注与评论

　　经历了这最近“百年”、“十年”巨变的个人或有幸运或不幸的遭遇，　　但从认识的角度来说
又都可说是幸运的：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在如此之短时　　间里发生如此之大变化的时代?　　——序
言·何怀宏　　　　记忆、语言和文字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大财富，身外别无长物的人可以　　因为
拥有它们而在精神上富足。
当然，这笔财富也需要小心守护，以免遗失　　或者盗窃。
　　——徐友渔　　　　拒绝遗忘，不断描述自己的过去，给自己的成长过程尽可能地提供一种　　
解释或说明，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可以为自己(说不定也就是为我们这个民族)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所可能做出的一件使所经历的事件“事件化”的工作，　　即公众化、公共话题化的工作。
它比那些大规模的旧房改造、推倒重来无疑　　更紧迫，也更有意义。
　　——陈家琪　　　　这不是一本类似于“人生随笔集”的“私人小书”，而是集中反映各位　　
学者三十年精神历程的“历史大书”，从这些学者的精神历程中，读者自可　　以看到中国社会在艰
难中奋然前进、而又不无坎坷的侧影。
　　——后记·曹保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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