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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为什么提出“中国人成熟吗”这个问题    很久以来，我就一直想提出这个问题，但却迟迟没有动笔
。
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将会得罪很多人，而且几乎会引起公愤的问题。
这个问题后面的潜台词很明显，那就是：中国人不成熟，或至少不那么成熟。
    当然，这里所说的成熟，不是生理上的成熟，而是精神上的成熟；而当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一个集体
概念，来谈论其是否成熟的时候，那谈的无疑是中国人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程度问题。
既然这样，如果没有细致的观察、客观的分析、严密的逻辑，这个命题很可能会引起全民族的公愤和
声讨。
    要反对这一命题的理由太多了，随便举几个出来吧：    其一，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勤
劳勇敢的传统；说中国人不成熟，那就等同于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侮辱。
    其二，中国人是一个集体概念，而这个集体概念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个体的特征，即便具有群
体意义，也不能上升为“中国人不成熟”这样一个笼统、武断的结论。
    其三，若要讨论“中国人成熟吗”，那首先要讨论“成熟的标准是什么”。
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切忌以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问题，更切忌以“教师爷”的方式对中国问题指
手画脚，不然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在中国大地上不受欢迎，甚至遭到“痛打”。
    其四，即便中国人的民族集体性格中有一些缺点(我们的前辈柏杨就有过“丑陋的中国人”的著述，
同辈的龙应台也曾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但若以偏概全，或无限拔高，将这些集体性格
中的缺点上升为“中国人不成熟”的命题来加以概括，还是会伤害我们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善良的人
们。
    这样的反对理由还可以举出很多。
这都是导致我这些年虽不断思考，但却始终没有动笔成书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导致我产生冲动来提出这一命题的理由也很多：    其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现
代化之路走得非常崎岖，撇开道路本身的曲折，值得注意的是：其间的许多弯路本可以避免，而完全
是由于我们的主观认知程度不到位。
百年的血雨腥风、国共斗争，其实都是为了救国；但救国为什么一定要让空气中充满血腥，而且为什
么杀的都是自己的同胞兄弟？
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二，中国百年现代化，曲折中前进，坎坷中奋进，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
好不容易到了中国崛起，扬眉吐气，但回头一看，百年前提出的许多精神领域里的目标，几乎一个都
没有实现。
历史走了百年，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而且离当年精神领域的目标更加遥远了。
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三，最近三十年，我们的改革开放发展很快，中国一跃而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改革到了一定
阶段就无法继续推进，阻力重重；面对阻力，我们的许多精英再次展开左右方向之争，抓住的是表面
的情绪，绕过的是问题的核心，一如我们的前辈也是绕过了问题的核心，经常为同一个目标、不同的
切入方式而打得你死我活。
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四，中国发展之快有目共睹，但心灵的虚无和迷茫也令人十分吃惊。
当财富日益丰厚的时候，在这片土地上，因为有毒食品盛行，人们居然开始为“吃什么安全”而发愁
；小女孩倒地，大白天被两辆货车碾过，18个路人居然视而不见。
赚钱昧着良心，做人没了底线。
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五，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物质贫困，心灵开放，90年代开始却正好相反，物质富裕，心灵封闭
。
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又一个二十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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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物质更加富裕了，但心灵是更开放还是更封闭了？
这个问题见仁见智。
但随着物质的日渐富裕，中国人日益迷茫却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迷茫，就是觉得未来不可知。
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富人移民。
富裕了，反而迷茫了；发达了，反而移民了。
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六，过去的百年，我们一直仰视西方；但一夜暴富之后，我们开始俯视西方。
过去的谦卑和自卑，今天的自信与自负，是那么迅速而自然地在我们的身上交替呈现。
只是，当我们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大多数西方国家，因而一不小心由自信走向自负乃至傲慢的时候，其
实我们的国内转型仅处于西方国家百年前的水平，而我们却并不自知，甚至依然自大。
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七，我们的民族正在崛起，但因积弱贫穷的历史而依然残留悲情，这种悲情之上的崛起，使得我
们的行为时而悲愤、时而亢奋。
这个时候，我们尤其对军事感兴趣，对“强国之梦”感到亢奋，而对思想却异常漠然。
这就犹如一个满腔悲愤的十几岁少年，手持一挺机关枪。
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八，我们的民族饱经风霜，有时像一个五千岁的老人，因负荷太重而显得保守、迟钝；但在崛起
期有时又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年，肌肉日长而又似懂非懂。
今天的中国，到底是老人的迟钝还是少年的鲁莽？
一些问题上该有的锐利，中国似乎没有；而另一些问题上不该有的咄咄逼人，中国则似乎又占尽先机
。
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九，历史上凡是崛起而又稳健的民族，必然经过一个重要的阶段，那就是思想启蒙，亦即通过大
规模的公共讨论，对全民的集体精神展开一场洗涤。
经过一番启蒙，大多数人的心灵深处将呈现很大不同，保守将变得开明，激进将变得理性，鲁莽将变
得稳健，进取而不具威胁，雄心勃勃而不再咄咄逼人。
中国从来就没有经历过思想启蒙，但恰恰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崛起了。
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其十，我们这个民族有过辉煌的成就，但也犯过很严重的错误。
但我们从来就只是歌颂成就，不反思错误，尤其不反思民族集体犯过的错误，比如46年前那场席卷我
们民族大地的亘古浩劫——“文化大革命”。
人人都知道，不清醒反思历史，就不可能有稳健的未来。
今天的中国就处于这样的状态。
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十一、即便有所谓的反思或讨论，我们更多习惯于“大批判”式的风格：无论什么事，我们都习惯
于将责任推给某一个个人或集团，大家群起攻之，口诛笔伐，于是个体的责任解脱了，世界照旧，中
国的艰难循环依然。
殊不知，中国的问题虽多，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每个个体的素质。
只是我们经常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十二、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健康的公共讨论。
然而，今天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公共空间已经出现，但公共讨论却没有形成。
充斥今天公共舆论的是网络谩骂和围观，甚至就连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也因骂而一举成
名、博得掌声，甚至还获得“自由与包容”的保护。
这样的民族成熟吗？
    我不能，也不愿再往下写了，不然就一不小心慢慢地写成一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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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这些问题，有些涉及的是中国问题的表层，有些则触及到中国问题的深层和精神本质。
    多少年来，我们似乎一直在谈中国的问题和它的解决方案。
多年来我们谈问题，大都是在谈问题的表层，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由于没有触及到本质，所以我们只能在表层上打转，在情绪上争执。
    同时，由于情绪占了上风，所以当我们谈解决问题的方案时，首先占据上风的也是情绪。
为了情绪，我们可以互相指责、互相排斥，甚至互相杀戮，岂不知这些方案都是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
，只不过切入点有所不同而已。
    等到有一天所有的指责、排斥和杀戮都完成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问题是，这个认识经常来得太晚了，我们已经为这些指责、排斥和杀戮付出了太多的时间和太高的代
价。
    更可恶和可笑的是，我们往往不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刚刚为一场闹剧付完高昂的学费，我们又开始为下一场闹剧支付更高昂的学费。
拆了建，建了拆，这些我们很熟悉的逻辑循环，又岂止于一般的市政或基建项目建设？
    多少年来，我们经常在做这样一些十分可笑的事情。
更可笑的是，这些可笑的事情，我们往往做得十分投入，似乎人人都在从事一件伟大而正义的事业。
这就更具有喜剧或悲剧色彩了。
    一切的一切，最后都不得不归结到这些“喜剧”或“悲剧”的演员或导演身上。
这些演员或导演，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中国人集合起来，就有了中华民族这个整体。
因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必定有一些集体的文化基因、民族性格和精神世界里的共同特征。
    正是这些共同特征，导致我们不时出演一些“戏剧”，最后演着演着就演成了“悲剧”或“喜剧”
，浪费了我们民族的时间和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些“悲剧”或“喜剧”使我们民族经常走在一条不
确定和不稳健的道路上。
    这就不得不让人提出“中国：需要更成熟”这个可能会招致公愤的问题。
    不错，数千年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十几亿中国人民勤劳善良。
但这一切似乎都与成熟与否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岁月会催人白头，也会催人老成，甚至催人世故，但催人成熟却不是必然。
如果以为世故就是成熟，那无异于将庸俗当成了幽默；如果以为沧桑会必然导致成熟，那无异于是说
：只要将牢底坐穿，走出来的个个都是圣人。
    所谓的成熟是有一些标准的，走向成熟也是需要一些前提的。
    成熟的标准千千万万，但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那就是理性。
所谓理性，无非是两个特征，一是摆脱情绪，二是直达核心。
    有了理性，另外一些能力也将慢慢随之而来，比如思维的穿透能力，比如批判审视的能力，比如多
元辩论(而非吵架或谩骂)的能力；有了理性，另外一些意愿也将慢慢生长起来，比如妥协、协商的意
愿，比如遵守规则的意愿。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国民教育和儿童教育是一样的。
一个儿童，若学会了上面的那些元素，即便暂时成绩差一点，会的乐器少一点，都无伤大雅，他(她)
最后基本上是个可塑之才；反之，即便是少年天才，也依然让人感到未来的不确定、不稳健和不可靠
。
    走向成熟的前提也有很多，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两条：一是悟性，二是学习。
悟性是先天的，学习则是后天的。
注意，这里说的学习，不是学习专业知识，而是理性能力的学习与培养。
有人埋头学习，悟性不足，最后还是一事无成；有人悟性很强，但缺少的是如同“临门一脚”的理性
精神的学习和培养。
中国和中国人，大抵属于后者。
    中国人的聪明和悟性毋庸讳言，不然我们不可能在短短三十几年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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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能历经磨难而依然不倒。
但我们缺少的往往就是这最后的“临门一脚”，亦即理性精神的学习和培养。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临门一脚”的缺失，它往往使我们在很多的重要关头无法深入，功亏一篑。
清末新政，我们功亏一篑，不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将会改写；辛亥革命，我们功亏一篑，不然二十世
纪的血雨腥风将可避免；如今，中国的改革又到了十字路口，各派争执不休，我们是否又要功亏一篑
，让后人再写一本《2012年的中国在干什么》。
    理性精神的缺失，导致了中国人集体精神世界的某种不成熟。
这种缺失，就像足球场上那个“可恶”的守门员，将中国人的聪颖放进了球门，而将成熟永远挡在了
门外。
因此，世界看到的中国人，是一群非常聪明，但某种程度上又不甚成熟的中国人。
    聪颖和不成熟，就这样浑然合一地“缝合”在我们民族集体精神世界的深处，不但让世界困惑，同
时也让我们自己时常感到迷茫，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看不清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到底什么才能让我们真正满足和快乐。
    读到这里，你也许已经开始沉思，也许你比之前更加愤怒，恨不得拿刀杀了我。
既然这样，我还是赶紧收笔，让大家一章一章地往下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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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笔者在不同场合（包括演讲、节目和文章中）都指出，由于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
，中国在现代化模式上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制度的版本；但中国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
适合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基本框架？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制困惑，其背后也不仅是政治原因，而是一个深层的文化困惑。
 因此，未来30年到60年，中国面临从清末到“五四”运动没有完成的两大使命：一、建立现代化的保
障框架；二、提升和整合中国文化，使之既有助于现代化保障框架的建构，同时也有助于东西方秩序
的调适和平衡。
 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就可预期的未来而言，中国必须在逐步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探索符合中国的现代化保障框架。
毋庸讳言，今天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聚了许多相当激烈的内部矛盾。
本书第四章所讨论的“中国模式”内在困惑能否得到解决，恐怕十分考验未来30年人们的智慧。
 从革命到制度：中国百年现代化有哪些教训？
 我曾在本书多个章节提到中国历史上“只会革命，不会改良’，的传统。
这一传统究竟来自何方？
坦率地讲，这早已不是一个新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也早已延续至少几十个年头了。
大部分的探索都将其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国民性。
但涉及这个问题，必须十分小心和谨慎才是。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文化用许多前辈的话来说，是个“大染缸”，许多的事物和特质经过这一番“染
色”之后，就会呈现另一番化学反应了。
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却也有相当部分的正面因素，比如儒家哲学中的许多为人之道以及对国家与天下的
看法。
问题是：所有这些传统价值观必须与现代文明接轨，亦即必须赋予其开放、多元、自由和思辨的元素
；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为人之道以及与国家和天下的关系，才能具备更符合现代化内在规律
的超越性，并成为现代化进程的助力，而非阻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完全不认同“五四”之后许多前辈所提出的“国民劣根性”问题。
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只是看到了中国国民性格中的某些负面和消极现象；就今天而言，我们依然可
以指出中国国民性格中的许多落后、负面和不符合现代文明规范的现象。
但问题是：这些负面和消极的表象究竟来自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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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个民族的成熟标志，就是社会上敢于自我拷问，敢于面对种种缺陷，在思想与制度面去不断自我提
升，而不是将当下问题都简单地归咎于外国人欺负或是统治者腐败。
邱震海坦率、痛苦而又深刻的反思，正是中国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邱立本·《亚洲周刊》总编辑    邱震海的新著是对中国人心智的挑战，特别是对中国知识人在
“中国崛起”中傲慢心智的挑战。
“中国人成熟吗？
”是作者一个有勇气有忧心的叩问，他所忧心的是中国人再一次处于历史十字路口所欠缺的理性精神
。
    ——金耀基·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正在做富起来、强起来“中国梦”的中国人，如果不能提升文
化自觉，培育公民良知，追求人文精神，那“中国梦”就有沦落为“畸形梦”的危险。
邱震海先生提出“中国人成熟吗”这个沉重话题，足以引起国人的高度警醒！
    ——周瑞金·《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这是一部叫中国太沉重的书，也是一部叫中国人太沉重的
书。
沉重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它迫使所有中国人去思考、去探索。
毕竟“中国梦”太“轻飘”，如何使心智更健全、更成熟，才是实现真正的“中国梦”的第一步。
    ——潘耀明·《明报月刊》总编辑    邱震海博士是当代华人世界杰出的国际关系专家。
邱震海兄留学德国，西方社会的经验、回望东方的角度、盱衡全球的立论，与英语世界有所交集，更
有所不同。
他眺望西方，也立足中原，有鸿儒的海岳胸襟，也有游子的家国情怀。
邱震海的新著，探讨中国人心之困惑，发聩时代民智于危局，实为不可多得的忧患之论。
    ——陶杰·香港著名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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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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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一个民族的成熟标志，就是社会上敢于自我拷问，敢于面对种种缺陷，在思想与制度面去不断自我提
升，而不是将当下问题都简单地归咎于外国人欺负或是统治者腐败。
邱震海坦率、痛苦而又深刻的反思，正是中国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邱立本·《亚洲周刊》总编辑 邱震海的新著是对中国人心智的挑战，特别是对中国知识人在“
中国崛起”中傲慢心智的挑战。
 “中国人成熟吗？
”是作者一个有勇气有忧心的叩问，他所忧心的是中国人再一次处于历史十字路口所欠缺的理性精神
。
 ——金耀基·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正在做富起来、强起来“中国梦”的中国人，如果不能提升文化
自觉，培育公民良知，追求人文精神，那“中国梦”就有沦落为“畸形梦”的危险。
邱震海先生提出“中国人成熟吗”这个沉重话题，足以引起国人的高度警醒！
 ——周瑞金·《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 这是一部叫中国太沉重的书，也是一部叫中国人太沉重的书
。
沉重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它迫使所有中国人去思考、去探索。
毕竟“中国梦”太“轻飘”，如何使心智更健全、更成熟，才是实现真正的“中国梦”的第一步。
 ——潘耀明·《明报月刊》总编辑 邱震海博士是当代华人世界杰出的国际关系专家。
邱震海兄留学德国，西方社会的经验、回望东方的角度、盱衡全球的立论，与英语世界有所交集，更
有所不同。
他眺望西方，也立足中原，有鸿儒的海岳胸襟，也有游子的家国情怀。
邱震海的新著，探讨中国人心之困惑，发聩时代民智于危局，实为不可多得的忧患之论。
 ——陶杰·香港著名专栏作家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访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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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