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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递教育人文理念，张扬教育人文情怀。
刘铁芳在教育随笔中挥洒出来的对生活、对教育的敏锐悟思和细腻的感受，以及优美、流畅的话语风
格，读来令人耳目清新。
（刘铁芳《乡愁意识、还乡情怀与经典教育》）民国史研究专家，蒋介石研究权威杨天石关于蒋介石
的研究卓然成家，文字斐然，对于我们认识蒋介石其人，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
，有着去伪存真的重要作用。
（杨天石《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钱理群从多个角度谈孔夫子与国家软实力，涉及&lsquo;t新国家
意识形态&rdquo;、&ldquo;政治儒学与儒教&rdquo;、&ldquo;心灵鸡汤&rdquo;、文化产业等不同方面
之论述。
（钱理群《孔夫子在当下中国的命运》）　　编选者从《随笔》、《读书》、《人民文学》、《美文
》、《书屋》等数十种品牌报刊中，精心挑选韩少功、钱理群、刘铁芳、杨天石、王蒙、李国文等30
多位作者的30多篇随笔佳作，文化资质丰厚，使本书保持相当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在秉持随笔特有的思想锋芒和问题意识的同时，力求从历史反思和本土社会现象中寻找思想资源
，成为2008年随笔作品的最大亮色，也是《2008中国年度随笔》最具价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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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乡愁意识、还乡情怀与经典教育&ldquo;非典&rdquo;五年祭孔夫子在当下中国
的命运&mdash;&mdash;2007年的观察与思考之一文人在权力场中语言的功能与陷阱&mdash;&mdash;在
复旦大学&ldquo;文史讲堂&rdquo;的演讲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mdash;&mdash;蒋介石日记解密系列
今日三峡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不能把&ldquo;五四&rdquo;新文化运动与&ldquo;文革&rdquo;相提并论良
言美语芳草王孙天涯战争从黎明开始张献忠杀人考历史上最短暂的王朝为什么他的眼里常含泪水？
&mdash;&mdash;追忆艾青二三事&ldquo;我是19世纪之子&rdquo;&mdash;&mdash;王元化的最后二十年
世纪老人的十个瞬间不止是一个人的遭遇&mdash;&mdash;读易新农、夏和顺著《叶启芳传》从鲁迅激
赏《儒林外史》谈起稿边笔记（七则）拈花微笑&mdash;&mdash;文学&middot;人生&middot;禅花香满
径杂感二则中国诗人刽子手与制度之恶&ldquo;科学&rdquo;那个释梦者的梦土地唱出的歌那些砍了头
的树寂寞皇宫冷关于四部文明专制集权主义：中国的文化基因为民族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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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dquo;民主&rdquo;仍是一个敏感的词，被有些人说得吞吞吐吐&mdash;&mdash;只有美国总统布
什这样的人才把&ldquo;民主价值&rdquo;和&ldquo;民主联盟&rdquo;当一碗饭，走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这也难怪，民主的概念与体制本是西方所产，从游牧时代一直延伸到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
那里的民主虽一度与古代的奴隶制相配套，一度与现代的殖民主义相组合，但毒副作用大多由民主圈
之外的弱势阶级（如奴隶）或弱势民族（如殖民地人民）消化，圈内很多人感受不会太强烈。
他们即便也痛苦过、危机过、反抗过，但堤内损失堤外补，圈外收益多少可有助于减灾止损。
就一般情况而言，他们更多的印象来自官吏廉能、言论自由、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圈内的民主红利
，有足够理由为民主而骄傲。
有机构宣布：世界上前十位最廉政国家中有九个实行民主制。
仅此一条，就不难使民主成为很多人的终极信仰乃至圣战目标&mdash;&mdash;十字军刀剑入库以后，
民主义军的炸弹不时倾泻于外。
　　后发展国家似乎有点不一样。
它们移植民主既缺乏传统依托，也没有役奴和殖民等外部收益以作冲突的回旋余地，各方一较上劲就
只能死磕。
一旦法制秩序、道德风尚、财政支持、教育基础等条件不到位，民主大跃进很可能加剧争夺而不是促
进分享。
小魔头纷起取代大魔头，持久的部落屠杀、军阀割据、政党恶斗、国家解体和管治崩溃，成了这些地
方的常见景观。
迄今为止，20世纪一百多个&ldquo;民主转型&rdquo;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一直在民选制和军政府之间
来回折腾，在稳定与民主面前难以两全，前景仍不明朗。
自以为民主了的俄罗斯、新加坡等不入西方政界法眼，蒙受一次次打假声讨。
靠全民直选上台的巴勒斯坦哈马斯政府更被视为恐怖主义。
中国1911年至1913年的民主，引发了时旷日久的混乱与分裂，后来靠多年铁血征战才得以恢复稳定和
统一国家。
1966至1968年的红色民主同样导致灾难，最后借助全面军管和反复整肃才收拾残局。
毫无疑问，很多过来人对此心存余悸，对民主化的性价比暗自生疑。
民主教练们虽然硬在一张嘴，硬在台面上，实际上也经常无所适从。
美国就支持过皮诺切特（智利）、苏哈托（印尼）、马科斯（菲律宾）、佛朗哥（西班牙）、索莫查
（尼加拉瓜）等多个独裁者。
据前不久《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当伊拉克的爆炸此起彼伏，美国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的智囊们立
刻向政府建言：必须在伊拉克建立独裁。
　　大多后发展国家似乎一直是民主培训班的劣等生和留级生。
是这些地方的专制势力过于强大和顽固吗？
是这些地方缺少足够的物质资源和杰出的民主领袖？
抑或这些野蛮人从来就缺少民主的文化遗传乃至生理基因？
&hellip;&hellip;　　这些问题都提出过的，是可以讨论的，然而误解民主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误解源自无知，源自操作经验太少，源自很多人只是在影视、报纸、教科书、道听途说中遥望梦
中天国，对具体实践十分隔膜。
这些误解者最可能把民主当成一首抒情诗而不是一张施工图，缺乏施工者的务实态度、审慎研究、精
确权衡，不断总结经验的能力，还有因地制宜除弊兴利的创造性思考。
一般来说，抒情诗多发生在大街和广场，具有爆发力和观赏性，最合适拍电视片，但诗情冷却之后可
能一切如旧。
与此不同，施工图没有多少大众美学价值，不能给媒体提供什么猛料，让三流演艺明星和半吊子记者
使不上什么劲。
它当然意味着勇敢和顽强的战斗，但更意味着点点滴滴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牵涉到繁多工序、材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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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手艺活，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容人们马虎&mdash;&mdash;否则某根大梁的倾斜，一批钢材或水泥的伪
劣，可能导致整个工程前功尽弃。
　　成熟施工者们还必须明白物性万殊和物各有长的道理，不会用电锯来紧固螺丝，不会将水泥当做
油漆，更不会在沙滩上坐想高楼。
这就是说，他们知道民主应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知其短故能用其长。
　　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现有民主，其实也有力所不及之处，有一用就可能出错的地方：　　涉外事
务&mdash;&mdash;用民主治理内部事务大多有效，反腐除贪、擢贤选能、伸张民意等是人们常见的好
处。
但一个企业决议产品涨价，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顾客的钱包。
一个地区决议建水坝，民主时往往不顾及邻区的航运和灌溉。
一个国家的民选议会还经常支持不义的对外扩张和战争。
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就曾打上入侵者或宗主国的民主烙印。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也曾得到民主声浪的催产：一旦议员们乃至公民们群情激奋，本国利益最大化
顺理成章，一些绥靖主义或扩张主义的议案就得以顺利通过民主程序，让国际正义原则一再削弱，为
战争机器发动引擎。
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故，与其归因于小人操纵民意，毋宁说是制度缺陷的常例。
民主者，民众做主也，意指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如果这一界定大体不错，那么以企业、地区、民族国家等等为单元的民主，在处理涉外事务方面从一
开始就违背这个原则：外部民众是明显的利益相关者，却无缘参与决策，毫无发言权与表决权。
这算什么民主？
或者说这种民主是否有重大设计缺陷？
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半聋半瞎的民主是否也可能内善而外恶？
　　涉远事务&mdash;&mdash;群体如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常表现于追求现时利益最大化，
对远期利益不一定顾得上，也不一定看得明白。
俄国的休克疗法方案，印度的锁国经济政策，都曾是民主的一时利益近视，所谓远得不如现得，锅里
有不如碗里有，只是时间长了才显现为令人遗憾的自伤疤痕。
美国1997年拒签联合国《京都协议书》，就是以为气候灾难与生态危机还十分遥远，至少离美国还十
分遥远。
美国长期以来鼓励高能耗生活消费，也就是以为全球能源枯竭不过是明日的滔天洪水。
较之这些远事，现时的经济繁荣似乎更重要，支持社会福利的税收增长似乎更重要。
但这个民主国家的政府、议会以及主流民众考虑到10年、20年、30年以后的美国了吗？
&mdash;&mdash;那时候的美国民意于此刻尚待初孕。
考虑到美国的子孙后代了吗？
&mdash;&mdash;那时候的美国人在眼下更不可能到场。
于是，又是一大批利益相关者缺席，接下来却无辜承担另一些人短期行为的代价，再次暴露出民主与
民本并不是准确对接。
正是为了抗议这一点，一些生态环境保护会议的组织者最喜欢找一些儿童来诵诗、唱歌、发表宣言、
制定决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象征性的儿童参政不过是预报未来民意的存在，警示民主重近而轻远的功能偏
失。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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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8中国年度随笔》从《随笔》、《读书》、《人民文学》、《美文》、《书屋》等数十种品
牌报刊中，精心挑选了韩少功、钱理群、刘铁芳、杨天石、王蒙、李国文等30多位作者的30多篇随笔
佳作。
入选作品，或立论新颖独到、发人所未发、令人为之一震，或极具思想锋芒、尖锐触及习俗及传统、
给人以醒醐灌顶、拍案惊奇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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