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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博文001》，以开放、自由、平等、谦卑的人文姿态，秉承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原则，通过对
当下社会百态的深度关注，来寻思文化思想与制度的关联，见证当下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
在网络信息大爆炸的今天，我们更加呼吁书桌前的独立思考，多种角度的审视，更呼唤对于社会的关
心，一种富有生命实感与力度的人生意识。
因此，摆在读者面前的第一期博文，是由刘瑜、易中天、钱理群、甘阳、欧阳江河、刘再复、韩钢、
张鸣、范曾、周云蓬、胡舒立、林贤治等风格迥异、不同声音结集而成的最新力作，听听他们对当下
社会的新锐探测，和他们一起徜徉在史海钩沉，共同缅怀流金岁月。
“博，大通也”，这不仅是我们创刊之际持有的心态，亦是对阅读本书之后理应有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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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学者、作家。
作品《民主的细节》《余欢》《送你一颗子弹》。

易中天：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其
主讲的“汉代人物风云”、“易中天品三国”系列首播即获热评。

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2002年退休后继续与青年朋友以各种方式交流对话，为成长中的学子们打开广阔的精神空间。

甘阳：甘阳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八十年代组  甘阳建的“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被普遍看成象征当时中国学术新生代的崛起。

欧阳江河：朦胧派诗人，代表作有：《玻璃工厂》《悬棺》《傍晚穿过广场》《汉英之间》《手枪》
《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时装商场》《谁去谁留》等。

周云蓬：盲诗人、民谣歌手。
游历十余城市，以弹唱为生，目前暂居浙江绍兴。
整张专辑作品优美却不流蜜，简约却不枯燥，黯然却不神伤，深邃却不晦涩，为最具人文气质之作。

胡舒立：曾任《财经》杂志主编，现就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院长。
胡舒立女士现任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新世纪》周刊总编辑、《中国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贤治：诗人、学者。
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  有影响。
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曾传诵一时。
他早年写作的《人间鲁迅》，以及不久前出版的《鲁迅的最后十年》，都曾引起广泛争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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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民意与伪民意刘 瑜在我听到的各种为大跃进辩护的言论中，有一类是这样的：当时人
民的积极性很高啊，大炼钢铁一拥而上，人民公社热火朝天，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是民意！
对，还有人在给大跃进辩护，话说这是21世纪。
同理当然也可以运用于反右，&ldquo;文革&rdquo;等。
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跑到1957年10月的中国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动
右派，测验结果多半会是&ldquo;要&rdquo;。
或者穿越到1967年1月去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应该不应该修理 &ldquo;走资派&rdquo;，给他们戴高
帽游街批斗，估计民意也会万众一心地说：应该！
岂止&ldquo;应该&rdquo;，他们还会在调查表里找有没有&ldquo;再踏上一万只脚&rdquo;这一选项。
不奇怪。
1936年到苏联去，大清洗也是民意。
1939到德国去，打波兰也是民意。
现在，假设我们是一场选美大赛中的裁判。
主持人指着台上光芒四射的美女宣布：&ldquo;你们有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A，或者A，或者A。
&rdquo; 万亿国富如何化为国民幸福毛颖颖岁末年初，盘点性数据一一出炉并引发热议。
 先来看&ldquo;国&rdquo;。
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77390亿元，增速2倍于GDP。
有媒体随之算出：如再加上非税收入&mdash;国土资源部官员不久前曾披露，2010年国内土地出让金总
额达2.7万亿元，同比增长70.4%&mdash;去年一年，我国政府总收入超过10万亿元。
再来看&ldquo;民&rdquo;。
本周，央视财经频道发布&ldquo;2010经济生活大调查&rdquo;报告，称在8万余份有效问卷中，44.7%的
人感到生活幸福及很幸福，11.1%的人感到不幸福和很不幸福。
而让大家感觉&ldquo;不幸福&rdquo;的因素颇有普遍性，即收入、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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