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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多年前，北大拆了南墙。
此举一时引起热议，被认为是学校向社会开放的象征。
有几位老友趁“热”打铁，合伙在南墙旧址一隅开了家小书店，取名“风人松”，也就是现在这个风
人松书店的前身。
我前去道贺参观，忍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不索性取名‘南墙书店’？
”我心里想的是：立于北大南墙墙基之上，又有“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老话给垫着，多现成的名字！
何至于要绕到“风入松”这样一个古词牌名上去？
老友们回答说：“想过，也申报过，但没让注册。
可能是申报‘南墙’两个字的人太多了！
”话虽如此，可我还是觉得“风入松”这个名字过于绕口，也过于文气，反映出老友们那点难合的文
人趣味。
所以，回家后我戏填了一首“风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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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点》是以书评为主的文集，对近年来我国出版的有较高学术，思想和文化价值的几十种图书
做了深入，全面的评价。
《读点》也可以说是作者几十年与书相伴的故事。
作者的青少年时代物质和精神都极为贫乏，书本对他来说是“贪婪”以求的东西.而他付出的代价是极
其高昂的四年含冤的铁窗生涯！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作者如愿以偿，进入知识的殿堂，成为一名以读书写书为使命的学者。
90年代以后，作者又成了以现代化方式传播知识的文化人。
作者认为，“读书是私事”，在生计或职业需要以外的自由阅读才能真正丰富自己，而阅读高品位的
好书.就是与那些思想和文化高手的对话或“过招”，久而久之，自然能提高自己。
作者的故事和感受，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文
化事业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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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正琳，1947年生于贵州。
1983年获北京大学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
1986年起在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任《德国哲学》副主编。
1989年赴德国汉堡大学访学。
1993年参与《东方》杂志筹创.任常务副总编。
1996年参与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筹创，任策划多年。
后任中央电视台《半边天》策划，并兼任中央电视台《五日谈·读书时间》策划。
著有《布拉德雷评传》、《弗洛伊德评传》、《砍大山余响》，《哲学是爱智慧》、《读书是私事》
和《里面的故事》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点>>

书籍目录

我已经读了很久（代序）开卷篇在“法律下的自由”这个概念的烛照下雷蒙·阿隆的精神气质远距离
看“美国平等的历程”执着地关注哈耶克——读《哈耶克评传》读了一点施特劳斯不相信“文化”这
个词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为穷人开辟一个进入市场的通道峻峭而又俊俏的文字巴别尔的小故事
注意马内阿9·11之后想起安徒生卷入老钱的精神之旅描写自己的一种尝试相遇在“语·音·画”《无
穷动》不是一个馒头多带一只眼睛看时尚我是一个老麻瓜隆重推出范竞马成功与成长到底是谁的生活
——《独生子女》的警示子尤的笔《可怕的科学》很可爱读一读人类这个物种的“自传”最后一章是
人类掰开“卖点”找“读点”——小书评系列掩卷篇书若有情书亦老让思想冲破牢笼——我的70年代
三段论我想写下那种真实——写在《里面的故事》出版之后关注被历史忽略不计的个体生命——就《
里面的故事》笔答记者80年代的文化关怀《三联生活周刊》“史前史”的一些片断老字号的老——我
与三联《东方》：我现在可以说的一些事情两重纪念：这个名字和这个人王小波说过的常识有必要一
说再说——《南都周刊》访谈李敖来过了2001年版：有偏好的回顾想起一本说一本——2006年版图书
回顾要感谢那些劳作者和有心人——2007年版图书回顾探本溯源有所关怀——2008年推荐几本学术书
世界读书日：冷眼看冷遇世界读书日：媒体可以做什么从岁末扔书说起有书就有读书时间多余的忧虑
多给孩子们一点读书时间——六一节笔答记者阅读的概念——三十年读书生活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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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了。
“这是一个新型的国家，孕育于自由，致力于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
”（林肯语）自由与平等，人类这两大古老的价值诉求，成为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宪法直接对每个个体
公民做出的两大承诺。
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而平等则首先是“法律面前的平等”。
“没有任何形式的平等比法律面前的平等更具根本性，以至于美国的政治学和法学经常把它视为其他
价值观的基石。
”　　这样一种开篇为整个故事定下的基调是：“美国平等的历程”是美国宪政史中的一个故事。
“宪政”的确是一个关键词。
它标明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或者说是提示了故事叙述的语境。
前文引述的“六个平等的类型”和所有争取平等的斗争，都应放在这一背景或语境中来理解。
宪法的制定并没有一蹴而就地实现了保障平等（和自由）的承诺（当时美国南部甚至还.存在着奴隶制
），但却仿佛为人们争取平等（和自由）预留了空间和储藏了动力，人们在此后两百年间的思想争执
和政治论辩中总是毫无例外地会回到宪法所确立的各项基本原则。
对于我们而言，这个故事里最值得注意的情节也许还不是各种发自民间的“民权运动”，而是与立法
部门和行政部门分立的法院所做出判决的一个个案例，尤其是出自联邦最高法院这个“美国价值观的
‘永久卫士”的判例。
所有判例都对“平等的观念”做出了辨析，从中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到这一观念在美国政治生活和社会
生活中的作用和发展变化，也可以较为真切地体会到“宪政”的含义。
　　我们缺乏生活在宪政体制下的个人经验，我想这会增加我们读解这个故事的难度。
所以，谨记“宪政”这一关键词大概不是多余之举。
简单举一例言之。
当“机会平等”意味着通过政府干预来促进某些权利的实现时，会与“自由”这一价值观念互相冲突
（见前面引文），这一点乍看上去就有可能让我们费解。
但我们细心领会就会发觉，这种冲突在具体个案中发生时，美国人争执的焦点问题往往是：政府的干
预行为是否违宪？
宪政的要义不仅仅在于立宪，而且在于要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的制约，因为宪法承诺保护的是每一
个个人。
从这里稍为说远一点，当我们大而化之地谈论西方政治思想中“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时（譬如说
起左派偏重平等、右派偏重自由时），一定得记住“宪政”这个前提。
而在脱离了宪政来谈论我们自己的故事时，就更得小心掉进轻率比附的陷阱。
　　毕竟是远观，我们多半很难领会这个故事的诸多细节包含的精微意味，但有一种总体印象却无论
如何会是很鲜明的，那就是：“美国由于它自己所宣称的理想，成为平等问题一个动荡的但在某种程
度上幸运的检验场地。
”尽管“与已经取得的相比，总是有更多需要做的事情”，但从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宪政民主确实
为追求这一古老的人类理想提供了稳定的保障和持续的动力，打破了某种历史循环。
或者说，打破了黄炎培先生当年所说的“周期律”。
　　因此，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
“平等的观念在其漫长而时常充满暴风骤雨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含义。
在早期的历史中并不能找到所有这些含义。
产生了道义平等思想的古代世界并未设想到个人会向社会提出权利要求。
然而权利平等是美国启蒙运动和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关键，被纳入了美国的政治原则。
机会的平等在一个正在扩张中的经济中成为一种应者云集的召唤。
无论是扩张还是周期性地收缩，那种经济永远不会认真考虑确立一种平等分配商品的稳定制度。
适用于一个简单而静态的社会的‘纯粹的’平等观念，只能是哲学家们的玩物，或是道义主义者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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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却不可能登上改革的议事日程。
”作者按：本文中的引文引言凡未注明出处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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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三十年来，我一直在为改变自己”思想贫乏”的状况而做努力。
在我看来，能做的努力依然只有读书，尤其是读过去读不到的和有意无意被忽视了的书。
尽管有某种“先天不足症”难以根治，但情况还是能有所改善的⋯⋯我很感欣慰的是，这两三年我的
阅读终于摆脱了职业的压力和事业的诱惑。
于是.读书的那点原初的动力（那点追问、那点关怀⋯⋯）又回来了，我的读书生活又与我青少年时期
的读书生活完全对接。
不敢说还是那么如饥似渴.但也常会如痴如醉。
而且，阅历让我牢牢记住了“书是人写的”这一点，因而每次开卷就都仿佛搬了把椅子坐到了作者的
对面.那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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