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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罗岗的《人民至上——从“人民当家作主”到“社
会共同富裕”》由张维为、汪晖推荐，是一本面对大历史、迎向大现实、展望大未来的著作，该书对
中国革命之路和现代之路进行了探讨，阐述了这条成功之路走到今天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又面临哪些
危机和困境，以及如何才能应对危机走出困境，其中一个核心的宝贵资源就是人民主体、人民主权、
人民至上。
罗岗从明清变局入笔、以鸦片战争开篇、中经中国革命的挫折和胜利开出“延安道路”的新篇章；以
中苏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选择，引导出中国改革为何成功，而苏东改革却导向国家解体；最终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道路走向何方。
该书讨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但更关注文明、文化、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从社会、历史、
政治和经济入手，以文化、文学甚至是影视和其他大众文化作品来加以说明，展示出一条不限于社会
科学而呈现更多人文关怀和文化研究的思路和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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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岗，出生于1967年9月。
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专著有：《生命风景线》（合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4；《无声的黄昏》（合著），人民
文学出版社1996；《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三卷本）》（编著），东方出版中心1997；《果园城——
芦焚小说选》（编著），珠海出版社1997；《西风——陈衡哲小说选》（编著），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7；《记忆的声音》，学林出版社1998；《批评空间的开创》（编著），东方出版中心1998；
《20世纪中国文学名著（中学生导读本）散文卷（三卷本）》（编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我
史——康有为自述》（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九十年代思想文选（二卷本）》（编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梅光迪文录》（编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面具背后》，上海教育出
版社2001；《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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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  论  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
    第一章 “乡里空间”的崩溃与“士绅共和国”的失败：走向“民众大联合”    第二章 阿Q的“解放
”与启蒙的“颠倒”：重置“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构图    第三章 “劳动人民”与“按劳分配”的悖论
：社会主义改革的内在逻辑    第四章 “共同体”、共同富裕与“共产主义理念”：我们拥有怎样一个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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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通过对“阿Q正传”四个字的推敲，汪晖揭示出“阿Q”能以“正传”的方式浮出
历史的地表，既要与传统“正史”的谱系决裂，也要争取“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空间，又要警惕这
一现代性的空间成了新的压抑性力量⋯⋯尽管他已经意识到无论是为“正传”正名，还是为“阿Q”
命名，都“涉及名实问题，以及与名实问题直接相关的秩序问题”，但汪晖基本上把他对“序”讨论
限制在“命名”问题和“语言”问题上，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与“名”相对的“实”问题，与“语言”
相对的“秩序”问题。
 具体而言，其中的关键是关于“阿Q姓什么”，汪晖也在文章中提到这个问题，但被他以阿Q“无名
无姓无来历”所一笔带过：“立传的通例，要知道他姓什么，但阿Q没有姓。
好像姓过一回赵，但很快就不行了，赵老太爷说：‘你怎么会姓赵！
——你那里配姓赵！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这篇“序”的文本，就不难发现谈到“阿Q姓什么”时，“作者”似乎放弃
了原来讨论“正传”那种多少有点“掉书袋”的书生口吻，转而使用现代小说叙述者的客观语调，描
述了阿Q自以为“姓赵”却被迫“不能姓赵”的故事： 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
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
，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
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
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
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
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
——你那里配姓赵！
” 阿Q并没有抗辩他确凿姓赵，只用手摸着左颊，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训斥了一番，谢了
地保二百文酒钱。
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
此胡说的。
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什么姓。
 这一段描述性的文字，在以议论为主的“序”中显得有些突兀，但和正文的小说笔调却颇为合拍。
如果将关于“正传”以及“阿Q”名字的叫法和写法的讨论，都当作为“小说叙述”而做的准备，那
么这段描述就可以看作是整篇小说的叙述起点，因为在这里涉及的不是抽象地讨论“作者”为“传主
”“命名”的“语言”的问题，而是具体地描绘在“实际存在”的“乡村秩序”中一个底层乡民如何
被驱逐、被欺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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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责编不断催促我写“后记”时，我才愈加强烈地意识到这还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
说它“未完成”，并非自谦。
首先因为写作时间紧，全书可谓“急就章”，不少内容甚至是在旅途中完成的，而且原来设想的一些
章节最终也没有写入书中，只能留待以后的修订和增补了；当然，更遗憾的是我对中国现代历史、中
国革命经验和中国改革进程的认识和思考同样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况，许多重要的问题和关键的
难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辩论与突破。
因此，即使就本书提出的诸多命题和构想而言，也不是一本书或者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它召唤着更
多的志同道合者参与其中、相互砥砺、彼此辩驳、共同进步。
    无论是这本小书的“未完成”，还是个人思考的“未完成”，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
业相比，自然是微不足道的。
但这一伟大的事业同样处于“未完成”的阶段。
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在回国考察重庆和延安等地之后，深深地被中国共产党
人的“延安精神”所折服，一方面展望未来，“假如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刻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
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另一方面却也未免有点担心和忧虑，“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
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
设中共若握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精神乎？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当时有着同样担心和忧虑的远不止陈嘉庚先生，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
“诤友”，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与毛泽东的“窑洞对”中，更尖锐地提出了质疑：我生六十多
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历朝历代，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是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
中觅取一生。
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日久天长，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
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面对这一来自中国历史深处的忧虑与质疑，充满信心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
跳出这周期律。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延安归来》）即使到今天，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环境复杂了，难题增多了⋯⋯中
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伟大事业既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却也面临严峻的考验：探索“为人民造福”、“让
人民来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新路”，依然是关山万里、任重道远，依然是“在路
上”、“未完成”的伟大长征！
    此书的完成与出版，首先要感谢陈昕先生，这几年他在上海书展期间举办“世纪中国论坛”，以出
版家的敏锐倡导知识界关注中国现实、关心中国问题，很大程度上激励了我的写作；感谢为松兄，如
果没有他的鼓励和督促，这本小书根本不可能如期完成；感谢陈雷兄，倘若没有他的认真和执著，倘
若没有他从他们出版的相关图集画册中精心挑选了若干历史图片，本书则不会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和大
家见面；感谢我的老师和朋友们，没有和他们长达十多年的学习、辩论甚至争吵，我很难想象自己的
思考和写作可以抵达此时此刻的状态。
    最后，感谢我的学生们，这几年在课堂上围绕“革命”问题的反复研读和激烈讨论，是促使我完成
这本小书的最大动力。
因为从年轻人的身上，我看到了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热情、理想和希望。
    此书是献给你们的！
    罗  岗    2012年11月12日，上海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民至上>>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民至上>>

媒体关注与评论

重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重新解释这一时代的“人民”与“革命”，需要一场认识论上的变革。
罗岗的著作通过勾勒了这一时代的几条关键线索，敏锐地回应了当代思想领域的若干重大问题。
这是一项开放的探索，一个重构历史认识的邀请。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作者 汪晖    准确把握中国历史演变的逻辑，才能
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这本书抓住了“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这一主题，梳理了各种对现代中国历史主线的解读，提出了
自己独到的见解，值得读者细细品味和深思。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震撼》作者 张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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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重新认识二十世纪中国，重新解释这一时代的“人民”与“革命”，需要一场认识论上的变革。
罗岗的著作通过勾勒了这一时代的几条关键线索，敏锐地回应了当代思想领域的若干重大问题。
这是一项开放的探索，一个重构历史认识的邀请。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作者 汪晖      准确把握中国历史演变的逻
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这本书抓住了“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这一主题，梳理了各种对现代中国历史主线的解读，提出了
自己独到的见解，值得读者细细品味和深思。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震撼》作者  张维为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民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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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