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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收在这里的文字，叙述了1978年至今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冲突，牵涉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的方
方面面，巨细交织，贵贱混杂。
都是真人真事，没有虚构。
我虽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但也是眼见耳闻，有感而发。
原是九个单行本，陆续印行，现在依原版集中重排，共九卷，没有增删，只是顺序稍有更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交锋》和《呼喊》这两本。
是和我的同事马立诚合著。
他设计了《交锋》全书的构架，并且撰写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因此他是这本书的第一作者。
他也是《呼喊》卷三和卷四的撰写者。
这两本书当时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大．这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如果没有马立诚，就不会有这两本书。
　　很多人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这问题不好回答。
每一次写作都是牵肠挂肚。
作品好比儿女，手心手背都是肉。
当然这是夹杂了个人情感，倘若平心而论，哪能没有高下呢！
单说技巧，我想最为洒脱开放、也能代表我的写作追求的．应当是《变化》。
在这之前，《沉浮》属于典型的时政文字，《交锋》和《呼喊》也是。
我对塞满主流报刊上的、人云亦云、套话连篇、完全没有独立精神的文章。
不能接受。
想要另辟新途，所以这些文字的品格与流行的时政文章截然不同。
在这之后的《追随智慧》、《联想风云》、《成长》、《中国的新革命》。
是在试图开拓当代中国商业史的写作空间，从政治和文化的立场来叙述经济技术，又以大历史的眼光
来衡量瞬间。
可是要说在写作方面更进一步，自《变化》之后，便觉得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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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呈现出多种思潮并存的局面。
本书对这些思潮进行反思，运用大逻辑大视野的审度和人物活动事件脉络的细节化书写，对五种主要
思潮在中国的历史、现状和影响作出独立的深刻剖析。
    作者以“声音”来表达思潮之意，重点考察了五种：“主流的声音”，阐述邓小平理论如何从“逆
流”成为主流；“教条主义的声音”，阐述了极左思潮如何从主流成为逆流；“民族主义的声音”，
剖析了极端民族主义对国家的危害；“封建主义的声音”，提醒人们警惕在传统文化复兴之际，封建
主义的死灰复燃；“民主的声音”，着力区别民主化不是自由化，倡导民主建设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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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志军，祖籍广东，1953年生于上海，长在北京。
十五岁到工厂做工，十六岁做农民，十九岁当兵，二十五岁成为新华社记者。
三十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现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
标杆”。
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
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
他拥有广泛的读者。
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
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被境内外媒体和研究机构评为当年“值得记忆的好书”、“
年度商业书”、“最佳商业图书”。
     　　◎2005年出版的《联想风云》，入选当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
权输出图书奖”。

　　◎2003年出版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体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开卷好书奖”
。

　　◎2000年出版的《追随智慧》，被媒体评为当年“最佳纪实文学”。
 
    ◎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引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
”。
 
    ◎1996年出版的《历史不再徘徊》，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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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卷一  主流的声音　第一章  乍暖还寒    劫后余生    “老九”回来了    堂堂五尺男儿全都啜泣起来    
把印“红宝书”的纸拿去印考卷    大学里的“新三届”    汪东兴说，邓小平“马列主义水平不高”　
第二章  中南海纷争再起    舆论制造的伟人    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    中国曾经怎样批判邓
小平    “拥邓联盟”步步进逼    十八个月的“批邓”全都白费了　第三章  胡耀邦与“文章救国”    胡
耀邦其人    京城的“理论维新”    “胡青天”    背水一战    “文章救国”的季节　第四章  万里与民心
向背    泪洒江淮    “有些人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    华国锋为中国确定的主旋律    “你走你
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万里能否再次逢凶化吉　第五章  昔日“逆流”  今日主流    邓小平到
处“点火”    谭震林说：第一次畅所欲言    “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新时代的宣言    新核心    卷二  
教条主义的声音　第六章  冰冻三尺    三十年反“左”，屡战屡败    为什么把极左派说成极右派    “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谁的发明    极左思潮造就的千万冤魂    向极左的经典之作发起挑战    一把
“达摩克利斯剑”    “红旗”落地，“人民”上天    “英明领袖”四面楚歌　第七章  忽喇喇似大厦倾 
  把人民公社的老一套主张全都翻过来    “张浩事件”为什么震撼全国    “观望派”与“反对派”    “
左派”阵营土崩瓦解    人民公社的终结　第八章  保守派卷土重来    “我们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 
  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    风起青萍之末    邓小平的种种忠告全都没有用    是不是
新一轮“批邓”　第九章  邓小平力挽狂澜    邓小平问：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    中国人为什么
格外热衷“左”与右    年夏：反“左”的呼声    魔鬼是怎样变成天使的    “左派”再度销声匿迹　第
十章  大批判烽烟再起    失去邓小平的中国    “左派”阵营发布不同政见    江泽民排除干扰    “阴转晴
”    朱镕基前边有多少“地雷”    卷三  民族主义的声音　第十一章  我们对于别人的民族主义不以为
然    喜玛拉雅南麓的轩然大波    吓人的自尊    “我们还不如当年的犹太人”　第十二章  何为民族主义  
 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    潘多拉盒子里飞出的怪物　第十三章  中国涅槃    从义和团到火烧英国代办处    
邓小平扭转乾坤　第十四章  开放的冲击    砸烂麦当劳？
    “租界”之争    何谓“卖国典型”    民族工业：封闭还是竞争？
　第十五章  新冷战    说“不”何以升温    “妖魔化”的背后    民族主义危害中国国家利益    中美关系
亟待突破    战略伙伴关系：江泽民和克林顿互访成功    欧洲大同、全球化和亚洲价值观    卷四封建主
义的声音　第十六章  东方的迷信    书记原来信狗血    万众膜拜气功师    有识之士泣血呼唤　第十七章  
愈演愈烈官本位    八方兴起买官潮    杀手重现为哪般　第十八章  儒家学说再度崛起    新儒学谁来评点  
 五四运动是罪人吗？
    卷五民主的声音　第十九章  潜流激荡    科学无禁区    “西单墙”风波    佩服得五体投地    重点讨论
民主问题　第二十章  周扬之死    形形色色的人全都为一个人默哀    一篇报告引起的是非    “自由讨论
”之后的“紧张空气”    问题的关键：“不要发表”是否合法    周扬的悲剧所在　第二十一章  民主要
走向制度化    毛泽东：民主是一个方法    邓小平：最重要的是制度    万里：政治问题也可以争鸣    “十
三大”：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十五大”：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主要参
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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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乍暖还寒　　劫后余生　　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不在人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
伟大领袖再也不能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向着人与红旗汇成的海洋挥手致意，只是静静地躺在广场中
心他的纪念堂中。
灵堂灯暗，面容犹明。
他的胸腹高高隆起，其形状如同我们国家千山万壑之中有着“帝王岳”之称的泰山主峰。
这尊躯体用防腐技术妥善处理，护以水晶棺具，令亿万人民颌首瞻仰，以使他的精神万世能够长存。
然而灵魂毕竟不能永生，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悲哀和茫然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心里孕育着某种
期待。
　　这一年春天来得似乎格外早。
北京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中，雨水特别少，也没有往年常有的漫天风沙。
自从3月初以来，有5585人陆续来到这里。
有教师，有科学家，有诗人，有医生。
这些人可以合而称之为“知识分子”。
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人们总是把他们叫作“旧社会留下来的”，或者是“役有改造好的”，
或者是依附在某一张皮上的“毛”，到最后，干脆就只是叫他们“臭老九。
现在，虽然不再说“臭老九’了，但报纸的编辑眼看着他们涌向京城里来，却不知道该怎样来称呼这
些人了。
他们来自全国三十个省市区，甚至连台湾也包括在内，其中一百一十七人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这是
我们国家最有学问的人。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文革”当中，不学无术的人几乎个个耀武扬威，而这些“最有学问”的院士却苦
不堪言，很多人纷纷死去，就剩下这一百一十七个，劫后余生，现在全来了，一个也不少。
　　他们纷纷进入京城大街小巷，就如同一滴水汇进了一片大海，你无法在普通人中把他们分辨出来
。
那时候没有人穿西服，街上也没有形形色色的流行服装。
这些人差不多全都穿着中山服，或者中式对襟袄，不是蓝色就是灰色，皱皱巴巴。
住在大饭店里，却又总是往四合院里钻时而从你身边走过，像是匆匆过客；时而聚集在一起，半天也
不会散去；时而沉默无语，时而喋喋不休；时而笑，时而哭；时而吟诗，时而唱歌。
叫旁人看来，这真是一群不正常的人。
那几天，反常的事情的确层出不尽。
比如有一天，郭沫若忽然站了起来，一边喃喃说着三个字：“我要去。
”医生们站在一旁看着他，不敢相信。
这老人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很久，大家都说他从此不会再有站立起来的那一天了，可现在他却站着，虽
然有些佝偻，却是活生生的。
“俄要去，”郭沫若说，“去参加科学大会。
”医生们面面相觑，然后小心地劝说他不能出门。
但是，老人执拗得像个孩子，不容旁人劝说。
医生们想来想去，实在不敢担保他的身体能否受得了，相持不下，事情就闹到中南海里，结果党中央
不仅批准他去参加会议三十分钟，还同意让他在大会上讲话。
　　所有这些人都是为了这个大会才来的。
具体地说，他们是希望共产党能够给科学知识一个新的说法，进而也可以对他们这样的人稍微好一些
。
谈到共产党对于科学知识的态度，春天似乎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二十一年前，也即1957年的春天，毛泽东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然后又在《人民日报》上
撰写社论批评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宣布罗隆基、浦熙修是“民盟右派系统
”，还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共产党的战术，是要“聚集力量，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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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然后是十四年前，也即1964年的那个春天，学校里开始斯文扫地了。
因为毛泽东说，他不赞成大学生读那么多书，还告诫他的上大学的侄子毛远新：“阶级斗争是你们的
一门主课，”“教师就那么多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
”到了十二年前，也即1966年的那个春天，就更加不得了了。
毛泽东在杭州先后三次将康生和江青召到身边，对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一千学者的资产阶级
倾向严加申斥，还说吴晗、翦伯赞是两个“学阀”。
从那以后，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像是在地狱里面过了一遍似的。
现在，大多数人终于活着过来了，不过，没有活过来的人也不少：老舍在受尽凌辱之后投了太平湖，
田家英吞金而死，还有邓拓、杨朔、闻捷、傅雷、丰子恺、张恨水、周作人、李广田、田汉、陈寅恪
、赵树理、邵荃麟⋯⋯也都不在人世。
诗人郭小川倒是挺了过来，看到“四人帮”被抓起来，他在喜极之中又喝酒又抽烟，酒醉而卧，却不
料烟头点燃被褥，他就这样去了。
　　毕竟还是活下来的人多些。
现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人世，为所欲为的“四人帮”也被逮捕收监。
这些人劫后重逢，谁不在心里想着向共产党要个“说法”呢？
还在前一年的秋天，沙汀就从遥远的四川来到京城，寻访他的那些旧友。
这位老人已经七十三岁，但是他所寻访的那些人似乎比他还要年长，他叫叶圣陶“叶老”，叫茅盾“
茅公”，叫郭沫若“郭老”，叫夏衍“夏公”。
他整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串，有时候搭乘人家的轿车，更多的时候只能坐公共汽车。
颠沛流离之中，终于能够见到很多旧友，还有不少从此再也不能相见。
他走进何其芳家，就只能见到其芳遗像。
未及致敬，已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又去大佛寺七十一号看天翼。
天翼还活着，面色尚好，让人看不出他已经瘫痪。
只是说话却不行了，唯能说出“好”或者“是”，多了便含混不清。
看来他有不少话憋在心里，说不出就试图写。
沙汀站在旁边默默看着，期待着，结果只有一个“艾”字算是写成了。
还有立波，两鬓已经斑白。
还有夏衍夫人，已经相当衰老，她的腿在被批斗的时候受伤了，现在就只能卧病在床。
还有郭老，由人扶着出来，拄着手杖，佝偻着身体，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
沙汀说他看到这情形的时候很不好受，不禁想起立群曾经说过的话：“见一面，算一面。
”还有严文井，身体看上去还不错，不过，手稿书信却全都没了，只余一信。
这是沙汀在“文革”前写给他的，他随手夹在字典里，这就成了历经浩劫而能幸存下来的唯一一信。
沙汀就这样在京城里面转来转去寻找失散多年的文坛旧友，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些劫后余生的人们。
他们全都是以写作为生命的人，却全都气息奄奄，还能再写什么呢？
不过，也有一个人例外，那是姚雪垠。
他的身材似乎比过去魁梧了，虽然已经谢顶，但却满面红光，情绪也不错，唯一不能满意的事情是，
抱怨市面上买不到他的巨著《李白成》。
周扬身体也还好，还能激动地谈论批判姚文元的两篇文章。
所以夏衍留下一句话：“幸而周扬身体还好，好多问题可以搞清楚。
”这话听上去几分悲凉，几分期待。
不过，这悲凉和期待的心情并非夏衍所独有，至少沙汀就很有共鸣。
又过了几天，国庆节，他从报纸上看到周扬和夏衍出席国庆的国宴，激动不已，差点哭了出来，颤声
道：“这才叫落实政策。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周扬躲过了这一劫，却没有躲过另一劫。
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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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确正在忙着“落实政策”。
他自己的“政策”是在1977年7月落实的。
然后他就在8月8日一个科技教育界知识分子的会上说：“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他还说，他在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懈放知识分子”，他愿意给大家当“后
勤部长”。
他是在1977年8月8日说这些话的。
他的口气叫满场的科学家听上去既亲切又真诚，与过去那些年他们耳朵里面充斥的“反动”、“改造
”、“右派”、“嗅老九”之类的话真是天壤之别，所以他们全都由衷地鼓起掌来。
在说了这些之后，邓小平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这些年大学的教育质量太差，他的话听上去没有一句不是
和“文化大革命”，针锋相对：不是搞了十年的“教育革命”么？
邓小平却说，清华大学“变成了清华中学、清华小学”。
不是认定“教育领域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么？
邓小平却说，“我看，主导方向是红线”。
不是说“大多数教师和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么？
邓小平就说“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好样的”。
他就这样不停地说，听得人们欣喜若狂而又心惊肉跳，因为他所批评的这些东西，不是毛泽东亲口说
的，就是毛泽东画圈认定的。
然而事情还不仅仅如此，邓小平还有更要紧的话呢。
他反对科学家们要没完没了地学习政治，对那些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也没有兴趣，他号召大家“至少
要用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还说，“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
”他听说知识分子们都不能算作劳动者，他们在农业科学院里种庄稼也不能算是劳动，如果有哪个知
识分子想把自己的工作算作劳动，就要到农村去种庄稼。
他觉得真是愚昧，就说：“无论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
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
”还说“科学试验也是劳动”。
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真是天经地义，年轻人听了难免要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他们会说：这道理还用得
着说吗？
不过，他们的父辈在当日可是一点也没有笑，很多人甚至还当场哭了起来。
为了这些根本用不着说的道理，这些人付出了多少代价啊！
所以，邓小平的这一番话竟让文人们听了激动不已。
掌声又一次动地而来：他们追随共产党已经将近三十年，现在终于感到共产党把他们当自家人了！
　　邓小平的讲话立即轰动了全中国的知识界。
用刘西尧的话说，“八八讲话’。
震动很大。
”不过，这些话毕竟只是从邓小平嘴里说出来的，讲话的场合太小，也不是那么正式，能够算数么？
如果邓小平说的算数，难道毛泽东说的那些就都不算数了？
所以，刘西尧又承认他“心有余悸”。
刘在当时主管着全国的教育，这个人要是整天心惊胆战，别人的日子还能好过么？
有鉴于此，邓小平就觉得有必要再接再厉，彻底地将知识分子当中的唯唯诺诺扫除干净。
又过了几个星期，9月19日，邓把刘西尧等人找来，说了一番更加大胆的话：“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
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099邓小平又说：“教育部要争取主动。
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邓坐在轮椅上面，被人推着上了主席台。
就在几天以前，他还能用颤抖的手写下会议的横幅，现在，这几个字就高高地悬挂在他的头顶上。
　　这是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日子。
大家全都来到人民大会堂。
别看这些人都是名人，十二年来他们却从未到过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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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厅里面依旧灿烂辉煌，世间多少悲剧已经发生，仅仅这一点，就叫他们好一阵激动。
然而更加令人激动的事情还在后面。
邓小平在这一天把他的“真八八讲话”大加发挥，也把这些文人中间弥漫着的唯唯诺诺一扫而光。
他说，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所以，他认定“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由此也就连带地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
”“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
”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邓小平不肯回避毛泽东以往对于知识分子的蔑视。
毛泽东曾经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
还说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是按照阶级分析的办法来区分的，意思是说，不同的阶级是不同的皮，而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一些“
毛”，依附在工人阶级身上，就是革命的，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就是反革命的。
现在，邓小平在列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出”之后。
跟着就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他这一番话真是非同小可。
那时候的人们可不像90年代，工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是“领导阶级”，只要不下岗就谢天谢地了，大学
生毕业之后都要争着做“白领’，你要让哪一个去干体力劳动，他就觉得见不得人了，只有闯荡进城
无依无靠的农民才会做那些又累又脏的事情。
70年代的人们，都是以体力劳动者而自豪的，如果不是做“工人阶级”，至少也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
“天然盟友”贫下中农。
眼前的这些人既然有了知识，也就不敢奢望人家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只要不再把他们当作坏蛋
挂木牌戴高帽游街示众，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这些人在科学的天地间有着无穷的想像力，但却怎样也不会想到，就在1978年3月18曰这一天，这上千
万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劳动者，甚至还能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
这些“臭老九’们原本只是希望党来安抚他们一下子，真没想到居然得到了这么多。
　　这一下不免掌声雷动，说是受宠若惊也罢，还是如释重负也罢，反正会场上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
，许多老人已经泪流满面。
在这个春天里，他们的眼泪流得真是不少。
尽管他们过去二十年是在眼泪中过来的，但是，把那些眼泪加在一起，恐怕也没有在这个春天里流得
多。
活着的人劫后重逢，哭了多少回？
悼念悲惨地故去的亲友，又哭了多少回？
说起邓小平的“八八讲话”到“三一八讲话”，又哭了多少回？
数也数不清了。
　　大会连续开了好几天。
尽管郭沫若坚持参加，但是他在开幕那天以后就再也不能来了，他在最后一天的发言也只能采用书面
的方式。
他先是用了不少话来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然后就用他那种诗人一样的激情说道：　
　科学工作者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
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
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
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
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国科学发展的道路。
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
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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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
“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
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郭沫若这一发言的题目就叫作《科学的春天》。
通过播音员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这几个字瞬间便已传遍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成了人们描述那个春
天的最常用的语言。
这位在历史、考古、戏剧、诗歌、语言各个领域都有卓越建树的老人，在过去这些年始终沿着党指引
的道路亦步亦趋，左右逢源，在党的领袖们当中从来没有失宠，其命运与其他许许多多做学问的人真
有天壤之别，但是，难道在他的内心深处就没有任何惨痛的感觉么？
就在十二年前毛泽东严厉指斥吴晗和翦伯赞是“学阀”之后，他不是连想都没有想一想便对自己的学
问痛下杀手么？
他当着许许多多的人喃喃地说：“韋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
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那时候他要么唯唯诺诺，要么如惊弓之鸟，那副模样和今天的豪情相比照，不正是我们国家知识分
子命运的写照么？
　　现在，就算是最不谙于政治的学问老人们，也意识到政治的气候变了。
尽管，他们对于周围一切的反应并不完全一样，对他们的老院长郭沫若也会抱有不同的念头，但是谁
都相信他所说的“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
这不是二十年以前的那个春天。
那一次，用费孝通的话说，是“知识分子的春天”。
糟就糟在那个“春天”之后，是延续了二十年的漫漫“严冬”。
这一次，也即1978年，的确不同了。
连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能在这个春天里面部分刊出，接着又全文出版其代表作《论再生缘》。
陈寅恪是中山大学教授，双目失明却有满腹学问，一向标榜“独决心要召开一个更大规模的会议，把
全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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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从评述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入手，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
 中关村曾经被当作一个“试验区”。
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
事实上，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
因此，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
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
　　在中国做记者和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是凌志军。
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凌志军作为中国政论写作的里程碑式的人
物，已经成为不是谦辞可以推却的事实。
　　——《人物》杂志　　凌志军先生似诚实的态度让政论诚实地走进公众，影响着那些必将影响中
国未来的年轻人。
我们相信，他业已“尽可能地向读者说了心里想要说的话”，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诚实的大勇之气。
　　——《南风窗》杂志1993年“年度人物奖”颁奖词　　凌志军的选材多带有前沿性，他是属于使
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新闻工作者。
　　——《凤凰周刊》　　凌志军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界有独特价值的一个作家。
凌志军的最大的价值在他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凌志军的著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历史价值。
　　——杨浪（财讯传媒集团副总裁）　　《呼喊》是一本思潮评论的书，议政的书，鼓吹启蒙和思
想解放的书，觅出当代知识分孚瑾想和良知的书。
　　——何西来�　　《呼喊》是一部评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作品。
该书高度概括又生动形象，其中历史叙事和理论探讨十分严谨简洁。
作者正在把枯燥的社科类政论文体变得引人入胜，在图书市场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独树一帜。
　　——《中国青年报》　　转型时期的生活万象纷呈，复杂之极、有的令人欣喜，有的令人心痛，
凡此种种，都被《呼喊》的作者以清晰的逻辑归纳起来，加以速彻分析读了使人心清目爽。
　　——《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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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是一部评析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作品。
该书高度概括又生动形象，其中历史叙事和理论探讨十分严谨简洁。
作者正在把枯燥的社科类政论文体变得引久入胜，在图书市场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独树一帜。
书中将二十年来中国的思潮概括为五种，作者并没有试图给予解释，只是要求自己如实地描述一些已
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一个不能产生新思想的民族，是生机衰竭的民族。
一个不能产生思想家的时代，是贫乏危机的时代。
中国需要思想家和新思想，他们的涌现，使我们的精神天空星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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