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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属于爱读书不求甚解一族。
什么类别的书，只要被我喜欢上，绝对不分三七二十几地拿下。
把丁点心得扩大成千字书评，自然而然地小菜一碟。
我的书评反传统、反学术、反理性，总想以文学随笔的形式，表达似是而非的动态观点。
快餐文字时兴的新形势下，无论怎么表达，写书评都是受累不讨读的蠢举。
书是道具和灵器，没有书的中介和指引，我就发挥不出淤积的思想观念。
随书逐流向东方，只要能把我载到文学的大海，我也没有理由去计较书体的优劣。
优书正评，劣书反评，优劣相间的书正反评，评吧！
评吧！
评吧！
是精神家园的大曝光。
自我感觉走进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对眼下的书评模式很不以为然。
尤其网易博客改版后的人文环境，圈养着一群用外国思维写中国话的大小文人，不知他们写作过程滋
味如何，我读过几篇范文，都替他们累心。
学术化论文式外国腔的书评乌云密布，实在缺乏读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所以我背道而驰，寻找相生不克的新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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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带读者走进的是一个书的世界。
时下流行的文化、文学、历史、商战、职场、小说、散文等各类书籍尽在作者的点评之中。
作者一反传统书评模式，以随笔加网络语言的春秋笔法，加入理性智慧、哲学思想，对大师们的作品
，敢于讲真话，直抒胸臆，既圈点发光的一面，也指出不足。
书评的味道，可口可乐、津津有味、耐人寻味、回味无穷。
    本书带给读者的是一次轻松、休闲的旅行，“开心智、启悟性”，跟着作者感觉走。
相信本书的出版对读者来说，不仅能从中管窥名家们的精彩作品，更能领略新潮书评的风范，值得阅
读、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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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木空（姓名李冬），河北沧州人。
非著名的文学中年，曾长期驻扎网易文化论坛，也曾驻足过新浪杂谈和红袖读书杂谈，主客客挂在凤
凰博报文化历史栏。
主打词：无聊喝大碗清茶，有兴写小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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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年他在日本卖《丑陋的中国人》，日本记者阴损地问柏杨，如果日本人因为你的观点而看不起中国
人，你有什么感想。
柏杨回答了好多话，他说看过《丑陋的中国人》，可以认识到中国是有反省能力的中国人，我们承认
我们是有缺点的中国人，我们有许多不如你们日本人的中国人。
你们是欣赏过去那样很自大的中国人，还是欣赏我们现在很虔诚的中国人。
话有点饶舌，好像动用了外交辞令，真诚下埋着文字游戏，似乎柏杨够老道够狡猾。
这点上，他比李敖敢恨敢爱的文笔口舌，存在较大的差距。
把《丑陋的中国人》放到当代背景下，有的观点值得推敲和论证。
比如，柏杨说中国人存在善于自大的丑陋，我认为没有资本的大叫丑陋，有雄厚国力做后盾的自豪感
，是否也归于自大，这需要重新论证。
还有中国人不团结、窝里斗问题，抛开过去进行时，看看中国人围绕奥运圣火传递的作为，是否从反
面证明柏杨的话并没应验。
我大言不惭地定语，当代中国人的诚信度的问题，才是“丑陋”问题的核心。
解决好诚信问题，不是简单说几句真话实话的事。
国人之所以“妖魔化”河南人，主要河南不讲诚信的骗子多，其他的丑陋问题不是不用直视，而要让
位于诚信问题。
只有解决诚信问题，中国人丑陋的问题也就好办了。
重新学习《丑陋的中国人》，虽然添加新感悟，但我觉得版本有点低。
柏杨先生用“大智若愚”的手法批“丑陋”，下药虽狠，难除病根。
如果交给李敖先生翻写，也许能够升级到本世纪水平。
由此说来说去，柏杨的“丑陋说”应该升级，不然的话，就缺乏与时俱进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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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指名道书:愤青PK名家,引领文化时尚》编辑推荐：阅读精彩的书评，品味名家的作品。
跟着作者的感受，了解文化的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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