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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都市进程引领者　  星夜兼程的五年，我们终于有机会停歇片刻，梳理过往的一千多个日
子&mdash;&mdash;那些饱含创业激情的岁月，那些大江南北探寻真相的记者身影，那些通宵达旦灯火
通明的编辑生涯。
　  做周刊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像作曲家，他的生活在1至7之间循环。
一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五十个周期，是五十次涅槃。
我们用周期性的艰辛和汗水，为读者奉献一次愉悦的阅读。
　  五年来，南都周刊经历了从藉藉无名，到偶露峥嵘，直到今天，忝列中国知名新闻周刊的行列，
我们&rsquo;迎来了杂志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历史时机，也愈来愈感受到新媒体的发展对中国传统新闻格
局的冲击。
　  所以，南都周刊从创刊之初，就把握一个原则，始终紧跟互联网的发展脉搏，以敏锐敏感的姿态
，探寻转型期中国的变革与机遇，挖掘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公民社会建设两大领域中衍生的社会现象、
经济趋势、生活潮流。
　  一本杂志，是一个价值共同体，是共同趣味者的知识平台。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日趋海量和碎片化l的大环境下，新闻杂志并不是像有些人预言的那样，要走向没
落，非主流边缘化。
恰恰相反，信息的碎片化，导致获取有价值的深度报道的时间成本大为增加，而有独特角度的策划和
专业深度的报道，对那些从海量信息沙漠中苏醒过来的现代人来说，是获取有效信息和知识的绿洲。
相应的，杂志要提供的不再是简单的信息加工，而是常识和知识的深度解读。
新闻杂志，是社会高度分工的产物，它以人为本，它依托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载体，它承载的是多元
价值下的独特立场。
它是公民读本，也是中产阶层的价值载体。
　  南都周刊这四本丛书，是南都周刊价值理念最清晰的展示。
　  人物篇。
杂志以人为本，这是最朴素的道理。
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会让杂志变得有吸引力，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会让杂志更显内涵。
他们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感知变革和体制之痛；他们是行业的弄潮儿，推动中国走向商业文明；他们
是重大新闻事件的焦点人物，在这里读懂传统与变革中探索的中国。
他们有共同的身份：公民。
你可以看到犀利而有公共情怀的公民韩寒，可以看到身处体制内而时刻思索中国命运的主持人白岩松
，还可以看到在争议的房地产行业孤独开炮的商人任志强。
公民意识的推进，很大程度上与这些有独立意识和人格的人有关。
　  观点篇。
如果说人物好比杂志的脸，观点就是一本杂志的身材。
一本杂志的价值观，决定它的品质和内涵。
南都周刊关注转型期中国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关注平等与公正，以全球化视野和推崇市场经济的姿态
，推动中国法治和宪政的建设。
从常识和逻辑出发，关注法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领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从细节演绎常识
的林达，可以看到从电脑量刑谈司法改革的季卫东，还可以看到剖析经济适用房对中国房价影响的茅
于轼。
观点平衡世界，我们做理性而不激进的洞察者，深刻而不偏激的分析家。
　  新词篇。
这是个新词备出的时代，互联网催生了大量新词和语录的诞生，我们今天见识到的绝大部分广为流传
的新词，都发端于互联网，它不仅有当下意义，更有历史意义。
南都周刊长期开设新词版，也意在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新词，它记录的是这个囵时代的荒诞与戏谑，它有着看似轻松的外表实则深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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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的来源于公共事件，有的是社会现象的捕捉，有的是网友的戏谑之作。
从躲猫猫、俯卧撑，到贾君鹏老婆、杠杆女，背后透射的是当下中国最真实的状态。
　  生活篇。
这里的生活，不只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
它是公民的生活，是城市化进程的生活，是法治建设的生活，是食品安全备受威胁的生活。
我们从中产万税的报道中，看到中产阶层剪不断，理还乱的税负压力；从食品生化危机的报道中，看
到道德失控后的状态；从越南新娘的报道中，看到中国人在婚恋方面观念的嬗变。
这是行进中的时代，也是传统遭遇现代的时代，更是发展中产生体制性危机的时代。
功利主义盛行，道德失范，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还是中国社会结构性危机的信号？
媒体是记录者，是观察家，我们不是裁判，提供事实由读者自己研判。
　  南都周刊立志成为中国都市进程引领者，从以上四个领域能充分得到阐释。
这是我们基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判断，也是有别于其他新闻杂志的定位。
我们希望在这条业已开创并始终行进的道路上，有更多的同道者，能架构一个有共同趣味的媒体平台
，为中国的城市化和公民社会建设，起到推波助澜之作用。
　  在编辑本丛书过程中，有一长串曾署名南都周刊记者现已在中国各大媒体工作的记者名单，这些
曾经一起并肩战斗过的前同事们，感谢你们为南都周刊付出的汗水和努力，南都周刊五年的历程因你
们而更精彩，在这条没有止尽的新闻道路上，无论你们身在何处，我们曾在一起，并永远在一起。
　  《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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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关注转型期中国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关注平等与公正，以全球化视野和推崇市场经济的姿态，推
动中国法治和宪政的建设。
从常识和逻辑出发，关注法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领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从细节演绎常识
的林达，可以从电脑量刑谈司法改革的季卫东，还可以看到剖析经济适用房对中国房价影响的茅于轼
。
观点平衡世界，我们做理性而不激进的洞察者，深刻而不浅薄的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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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都周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媒体，创建于2006年3月。
中国新锐城市杂志，都市进程引领者，关注公民社会建设和中国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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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公共空间的生长点　  笑蜀　  越是大家的事，大家越不管　  谈到中国社会的私与公，不妨先
讲段我自己的故事。
　  我在广州一直是租房。
原来我住在一个很老旧的居民小区，很脏很乱，也很喧嚣，基本上就是个贫民窟。
每次进入小区心情都很糟糕，回到房间就不想再出来，当然就谈不上什么运动啦，健身啦。
天长日久，身体状况就有了一些问题。
我的朋友们很为我担心，经过他们的游说，我最近搬到了新住处，这是一个花园式的小区，林荫夹道
，鸟语花香。
虽然现在的房间比原来的小多了，但公共空间的质量，却比原来那个居民小区高得多，所以我的日常
生活的品质不仅没有因为住房面积减小而有所下降，反而因为公共空间质量的提高，而得到了根本性
的改观。
现在只要有时间，我就尽量不待在自己的小房子里，而是到公共空间，尤其是到江边散心，很享受，
很满足，做一些简单的健身活动，然后身体状况、精神状况，跟从前都有明显的不同。
　  我原来那种居住状况，在中国城市的绝大多数传统社区，是很常见的。
传统社区的居民，都把心思用于自己的小家，在自己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把小家尽可能装饰得豪
华、现代、舒适，尽可能美轮美奂。
但是对于家门以外的区域，也就是对于整个公共空间，就漠不关心了，管它怎么脏，怎么乱，怎么吵
。
自己家搞好了就够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就造成中国社会普遍性的&ldquo;公地悲
剧&rdquo;。
就是越是大家的事，大家越不管。
　  这当然不是现在才有的状况，而是几千年来一直持续的状况。
中国文化中一个致命的弊端就在这里，就是缺乏公共参与，公共关怀，公共精神。
大家都远离公共事务，公共事务就被少数人操纵，被少数人垄断。
公共空间本来是人人有份的空间，但因为大家都放弃了，让少数人垄断了，结果公共空间就私有化了
，成了少数人的私人地盘，少数人就在那里安营扎寨。
你只要进入公共空间，都等于是进入了他们的私人地盘，都得把他们叫大爷，都得给他们留下买路钱
，形成雁过拔毛的状态。
　  只有私人空间，没有公共参与，没有公共精神，因此没有公共空间，中国几千年历史基本上就是
这样过来的。
所以譬如公共卫生，公共医疗，公共交通，公共财政，公共行政，公共服务，公共治理，整个公共概
念，中国历史上基本是找不到的，基本上都是舶来品。
我们现在常常说公民社会，但它是建立在公共参与的前提上的，没有公共参与，没有建立在公共参与
基础上的公共空间，哪来什么公民社会？
　  但是，这种持续了几千年的状况，正在逐步改观。
新兴住宅小区就是这种改观的一个生动例证。
　  新兴小区是现代社会的缩微版　  现在，但凡是城市的新城区，都是新兴住宅小区占主流。
这种新兴住宅小区的特点是什么呢？
　  首要的特点，就在于产权清晰，即它以私有产权为基础。
每套房产属于哪个业主，法律上的关系明明白白。
但每个业主拥有的不只是他专有、专用的那套房子，他的房产证上，一般都会特别注明公摊面积，即
他专有、专用的那套房子而外，他的私人空间而外，还有一个公共空间。
这个公共空间，属于所有业主，至少在理论上，在法律关系上，大家都可以参与，有了收益都可以分
享。
　  请注意这个公共空间的所有制形式，它是特别有意思的，它根本区别于我们过去所谓的&ldquo;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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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rdquo;或者说&ldquo;全民所有制&rdquo;。
过去的所谓的&ldquo;公有制&rdquo;或者说&ldquo;全民所有制&rdquo;，名义上你是人民中的一分子，
那份庞大的财产好像跟你有关系，但实际上你毫无参与的权力，分享的权力。
但新兴住宅小区的公共空间或者说公共物业不是这样，它量化到了每个业主的头上，写进了每个业主
的产权证里，跟每个业主都发生了实际关系。
　  这种新兴住宅小区，实际上是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个缩微版，严格的私人产权是它的基本制度。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种新兴住宅小区常常爆发冲突，不外是业主跟物业公司之间的冲突，业主跟开发商
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看起来似乎是消极的，但我认为换个角度看，它本质上其实是积极的。
这种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都是物业公司或者说开发商侵犯了业主权利，又尤其是侵犯业主的公共空
间。
物业公司或者说开发商只要侵犯了业主权利，只要侵犯了业主的公共空间，马上就能被发现，就藏不
住手脚。
为什么？
首先是因为法律对产权的界定清清楚楚，没给他们留下多少做手脚的可能。
其次是因为公共空间的产权已经量化到每个业主头上，属于人人所有，所以一旦公共空间被侵犯，马
上就跟每个业主的切身利益联系了起来，这就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业主的权利意识，就能最大限度地动
员业主起来维权。
这样的话，侵权者的侵权成本，侵权风险都非常非常高。
　  像现代住宅小区的这种冲突，过去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过去一切都是分配给你的，恩赐给你的，有个房给你住，甚至有张床给你用就不错了，你还闹什么闹
。
公有产业名义上属于大家，实际上跟每个人都没有关系，所以每个人都不关心。
而公共物业这块利益太大，是天底下最大的一份产业，这么大一块实际上是&ldquo;无主&rdquo;的产
业，无人关心、无人捍卫的产业，对人的诱惑实在太大，谁有权谁都想抢了它。
通过垄断权力垄断公共物业，成了致富第一捷径。
于是，做什么生意都比不上玩政治，办什么公司都比不上&ldquo;办政府&rdquo;，就成了中国传统政
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色。
这种特色，在一个产权清晰的国家是不可能有的。
产权清晰，产权有保障，想抢也抢不过去，因为公共物业属于每个人所有，量化到了每个人头上，你
要抢，就要面对可能是每个人的反对。
谁敢冒每个人都反对你的风险呢？
、所以，产权清晰的国家，不仅私人产权有保障，公共物业也肯定是有规则的，有秩序的。
　  私人产权跟公共空间的关系　  说到这里，就可以归纳出私人产权跟公共空间的关系了。
第一，公共空间的发育，建立在私人产权清晰的基础之上。
第二，但是，没有健康发展的公共空间，私人空间也就没有保障。
公是为私服务的，公是私的屏障，换句话说，公其实就是私立足的环境。
公一旦被侵占，私就没有立足的环境了。
公共空间到处都是土匪安营扎寨，去哪都要雁过拔毛，私怎么可能有保障呢？
第三，不仅私权为母，公权为果，而且私权为本，公权为用。
私权是目的，公权是手段，公权是为私权服务的，不为私权服务，不保障私权，公权就没有存在的理
由。
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权，主要就是私权意义上的人权，即个人权利。
　  两种类型的城市社区，它们实际上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
我原来住的那个老旧的小区，它代表了正在过去的中国传统社会，公私不清的那个传统社会，既没有
真正的私人产权，也没有真正的公共物业。
它基本上就没有公共治理，又脏、又乱、又吵，让人不能安生，不人性化，不适宜人类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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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住的那个新兴小区，则代表了正在发育的现代公民社会。
它以严格的私人产权做基础，也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相对完善的公共治理，因此它是有规则的，
有秩序的，是人性化的，适宜人类居住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大的突破在哪里？
我以为就体现在这里。
以物权法的生效为标志，中国的私人产权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确立，但不管这方面的问题有多少，保
障私人产权的进程已经正式启动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发育出了一个私有企业主阶层，也发育出了
一个中产阶层，比如由私有房产造就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业主阶层。
有了私，就有了公。
在私人产权制度快速推进的基础上，公共空间也在快速发展，公民社会开始发育。
也就是说，公私不分、既没有私也没有公的状况正在终结，私的发育，公私的分野，公私的相辅相成
，这样一个正常的历史进程则正在开始。
　  本文刊登于2007年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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