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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给理想一点时间    这是艰难转型的时代，也必然成了纠结的时代。
    孔子言：士志于道。
自古中国之士，便以进谏为天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企图以“道统”驯服“治统”
。
中华文化传统虽注重生命而鼓励人不惜苟活，却不乏社会良心与勇气之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尽管文化屡遭革命，在进取与退隐的双重心理矛盾间，文以载道、学优而仕的传统没有殆尽，那份
明道救世的使命感没有泯灭。
而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艰难演进所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提高、中产阶级崛起、社会思想解放，特别
是网络传播技术打破了言论的垄断后，康德所述“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性”的启蒙精神，
在现代“公知”乃至“公民”身上越发闪耀。
“杜鹃啼血犹哀鸣，不信东风唤不回”，即使爱之深而恨之切，却不曾绝望，在无路可退的山崖上发
出锵锵之音。
    在不危及社会稳定基础上的理性的、制度化、合法化的政治批判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保障。
言论一致性将压制社会的个性、创造性，没有人能永远正确，只有自由讨论才能让我们更接近真理，
鼓励人们参与公共事务，使人民变得不再冷漠、自私，促进社会道德提升与重建。
民主培育人民的公共精神与爱国情操，促进人民积极、进取、奋斗的民族性格，才能带来更根本的社
会稳定与长久发展；政府的权威来自公民的同意，建立在民主的正当性基础上的权力，才能在面临社
会转型期无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中获得大多数民众的理解支持。
    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前夕，凤凰网主办了“转型时期的媒体变革”三亚峰会。
我在致辞中提出：“在数字传播技术革命、中国市场化改革、全球化经济民主进程三股主要力量冲击
下，传媒行业与这个时代一起经历着剧变，传统媒体尚未充分自由发展，却发现自己的的权威性已在
瓦解。
以环境监视、议程设置、身份发展、娱乐消遣为核心的传统媒体功能，面对公民新闻的崛起，被迫从
信息与观点的发布者转型为社会多元意见的平衡者与对话组织者。
”随后不久，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迅速流行，赋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话语权。
而在媒体消费日益碎片化快餐化的时代，从传统媒体凤凰卫视衍生出的凤凰网，以博报这样提供深阅
读的长博客媒体产品，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思想供应商的角色，超越海量快速的信息仓库模式，在理性
建设性的基础上，洞察时代、关注内心、探索意义、传播价值，让神马不只是浮云。
作“开放社会的推动力，公民社会的催化剂”，成为凤凰网的使命，成为我们和博报作者们共同的使
命。
    2011年10月，凤凰网博报之“名博校园行”系列活动，我亲身参与主持了闾丘露薇与笑蜀在中山大
学的对话“青年与时代”，一起追问“青年在这个时代遭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权力与利益的勾结，法律及自由发展机会平等的缺失，上行遇阻，社会板结，朝向出生决定论或阶
级社会的堕落危险，这一切让青年人感受到严重的无力感、无助感、挫败感。
在“站无虚席”的讲堂里，闾丘与笑蜀面对大学生们真诚对话：如何从自身寻求明亮和温暖来影响世
界,努力让社会转轨在坚守理想与理性包容的条件下进行。
    辛亥革命的第一百个年头里，没有任何文字比得上温州动车事故引发的感叹更能代表人们内心深处
的呼唤，每次读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
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    辛亥已经百年，同志仍在努力。
价值，无论是源自千年来历经风雨而犹存的中华儒释道传统，还是百年前谭梁孙胡陈等舶来的理性自
由平等民主宪政，不仅需要众心向往，不仅需要推动变革的勇气与行动，更紧要的，是内化为每个个
体行为的指南，在阅读者与写作者各自的日常生活中，日日践行。
    理想需要多少时间？
距离“五四”百年还有七年，一个无比伟大的时代是否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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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凤凰网年度博文精选。

　　给理想一点时间，让我们紧随意见领袖们的脚步，怀揣温暖和梦想，一起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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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五常、刘瑜、葛剑雄、杨照、加藤嘉一、蒋友柏、潘石屹、十年砍柴、柴静、闾丘露薇、老愚
等数十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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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给理想一点时间
　信力建：谁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刘方炜：从澡堂子说到官场
　陈行之：政治正确与正确政治
　张铁志：台湾如何走向公民社会
　钟布：美国穷人的日子怎么过?
　葛剑雄：中国人的信仰
　乔志峰：我们都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
　刘梦溪：北京越来越没文化了
　宫铃：一场婚礼窥见两岸文化差异
　黄创夏：蒋介石的“黄金内裤”
　杨恒均：儿子进入这样的大学，我放心了!
　张佳玮：富爹贵爹，能洗罪保命的才是好爹
　方刚：为性革命正名
　南香红：世界上最古老的婴孩，
　许锡良：中国人为什么特别害怕出错?
　赵少康：台湾是骗子天堂
　桥本隆则：不可小看的日本，
　叶匡政：大陆应了解多元的蒋介石
　张铁志：台湾的公民素质来自何处?
　盐泽英一：日本记者的“红色之旅”
　信力建：江湖风波
　宋石男：爷爷之死
　李银河：怎么评价潘金莲?
　朱大可：慈母与荡妇女性偶像的黄昏
　蒋友柏：不反省的公益
　老愚：夜色深处有官人
　唐辛子：日本产妇不“坐月子”
　郑若麟：当“巴黎情结”缠绕中国富翁的心头
　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柴静：因为如果是我
　十年砍柴：一个无良官府不配有良民
　杨照：理解风险，对付风险
旮旯里坐的是总统
　李剑芒：你坚持民主所需的假设吗?
　邱立本：没有中产阶级没有新中国
　加藤嘉一：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一娴：美国是否有“两会”?
　张五常：贫富分化与土地政策
　王荣霖：日本大地震
　田一枫：利比亚战争对中国的战略警示
　蓝晨：旮旯里坐的是总统
　黎明：“技术幸运”的许宗衡
　丁征宇：纽约市长上班竟然坐地铁且无人让座
　赵楚：南海争端不可意气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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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文：德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林泉忠：两岸对“亲日碑”的态度为何截然不同?
　王冲：美国高官为何出门没有前呼后拥
　茅于轼：限购让中国不声不响地迈向权力经济
　潘石屹：一个无法比拟的伟大时代将要到来
　邱震海：崛起期的中国应汲取德3教训
中国，请你慢些走
　秦建中：《春天里》为何唱哭千万网民?
　时寒冰：“中国制造”何以比国外贵?
　闾丘露薇：我的新年愿望
　盛大林：如何避免“统计为政绩服务”?
　林楚方：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笑蜀：有自治秩序人心始不可操纵
　洪巧俊：中毒“情绪感染”是最牛的雷言
　魏英杰：“五杠少年”难以承受官本位之重
　汪华斌：还要后代为我们的无知买单吗?
　鄢烈山：中国能不能不要“城管”?
　五岳散人：血统论回潮是危险信号
　周虎城：封锁消息封锁不住人心
　郑浩：“政府绝对正确”的年代已经过去
　陈季冰：“红歌”唱出来的生意
　童大焕：中国请你慢些走，等一等你的人民
　吴祚来：良知的力量，国家的希望
　石述思：王漾进行的是一场必输的战斗
　吴晨光：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一封公开信
　刘方炜：我们都是“霍小丽”
　刘瑜：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张鸣：被塞了一嘴糖的巡视组
　叶檀：“特供”造就地沟油
【附录一】从改变自己做起——“名博校园行”之对话闾丘露薇、笑蜀
【附录二】凤凰网博报博文排行榜
【附录三】凤凰网博报浏览最多的博客
【跋】一些人，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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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信力建：谁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要看唐代的中国，就去日本。
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礼仪。
要看明代的中国，就去韩国。
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据说曲阜孔庙曾派专人赴韩国学习中国早已失传的“文庙祭礼乐”。
要看民国时的中国，就去台湾。
那里保存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
在大陆却无法看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大陆的文化，只是一个“四不象”。
对于西方文明，中国大陆只是吸收了浅层次的、表面的物质文明，而不是精神文明。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陆早已革了它的命，“弃之如敝屣”。
这造就了一个结果：今天中国虽然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各种超级工程震惊外邦，而
在精神上却日益走向病态。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是人们的普遍感受。
文革对中国传统的打击的确是毁灭性的。
很多人都清楚的记得，文革时期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朋友告发朋友，邻居告发邻居，夫妻
相互告发的悲惨情景。
六十多年来，台湾与大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
1949年，两岸分治。
国学在大陆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变成需要破除的对象，继承了孔孟之道的人
，也都变成应该被扫荡的“牛鬼蛇神”。
台湾则刚好相反。
国民党一败退到台湾，就开始清除日本殖民主义的影响，致力于全面恢复中国传统文化。
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蒋介石却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亲自担任总会
长，全力推动文化复兴。
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台湾。
台湾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经典。
1949年以来。
台湾学校一直延续“国文”的称谓，使用沿用几千年的繁体字。
在小学阶段，台湾学校注重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古文训练，以国文、历史和传统文化课程为主。
在高中阶段，文科的必修课程有三种：《高中国文》、《国学概要》、《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前两种是语文基础知识，以及经史子集的基本介绍，《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则完全是“四书”内容。
《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已在2008年被中国大陆引进出版，更名为《国学基本教材》。
2010年9月7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又通过了新的“国文科新课程”纲要，进一步加强了民族文化经典
内容所占的比重：高中三年文言文所占比重由原来的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五十提升至
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六十，篇数酌定三十篇，文章皆出自《论语》、《孟子》、《庄子》、《墨子
》、《韩非子》、《老子》、《诗经》、《春秋左氏传》、《礼记》等经典，另外增补“国学常识”
为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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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些人，那些事——凤凰博报的昔与今    邹  明    2007年，一部美国电视片《越狱》在中国网络上流传
。
    这年底，一部真人版的“越狱”在上演。
    2007年11月，寒冷的冬日，离北京十三陵不远的山村脚下，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关在铁门院
子中，他们每天开始写“越狱日记”。
    当年十月，凤凰网管理层作出决定，组织技术突击队，独立开发凤凰博客系统平台。
在此之前，博客已在中国大行其道，我们也先后引进外来平台，进行运营，但全告失败。
这项决定，可以说是最后一搏。
    2008年1月1日，元旦，凤凰网的一队人马，彻夜末眠，凤凰博报正式上线，我们欢笑着，迎接2008
年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在北京著名的簋街，早晨六点，我们二十多个男女，吃了新年第一顿涮羊肉。
    至今，无论是在凤凰的，还是离开的，回忆那个时期，满眼含泪，那是人生最难忘记的时候。
    互联网产品，关键在定位和运营。
    凤凰博报，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在强敌如林的博客竞争对手面前，独竖一帜。
我们已是白纸一张，正好写字。
    凤凰博报，媒体气质，这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准确把握了海内外华人圈知识精英的脉博，每天以上万的增长速度，快速在业界确立知识英精
平台地位，用半年时间，站稳脚跟，让同业惊奇并受到追捧。
    普世价值之争，我们连续组织博文，观点鲜明，让传统媒体同行自叹不如，赢得南方报系同仁的尊
敬。
    我们第一个开拓海外博客市场，建立业界首个台湾博客专区，两岸之间形成一个独特的沟通交流平
台。
    通过台湾博客平台，广泛建立台湾的人脉关系，并成功运作了《大陆网民对话马英九》。
2008年底，《南方周末》向媒体致敬评选，凤凰网为此独获殊荣。
    《你周刊》是我们独立策划的博客专栏，《最后的界碑》《嫁给中国的女人——吴仪》、《废墟上
的中国老人——温家宝》、《大考——雪灾》等等一系列博客专栏策划，其选题独特，博主根据我们
的策划，提供高质量的文章，这些策划与操作，不输传统媒体，让同行惊叹。
    之后，我们推出人在香港、人在日本、人在欧洲、人在美国等海外博客专区，佛教博客、财经博客
、军事博客、娱乐博客等专业博客也纷纷成立。
    博客访谈一直坚持到现在，海内外著名博客人物接受专访，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台湾政治明星邱毅
都走进我们的演播室。
《名博沙龙》直面社会现象，期期精彩。
    我们成功运作与传统媒体互动，中国三十多家主流媒体采用凤凰博报文章，我们的品牌如日中天。
    到了2011年，“青年中国说——凤凰名博校园行”是我们今年打出的另一个品牌，闾丘露薇、笑蜀
、加藤嘉一、熊培云、杨恒均等知名博主随我们走入校园，从对外经贸大学到中国政法大学，从华南
理工到中山大学，每期都有引爆点，每期都有火花碰撞，硬是在热闹的微博时代拉出了博客的大旗。
    人们说，凤凰博报很精彩，这是因为很多精英们在这个平台上的精彩演出和奉献，成就了今天的凤
凰博报。
没有你们，我们将难以生存，暗淡无光。
    特别令我们自豪和欣慰的是，凤凰博报还使一批无名博主成为光彩耀人的今日之星。
    台湾媒体人宫铃，以胡同台妹之名，被誉为中国互联网走得最远的台湾人，成为今天跨越两岸的著
名作家。
    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在北大上学时开始在凤凰博报撰写博文，已成为今天深受年轻人追捧的青年
学者。
    陆琪，以一篇《办公室的潜规则》博文名声鹊起，并为我们编辑所看中，在我们积极鼓动和策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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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第一本书《潜伏在办公室》，现在他已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
    台湾作家廖信忠以《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红遍大江南北，而此前他只是凤凰博报上被我们拉来的
默默无闻的台湾写手。
    还有很多很多值得骄傲的博主⋯⋯    可以说，在凤凰博报这个平台上，你可找到今天活跃在思想文
化领域的所有知识精英们，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这不只是一个知识宝库，还是我们博主的精神家
园。
    当年的最后一博，成就了我们的今天。
    感谢出版社和我们的编辑独具慧眼，在2011年底推出这本书，即是纪念也是怀念。
    特别感谢我多年的朋友，凤凰新媒体负责技术的副总裁吴华鹏先生，2007年的重要决策之后，他亲
自挂帅，亲力亲为。
    怀念并感谢从2006年底开始为这个平台而奋战的凤凰斗士，一批又一批人为此奉献出美丽年华，尽
管很多人的背影或已远去，这里还是深深怀念并感谢，他们是周磊、赵雯、杨明、吴德强、张健男、
王敏、宫铃、刘丹、王姝蕲、李小鸣⋯⋯    凤凰博报，一批新人接手与成长。
    精彩还在继续。
    (作者为凤凰新媒体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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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凤凰网的博客，自辟蹊径，叫做“博报”，slogan是“博采众家之言，报闻公民心声”，以强调自身
的媒体属性与内容品质。
自创建来，凤凰网博报紧紧关注中国的当下，始终坚持风骨，尽力担当，胸怀温度，流露着真挚性情
。
无论自称凤凰，还是被命名为其他的鸟类，我们都乐为中国的进步而欢鸣、飞翔！
　　——刘爽（凤凰新媒体CEO）满纸风骨，一腔热情。
同愿中国慢慢走。
　　——薛蛮子你说中国，我说中国，七嘴八舌多说说，中国的事才好办。
　　——张鸣对于太急的事，必须让他慢下来，但对于那些太慢的事，或许必须着急点。
这本书是我们对缓急之间的思索。
　　——张铁志虚拟世界中，无数博客不断地流动更新。
一觉醒来，你的纪事、你的述评、你的心灵感悟，已凝结为历史的一部分。
历史其实是一张拼图，每个人描画出其中的一块；当众多博客拼接成画面，你将看到一个时代的侧影
。
人民书写历史的愿望得以实现，是因为这个时代有了互联网。
　　——章立凡在媒体消费日益碎片化快餐化的时代，从传统媒体凤凰卫视衍生出的凤凰网，以博报
这样提供深阅读的长博客媒体产品，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思想供应商的角色，超越海量快速的信息仓库
模式，在理性建设性的基础上，洞察时代、关注内心、探索意义、传播价值，让神马不只是浮云作“
开放社会的推动力，公民社会的催化剂”，成为凤凰网的使命，成为我们和博报作者们共同的使命。
　　——李亚（凤凰新媒体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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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凤凰网博报年度文选2011:给理想一点时间》：两岸三地精英齐放声，凤凰网年度最有影响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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