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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着手为花城出版社编选这本年度时评已经很晚了。
紧赶慢赶，总算告一段落。
按照惯例，接下来得好好与读者“序序旧”了。
　　回想近十年来中国人的写作转向，最赏心悦目的景象大概就是“评论中兴”了。
如今，不光是写诗歌与小说的人纷纷改弦更张写起了评论，各类报章在版面上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
革。
个中翘楚，包括《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等报纸，更是不惜成本，每周开辟近二
十块版来供读者讨论问题。
各路媒体，除了一批精英人士在上面抛头露面，同样活跃着一些来自各中小城市甚至乡村的作者。
许多人以评论为业，“做时代进步的生意”。
媒体不仅能养活他们，而且能给他们较为体面的生活。
说几句“公道话”就能谋生了，为什么？
　　原因自有千种，大而言之，亦不外乎以下几条：　　其一是传播科技的发展。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文明的崛起，信息雷同使以发布消息为业的传统媒体
不得不转而重视发布观点；　　其二是社会解放，一个公民写作的时代悄然来临。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与个体的解放，人们对自由交流的渴望或者要求越来越强烈，参与
社会的公共精神也获得了恢复性成长。
每位评论员、每个愿意通过自己的文字参与时代命运者，已具有“议员”的作用。
　　其三是中国改革已经船到江心，进入细节，各种力量的博弈已经日趋激烈。
我曾经将改革开放的30年分为三个10年。
80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90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伴随着物质生活与社会理性的整
体性成长，本世纪初的10年则是充分博弈的10年。
评论写作，也只是博弈时代的一束浪花。
今日中国，方向已明，很少有人会再去纠结于主义，而是回到具体的问题，如社会保障问题、医疗保
险问题、房价问题、税收与财政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农民进城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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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评写作，的确是琐碎的工程。
然而，这不也是卡尔&#8226;波普尔所说的“零星的工程”么?为什么不接受做一些细碎的事情?    事实
上，如果你愿意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就不难发现，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
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
从网民最初对孙志刚案的激情参与到现在近乎日常的“网络弹劾”，在某种意义上说，评论的兴起与
日常化也是社会力量获得成长的标志性事件。
    接下来说说本书的编选“标准”。
几年来，作者的一些评论也经常忝列杂文年选或者评论年选，然而每次收到从出版社寄来的样书时，
心里也并不十分高兴。
不是因为不感激编选者的劳动，而是因为作者自认为最好的年度文章没有收入其中。
作者想，如果编选者能让作者自荐篇目，再从中挑选，效果一定会好一些。
毕竟，作者是通读并且了解自己所有文章及其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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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培云，生于20世纪70年代江西农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
思想国网站创始人。

    过去或现在与熊培云写作相关的职业主要有：《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
；《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亚洲周刊》等知名媒体专栏作家、社会作者及
特约撰稿人；南开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代表作有《思想国》（2007）、《重新发现社会》（2009），译著有《中国之觉醒》（法文，香港
田园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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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农民第六次拯救中国历史背后的利益消费券好于政府消费，藏富于民好于消费券只要统计能做假取
消啥GDP都没有用一个公民的愤怒与一种信仰的沦陷燃油税又盯上中产阶层？
让孩子多问几个“为什么”收容遣送寿终了，收容教育为何还活着？
不要将什么都称为“山寨”少数人的权利罗斯福新政的启示网络语言暴力的根源制造敌人的艺术拒绝
谎言，哪怕是为了爱国！
禽流感不是对人类文明的报复我的民富路线北川政110万购豪华车令人心痛农村大学生比重为何少了一
半城乡分割的文明后果新闻开放与社会扁平化对伪专家广告该依法惩罚了中国版限薪令阻止乡村在文
化上的消失拉动经济不能仅靠政府我支持取消文理分科“购房落户”疑似倒卖户口经济危机中的失业
链条白血病患儿“幸好遇见总理”暗藏几多无奈等贪官自毙的路，实在是太长了援助农民工，工会组
织在哪里呢国际公约困住圆明园兽首追索农民工的出路不在大城市从网络社会通往公民社会上海的效
率与孟买的自由不要把农村当成“泄洪区”别让农民工家庭成为“城市孤岛”财政政策应考虑面向个
人减税、退税两会报道不要只飞花絮代表委员没有理由沉默不语难道要整顿网络以保住“好干部”林
嘉祥？
牢头狱霸的今与昔请给出个税不调整的充分理由代表委员会质疑会回应还要有行动，两会越多政治街
头越少暴力牢头狱霸们是些什么人因为不高兴，一路反到底不能自主支配的城市土地如何化解2000亿
高校债务？
《中国不高兴》把民族主义当钱卖对极端言辞的煽惑性应保持警惕不要再廉价爱国经济变革政治建构
与社会重建孙东东们为何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重申清明的三种价值与理想集体
中国和公民中国的G20回到村庄重拾希望政府医疗服务的真谛是什么别对新医改抱太高的期望汉字繁
体简体，兄弟相煎何急被统计都是一种幸福口号没用，民富要紧看病难报销医保基金睡大觉美国大学
为何敢拒授奥巴马学位汉字、国家与天下我是纳税人，可是光荣在哪儿？
以“缓查贪官”换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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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
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
，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
　　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国。
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成长在江南城市里的文学青年，我只读到过课本上的中国，在用5个月时间踏遍
南部中国之后，我在社会底层触摸到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绝望、什么叫不可更改的生活。
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对于中国的意义。
在江西井冈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927年把毛泽东迎到了山上，从此拉开了改变中
国命运的农民革命。
我们在一堵泥墙前交谈，墙上涂着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60年前的遗迹，虽已褪色，却
仍然无比醒目，如附着一个不灭的灵魂。
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恍然，袁文才和他的农民兄弟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地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就是
因了这六个字的鼓动。
　　这六个字赢得了中国农民的心。
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后的20年里，农民以消极怠
工来应对新的土地政策。
到1978年，中国开始本轮改革开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农民冒死开始包产到户，土地以承
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中，它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30年问，中国改革数次峰回路转，却始终
没有爆发粮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农民在一开始就自行解决了产能问题，这一景象与另外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1990年推动休克式市场改革的时候，曾经爆发
过严重的粮食危机。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国。
随着土地分包到户，耕作效率大为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土地中溢出，可是当时的城市实行的是“
围城政策”，严格控制农民进城，因为户籍制度的执行，农民在城市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享受医疗、
教育等公共服务。
因此，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洗脚上田”后，“离土不离乡”，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它很快构成了国
有工业体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灵活和充满生机的力量。
就在拥有所有资源优势却体制僵硬的国有企业长期徘徊在放权让利的试验路径上的同时，乡土工业的
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魅力所在，到1987年，邓小平承认，“
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人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第238页找到这一段话。
以今视之，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出现，中国经济变革的格局是不堪设想的。
　　乡镇企业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三次拯救了中国。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城市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很快成为最廉价的、最
没有保障的劳动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商品横扫全球，靠的正是比美欧日工厂便宜4到8倍的劳动力成本。
在经济学上，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词叫“人15红利”，红色让人联想到鲜血，这个比喻因此十分恰当
。
　　依赖于农民工人的“中国制造”，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18t次拯救了中国。
再说到了1998年前后，房地产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发动机，农民再次成为“城市经营”的利益奉献者
，政府以数万元的低廉价格征用无数农田，然后再以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
地产的繁荣，造就了富可敌国的地方政府、造就了无数的富豪、造就了无数全世界最崭新的城市，以
及造就了无数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一切都基础在中国农民的土地贡献上，在过去10年里，他们成为
惟一没有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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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征夺农民土地而形成的地产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五次拯救了中国。
现在，轮到他们第六次拯救中国。
　　正在眼下，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
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
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
据估算，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人将超过2000万人。
这是一个可怕的数据，早在1961年底，因“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央政府曾经发布《动员城市人口下
乡》，将2600万已经进城的农民全数精简下乡，而在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造中，也曾造成2250万
工人的下岗，在当年这都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
　　近期的政策动态表明，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无法复苏的情景下，试图以巨额固定资产
投资的方式强行拉动中国经济，其成效实在让人担忧。
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消费——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市场——没有复苏，对交通、能源性企业的投
入都将是无法保证有效产出的，它除了让少数垄断企业获得大量机会以及造成新的投资浪费之外，很
难有正向的效应。
　　在我看来，当前政府最应该提出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
税、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援方案，并对各地政府进行刚性化的考核监督。
这样的方案也许比拿出数万亿元救市要复杂得多，但却是根本之道。
　　当然，政策的轨道似乎正铺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充满了无穷变数的2009年，一个似乎确定下来的事实将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将一如既往地、
以无比惨烈的方式第六次“拯救”中国。
　　历史背后的利益　　单士兵　　杭州西湖在许多人心中，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
许多年前，司徒雷登也曾这样说。
就在本月17日，这位美国前驻华大使的遗骨，被安葬在杭州安贤陵园，他的杭州故居也被辟为名人纪
念馆对外开放。
　　这让司徒雷登从历史的幽暗中又走了出来。
连日来，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似乎让这个人完成一次重大的历史转身。
在“司徒雷登魂兮归来”的感慨中，在现实对历史嗟叹声里，一个人的司徒雷登，的确是清晰明朗起
来了。
　　其实，早在此次司徒雷登安葬杭州之前，国内许多学者就以大量著述，对司徒雷登的个人行为品
格进行大量的还原。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就是北京大学现任副校长郝平撰写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
种种介绍，让人们知道，这个美国人，曾经从美国筹钱在中国办大学，以重金聘请国内外著名教授，
以“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为校训，把当年燕京大学办成与北大、清华齐名的高校，进而被视为燕京
大学的灵魂。
　　关于司徒雷登的个体品格，其实从来也都不泛溢美之词。
当年周恩来也曾对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拘禁时期表现的个人品德予以钦佩的评价，这些年，国内学者越
加推崇司徒雷登的个人魅力。
司徒雷登自己也曾认为“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甚至他的遗愿也是他回到中国“可以
更正一些事情”。
而历史，有时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于是，注定是需要后人以勇气与理性来进行恢复还原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天，许多人会以新的目光来打量司徒雷登先生。
　　以发展开放的眼光，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这当然是进步。
问题是，对一个人的司徒雷登形象进行转身，却并不等同于对特定的历史理性进行颠覆。
尽管说，当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的确让司徒雷登这位“大使老爷”的形象不是那么的光
鲜高大，那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形象，在很多人心中俨然就是失败敌人狼狈落寞的最好写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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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篇文章的确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它与其它几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一样，真正的批判
对象是美国政府，以及白皮书的炮制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
我曾做过中学语文教师，清晰记得教材里也是如此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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