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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南方周末》)是《南方周末》文丛之一。

本书收录《那些自杀而去的女人们》、《失却伦理底线的乡村》、《乡村礼俗的变迁》、《死去的并
非总是不幸》、《城里人不懂乡下人的情怀》、《乡村敬老院，幸福养老不容易》、《长眠不醒的乡
村》、《这到底是谁的土地《拆迁之痛，我该怎么办》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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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方周末》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以“反映社会，服务改革，贴近生活
，激浊扬清”为特色；以“关注民生，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己责；将思想性、知识性
和趣味性熔于一炉，寓思想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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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们这个时代，地方文化和传统的毁弃或复兴，确实不得不与政治-经济相联系。
一个地方的传统和文化的现状，必须透过政治经济学这面镜子才能看清楚。
例如，为什么地方政府要以疯狂的热情搞城中村改造，为什么农民在现代化项目中比国家还激进？
这些都必须在政治经济学的透镜下观察才会得到深刻理解。
就此而言，我们应当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改成“一切坚固的
东西都变形了”。
　　但是以上看法仍有局限。
农民与国家的“伟大现代主义”项目间，确实存在“协力”和“契合”。
但这是指农民在意识形态或观念方面经常与国家的表达是一致的，他们都将“现代性”视为最高级的
状况。
这也是说，农民在实践层面通过“栖居”的方式进入、接受或适应现代性。
这种契合和栖居，包括农民和政府在谈判征地时，总是以货币的多少来衡量是否值得放弃耕地。
只要补偿费足够多，就可以换取传统生计资源的放弃。
但这种契合只限于意识形态和观念层面，限于农民-政府-资本三方基于政治经济学背景的共识。
而在此之外，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确实受到了践踏甚至遭到“悄灭”。
我用“悄灭”来表达这种紧张的存在及其严重性。
它们是一些没有公共“疼痛感”的死亡事件。
生命被悄然掐灭，死得无声无息，没有表达任何反抗的意愿，没有出现抱怨的言辞。
这里没有什么“隐蔽活本”可循，也没有抵抗的姿态。
与此同时，“挣扎”则表达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在被消灭的一瞬间的身体姿态。
我的这些反思和发现，很大程度上来自观看纪录片《故乡》（我和诗人于坚合制）某些片断时感到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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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寻常百姓的心声，新生事物的哨兵。
”　　——钟南山　　　　“在这里要读懂中国，并不容易，但他们的努力和执着，正在让这一个期
许变为现实。
经历过诸多的风雨，但那一种力量还在！
”　　——杨锦麟　　　　“舆论监督，南江一珠。
情关民疾，理发民主。
”　　——张思之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有力者有爱，让幸福者沉思。
”　　——王石　　　　“南周生南国，七天出一期，愿君多培育，此报最堪思。
”　　——贺卫方　　　　“关怀社会，心系大众，呵护理想，保持智慧。
”　　——李开复　　　　“百姓呼声，社会正义。
”　　——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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