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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在的右派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爱美国没商量，动不动就是“今夜我是美国人”，投怀送抱，不管你
要不要我，反正枪打不走，弹打不飞，我和你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
而左派动不动就是重新当老大的强国梦，“中国模式”独步天下呼之欲出，其实都是春秋大梦。

一个健康的民族，总要有勇气面对历史，对外国，对中国都一样。
已经过去的历史，无论是好是坏，是对是错，都需要敢子直面，因为历史是无法封锁更不能篡改，用
不着解构更不用重构，大可不必费此无补之精力，无论如何以现代化划线涂抹，自卑自大来回翻烙饼
，终是不如李零来得直白清楚。

现在中国的许多毛病，有远因，有近因，有内因也有外因。
但中国的事搞不好、搞得好与中国的传统没什么关系，归根到底的责任是我们自己，不能总幻听幻觉
。
现代化的问题，用现代化的方法解决，用不着找传统，找什么古玩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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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木生，1965年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中毕业，1965-1972年在内蒙古插队。
插队期间，结合农村实际，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及研究，就中国农业发展史及世界农业发展史发
表过一系列文章，并就当时中国农村的现状提出了改革意见。

　　1973-1975年在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学习。

　　1975-1980年在内蒙古商业学校教书，
　　1980-1984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
　　1984-1990年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1990-1993年任《中国百业信息报》 (后为《中国税务报》)社长兼总编辑；
　　1993-1995年任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专员，
　　1996-2009年任《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

　　著有《超越左右说实话一一财税体制与政府行为》
(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管理如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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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读
　一、文化立场和立场文化
　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
　三、古代的现代化和现代的古代化
　四、西方中心论和中华老大论
　五、东方、西方，三大异同
　六、从骂祖宗到卖祖宗
　七、自其常变而观之与自其不变而观之
　八、东方专制主义与西方民主传统的偏见
　九、五百年的大梦和大梦初醒
　十、畜牲人类学和人类畜牲学
　十一、战争与革命，革命是逼出来的
第二章 现状史学与史学现状的反省
　一、李零与我
　二、大历史观：自内以观彼，自外以观已
　三、中国历史研究的三大主题：分期、停滞与萌芽
　四、是历史怪圈还是思维怪圈
　五、学习马克思，怀疑马克思，超越马克思
　六、从西方看中国，从中国看西方
　七、资本主义的小国崛起与所谓的“大国崛起”
第三章 西方杀人艺术和普世价值观
　一、李零：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
　二、李零的时间表和几点感想
　三、李零论“帝国主义的兴起”是西方军事史水叵主题
　四、李零看富勒战争史的文化历史观
　五、李零对富勒结论的结论
　六、古今中外的恐怖主义
　七、李零：中西比较，战争与革命中的文化历史观
　八、李零有兵法，读史察体用(军事札记)
　九、李零：写在后面的话
第四章 心路历程和路径依赖
　一、李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二、智慧老人杜润生，引领民主二三事
　三、中国特色再探讨
参考书目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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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是忽而自大，忽而自卑，讲中国先前如何阔，你跟外国一讲就气短。
我们学西方，学得一塌糊涂，讲破天，也改变不了今天的世界格局。
你再学也学不到人家阔起来的全部国际化过程，过了这村没这店。
拷贝复制的结果不言自明，人在江之头，君在江之尾，座次早已排好，你排在非洲、南亚前头，你就
感谢上苍吧。
——文化立场和立场文化西方人总是把自己从古打扮得根红苗正，个个都威武雄壮，“高大全”，而
其他文明在他们眼里是邪恶。
后来的后抢者德国、日本是他们最好的学生，二战时对外杀人如麻，对内歌舞升平。
这种文明的集大成者就是美国，世界几乎所有人都爱美、恐美，对外，美国在冷战之后永远是战争状
态，找啊，找啊，找敌人，找到的是“绿祸”和“黄祸”。
——古代的现代化和现代的古代化中国思想的精华，绝不是“独尊”之后的儒家，更不是宋明理学之
后的儒家。
令人夸张地鼓动“祭孔”与“读经”，反而排斥湮没许多值得发掘的精华。
一句《左传》的“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喊着叫着哭着闹着要弘扬传统的人，不妨试试。
                              ——西方中心论和中华老大论明明是自己现代化的不良反应，外国的月儿圆，什么都怪
秦始皇。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是东西。
统一不如分裂，宗教大一统胜于国家大一统，什么都要和国际接轨，为历史扳道岔。
现在可好，自从有了盛世感，昏聩的这帝那帝，失德的曾胡左李都从故纸堆的字里行间刨出来，又都
“天纵聪明”、“德侔天地”。
他们各个感天而生、蛟龙上护，红光烛天，不不是双手过膝，两耳垂肩，便是生有异相，天降大任。
替自己壮胆，为世界开太平。
——大历史观：自内以观彼，自外以观己我的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是垃圾桶，什么资本主
义的东西都可往里装，而是要驾驭、领导那些不得不存在的资本主义。
首先要解决谁领导？
为了谁？
真共产党领导，真为人民服务，玩真格儿的。
“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也决不是一句空话。
——中国特色再探讨人有许多病都治不好，更不要说绝症。
病笃乱投医，西医不灵找中医，中医不灵找巫医，病人总是在三者间转磨。
政治也是如此，传统不灵求现代化，资本主义不灵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灵再求传统，也是转磨。
为什么在社会、政治改革上，不试一试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中国特色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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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网上反映说，新&ldquo;新民主主义论&rdquo;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
一。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ldquo;回到新民主主义&rdquo;？
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ldquo;重塑合法性&rdquo;。
新&ldquo;新民主主义&rdquo;论的要点有叁。
首先是&ldquo;共产党领导&rdquo;，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
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
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
　　第叁，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ldquo;驾驭资产阶级&rdquo;。
　　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ldquo;卷旗不倒旗&rdquo;，既要坚持&ldquo;共产党绝对领导&rdquo;的
旗帜&ldquo;不倒&rdquo;，但却要&ldquo;卷旗&rdquo;，再也不提&ldquo;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rdquo;
的原因即在于此。
或许在他们看来，&ldquo;新民主主义&rdquo;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ldquo;共
识&rdquo;吧。
　　我注意到的有两点。
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这背后的&ldquo;存在就是合理&rdquo;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
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
　　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ldquo;痞子气和
霸气&rdquo;，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
　　虽然刘源已经宣布：&ldquo;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rdquo;，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
出&ldquo;舍我其谁&rdquo;的&ldquo;主人&rdquo;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
的，不过是&ldquo;听取意见&rdquo;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
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
　　&mdash;&mdash;钱理群　　我觉得他写的这本书很好，纵揽古今，横贯中西，史论结合，鞭辟入
里，很有中国人民的骨气&hellip;&hellip;我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军人读读。
　　&mdash;&mdash;张黎（原总参谋部副参谋长）　　改革开放最大的错误是明明搞资本主义，却不
敢告诉人民。
　　我不是网上说的代言人，我从没讲过代表他们（&ldquo;第五代&rdquo;）讲话。
我只代表我自己。
中外媒体采访，我都讲过，但还有人好那一口。
　　不仅好那一口，几乎&ldquo;八国联军&rdquo;都采访过我，而且是数次。
我书中的军事思想概括成一句话：&ldquo;能战方能不战&rdquo;。
而西方给我的定位：&ldquo;共产党好战左派&rdquo;，而且还捎带上刘源。
　　&mdash;&mdash;张木生　　用&ldquo;新民主主义&rdquo;代替&ldquo;资本主义&rdquo;是一回事情
，我觉得其实是有它的合理性的，而且是比较好的。
你（张木生）的方案当中提到了所谓国有企业如何把它改造成为大家分享的东西，实际上从这个角度
来说它是一种可控制的资本主义，不但是可控制的，是一个节制资本主义，它又体现了所谓三民主义
的理想在里面。
　　&mdash;&mdash;萧功秦　　用&ldquo;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rdquo;概括新民主主义并不准确
，重提新民主主义也不是为了给共产党继续执政找合法性，而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用新民主主义的
主张更能有效解决，同时新民主主义作为最低纲领有明确的方向性，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进一步完善的范本。
　　&mdash;&mdash;杨松林　　新民主主义可能是个公约数，具有内部矛盾的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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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比不说好，改比不改好，能够主动说、主动改，就是了不起。
　　平心而论，在中国共产党以往的纲领中，只有新民主主义比较实事求是，它真的是从半封建、半
殖民地出发，从社会性质出发来立论的。
　　&ldquo;回到民主主义&rdquo;，这就是中国的必需。
无民主则死气沉沉，有民主则生气勃勃。
中国在生病，很危险，应该靠民主主义起死回生。
　　&mdash;&mdash;鲍彤　　张木生把自己的理论总结为三条：第一，超越左右，逢右必左，逢左必
右。
第二，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该把很多问题说清楚的时候了。
第三，我们现在的需求和80年代一样。
　　所有的这一切又是为了同一个目标&mdash;&mdash;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
　　&mdash;&mdash;南方人物周刊：《张木生：再举新民主主义大旗》　　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合乎民
意，更接近世界的主流标准。
但张木生所谓&ldquo;坚持中共领导&rdquo;，需要进一步厘清。
&ldquo;共产党的确是中国目前唯一强大的政治组织。
如果它允许别的政党起来，可能也会有逐渐整合的过程，其中有一段时间里需要一个秩序维持者，共
产党肯定也会担负这个职能。
由共产党主导中国走完宪政民主的道路，我觉得合理。
&rdquo;　　不过，倘若领导地位是在遏制其他党派生长的前提下形成，则会引起争议。
吴思说：&ldquo;像现在这样的坚持是有问题的。
&rdquo;　　&mdash;&mdash;《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　　&ldquo;新民主主义&rdquo;仍不脱左倾化的
色彩，它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看作国际霸权，暗示中国现在韬光养晦，未来再与&ldquo;国际霸
权&rdquo;一争长短，这与领导层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不一致。
但张木生的主张超出了过去30年来中国改革的幅度，较激进左翼的主张更有现实可行性，又代表了党
内强势群体的主张，有望达成某种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mdash;&mdash;《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　　认为这是&ldquo;改头换面的'邓、三、
科&rdquo;。
　　&mdash;&mdash;选举网的李文采　　认为是&ldquo;新国家主义的隐秘表达&rdquo;，并&ldquo;可
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rdquo;。
　　&mdash;&mdash;萧瀚　　张木生的&ldquo;重归新民主主义&rdquo;根本就不是在为执政党&ldquo;
寻找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rdquo;，而是在为执政党寻找一种&ldquo;新的意识形态立足点&rdquo;，从
而试图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增加&ldquo;名正言顺&rdquo;的逻辑力量。
　　&ldquo;重归新民主主义&rdquo;根本不可能像张木生所说的那么重大。
　　&mdash;&mdash;方绍伟　　真正要实施所谓新民主主义，一定要有一个规划和方案。
这件事等于是第二次改革开放，而且是全面的改革，震动和影响都极为重大和深远，包括思想转弯与
动员、方向与目标、内容与步骤、原则与方针，都要有一个大体的设计。
要记取前30几年教训，理论不清楚，思想不透彻，认识不统一，动作不协调。
不能再&ldquo;摸&rdquo;了，&ldquo;邓三科&rdquo;有局限性，改革需要信仰与理性。
　　&mdash;&mdash;王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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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读李零，谋国运，刘少奇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
作序并郑重推荐！
著名学者张木生通过解读李零，大胆探索中国改革出路，石破天惊的新著！
原总参谋部副参谋长张黎上将建议全军团以上军官人手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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