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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书讯

文 / 郑渝川

20 世纪伟大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
特 1971 年发表的论文《政治中的谎言》，
对从肯尼迪到约翰逊再到尼克松三任
美国总统在越战问题上的政策公关思
路予以了强烈抨击。在她看来，政治公
关学塑造出的是虚假的政府和政策形
象，是一种新的政治谎言，具有浓厚的
极权主义色彩，对共和、民主、自由具有
极大的侵蚀性。阿伦特认为，外交机密、
政治欺骗等做法，常常被作为达成某种
政治目的的合法手段，不只政府官员，
就连一些学者和民众也认为只要政治
目的正当，“有意的谎言和公然的欺骗”
就获得了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崇尚真
实的政治德性并未获得广泛认同，这是
非常可悲的。

阿伦特强调，政治公关学塑造的
谎言，是“表面上无害的谎言”，只强调
服务于某方面的政治效果，而不论政
治德性乃至基本底线，必须引起公众
的警惕。同样，那些分别由各学科领域
的学者组成的“问题解决专家”，也在
越战等密室政治决策环节中扮演了不
光彩角色，他们所完成的是被层层分
解的“欺骗和谎言游戏”，看上去是技
术性工作，因而很难与政治责任、政治
德性联系起来，这正是一种难以觉察
的“恶”。读过阿伦特其他作品的人大
多记得，她指出过纳粹德国时期，曾参
与过犹太人大屠杀一部分工作（没有
自主权、未直接伤害他人）的科学家、
执行者等角色，有着“平庸的邪恶”。很
显然，阿伦特在《政治中的谎言》文中
提到的“问题解决专家”，也是“平庸的

邪恶”的责任人。
《政治中的谎言》与阿伦特分别在

1969 年、1970 年、1971 年发表的另外三
篇文章《论暴力》、《公民不服从》、《关于
政治与革命的思考》，组成了她在世时
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共和的危机》。这
本书不仅有助于政治学者、历史学者及
普通读者了解上世纪 60 年代的越南战
争、美国平权运动、美国校园抗议行动
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层次信息，更
重要的是，还对政府、学界、青年学生所
需恪守的政治德性和底线进行了深刻
阐述，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共和的危机》
[美]汉娜·阿伦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4 月出版

《新周刊》
总第 395 期

《无耻祸国：健康社会
与耻感文化》专题指出：人
人都想活得好，但只有从
物质到精神，从社交到政
治，各个领域都真正地知
耻、觉耻、以耻为耻，谨守
自己的羞耻心与良知，才
有可能走出“互害型社会”
的死循环。

《壹读 iRead》
2013 年第 9 期

本期《壹读》主要跟读
者说说那些我们认识但陌
生的邻国：我们跟谁有纠
纷，我们对邻国有哪些误
会，邻国的“杀伤力”排行
如何，我们在邻国眼中到
底是什么地位……

《改革》
张维迎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改革需要理念先行，
而理念的形成，有赖于学
者的探讨。《改革》一书集
聚了 10 位中国经济学界
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从制度创新、财富分配、体
制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浅出的分析，有数据，有实
例，也有亲身经历。

《已知与未知：美前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
[美]拉姆斯菲尔德 著
华文出版社

拉姆斯菲尔德在书中
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美
国和世界政治家的看法，
并把总统内阁的决策过程
和五角大楼的工作细节公
之于众。

《幻象的饕餮盛宴》
李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消费者为何痴迷于奢
侈品牌不能自拔？女性为
何陷于购物的疯狂之中？
本书揭秘了当代社会消费
主义的真谛，给到处寻找
治愈自己“购物狂”的现代
都市人们提供了一个良
方，让人们学会如何树立
正确的消费观念，追求更
为理想的人类生活状态。

政治德性缘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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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不住的“关怀”：1949

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杨奎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通过张东荪、王
芸生、潘光旦三位知识分
子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在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历，
展现时代的同时也展现社
会变迁过程中人性的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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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 119》
[美]卡洛儿 里德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保姆 119》是美国的
一档真人秀节目，讲述的
是英国资深保姆帮助那些
没有办法管理小孩的美国
家庭的故事。本书是根据
此节目设计成的一本危机
手册，不仅仅是为婴儿和
蹒跚学步的孩子们准备
的，也是为所有的孩子准
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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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马勇

在 1906 年之前数十年，中国人眼
见得西方潮起潮落，中国人学习西方，
追慕东方，就是要寻找一条适合中国
国情的路。应该说，1906 年开始的预备
立宪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即
便发生了1911年辛亥“国体变更”那样重
大的事件，中国依然没有大乱，依然在
宪政的轨道上行走。

“国体变更”的意义是将帝制改为
共和，君主变为总统，资政院变为国
会，责任内阁变成了国务院。大致而
言，1912 年至 1928 年的中国，可能并
不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样无序，那样

动荡不安。
我们过去将1912—1928年的中国

说得那样无趣，主要得力于孙中山、
国民党的叙事，孙中山、国民党有自
己的政治理想，他们要建构一个三民
主义的宪政国家，而不是1906年以来
一直行走的路。这两种路径的差别非
常简单，孙中山的设计是军政、训政、
宪政三步走，是全民政治；而1906年
一直延续的宪政，是从君宪到没有君
主的宪政，说白了，其实就是精英政
治，就是将各路豪杰请到国会开个大
的聚会，而不是将他们逼上梁山。

这段历史的最大看点，既有当
时的政府像今天日本那样频繁倒

阁，也在那时的国会，看各路豪杰怎
样在那个舞台上上演独具特色的

“政治秀”。
这一本《国会现场：1912-1928》穷

尽史料，旁征博引，重现了国会现场场
景，弥散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更重
要的是，作者没有延续革命叙事继续
妖魔化这段历史，而是带着欣赏、同情
的姿态为读者重塑了一个可亲可爱的
中国。

《国会现场：1912-1928》
叶曙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5 月出版

一个可亲可爱的真实中国

文 / 胡艳丽

穷人是社会智慧的孕育者，还是文
明的破坏者？穷人贫穷的根源是制度的
不公、家族的遗传，还是他们缺少智慧和
技能？在这个“无所不能”的时代里，穷人
能否有突围向上的空间？同样，一个贫穷
的国度危机四伏，各种灾难接踵而至，似
乎陷入了一个“贫穷陷阱”，富裕国家是
否要给予必要的援助，还是等待它依靠
自身的力量在苦难中走出低谷？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经济学
教授、J-PAL 贫困行动实验室联合创建
人，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
共同书写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以开放
的心态对贫穷的本质进行了一系列探
讨。该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作者并

没有对贫穷产生的原因、穷人的思维及
行为模式予以任何主观设定，而是对每
一种流行观点及主观认识进行严谨的
现实求证，并深入观察穷人在面对两难
问题时的选择倾向。每一种贫穷背后，
必有错综复杂的成因，而要挣脱“贫穷
陷阱”则是一个系统工程，有时需要一
个人艰苦卓绝的努力，有时则需要外力
的援助，为穷人搭设一个跳跃踏板，在
贫穷的恶性循环中设置一个反转机关。

截至 2005 年，全球有 8 . 65 亿贫困
人口，每天仅靠 99 美分生活，尽管他
们人数众多，但在他们的国度里，他们
永远是被执政者忽视的群体，执政者
倾向于维护既有中产及以上阶层的利
益。尽管有时执政者会制定惠及广大
贫民的政策，以缓解各种社会问题，但

不幸的是，“政策的意图和实施之间存
在的差距越来越大”。

作者认为，要想改变这种尴尬的政
策窘境，并不一定要对政体进行激烈的
改革，只要执政者从思想认识上作一个
转变，从底层民众的角度来看待制度，
就会发现有政策框架下，仍然大有可
为。不要轻易为穷人问题下定义，穷人
有时比富人拥有更多的智慧，他们缺少
的仅仅是机会和路径，问计于“贫”，有
时比问政于“权”更能解决实际问题。

《贫穷的本质》
[印]阿比吉特·班纳吉 [法]埃斯特·迪
弗洛 著
中信出版社
2013 年 4 月出版

为贫穷设置一个反转机关

文 / 與那霸润

当我得知拙作《中国化的日本》被翻
译成中文后，既感到高兴，又感到些许困
惑。因为我是一个在日本大学教授日本
历史的日本老师，而且这本书基本上是

“为日本人”写的。
日本社会存在着一个定期地试图

建设“类似中国社会”的倾向，这种动向
历史上常常给日本带来巨大变化。这种

“日本社会向类似中国社会的状态过
渡”，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化”的概念。

我向日本人提出“中国化”这一概
念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纠正大多数日本
人所持有的日本“西洋化”了(相反地中
国没有“西洋化”)这一历史认识。长期以
来，日本人坚信日本从欧美引进了议会
制度和民主主义、法制国家和人权理念

以及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增长，成功实
现了“西洋化”，打败了“西洋化”失败了
的中国，一跃成为亚洲强国。但是这种
历史观至少在两个意义上不是事实。首
先，关于经济增长与军力增强，中国今
日已经达到；其次，在议会政治和法制
以及尊重个人自由这点上，日本至今并
没有达到“西洋化”。

日本曾经因为自己的军事行动，给
中国带来巨大灾难，最后以战败的形式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到底是什么使
当时的日本人把国家带入歧途的呢？这
里有一种傲慢，那就是在亚洲只有日本
能实现“西洋化”，其他国家做不到。还
有一种别的傲慢，那就是在欧美列强中
只有日本与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具
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 按我自己
的说法，就是有着“中国化”的经验，所

以日本能构建与西洋文明不同的、适合
于亚洲的秩序。

“西洋化”这一“理想”只要借助军队
和资本的力量就能简单实现，以及自认
为中国化这一“现实”已经是一种没有改
善余地的理想秩序的傲慢意识，是我们
必须一起回避的。

日本因为自己创下的巨大惨祸从而
和中国之间产生的历史认识鸿沟，不是
几年或几十年的岁月就能轻易填平的。
但是，两国的人民在互相尊重对方自主
和独立的基础上，共有一个历史的时刻
终有一天会到来吧。

《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
[日]與那霸润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5 月出版

日本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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