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都叛逆，都不想逆来顺受，但那套价值体系借着枪杆子的暴力先入为主，很难找到

层层束缚下的突破口。冲在最前面的，那些被称为“公知”，“意见领袖”的家伙们借着笔头

的犀利，做着这个体制下一个个卑微的抗争，我们没那大才，只能眼睛烁着金光，心里默默

赞叹，骂的够味！而他们所言，很多时候都可以用很简单的两个字概括——常识。而这些常

识，往往来自文字的积累。 
 
  那句话说的不错，灵魂与身体，至少一个在路上。 
 
 
  有一个现实的目的，十年后，在我很可能当爹的时候，对自己的孩子，我不想让他再看

那些对历史的暴力解读，告诉他曾经那每个故事的背后都还有人性，还有良知。 
 
 
  当然，不少人感觉这份书单有自由主义偏见，好坏优劣，凭君自断。 
 
 
【启蒙书单之文学】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陈丹青《笑说大先生》，龙应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野夫《江上的母亲》，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高尔泰《寻找家园》，章诒和《往

事并不如烟》，奥威尔《一九八四》，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杨显惠《夹边沟记事》，杨小凯

《牛鬼蛇神录》，余华《活着》 
 
 
【启蒙书单之中国古代史】钱穆《国史大纲》、樊树志《晚明史》、许倬云《中国社会史论》、

杜正胜《编户齐民》、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黄

仁宇《万历十五年》、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探微〉、金观涛《兴盛与危机》、冯天瑜《封建

考论》 
 
 
【启蒙书单之中国近代史】朱维铮《走出中世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黄彰健《戊戌变

法研究》、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袁伟时《晚清大

变局》、唐德刚《晚清七十年》、潘旭麓《太平杂说》、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侯宜

杰《清末立宪运动史》 
 
 
【启蒙书单之中国现代史】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和反共》，高华《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纲》，杨天石

《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邓野《联和政府与一党训政》，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

与国共冲突的起源》，《两个局外人的对谈》 
 
 
【启蒙书单之汉学】孔飞力《叫魂》，史景迁《王氏之死》，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魏斐德《洪业》，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西嵨定生《二十等爵制研究》，宫崎市

定《九品官人法研究》、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 



 
 
【启蒙书单之自由主义经典】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加《自由秩序原理》），米塞斯《社

会主义》，波谱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伯林《自由论》，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洛克

《论政府》（下），穆勒《论自由》，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

代人的自由》，《联邦党人文集》 
 
 
【启蒙书单之哲学】罗尔斯《正义论》，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桑德尔《自由

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迈金泰尔《追寻美德》，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邓晓芒《思辨的

张力》；赵汀阳《论可能生活》；陈嘉映《说理》；张志扬《创伤记忆》；刘小枫《拯救与逍遥》；

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 
 
 
【启蒙书单之中国自由主义】《顾准文集》，《殷海光文集》，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刘军宁《民主、共和、宪政》，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秦晖

《问题与主义》，吴思《潜规则》（加《血酬定律》，王怡《宪政主义》，林达《历史深处的忧

虑》 
 
 
【启蒙书单之专门史】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家驹《中国经

济史》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

研究》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李泽厚《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高毅《大革命风格》

王【三点水+凡】森《章太炎的思想》 
 
 
【启蒙书单之社会科学】费孝通《江村经济》，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周其仁《产权与

制度变迁》，陈志武《金融的逻辑》，何帆《批评官员的尺度》，金耀基《中国政治与文化》，

梁治平《寻找自然秩序的和谐》，苏力《法律与文学》，张五常《卖柑者言》，森《以自由看

待发展》（书单列完，有事请烧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