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看见的演讲稿(实用9篇)
演讲比朗诵更自然，更自由，可以随着讲稿的内容而变化站
位。一般说来，不要在演讲人前边安放讲桌，顶多安一个话
筒，以增加音量和效果。那么我们写演讲稿要注意的内容有
什么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欢迎大家
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看见的演讲稿篇一

所以想要“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这才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一样成
了心里的坝。

这是书本序言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段话同时也给了我很大的
启发。《看见》这本书的作者是一名记者。这本书主要是讲
述了作者做记者时的所见所闻所感，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
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真实记录，记者的亲身经历。读完这本书
后，我对于社会和社会中的人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很多时
候，我们谈论一件事，其实质上是在谈论一个群体，一个家
庭，甚至是谈论人类最底层的东西。我们总是习惯性的用因
果关系来形容一件事，然后匆匆忙忙的作解释，下定论，然
后判断对与错，殊不知现实中的很多人和事却不是仅仅用对
错来作为判断标准的。对于事件亲者来说，旁观者随便一句
漫不经心的话，会对他人生活甚至生命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
生活这块幕布下，还隐藏着好多不为人知的东西，等待我们
去探索和了解。

这本书严格来讲是一些新闻报道，但是却远远高于新闻报道，
《看见》展现的更多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们总是视而
不见或者明明不了解却自以为正确的事情，这些事情或宏大
或渺小，或重要或不重要，或复杂或简单，而这本书正是揭



开了生活的石板，让我们看到人性和生活的另一面。

比起市面上直接描写心理的书籍，《看见》是为数不多的让
人直击内心，让人震撼的好书，对于人性，对于生活，对于
社会百态的映射和展露，生活本身矛盾密布，尤其在互联网
时代下，即使是确凿的事实也值得我们细细推敲，不断推翻，
不断疑问，不断重建，不断思考。

“没有什么是不朽的”

看见的演讲稿篇二

《看见》是央视知名记者柴静的一本记录自己在央视十年的
自传性的书。这本书记录了柴静在央视十年里经历的大型新
闻事件，像非典，汶川地震等等。原本只是想它用来打发一
下闲暇时光，可当我真正拿起这本书品读起来时，却意外地
收获了更多的是是对柴静本人的敬畏，对众多媒体失职的痛
心，更有的是对人类感情的崇敬。

此书，她用坦诚的语言陈述着自己的十年成长路，不断剖析
自己，不断正视自己的不足，让我们感受到了有血有肉的作
者。她深入一线，“出生入死”给我们带来的事件真相，她
的经历，她的采访，常常会触动我心弦，让我随之潸然泪下。

看这本书，总让我很容易联系到自身。从刚开始的“不知天
高地厚”说出：“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的柴静；到被
工作和现实打击得一败涂地的柴静；再到激励自己，站起来
告别过去，重新出发的柴静；最后是延续至今――一直完善
自身的柴静。从这些柴静中，我似乎能看到自己，看到过去，
现在，未来的自己。每个人的成长之路都不同，但总会有相
似的心迹。我并没有像柴静那样轰轰烈烈的成长过程，也无
幸像柴静那样有那么多人为她点燃明灯。事实上，我的成长
之路才刚开始。曾经，我很害怕成长，很抗拒成长，因为成
长之路没有那一条是平顺的，这条路上都布满的荆棘，我害



怕我会承受不住，我害怕我会在这如迷宫的路上迷失，在
《看见》这本书里，诚如我所想，我看到了未来的我将要承
受的东西，看到了逼迫自己成长的艰难，也看到了破茧成蝶
的痛苦，但在最后落入我眼睑的，是她的成功，或者说是她
一步一步蹒跚向前的足迹，又或者说是她不时回首反思的身
影。这些都使我的心安静下来，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解渴的
甘泉，饱腹的美餐，从她身上我找到了一个能助我顺利通过
成长之路的工具，使我能坦然的等待和接受现实将要给我的
挫折。

透过《看见》，让我更深层次地了解到了柴静。散文般的叙
事风格，细腻婉约的情感表述，都将柴静的博学多识与扎实
的文学功底展露无遗。“非典”事件中的出色表现，更是让
我对于柴静这样一位身材娇小的姑娘，心生敬畏。在所有人
都人心惶惶的“非典”时刻，是柴静主动请缨去到现场了解
最真实的“非典”，去接近最鲜活的事实。她七次与“非
典”患者面对面交谈，软磨硬泡才获许一个人进入病区权利，
她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更多的公民知道真正的“非典”。
她以一个新闻人的社会责任约束自己，用真实回报受众，用
真实击败流言。她的勇敢和执着给每一位读者注入养分，让
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反思，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也
让我明白，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本职，努力工作，为整个社
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便是作为公民对于社会的最基本的
回报。

在《看见》中我了解了社会最隐私角落的一些事，一些值得
我们关注和反思的事。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
关上之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
本面目。当多年的隐忍与承受终于在那一刻海啸般爆发时，
往往是施暴者结束了生命，被施暴者走向了监狱，从此各自
灰暗的人生更加灰暗。我看见了李阳将自己的家庭暴力归咎
于民族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看见了人们对家庭暴力的习以
为常。施暴者有时候会后悔但这阻挡不了他们下次的暴力。
正如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善与恶，但是恶得不到抑制，就会



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倘若我们的法律能更加完善从而严格
的制约家庭暴力，或者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别
人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会不会少一些家庭暴力，少一些因
为家庭暴力有心理疾病或走上歧途的孩子。人性中的善会不
会变的比恶多一点，至少我们不会助长恶的火焰，从而给善
一个生长的环境。

一个以揭露真相为己任的新闻记者，面临的诱惑与威胁绝不
会少，这也是现在各种假报道泛滥真相越埋越深的原因。庆
幸的是我们在《看见》中看见了许多真相，在面对金钱与威
胁而面不改色的柴静身上看见了新闻职业人的操守，看到了
信仰的力量。只有我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初衷，我们
才能坚守自己的道路，不为各种诱惑所扰。

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局限，我对《看见》的理解可能达不到它
所想要达到的高度，但书中对人性的挖掘、对自己成长的突
破让我受益匪浅。十年前，柴静说：她关心新闻中的人；十
年后，她做到了。她没有忘了自己为什么出发。

看见的演讲稿篇三

其实，柴静还是幸运的，她在这个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不
少“良师益友”，他们督促她成长，帮助她成长，也为她答
疑解惑，也让她去从事实中汲取营养、经验。可以说，柴静
的背后，站着一个团体，这是让人羡慕的，一个好的团体，
一个好集体，真的是对人影响很大的。否则，总归是要多走
些弯路的。

看见的演讲稿篇四

柴静幸运得是碰到了一个无声砥砺她的领导——陈虻。虽然
她说这本书不是为了悼念亡者，但是一点一滴制片为人都受
到他的影响。



陈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没留心，说：“随便。”他就眉毛眼睛拧在一起，中分的
头发都抖到脸前了：“随便？！问你的时候你说随便？！你
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谈自己愿望的习
惯了！”这顿饭算没法吃了。但好好歹歹，他总看着你，楼
梯上擦肩而过，我拍他一下肩膀，他都叫住我，总结一
下：“你现在成熟了，敢跟领导开玩笑了，说明你放松
了。”我哈哈笑。他一看我乐，拿烟的手又点着我：“别以
为这就怎么着了，你离真的成熟还远着呢，就你现在青春期
这小资劲儿，毛病大着呢，不到三十多岁，不遇点大的挫折
根本平实不了。”讨厌的是，他永远是对的。

我觉得这么小小的一个篇幅就能明白了。

看见，学会去看，才能见到。

带着一些东西去出发，走着走着，不蒙昧，不偏激，终于活
成了人的样子。

看见的演讲稿篇五

一天照旧在微博上瞎逛，忽然看到柴静即将来深圳签名售书
的消息，心里一动。几个月以前，我读过她写的一篇博客
《日暮乡关何处是》，写的是作家野夫，一个孤怀激愤、大
山一般的男人。我读完几乎不能安静下来，印象里写得出这
样文字的女子，似乎只有章诒和，那种满纸淡墨中的丰厚，
有些唐传奇的味道，令我悠然神往。

我决定去看看她。可惜，虽然提前了半小时来到深圳中心书
城，还是晚了。全是人，所有能看见讲台的缝隙都没堵得严
严实实。我买了一本书，在人群外四处游走了一番，恨恨而
去——第一次追星就此以失败告终。



回家马上看书，感想很多，趁着冷却之前决定捋一捋。

封面是柴静采访中的照片，几位满脸皱纹的老农笑着围坐在
一起，一个小朋友也毫不怯场地在大家面前玩耍。我知道，
在农村能让老人和小孩如此放松地出现在摄像机前，那绝不
是容易的事情。翻过来是柴静的简介，寥寥几句写完了她的
工作简历，不像许多名人出书，会在简介一栏写满各类获奖
信息或头衔。

书名《看见》，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但仔细揣摩，其实大不
简单，因为这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看?看什么?如何
看?我将这本书粗读了一篇，又细读了一篇，深深感到，柴静
整本书都是在回答这几个问题。她在那么多的采访手记里，
留下了许多片段式的思考，这些思考如同散落的珍珠，不着
痕迹、自然而然地“长”了出来，而实际上它们是有一根线
串在一起的。

首先说说为什么看和看什么。如果说早期柴静是出于一个新
闻人的职业操守和使命感去“看”的话，那后期则完全是出
于一个“人”的内心呼唤。在许多作品获奖之后，她却
说：“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里有欲望的题，
它们不会触动我”。她评价自己是个不爱扎堆的人，似乎与
新闻人的要求背道而驰。但是，她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当看
到一个老师带着艾滋病孤儿的事，了解到那么多女子会杀夫
入狱，她知道，这些都是她想“看见”的;后来报道“两会”
的时候，她也决定告别惯例，从采访自己家的小区居民入手。
可以说，看什么和看的角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柴静后继采
访的成功，有内心的驱动力，你才会穷根溯源，不辞辛苦。

其次是如何看。我觉得，柴静对于这些超出她经验和认识范
围之外的事情，从开始的好奇和预设答案到后期的仅仅只是
去理解和呈现，这个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早期柴静的问题，
其实是所有未经过生活摔打的理想主义者的通病;以理想横扫
一切，以道德审视一切;拒绝对复杂性的体认，追求捷径或一



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不讲逻辑，不追求精确性。说到底是
一种惰性，毕竟追求准确是一件耗时耗神的事情。

所幸，柴静迅速成长起来了，她越来越精准地界定了自己的
角色，那就是去理解，去呈现，不要预设答案，不要高高在
上带着道德优越感，不要自命正直(因为这只会带来冷酷)，
不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而给自己很多“为民请命”的由头，不
要为了感动自己或别人而在涕泪交加中失去真相，这一切都
没必要，观众自会做是非对错的判断，要做的只是准确地呈
现，按照事物发展本身的逻辑去步步为营地呈现，就像一首
歌唱的“你是我的眼”就足够了，“你”不必成为“我”的
心和“我”的脑。

进一步地，甚至可以不要那么多“形容词”，“真实自有千
钧之力”，“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含的感情”。这一切
成长靠的是什么?是经验。就像她尊敬的钱刚说的：清水里呛
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只有在长天大地尽情摔打过，
只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了切身体会，你才有足够的经验
以及由经验升华出来的智慧和直觉去做最准确的判断。也许
这么说不够形象，还是用钱刚的话吧，他说：你只管用力把
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表面看来，柴静写的是一个新闻人的进阶之路，实际上，她
写的是一个人回归理性、回归生命不言自明的本真状态的过
程，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回归“寻常”，就像她的同事评
价她的那句“你就是平常说话”。无论是擦去失去表姐的痛
苦小男孩的眼泪，还是要求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亲不要喝酒
吸烟以准备再次怀孕，虽然看起来违背新闻人的职业准则，
但它是对一个正常人情感的回归。正是基于这种回归，她会
拥抱失去妻子的孤独走在奥运村的德国奥运冠军，她也会被
听到她忠言相告的陌生小男孩拥抱。无他，唯诚而已，一种
基于理解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的真诚而已。这种理解不是刻
意的，而是真正认识到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相似的，不同的
只是有些人的恶深藏了、抑制了，而有的人的恶却机缘巧合



迸发出来了(这就是我曾经为“相似的你我”这个网名深深激
赏的原因)，所以采访就是“病友间的相互探问”，大家都有
病，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也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我们终
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我认为，所有的章节里，《无能的力量》是核心，读明白了
这一篇，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我读完这一章只有两个感
受：第一，为什么我们要历经千辛万苦的思考、要遇到合适
的人读到合适的书才会形成的一些观念，在一个德国人卢安
克的世界里竟是如此稀松平常和理所当然。一个普普通通的
老外，他就自然而然地那样想，也那样做了，他们觉得寻常
的事情，到了我们这里为何如此之难?看来，我们对于“寻
常”的理解，早就错位到一种离谱的程度了;第二，任何事情
都是共通的，就像新闻和教育。既不可为了印证自己想好的
主题去采访，也不要想象孩子应该怎么样就拿这个去“规
范”孩子的发展;新闻归根结底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性，教育
也是为了让人的心活得更生猛活泼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做的那样
“让心死去”。

现实有些残酷，中国的事情就像柴静引用的里尔克的诗：哪
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能怎么办?柴静隐隐约约、
断断续续地给出了一些答案：要么像钱刚说的“让问题浮出
水面，自会一步步解决”;要么像卢安克说的，不带着任何目
的去做事，不想着自己能改变什么，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但首先要做的是不屈服，不要像陈丹青说的那样从内心深
处“认了”，觉得事已至此，一切都是徒劳。柴静举出的例
子很多，美国民权之母帕克斯说“我只是讨厌屈服”，中国
的胡适说“要独立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
别人”，而眼下她的采访对象、为一瓶矿泉水要发票的郝劲
松说：我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我觉得，柴静是个决绝的人，人性的柔韧度似乎是她可望不
可即的，至少暂时是。她关心“弱势群体”和发自内心地羡
慕卢安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她渴望像卢安克一样思考和看



待问题，可那是另一种社会情境和价值体系下发生滋长出来
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像卢安克说的：德国都已经完成
了，中国才刚刚开始。她还需要继续上路，修行，我们更应
该如此。

最后要说的是，柴静和她的同事们(也是朋友)的故事也非常
感人，也直接从侧面说明柴静能做到这样的成绩绝不是偶然，
因为根本上，镜头前和镜头下的她是同样一个血肉丰满的人。
陈虻表面精明、尖锐，时常语不惊人死不休，可内心却憨厚、
寂寞;崔永元曾经的心如死灰和再一次的死灰复燃，让人心痛
也让人心折;她，老范和老郝组成的三驾马车，彼此观察打量，
彼此默默扶持，彼此理解和爱。老范中途出事离开，柴静第
一次感到决定自己悲欢的人就是身边的几个人，在难得的重
聚后，三人喝醉了把脑袋堆在一起说：以后哪儿也不去了，
好歹在一块吧。可惜离别还是会发生，柴静告别了新闻调查，
老郝自此再没和别的出镜记者合作，宁愿万水千山独自一人。

这似乎也违背了职业精神，但管它呢，谁让她们相互之间如
此眷恋，谁让她们有过这样一段无与伦比的骄傲的旅程。

看见读后感(六)

看见的演讲稿篇六

用时18个多小时读完了《看见》这本书。只因柴静两个字！

这本书中柴静写了发生在我国一些城市不同地方的很多事件，
有些我听说过，有些不知道。

这本书里，看到了我生活范围之外的很多“不可思议”的事，
让我从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上，了解和理解着现在我生活
的这个社会大家庭。并让我更清楚的明白每一件事的发生，



不仅仅是你眼前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那么简单。每个人都是
一个个体，你不是他（她），就无权去猜测和臆想别人，更
无权去批判和指责别人！只因你不是他（她）。

“这世上没有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做好事的人和做坏事的
人！”“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
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
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
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
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希望我们的国
家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幸
福！谢谢！

看见的演讲稿篇七

江苏省姜堰中学高二五班王祝鹏

指腹轻触书页，翻开的一瞬间，无疑我又开始了一段灵魂之
旅。阅读于我，无异于旅行于我，所获得的愉悦之感，也全
来自于灵魂游历四方的过程。

这本书，是柴静所作的《看见》。

柴静坐在一群老人之间，眉眼都带着笑地注视着一个孩子。
简单自然的一幅照片便构成了这本书的封面，正印证了柴静
对这本书的小评“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
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她将重心由事件转向人，无疑是聪明
的。人是构成社会，构成国家的主体，是感动漫流的源泉，
通过人的视角，这涓涓溪流更易流入读者的心灵，使读者更
愿意亲近作品，亲近作者。

少时总会心怀理想，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到处是我想要探
寻的地方。而当那个有野心的小孩渐渐长大，才发现现实不



允许他一一实现多彩的梦，他不得不舍弃一些保留一份稳定
的工作，甚而有些人一生都被迫做着自己不爱的工作。读完
这本书，我才发现，遗憾缺失的一部分体验，可以通过阅读
来获得。翻开封面，关于柴静职业生涯的简介，虽寥寥数字，
也已令我神往。再往下读，我和她一起去非典救治一线报道，
一起去调查双城连续服毒事件，一起去观察两会……我体验
着她的成长历程，从一个青涩、紧张、文艺范儿的小女子，
到语言犀利，咄咄逼人的温柔杀手，再到不轻易谴责的宽厚
记者。由此，我也算是跟着柴静走了一遭，实现了自己的记
者梦。

阅读《看见》，对我人生的改变还远远不止这些。“对人的
认识有多深，呈现才有多深。”“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不必
有任何装饰。”“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
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
会。”书中每一章无不透露着作者对事件真相的重视。柴静
对真相的拷问与挖掘，也一次次深入。药家鑫的故事曾传遍
大街小巷。这个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在开车撞倒了一
名骑电动车的女人后，拿随身携带的尖刀在她的胸腹部连刺
六刀，致其死亡。网络上，各种关于药家鑫的评论，谩骂，
指责，包括谣言甚嚣尘上，众说纷纭。围绕法院该不该判处
药家鑫死刑亦是群情激昂，争骂声一片。淹没于唾沫横飞之
中的药家鑫，其真实的身影变得模糊不清。人们所谓的个人
观点，不过也是从新闻媒体的观点得来，从没去深入了解。
而柴静坚持真相来自探寻的原则，去关注事件本身，竟是失
败的教育酿成的悲剧。药家鑫式的家庭教育象征着一个更大
的社会悲剧：重智力轻人格培养，缺少吃苦耐劳教育，对孩
子要求高压迫大……尤其是药家鑫父亲过于苛刻的要求，使
得药家鑫内心对父亲产生恐惧，长久以来就会形成过度自卑，
害怕出错，恐怖扭曲的心态。所以他才会在犯错后没有及时
的补救，反而选择更极端的处理方式。从某种角度看，药家
鑫也是受害者。

身处网络时代，面对形形色色的网络信息，我们应该学习柴



静，去关注真相，关注事件本身，面对社会能多一份理智。
书中讲到的许多新闻事件，像华南虎事件、虐猫事件，当时
的人们在看到新闻报道后是热议纷纷，网友的批判声压过了
新闻的本身，然而看过这本书后，有人会后悔曾经的妄下论
断，也有人会因为刺痛的伤口而开始谩骂。而我学到的是在
许多事情发生的面前，不必急于下结论，发表意见，很多时
候眼见不一定为实，换一个角度或许你会发现缺口。

看见的演讲稿篇八

很多人，在工作中、在生活中，都是模糊的，看不清自己，
也看不清别人。多半是伪装，有高级和卑微之分、也有善良
和邪恶的念想。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带不走，留下的总是
不堪回首的回忆。

想去恨，可恨能给我带来什么。更多的是恨自己，断却念想，
或许能够忘记那些刚刚发生的事。一天天的就这样过去，风
抹平了云的记忆，雨回味了闪电的洗礼。

穷极一生，真的有吗？而我的回答极为肯定——有，文字就
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免费给了太多的.人。有人用它变的清高、
有人用它把坏事做尽、有人用它动入空门、有人用它去教育
人类，而我却觉得免费的是最好的。

我们的一生始终是一无所有。从婴儿开始，赤裸裸的降临，
那哭声柔软而无力，灵魂裸露着被人紧紧包裹。一生波澜，
到生命终结，只是一具干涸的尸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不过或多或少留下了一些东西，他们成了别人生活的一部分，
他们的离开，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但是那些人却心生悲痛，
一步一世界，一眼一红尘。

我们渐渐的划分了好多事，人与人之间也出现了代名词“蓝



颜”、“红颜”，更多的是在为孤独起名。这个世界上便开
始没有爱情，为爱情走进婚姻殿堂的，开始爱情、生活趋向
于平庸、暗淡、甚至分离。为爱情分道扬镳的，始终心有不
甘，更多的是伤感，陷入太深或是无法自拔。

有人说别写诗了，我觉得蛮搞笑的。诗在我的生活中扮演角
色，与你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也要去指画别人的生活轨迹。
如果此刻你双手合十，空想这个世界，用大意去感悟，我想
你会放下。

谈起矛盾，众说纷纭。其实没有什么定义，生命本就是矛盾，
何必去深究它呢。喜欢就拾起它，不喜欢就放下。

这个世界太大，大的你都不知道将何去何从，渺小的事物从
来都是卑微的。也开始渐渐的去怀疑，自己的一生，将如何
终结，将如何去播种鲜花。

很多时候，我看到的始终是一片荒野。佛语释然，经语轮到，
爱别人胜过爱自己，我开始尝试，而我也开始遍体鳞伤。

看见的演讲稿篇九

细细想来，也许不光是我，小时候课本里的董存瑞、黄继光
和千千万的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高大全？说起日本鬼子，哪
一个不是坏事做绝？现在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变了吗？其
实未必！

我想起那些因为一个自己都不知道在哪的小岛去砸车的人，
想起了在网络上咒骂的人（咒骂的人里有时候包括我），我
们判断的方式越来越简单，只要发泄和怒吼就够了，不用知
道背景，也不用知道过程，一句话或者一个观点可能引来一
阵喝彩或者是围攻！

邱淑花和动保志愿者再大的问题是道德和观念上的差异，邱



认为熊只是国家合法的商品而已，而志愿者则认为熊首先是
一个不应该被伤害蹂躏的生命……所以我不准备原谅那些伤
害动物的人，他们也不配得到原谅，不管什么原因，都不是
理由，但我不得不承认在当下的这个国度他们合法！

学会独立思考，可以表达思绪，但尽量不要偏激，能了解背
后的本质，能包容别人的观点，客观的评价事物，最后找到
不合理的逻辑并为之努力去修缮它我想这就是这本书想要告
诉我的！

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仍是奴隶——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