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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干随笔选》精选作者近年来写作的随笔五十余篇，涉及到历史、文化、地理、时尚等领域，
作者以灵动的笔墨、犀利的笔触，对当下文化的诸多问题进行思考，同时具有较强的知识性、趣味性
，其中一些篇目为《读者》、《新华文摘》、央视《子午书简》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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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干，1960年生于江苏楚水，扬州师院中文系毕业，1979年4月发表作品，迄今写作小说、评论、
随笔两百余万宇。
先后出版过《王蒙王干对话录》、《南方的文体》、《静夜思》、《世纪末的突围》、《另一种心情
》、《灌水时代》等著作。
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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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后人生的三种颜色三铭感受生命向鲁迅学习爱老舍与说话汪曾祺与生活静夜思习惯失落写作三题悼
念那些博客先烈东西论麻将的无限可操性闲读围棋说谱足球颂伟大的嗓门报国无门围棋的极限与境界
武侠、灌水与大话对不起了，那些沉默的朋友贝哥哥的发型和县委书记的帽子另一种噪音南北闲话南
京北京的春北京的夏北京的秋北京的冬在怀柔观山江南三鲜明前茶、雨后茶与青春毒药泰州有条风城
河《茶馆》与消失的楼外楼新旧大红灯笼为谁挂五十年内，废除简化字如何简化字是资源匮乏年代的
产物简化字是蛊世中国脸上的一颗痔简化字是“山寨版”汉字当切·格瓦拉遭遇本·拉登语言的复活
和祖国的复活女人为什么写作尴尬的知识分子如何让茅盾文学奖更具权威性左右看鲁四老爷如何着装
语言垃圾与语言黄金奥运的文化传播力量文学不惧鬼神革命与婚外恋谁在说话说第三者《厕所》与下
半身写作或下半身文化文学不是小毛驴《潜伏》说的是官场、职场、情场后记 随笔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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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后　　人生的三种颜色　　三个朋友在开往远处的车上聊起了自己的个性和人生态度，说着说
着就不由自主地与三种液体联系上，分别是酒、咖啡和茶。
　　酒是一位性情中人，做事为人大刀阔斧，有领袖风采。
爱喝酒的人大都有朋友缘，餐桌上相识的不相识的，熟悉的不熟悉的，有利益关系的没利益关系的，
三杯五杯下肚，往往称兄道弟，往往热情迸发，往往豪兴激增，霎时问四海之内皆朋友。
因为酒，一位交际广泛而效率极高的人，他做生意白手起家，很快成为该市企业的多少强，他写诗，
一个晚上能洋洋洒洒几百行。
当然，这位老兄喝多了，也会对手下动点粗，第二天，惶然无知。
一个身上充满酒精气息的人，你会感到他的活力，这活力必须与事业理想紧密相关，否则与暴力和虚
无也常常分不开。
在车上，他自我解嘲说，喝多了，就倒下了，就什么也做不了。
酒精是人类奇怪的伙伴，人们欢庆时喝酒，痛苦时也爱喝酒。
很多的国家都下戒酒令，但从来没有真正戒成。
据说俄罗斯是酒鬼最多的国家，但就这个带着酒气的民族在二战时彻底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
。
　　爱喝咖啡的人，往往需要背景，需要装潢有特色的环境，需要那么一点温柔的音乐，当然还需要
人群，需要穿行其间的侍者。
咖啡馆是交际的场所，也是休闲的空间。
咖啡馆里很少有隐秘的包间，在咖啡馆里大多是做一些透明的事，比如男女第一次约会往往是在咖啡
馆，而不大聚餐，男女聚餐往往是暧昧的开始或暧昧的终结。
喝咖啡有时也做些交易，但往往是水到渠成的形式，若是公关一般要放到酒楼去。
喜欢约人喝咖啡的人，往往是看上去慢性子，其实是急性子的人。
慢是因为咖啡只有一杯，不像喝酒那么一杯接着一杯干，也不像茶水那样可以不断地续，喝咖啡者虽
有续杯的，但较少见，而且咖啡的内在力量也远在茶水之上，甚至超过酒。
时常见到喝一大瓶白酒的人，但很少见到能喝一斤咖啡的，一斤咖啡水的容量不可怕，但饮那么多的
咖啡恐怕心脏要爆炸了。
喝酒者更多的是在自我表演，而喝咖啡者难免不抱有看客心态。
因而好泡咖啡馆的，往往是对人生有些看透或偷懒的人，法国不少作家喜欢在咖啡馆写作，看上去有
些不可思议，因为一般看来写作是要安静的环境的，但明白写作者的那种看客心态，就觉得挺正常的
了。
　　茶在饮料中恐怕算是最有文化含量的，现在遍布城市大街小巷的茶馆茶楼都是打“茶文化”的牌
。
茶是文化的载体，但现在的茶楼和茶馆与茶文化的关系并不特别密切，反而与“牌文化”和“赌文化
”联系紧密，现在很多地方的茶楼差不多是“牌楼”的代称，大家聚在那里“斗地主”。
茶道是唐代文化传到日本之后现在出口转内销的，茶道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讲究个“圆”字，即茶道
的表演者出手收手都得划出一个“圆”，像打太极似的，这倒深合中国的处世哲学。
现在选择喝茶很少为了观赏茶道的，多半是一种社交的方式。
温水泡茶慢慢浓，说的是喝茶的经验，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约人喝茶者往往是把自信隐含得很深，不轻易出手也不敢轻易出手，但出手则有必胜的把握。
茶越喝越淡，如果三开不见成效，双方则陷入尴尬的境地；换茶重沏一道茶，则表明双方喝出了味道
，有戏。
不过，喝茶还是“酒余”或“饭余”，用于解酒或消食，当然也是用来进一步强化友谊和信任的方式
，是进一步确认和稳固。
茶培养人的耐心和忍性，也消蚀人的创造力和力比多。
茶表面上看去温和并不刺激，但茶喝多了喝迟了往往会失眠，而失眠让你觉得无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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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才恍然想起：嘿，昨晚喝茶喝多了，失眠了。
　　酒辣，茶涩，咖啡苦，三种味道都是人生中必然会品尝的滋味。
喝酒需要群体，茶对饮更合适，而咖啡往往伴随着孤独，也是人生经常出现的境地。
我个人认为，这三种饮料时常混杂于一个人的身上。
碰到不同的人往往喝的不一样，与老友和好友相聚当然喝酒，与女性喝咖啡显绅士风度，与闲人喝茶
最合适。
不同心情喝的也不一样，喜庆自然需要酒，闲适喝点茶，苦闷来杯咖啡或许会缓解一些。
不同年龄喝的也不一样，青年好酒，中年宜咖啡，晚年品茶。
不同的空间也喝的不一样，你不能在小酒馆里喝咖啡，也不能在茶楼里喝酒大声喧哗，当然喝茶是个
例外，路上车上都能喝，屋里屋外都能喝，但品茶就有很多讲究了。
　　题目叫《人生的三种颜色》，酒，色最淡，但力量最烈；咖啡，色最浓，味道最苦；茶，色不浓
不淡，是最普通的人生色彩。
美酒加咖啡，不是人生，是艺术，是娱乐，娱乐至死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活法。
　　三铭　　我的墓志铭　　有一位诗人这样写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
铭。
”有点警句的味道，也有点愤世嫉俗的味道。
我是很喜欢这两句诗的，并嘱咐家人，假如有一天本人“壮烈”了，就以此作为墓志铭。
可我现在改变了，我不想让它作为我的墓志铭了，我有了新的墓志铭。
　　这次的内容不是抄袭别人的，是我自己生病的时候想起来的。
这次高烧四十度，头昏脑胀，思维出奇地活跃和灵敏，居然生出很多美好的构想和美妙的愿望，当然
更多地是在思考生老病死这些所谓“永恒的主题”。
情绪有点低落，心境倒也坦然。
在想象死后的情景时，发现刻在墓碑上的铭文不那么恰当，还滞留着年轻时的稚嫩和单纯。
将人简单地分为“卑鄙者”和“高尚者”两类实在是牵强，“卑鄙”和“高尚”是形容灵魂和品德的
。
品德在小学生的评语里可以说得很清楚，以后就难说了，可以见仁见智。
灵魂的事最讲不清楚，在基督看来，我们生来就充满了罪恶，哪有高尚可言？
更何况有些言行看似高尚的人，灵魂说不定很卑微，很委琐。
相反，有时候一个人的言行让人看了十分可恶，他的灵魂可能非常纯净。
十多年前看电影《巴黎圣母院》，非常憎恨那个名叫克洛德的教父，但现在想来，生活中有克洛德这
样的人很正常。
文学作品将他衣冠楚楚的外表和邪恶的灵魂深刻地揭露出来，才引起人们的憎恨，生活中那些无法看
到的丑恶心灵，我们为什么不憎恨呢？
电影和小说的作者对这位教父还是留有几分同情，克洛德的邪恶主要是源于宗教对人性的戕害，他渴
望美，追求美，他对吉普赛女郎艾斯米拉达的倾慕、向往和追逐本身很难说不是人性的流露，只是他
的人性被神性扭曲了，所以他卑鄙而邪恶。
那么与他构成鲜明对照的夸西莫多就是高尚者么？
我现在产生了怀疑。
敲钟人和神父同样爱慕美，同样追求美，神父想占有艾斯米拉达，敲钟人进行了阻止，这可谓保护美
。
“占有”与“保护”之间是一种对立，但都是出于一种男性对女性的主宰心理，卡西莫多是因为知道
他不可能占有，所以他必须保护，既然不能得到，也就不能让别的男人得到艾斯米拉达。
这是敲钟人的潜意识。
当我们称赞敲钟人夸西莫多时，是不是也把自己置于敲钟人的位置上来看待巴黎圣母院内外发生的一
切呢？
　　我最近在研读美学著作时发现美丑只有一纸之隔，这张纸是透明的，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界限，就
像人类为了研究地球的方便，把地球画出回归线、南北极、赤道一样，这些线在地球上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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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人为的结果。
美与丑的界限与回归线一样，本不存在，混沌难分，人们需要它存在，于是就有了一张透明纸之“隔
”，实际上“隔”是不存在的。
所谓“丑学”、“化丑为美”、“丑恶美”等等只不过是打通了这张透明的纸，与世界重新混沌一体
。
于是习惯于“隔”的人便产生了晕眩，产生了困惑。
　　我最推崇的那两句墓志铭便犯了划清界限的错误，人活着的时候总是希望四处通行，死了以后别
人才会注意到他的墓志铭。
墓志铭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总结，有时恰恰是他的开始。
他的忏悔、他的没有实现的理想可能借助墓志铭来实现。
他人撰的不算数，最明白的是自己。
所以，我的墓志铭暂时保密，请读者原谅。
　　我的陋室铭　　在文人下海成为社会新闻一大景观的今天，刘禹锡的《陋室铭》基本上成了文人
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也是自我麻醉的法宝。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后来有人把《陋室铭》中自清的境界改为非常俗气的楹联“花香不在多，室雅何须大”，这与刘禹
锡安贫乐道、自视清高、独善其身的文人心态相去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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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胡（乔木）对季羡林、任继愈都极具好感。
任继愈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就是胡乔木提名的。
他曾向我称道金克木、王干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
年轻的王干，竟是乔木说了以后我才知道并相识交往了的。
　　——王蒙　　有位作家叫王干，就说简化字是汉字的山寨版⋯⋯因为非主流、简陋，但是经济实
用，很有趣的一个描述。
　　——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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