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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一帮具有民粹主义情结的“老愤青”为了迎合许多愚昧的老百姓而再次炮制出《中国不高兴》这样
的“精神鸦片”时，再次激发了中国人虚伪的自大狂心理。
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言，《中国不高兴》推销的是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形式虽然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健康的和病态的。
健康的民族主义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病态的民族主义则常常自恋及排他，具有“暴发户心态”
，妄想充当世界的领袖，缺乏一种真正自信、包容和博爱的能力，是一种变态的流行“病毒”。
    真正高兴的是那些“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既得利益者和操控股价房市的“幕后黑手”，当大多数
人还看不起病、孩子还上不起学时，中国的市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真正高兴的是那些挥金如土、狡兔三“窟”、天天有饭局、夜夜上歌厅，一言九鼎的某些腐败分子
，当天灾多发、矿难频发、疫情滥发，许多老百姓求告无门时，中国的农民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真正高兴的是一大堆帮忙、帮闲文人和艺术掮客，当他们合伙炮制着妄想使人“变成一头快乐的猪
”的一个又一个娱乐大片和“一句顶一万句”的伪劣之作时，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怎么能高兴得起来
呢？
    真正高兴的是那些“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某些法官和律师，而当大多数人被野蛮拆迁逼得走投无路
而只能进监狱或打官司，但仍然遥遥无期或面临“躲猫猫”的危险时，许多“杨三姐”怎么能高兴得
起来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中国历史的正动与逆动/周非　黄帝的谱系及黄帝的文化精神　中国文治的理想描述：《周
礼》　“官本位”是如何形成的　礼乐崩坏于“失信”　变通术：用“智”来修补“德”　中国文化
最大的成果：智谋　知识分子蜕变为谋士　中国传统价值核心之最高体现者：大一统　　《史记》的
意义　科举制：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彻底沦亡　文字狱：消灭文化异己第二部分　中华文化的精髓
究竟是什么/王文元　上医医国，其次疾人　传统是中国人的生命线　从王守仁与小偷的对话说起　西
方的伊旬园情结与东方的居尘出尘　儒释道乃是“和为美”之产物　中国在学术上从来没有独尊过儒
术　谁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伟人　嵇康的“七不堪”　可爱的迷信　中国在哪些方面世界第一　为什
么其他国家没有国学　应该恢复哪些旧制第三部分　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黎鸣　为什么中国
文明的合力等于零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　中国教育的大败局　中国人为什么成了历史
永远的“囚徒”　为什么中国文人最容易变成伪君子　孔夫子，宣教愚昧的“先师”　孔夫子及其儒
家的“五毒四柔”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给思想和言论定罪的人　《易经》是严重伤害中国人大脑的“
害经”  上帝与孔子第四部分　文学因何而伟大/李建军　章诒和　拔根状态下的文学景观　当代小说
最缺什么　接近堕落的扯淡　文学上的法西斯主义　我们的文学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图腾　要把真经度
与人　庸碌鄙俗的下山路　告密——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　卧底——他进了章家大门第五部分  中
国向何处去/贺雄飞　夏日荷花的沉思　黄河边上的中国　野蛮的物质主义时代　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
的差异　犹太文化与和谐社会　犹太人的改革思维与科学发展观　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　中国向何处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中国历史的正动与逆动/周非  黄帝的谱系及黄帝的文化精神  中华民族号称是“炎黄子孙”，
关于黄帝的传说，有一件事是讲黄帝的修炼。
  讲黄帝的修炼成仙，其实是讲黄帝个人生命的结局，连《史记》都说他登天成了仙，这可能是人们
对他的一种美好祝愿，所谓“万岁”、“万寿无疆”、“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的意思。
但汉代的方士就用这个故事大做文章，还鼓动汉武帝去学习。
  追寻长寿是人们的愿望之一，最长的寿就是不死，如果长寿而又能行动自由，则是人们最热望不已
的事了，连汉武帝想到这个境界，都感叹地说要用皇权去交换。
只可惜，这玩艺不是可以买卖来的。
据道家理论，是修炼来的。
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静修，要修到没有七情六欲的境界；另一个是吃药，这药是专门炼出来的，叫“
丹”。
但从逻辑上讲，如果没有七情六欲才能成仙，那么，没有七情六欲的人，就没有“成仙欲”了，还要
成仙干什么呢？
所以，真正摒弃七情六欲而修炼成仙的人，是很少的。
倒是清心寡欲有利于健康，从而延长寿命，但寿命延长意义又何在呢？
从哲学意义上讲，肉体只是一个载体，是为人欲望、情感驱使的一个外壳。
长寿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
清心寡欲，就得无为；而无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炼丹的人很多，只要能买得起水银、架得起炉子的富贵者，都能炼丹。
但吃药这个事，是讲实证的，就像中医里说的“验方”。
可惜，在人们生活中，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例“临床试验”的成功者。
于是，后来就没有太多的人相信了。
  关于黄帝的传说，另一件事是讲黄帝的谱系。
  在从尧舜到秦朝为止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所有的帝王，追根溯源，都
是黄帝的后代。
  但我对这一点尤其怀疑。
我想，这不过是后来的帝王在抬高自己的出身而已。
就像有的帝王说他是某某神的儿子、或者说是某某星宿下凡、或者出生时发生了何等惊天动地的天象
一样，是不太能令人相信的。
  我们今天都说自己是黄帝子孙，或炎黄后代，这是文化意义上的用语  （而不是遗传学上的，也不是
伦理学上的意义）。
但黄帝不搞家天下，而是“联邦制”，而且没有世袭制；黄帝特别重科学技术，亲自主持参与其中的
一些工作；黄帝对生命非常重视，讲养生之道；黄帝的官制里，任人唯贤；黄帝的治国思想中，是政
教分开。
这些中华文化好的源头，到后来还剩多少呢？
  我们的文明之源，一点也不比西方差啊！
  把丧失的东西找回来，发扬光大，是为复兴。
那么，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这个源头精神开始？
！
  中国文治的理想描述：《周礼》  文治即礼治。
中国历史从其幼年期，即有了十分完备的行为规范，让每个人规规矩矩地做人——这就是《周礼》。
如果周礼是实有其事，则中国历史在这里就出毛病了；如果周礼是后人杜撰的，则中国理想的社会秩
序就有问题了。
中西方文化发展脉络正是从这里开始产生分野的！
  当古希腊斯巴达人正在崇尚英雄主义的时候，中国却进入了一个文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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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西方文化的一次重大分野，标志着中国文化的早熟！
  中国的文治，秉承了“敬天”的原始宗教思想，以“人法天”（仿效大自然）的方式，制定了人世
间的秩序，后人将这套成文的东西，称为“礼”，因其产生于周朝，故名周礼。
  历史的转折点是“文王演周易”。
因为在商朝，人们是“信天”的，凡事要卜卦，文王将一些卦辞进行了归类整理，给“推测天意”指
了一条道。
周公正是在《周易》的思想基础上，制定了“礼乐”。
  但周礼是不完善的，至少大部分内容失传了。
后来传下来的一部非常完整的关于“礼”的典章制度的书《周礼》，应该是经过自春秋到汉初许多人
加工而成的。
但这本《周礼》，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响太大，它是中国帝王统治时代统治者关于统治制度的最完美
、最理想化的标准。
  因此，我们不必拘泥于此书是否为周公所作、此制度是否在西周完全推行，而是要分析这本被后世
知识分子们所推崇的“理想国”政治制度的实质。
  《周礼》的思想，就是按大自然的秩序约定人间制度，并称之为“天意”，天子是天意的代表，像
太阳一样，是万物之源。
世间的尊卑高下，如同山川一样，是不可以改变的，每个人要各就各位。
如何能解决人的过分的欲望呢？
就是通过仪礼来规范言行、通过音乐来陶冶情操。
  三礼——制度、仪礼、音乐——的意义和作用大体如此。
  其实，过早制定了这些理想化的制度，注定它只能是一种理想，因为它的思想基础是原始的，所以
，也是幼稚的，故而注定今后永远也是不切实际的。
这就是早熟。
  孔子把那个时代称为小康社会，以对称于更为理想的大同社会。
但大同社会不需要治理，是顺天而成的；小康社会是人治的，人治的办法是“礼乐”。
他对小康社会的描写是：“郁郁乎文哉！
”  中国古文很有意思，其中“文”通“纹”，有粉饰的意思。
那么，是孔子粉饰了那个时代呢，还是那个时代用的“礼乐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粉饰呢？
我们在分析了“礼”的内容后，就会一目了然。
  我们姑且称这个时代为文治时代。
   周武王名姬发，是周文王的二子。
周文王的长子被害死了。
文王死后，姬发继位，他继承文王遗志，数会诸侯，并在非常有智谋的姜太公（姜子牙，又名吕望）
帮助下，攻克了商的首都朝歌，使得商纣王自焚而死。
最后，周武王被拥戴为天子，即统治了天下，史称周朝。
  周朝不再像商朝那样事事请示“天”了，而是按《易经》的办法，有条理地治理天下。
这个条理或者叫规矩，有个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的名字——“礼”。
因为这个“礼”制于周代，所以又称做周礼。
而主持制定这个“礼”的人，便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受到无限推崇的周公。
  “礼”分为三个部分：礼仪、官制和乐礼。
“礼仪”直接称礼，或“周礼”，今天的人可以理解为“狭义的礼”；“官制”称为官礼，或周官；
乐礼又称“乐”或周乐。
按孔子的说法，儒学思想的精义，就是周礼（狭义的）。
春秋时，“礼乐崩坏”，孔子要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这个“周礼”。
两千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其全部理解，亦在成熟于周朝（一般说是周公所订立） 的“礼乐
”。
然而，中国文化史却与中国所有的儒生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周礼和周乐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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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礼仪）是部分地失传，乐则全部地失传。
“六经”变成五经，因为没有《乐》，六艺之“乐”，也只能让人去想象；而《周礼》关于礼的主要
内容也皆丧失。
  但“丧失”对有些人来说，却是一件大好事，给他们许多可乘之机。
  这里，先插叙一个小故事：北宋大文豪苏轼考进士时，遇到的考试题叫做《刑赏忠厚之至论》，这
是一篇议论文，要阐述的道理是：“圣人爱人——用刑尽量地轻、奖赏尽量地厚。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苏才子引经据典，说了这样的一个“典故”：尧的时候，执法官皋陶大人要定
一个人的死罪，在朝堂之上，皋陶说“判处死刑”，尧说：“恕他不死！
”皋陶说了三次，尧也说了三次。
从此以后，天下人都畏惧皋陶执法如山，而又都欢欣于尧用刑的宽容。
这篇文章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副主考官梅尧臣一致好评，认为是所有考生文章里写得最好的一篇。
但饱读经典的梅尧臣，却不知道苏才子说的这个故事，出于哪部经典或史书，于是，就去问学问更高
的欧阳修。
结果欧阳修也不知道，但他们一点也没怀疑是苏轼用错了典或干脆就是瞎编的，只是一个劲地说：一
定是我们偶尔忘了！
——最后，苏轼高中第二名，自己向梅尧臣坦白说：“编的，说故事何必要出处！
”这是大才子向经典开的一次大玩笑。
其实，有没有经典，有什么关系呢？
按苏东坡的意思，如果尧是孔子说的那样爱民的人的话，他做这样的事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结果是“公（指梅尧臣们）赏其豪迈”，就是说，梅尧臣很赏识他的豪迈之气。
其实，苏轼还可以作深一步的思考：五经未必没有被孔子们想当然地编写！
  没有办法！
——我们没办法更多地对周礼进行具体的描述。
其大致情形，只能按经孔子编改过的《周礼》幸存的一部分以及孔子对学生们所说的一些话来进行了
解了。
  周礼的制定人周公，名叫姬旦，他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因为最初被封在周地（就是周人打天下
时的根据地），所以人称周公。
周公貌不惊人，而且还有点身体上的缺陷，是个驼背；但是他非常贤能，先后辅佐过父亲文王、哥哥
武王、侄子成王，为周朝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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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为什么不高兴》章诒和 黎鸣 王文元 李建军 周非 贺雄飞五位著名学者对《中国不高兴》联手说
不，探寻中国兴衰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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