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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辑手记很少看电视，尤其很少看湖南卫视。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这本书里说：“有市场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即使在德国，我听说有什么畅销书，我
肯定不看，畅销书肯定不是好的。
”作为一名编辑，笔者也这么认为。
当然，并不是说一件事做的人多了，就肯定是不好的。
比如大家都要吃饭，基本也都喜欢吃饭，我们就不能说吃饭是不好的。
凡事都不能绝对。
我想顾彬先生说这话的时候，更多是在表达自己对畅销书情感上的好恶，理性上并没有绝对化的意思
。
湖南卫视的节目收视率高，并不代表湖南卫视的节目品质低，《零点锋云》就是一档不错的栏目。
借编辑此书之便，编者有幸把2008年《零点锋云》开播以来所有的节目看了一遍，收获颇多。
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公开性和民主性为演说与辩论的活动提供了丰厚的政治养分，演说与辩论的发展又
反过来造就了公民思维和政治体制的理性，从而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公民个体的独立性。
尽管煽动家的出现在后来直接导致了城邦民主政治的堕落，我们仍找不到任何理由取缔思想与言论的
自由。
《零点锋云》的节目宗旨是：以“新锐名流交锋新锐话题”为内容，让70后、80后乃至90后的新秀们
与主流名人对话，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乃至民间话题的交锋中展示精英立场和草根思想，发掘新
锐的思想者，以启迪更多的观众，即荟萃精英主体的文化，以引导民众文化的进步，旨在打造一个中
国知识分子讨论中国话题的公共平台。
编者以为，这个平台很好很和谐，它一定是有利于打造理性的公民思维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
化体制的，如果播出时间不是午夜零点而是每天晚上的黄金时段，那就更好更和谐了。
编辑此书的目的，自然是继续贯彻《零点锋云》的节目宗旨，通过把电视语言转化为纸质文字，让更
多的人听到思想精英们的声音。
我们不保证这些声音定能振聋发聩，我们只希冀读者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思想与智慧的沙漏缓缓流淌
，哪怕只那么一瞬，它触动了你渴望获得真理与自由的灵魂⋯⋯我们更不保证读者能因此而收获很多
，如果你是城市的孤独者，我们希冀你至少从这些文字中找到一丝形而上的归属感，如果你是乡村的
孤单者，我们也希冀这本书与你做伴，消解你的形而下的孤单。
正如赖声川在书中所说，“一件事能不能比较长期地保证你的精神层次处在一种很好、很善、很爽朗
的状态，我觉得这应该是幸福的标准。
而就现在的媒体来说，电视也好，互联网也好，它更多的是给你带来一些感官上的刺激，然后你越来
越享受这种感官上的刺激，以至于到最后你这个人变得麻木了”，——我们更不保证给读者带来什么
感官的刺激，我们只许诺治愈你暂时的麻木，而我们相信，短暂的开悟，很有可能成就永恒的幸福。
我们没有观点，我们仅提供一个平台，一个纸质的平台。
但是，我们有立场，我们的立场，需要您于缓慢的阅读中领悟。
我们不提倡快餐式的阅读，正如书中不提倡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追逐。
“我们都像跑道上跑步的人，拼命地追，其实没有谁非得让你跑不可，就是你自己在追”，尹鸿如是
说；“成功是一种邪教”，张鸣如是说；“成功是一粒毒药”，周孝正如是说。
这里没有成功的经验，只有内心的宁静与灵魂的共鸣。
我们精选的15期节目，会集了各界精英的各种声音，但我们的声音只有一种：让思想的沙漏缓慢流淌
，让对话的灵光频频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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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你对这个时代满意吗》由湖南卫视《零点锋云》栏目组编。

编辑这本《你对这个时代满意吗》的目的，自然是继续贯彻《零点锋云》的节目宗旨，通过把电视语
言转化为纸面文字，让更多的人听到思想精英们的声音。
我们不保证这些声音定能振聋发聩，我们只希冀读者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思想与智慧的沙漏缓缓流淌
，哪怕只那么一瞬，它触动了你渴望获得真理与自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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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零点锋云》是湖南卫视一档原创高端文化节目，以“新锐名流交锋新锐话题”为内容，让70后、80
后乃至90后的新秀们与主流名人对话，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乃至民间话题的交锋中展示精英立场
和草根思想，发掘新锐的思想者，以启迪更多的观众——即荟萃精英主体的文化，引导民众文化的进
步，旨在打造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讨论中国话题的公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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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韩寒：我与陈丹青不存在代沟
张悦然：王蒙在别处
李敬泽：中国人能否不怕沉默？

周濂：赵汀阳，你的幸福有点难
顾彬、叶开：当代文学的堪与不堪
张纪中：故事为王，此路不通
桑格格、张柠：城市需不需要回归乡土？

赖声川、尹鸿：电视给人带来了什么？

戴志康：“社交死亡”的背后⋯⋯
林嘉欣：剩女，坚持还是妥协？

许知远：你对这个时代满意吗？

张鸣：成功是一种邪教
王岳川：让梦想踏上回家的路
周孝正：成功是一粒毒药
林清玄：一口清茶半壶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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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韩寒：我与陈丹青不存在代沟【背景】这天下午，来北京参加赛车比赛的韩寒要出门了，他要去见一
个人。
从发表《三重门》的天才少年到“不务正业”的职业车手，从“80后”富豪作家到流量过亿的博客大
红人，韩寒的故事，还包括辍学、出专辑、抨击现代教育⋯⋯他去见人，会和他的文字一样杀伐之气
凸现么？
在北京的一家居民小区里，这个人正在等着韩寒。
这个人叫陈丹青，画家，中国少有的几个通才之一，还记得他的西藏组画么？
“文革”后划时代的作品，中国写实油画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点，那是他艺术语言的一次极大胜
利，后来他旅居美国，以画画为生，回国从教清华美院时突然辞职，以后就忙于知识分子写作和言说
，俨然成了文化斗士。
他和同样擅长“骂人”的韩寒比起来，不同的地方太多了，一个是50后，一个是80后，一个是定居北
京的上海人，一个是放弃北漂回到上海的上海人⋯⋯毕竟是第一次见面，而且是在有强迫性的镜头记
录下，两人显然故作镇定，不会有主持人来救场的求合游戏就这样开始了。
这场谈话，其实是一个求证的过程，两个人都很在乎对方的态度，从个人体验的交换，到对城市和爱
情的共识，韩寒和陈丹青两个以叛逆姿态闻名的人，在语言的进行中越来越亲近，谈话的默契感也越
来越强，这算是对彼此的尊重，还是对合作者的能力确认呢？
经过长达一个小时的交谈，从大雅到大俗，在话题的认知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终于触及各自最
擅长的领域——文学与教育。
两个彼此确认的男人开始合力，他们会发出什么样的惊人之语呢？
当两个人的认同点超过十个，他们已经抵达“朋友”的基准。
年龄没有距离，跨界不是问题，韩寒和陈丹青这对奇妙的组合，两个同样进入了历史的精英知识分子
，他们可能本来就是同类。
正如韩寒所说，他与陈丹青不存在代沟。
他们成长于两个时代，却一下子逾越了时间的障碍，各抒己见，却相谈甚欢⋯⋯【对话一】陈丹青：
你是80年的？
韩寒：我82的。
陈丹青：82，那你属鸡的？
韩寒：不是，属狗的。
陈丹青：我怎么记错了，你82年的，我记成你是80年的，我女儿是属羊的，79年。
82年，那你才26岁今年，我一直以为你是80年的。
韩寒：可能外面说太多了，80后啊，说着说着感觉就像是80年的。
陈丹青：你习惯人家说你是80后吗？
韩寒：一开始不习惯，后来没有办法，就像那些导演一样，第几代第几代，人家可能也不喜欢。
陈丹青：是。
韩寒：到后来说的多了也没有办法。
陈丹青：我在画画的里面被归为第三代，很奇怪，第一代就是徐悲鸿他们那一代，第二代就是解放初
期到苏联去的那一代，第三代就是“文革”以后出来的，可是，像陈凯歌他比我大一岁，属龙的，就
被归为第五代导演。
韩寒：这就是他们的归法。
陈丹青：我也很晚才习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不会老去记是哪个年代的。
你有兄弟姐妹吗？
韩寒：我特别希望自己有，一开始希望自己有弟弟妹妹，看一些电视剧觉得不好，电视剧里面特别多
，所以我⋯⋯我是独生的。
陈丹青：我们那会儿是这样的，按照西方的说法，我属于二战以后出生的，从1945年到1955年这样。
我是1953年出生的，像我的同学他们家里面有七八个孩子、四五个孩子都很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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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弟弟，我父母后来都变成右派，工资一下子减下来了，我到很大的时候才知道，我母亲其实
打掉过两个孩子，不然我们家会有四个孩子。
我什么时候得上你博客去看看⋯⋯可我不太会上网。
韩寒：我其实平时看得也不多，虽然自己也上网。
其实写博客不好，尤其对于写东西的人来说，他的文字肯定不能老是免费地被别人看见，当自己出书
的时候就知道不好，但是没有办法。
陈丹青：上网对我们来说是个很新的经验，你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经验，一篇东西发上去以后
，当天，或者第二天就有好多人在讲这篇东西，我们那会就知道可能有人读，但是谁在读，他们有什
么想法，我们根本不知道。
韩寒：但其实这样更好，我觉得这些经验都不是以后能够替代掉的。
陈丹青：但是不太可能了，连我都回不去了，我现在除了看书，通常都在电脑上，虽然我现在还是不
习惯在网上看东西，我还是习惯去读书，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大量讯息而且最有意思的讯息都在网
上，所以就只能去上网。
想起来觉得是挺好的经验，因为我也很早就发表作品，二十几岁的时候，但不是文字，是绘画，因为
有虚荣心，很想知道谁在读，人家怎么看，现在没有这种虚荣心，反而随时都会知道人家怎么看。
韩寒：我刚发表东西的时候，过大概四五天还会有信寄过来，然后拆信看，感觉挺好，现在这些都没
有了。
陈丹青：你（20世纪）90年代是在上中学或者小学吗？
你如果82年出生，92年你十岁，95年你十三岁，差不多95年你才小学毕业吧，2001年你才高中毕业。
韩寒：高中，我高一的时候，我念了两年的高一。
陈丹青：念了两年的高一，什么意思？
韩寒：本来念一年，念了一年以后开始写书，当时我太高估自己的聪明才智了，写了一个学期的书，
然后大概留了一个月的时间，自己各门课补一补，觉得应该还都能通过，结果发现不行，高中的数理
化跟初中的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就留级了。
陈丹青：多老实啊，你看，句句实话。
其实我们那时候也都讨厌考试，然后忽然说不用上学了，简直是⋯⋯后来我问起其他北方的老知青，
比如阿城他们，都说有这个感觉，阿城是66届的初中生，还有一些67、68届的高中生，就是都在十六
七岁十七八岁这样子，突然可以不考试了⋯⋯我发现绝大部分人是这样的。
到后来我们又非常想上学，因为那时候才知道青春没有了，又什么都不懂，但是我想我跟你一样，我
很讨厌数理化，我现在对初中数学就记得一条，什么两点成一线，几何基本都没有上过，然后到“文
革”后再来考大学也不考这些，我幸亏考的是艺术学院。
韩寒：现在我经常做梦还梦见自己在考数学，因为实在是骨子里就不是特别喜欢，所以没赶上你们那
个时候，挺遗憾的。
陈丹青：永远赶不上，不会再有一次了。
韩寒：对，所以当时在学数学的时候，因为数学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谬论，就是我们为什么学数学？
我们总觉得学数学是在培养一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这完全是错的。
我们那时候还想，就算自己不喜欢，好歹也得学，因为你不学数学，作为一个人就没有逻辑思维能力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破罐子破摔了，因为实在是不合适。
陈丹青：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喜欢人文艺术方面的学生，在今天都会比较痛苦一点，按理说考
艺术学院的学生，已经被宽限很多了，他们所谓的文化课，要求已经相对要低得多了，但还是有很多
人进不来，就是因为文化课，再加上英语课、政治课这些。
韩寒：我也发现了，通过跟一些女生的交流，我发现对文化课的要求的确已经降低了很多。
陈丹青：但是他们在这方面还是很差。
美国也是这样的，我女儿他们考初中考高中的时候很烦的也是这个，要求也蛮严格的，但那个严是真
的对你的成绩很严，咱们这里严是对分数特别严，而且他们那儿不是一年考一次，这次不行，一年有
四五次机会可以再考，所以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韩寒：像我的表弟今年他高三考大学，有好多专业可以选，然后他就在那里选，我到底是要学新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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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学经济，或者是要学其他那种完全不搭界的各种专业，总之有七八个，他在那里想。
我就觉得这是教育挺失败的一个地方，一个人到了将近二十岁，就是说二十岁之前还不知道以后将要
去的一个方向，考大学的时候是先看你能考上什么，然后我以后再去做什么，这其实是挺悲哀的一件
事情。
我当时从学校里面出来以后，大家都说搞文化要去北京，当时不懂，年龄小，因为都这么说，我就花
了一段时间，其实花了四年的时间才弄明白，原来搞文化不一定要在北京，因为当时在北京看了一圈
，可能是交友不甚或者怎么样，没有发现很敬佩的人在那里，关键是我不适合这个城市，我被北京淘
汰了，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虽然我怀疑很多事情，但是我相信一切人的那种，但是在北京肯定
不能做到相信一切人。
陈丹青：这个说法有意思，你怀疑一切可是你是相信人的。
韩寒：所以当时觉得很难过，我是属于那种⋯⋯比如说你跟我谈一个出版的协议，最后给多少钱，或
者怎么样，最后对方违约了，我肯定不会为了损失这些钱去难过，因为去别的地方也能出版，但是我
心里会觉得特别的⋯⋯就是说不出的味道，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因为在北京老被骗，可能很多当事人
他们不觉得⋯⋯陈丹青：是不是年纪比你大？
韩寒：当时我刚从学校出来，他们基本上年纪都是比我大，当然也不一定是合同上那种事，还有其他
各种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自己不是特别适合这个城市，可能人家也不是有心的，人家可能就这么一说
，并没有上心，他们也习惯了，我觉得可能一方面这是一个比较喜欢空手套白狼的城市，像上海好歹
你也买一些工具才去套白狼，而这纯粹是空手⋯⋯其实陈丹青：你是指跟出版社打交道？
还是写作圈？
韩寒：其实我一直都不认识写作圈的人，基本上这一两年开始认识一两个⋯⋯反正就是老被骗，觉得
不适合这个城市⋯⋯其实我属于在北京失败了，然后回到上海，但是唯一在北京学到的就是一些赛车
的技能，因为当时喜欢开车，在朋友的改装店改了自己的车。
陈丹青：你是十八岁就有驾照了？
韩寒：对。
当时我在上海要买辆车，因为当时有了版税⋯⋯我从小就梦想自己有辆车，当时老看《成长的烦恼》
，觉得这么小就能开车特别厉害，然后当时就考虑买，在上海几个月里面，其实我什么都没做，就考
虑要买什么车，每天上汽车论坛，当时就三种车可以选——富康、捷达还有桑塔纳，我想捷达这个太
遥远了，一汽大众的，桑塔纳呢是上海的出租车，我当时觉得不行，我觉得我这么有性格，打死我我
也不能买出租车，后来我就买了辆富康，然后第一天我就开到北京，从上海开到北京，去改装。
当时全国刚刚开始有汽车改装，结果不幸到了北京以后，富康是北京的出租车，然后我就特别难过。
后来在北京大概待了有几年吧，几年以后⋯⋯因为我当时就想做职业车手，想做全中国最好的车手⋯
⋯陈丹青：这有意思，我完全没有这种经验。
韩寒：因为当时我总觉得写东西不好。
陈丹青：为什么？
韩寒：当时觉得写东西泡妞不方便，人家问你干吗的，你说我是一个作家，会不好意思，我想画家可
能也有一样的困惑，不过可能好点儿，好点儿。
陈丹青：我们那会没有泡妞这一说，在青春期的时候看到女孩都很害羞。
韩寒：以前我问一个朋友做车手好不好，他说做车手其实挺好的，因为当时他在重庆也是国内最好的
一个车手，他跟国内一个下围棋的国手同时追一个女孩子，结果那女孩子跟他走了，那女孩子跟他走
的原因我觉得是他的职业听上去比较拉风，所以当时一开始我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子里面，因为不管是
赛车还是别的，总是觉得是人类的力量的一个延伸，所以就很喜欢。
陈丹青：对，英雄啊。
韩寒：后来参加职业赛车，基本上把写书的钱都用来赛车了，然后外面的说法还都很难听，因为他们
不能理解，虽然你自己觉得赛车是一个非常正当的职业，但人家觉得你是在那里飙车，或者跟人家想
象的不一样，人家觉得你是开着名贵的跑车满街跑，其实赛车不是这样的。
陈丹青：这个对于我是新的经验，我完全没有这个经验，不过这是对的，这倒接轨了，美国人就是这
样，美国姑娘如果选男朋友，男的要是有一辆车，结果就太不一样了，比如跑车，或者敞篷车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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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寒：我是一直不喜欢跑车和敞篷车，我就喜欢职业的比赛。
因为当时我在学校里面是长跑，我在区里面跑的时候，怎么跑都是第一名，那个时候我是可以控制自
己跑步的（名次的）。
陈丹青：跑得很快的。
韩寒：对，很快那个时候。
就是说我想拿第一就拿第一，我想拿第二就拿第二，因为有的时候你要适当地拿第二嘛。
因为我不喜欢训练，然后我们老师就说你不训练怎么能够跑第一，然后我跟老师说我是那种比赛型的
选手，我相信人的体力是一定的，你一训练就训练掉了，我就训练训练给你看，于是我就辛苦地训练
了一个星期，到比赛时故意拿了个第二，然后我们老师一看，说你不能训练，你以后就别训练了⋯⋯
现在好多人认为你去赛车是为了出风头，但是这不是一个出风头的行业，因为如果你到街上去问任何
一个人，他都不会知道去年谁拿了第一，谁拿了第二，所以离出风头还差很远，或许等到能够出风头
的时候我就已经退役了。
陈丹青：我有一次坐出租车，那个司机就特别会超车，当时已经快下班了，高峰期已经到了，他就像
鱼一样在那里游，我说你应该当赛车手，他说你说到我痛处了，我从小就想当，可爹妈不让，他说他
十四岁还是十七岁时有过一次比赛的机会，他偷偷地把报名费交了，结果父母硬给他拉回来了。
韩寒：很多时候父母觉得赛车很危险。
陈丹青：你父母觉得危险？
他父母是觉得赛车没有出息，结果他就当了出租车司机⋯⋯刚才讲了那么多，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
在高中发表《三重门》以后，差不多到现在，你没有被经济困扰过。
韩寒：衣食方面是没有。
陈丹青：那工作呢，通常在这个年龄上，要不就是为升学，要不就是为职业，然后有了职业之后就会
嫌钱少⋯⋯韩寒：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尤其对于那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人来说，只要你的钱可
以维持你的生活方式，那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当哪天你发现你的钱维持不了你的生活方式的时候，那
你首先就要想是不是你的生活方式出现了问题。
如果每天要去恒隆，每天要去王府买东西，我肯定也维持不了。
我现在能维持我的生活方式，我就很开心了。
陈丹青：对，应该说很幸运，年纪很小就找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
韩寒：而且还能靠这个来养活自己。
陈丹青：对。
韩寒：在我们这里，在我们这个国家，人们就觉得一个写书的人或者一个画画的人，他们觉得你不能
很有钱，觉得你有钱就是违背了职业的初衷，但其实我觉得这些人更应该有钱，这些人只有有钱了才
能更有骨气，因为有的时候骨气是跟钱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有的时候你都快饿死了，你还哪来的骨气
啊，人家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陈丹青：这个想法你是什么时候有的？
韩寒：很早就有了，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就有，因为对我来说我也可以去赚更多的钱，那么很多商业的
东西我都不接的话，比如说有一些活动、代言我都不去接，我就觉得我是做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写东西
的人的本分，就是不要那么商业化，我自己靠写东西能够挣点钱，所以我觉得就很好了。
但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这个，他们觉得你越穷越有骨气，其实不是这样。
陈丹青：在你的同龄人里这种观念很多吗？
韩寒：现在比如说报纸上，或者一些评论，他们可能都会这么觉得，就是说你一个写东西的人不能有
很多钱。
像余秋雨，当时大家都惊呼说余秋雨怎么赚了这么多钱，有一个收入榜说余秋雨大概十年赚了一千多
万，当然我相信没这么低，但是他十年赚了一千多万，大家都已经惊了。
一个搞文化的人不能这么有钱——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
如果余秋雨这个是真的的话，一年才一百万，连十万英镑都不到，中国最顶尖的一个畅销书作家，十
年赚这么点钱，很多人都已经心理不平衡了，甚至有一些读者会觉得，会怀疑自己为什么支持他、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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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书，结果让他发了，自己现在却还在看他的书，还要去找工作⋯⋯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变态的想法
。
陈丹青：是。
你看像《百家讲坛》，像易中天、于丹出来以后，很多人攻击他们，其实这背后攻击的原因是挣钱的
方式开始变了，所以很多做学问的人不舒服，其实都是想改善情况。
我们学校里原来是工艺美院，每个老师自己都在外面接活，都开公司，只是不能很坦然地去挣钱，或
者很坦然，就是别人有钱了，你怎么去看这件事，你也去挣就是了。
韩寒：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批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会先想一想，假设我是那个人，我是不是也会
那样去做，如果我不会，好，那我再去批评他，如果我也会那么做，我就不能这么去批评他，因为那
样的话就说明我心里有妒忌的成分在里面，或者有不舒服的成分在里面，你凭什么这样啊是吧⋯⋯其
实我还真的不是这样一个人，因为前两天还有⋯⋯也不好说这事⋯⋯前两天还有媒体给我打电话，说
郭敬明被《纽约时报》评为“中国最成功的作家”，问我怎么想。
陈丹青：找一个人撩你说话。
韩寒：对，我只能说我无所谓，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不方便说，我说了以后人家肯定会觉得我心理不平
衡，其实根本就（无所谓）⋯⋯你看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在那里辱华，大家都觉得
它是在那里辱华，因为CNN说中国人是呆子、暴徒，其实人家评郭敬明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我觉得
这也是在辱华。
陈丹青：一回事。
韩寒：但我不能这么说，我这么说人家肯定会觉得我是心里不舒服。
陈丹青：可能他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韩寒：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不说，像有些问题，你说了人家会误会，会认为你是在妒忌，所以这种事情
我是不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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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对这个时代满意吗?》编辑推荐：分享思想。
这里是声音的广场。
70后、80后乃至90后的新秀们，与主流名人对话，在交锋中展示精英立场和草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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