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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目录所涉人物从陈丹青、余秋雨到黄苗子、文怀沙，大多是文化人物。
可怪的是，当今天下，不管是朝堂上一名玩“躲猫猫”的衙役，还是山野里的一介玩“纸老虎”的村
夫，不管是德艺双馨的文艺界人士，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房产商人，朝堂内外，城乡山野，一派“
二”姿烂漫。
当此“二”时代，或曰装“二”时代，不管它的形容多么猥琐，总是靠近了真相，真相不管如何丑陋
，还是要努力地盯视，千万不要别过脸去。
潘采夫努力忍住恶心，为我们画了一幅“二时代行乐图”。
有心人不妨按图索骥，将暗藏在时代心脏中的魔鬼仔细打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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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采夫：原名李耀军，河南濮阳人，1976年生于小濮州村，毕业于郑州大学，曾供职于《河南日报》
、《青年时讯》、财讯传媒等处，现为新京报编辑。
在《新京报》、《广州日报》《旅伴》、《time out》等媒体开设各种杂碎专栏。
业余客串电台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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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也是弱势群体姜昆：大佬怎样把自己混过去金庸：金庸有点冤李阳：圣教主李阳李敖：还记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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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还是官家饭张艺谋：张艺谋与知识分子的恩怨情仇张悦然：听张悦然歌唱“70后”赵本山：赵本
山是不是文化英雄第二辑：阅世百家讲坛：这一夜，学者说相声曹操墓：说曹操，曹操就盗春晚：投
给春晚的一张弹劾票封杀：封杀也需要技术含量粉丝：这个疯子给瞎子领路的时代国学大师：论国学
大师的物种起源红学家：红学家在“新红楼”演的什么角色祭祖：六亿神州尽舜尧建国大业：九月的
光荣与愤怒两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提案鲁迅：让他们赞美去，我一个都不宽恕鲁迅文学奖：文
学不该“听妈妈的话”论语：论语故事新编鸟巢：让鸟巢变雀巢人艺：谁断了人艺的香火实话实说：
官话文化与实话文化四合院：一座院子的轮回伪作家：再谈空头文学家文化宣言：宣言小史文坛：文
坛板块学说西南联大：怀旧热与愧对病西门庆故里：抢祖宗的政治游戏相声：请给相声小品松绑相声
：相声门没有明天选秀：德艺双馨的孩子怎么选赈灾：这里的作家静悄悄主旋律：主旋律的进化论作
家榜：作家群，群作家作协：文坛招安录作协主席：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主席第三辑：批书 《幸福了吗
》：你在哪个服务区？
 《小规模荡气回肠》：站的更高，尿的更远《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的历史非常道《找寻真实的蒋
介石1》：历史的迷雾是容易拨开的吗？
《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的“阴谋”                      《何枝可依》：李零为什么这样拽《李泽厚近年答
问录》：寂寞是一种气度《李宗吾新传》：被误读与被冷落的李宗吾《《人生的艺术——梁漱溟论述
集》：梁漱溟为什么这样红《人生不过如此》：林语堂不过如此？
《非常病人》：领袖们的大头病《论语心得》：像卖脑白金一样卖《论语》《五十年代的尘埃》：失
去精神家园的知识人《挽联中的近代名人》：自是风流高格调《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评介》：寻找失落
的小学语文《中国站起来》：摩罗的转身有点猛《中国站起来》：洗脑快乐，祝你快乐《人权报道白
皮书》：我们的人权白皮书《知道》：思想二道贩子《王蒙自传》：三分可爱，七分可疑《听我们的
女儿谈话》：和我的女儿谈王朔《致女儿书》：听王朔讲育儿经《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国的
样板戏《定西孤儿院纪事》：苦难相处流传《定西孤儿院纪事》致敬词  《认得几个字》：几个字里
有我们的文化 《张学良口述实录》：风流少帅与风骚史家《明朝政局的三角恋》：一人之下，众生平
等《中国不高兴》：不高兴先生与盗版华山论剑《范曾自述》：一个特别景仰自己的人《城门开》：
身在故乡为异客《沉浮与枯荣》：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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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郭德纲　　郭德纲小评传　　郭德纲的半辈子，比一个普通相声艺人的几辈子都要复杂。
他这三十几年可用两段话来描述：出身寒微，从小学艺，拜入师门，又被逐出师门，天津卫混不下去
了，一咬牙闯荡京城，尝尽人间白眼，苦熬出一个德云社，依靠精湛手艺和青皮气质，打拼出一方天
地，开始走上中兴之路。
　　但造化捧人，它也弄人，郭德纲成了郭员外，就有点势大力沉，顺手给自己圈了个后院，家丁还
打了记者。
打人不重要，郭德纲把记者当妓女，并大骂BTV，彻底触犯了媒体潜规则，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这
比打人是更深刻的冒犯。
所以郭德纲成了三俗，郭德纲下课了，郭德纲关门了，郭德纲下架了，郭德纲道歉了⋯⋯..虽然现在
等来平反，说郭德纲不是真三俗，郭德纲也趁势复出，票房依旧火爆，但经此一役，郭德纲威势大减
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说我是看着郭德纲长大的。
　　这句话不是砸挂，我指的是眼看着他长成大腕。
他天津的事我不知道，他跟师傅的恩怨，他是不是犯了经济错误，那是天津人去研究的事。
我关注的，是卫嘴子进京之后的奇遇。
　　郭德纲最美的时光，是在三四年前，他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还是德云社里那个穿着长衫体态微
丰的相声艺人。
他在台上横扫千军，砸挂一切，什么央视、汪洋、姜昆、春晚，反正他嘴下不死无名之辈。
他在台上说得入港，“钢丝”们在台下带着微醺拖出长长的“噫”声。
　　《论五十年相声之怪现状》、《我这一辈子》、《我要上春晚》，《我要反三俗》《西征梦》，
郭德纲所有叫得响的相声段子，都是在那一时期出现的。
可别小看这几段，这是新千年里中国相声唯一的收成。
　　在那个时候，一批青年才俊跟着他走。
那个时候的郭，确实有相声大师的雏形，他远离央视，嘲笑歌颂相声，调侃主流意识形态，疾呼让相
声回到剧场，很多神圣的虚伪的事物，都在他的讽刺中变得可笑。
用王朔的话说，他是站在人民这头的。
那时候他正遭到正统相声界的打压，我负责的评论版，曾一年之内发表近二十篇支持郭德纲的评论，
一直评到“藏秘排油”为止。
　　郭德纲越来越火了，天价相声，上电视，当主持，演电影，开铺子，他的名字飞进了千家万户，
他成功地摆脱了弱势与贫困。
但奇怪的是，在这个星火燎原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故事里，不少资深粉丝离去了。
　　如今，当年跟着他走的意见领袖已绝口不提往事，我猜他们深以为耻，不是因为郭德纲被封了，
而是因为郭德纲的“变节”。
郭德纲后来在徒弟打人事件中应对失措，举步维艰，跟身边没高人有关系。
试想，如果有史航、袁鸿、老六、水晶、陈晓卿等文化达人的指点，那绝对是另一番天地。
但他们早就与他分道了，竖子不足与谋。
　　革命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路线有了分歧。
很多人期待，郭德纲大师的诞生，能让传统相声的春天到来，能横扫各路伪相声，能战胜某种腐朽的
文化。
不幸的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所托非人，郭德纲自有他的理想，这个人根本不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
　　郭德纲是一个有霸气的人，他彪悍的人生不需要别人解释，他就是要为自己活着。
于是，一个成功人士该有的，他都统统超额实现了。
他还给自己的别墅圈了座后花园，成了一个员外，还有护院的家丁。
一个卫嘴子，终于在京城混出了人样子。
　　他活出了真我，却也失去了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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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来越油光满面，一个艺人失去他批判的刀子，太成功了，他都不好意思再批判了。
大家开始怀念他从前的相声，这才红了几年呢？
　　郭德纲骨子里是个老派人，他有深厚的传统艺人的底色。
对江湖道义烂熟于心，并且在创业时期将其运用得得心应手。
对德云社是这样，对侯耀华是这样，对徐德亮这样，BTV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小世界的主宰。
但当他遭遇了业主委员会，遭遇了记者采访，遭遇了官家的宣传机器，现代法律和中国政治，这个陌
生的世界让他有些发蒙。
　　于是，何云伟李菁退出了，德云社关门停业了，弟子进去了，书和音像制品都下架了，郭德纲傻
了。
打了一个记者，骂了句记不如鸡，竟然引发了惊天连锁反应。
他在喜马拉雅山下骂了句娘，没想到引起了雪崩。
自己怎么就下架了？
还有没有天理？
政治，尤其中国政治，这回事，他可能理解不了。
　　BTV一战输得属于完败，和媒体的关系那么脆弱，找不到有关部门灭火，上头连个递话的都没有
，在官场两眼一抹黑，郭德纲应该发现了，在京城，一点点虚火根本算不上站稳脚跟。
卫嘴子混北京，难呐！
　　郭德纲一直以来是以相声江湖的规矩行事，如泼皮不要命，仗义出头，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走
的是忠孝信义的路线。
但遇到现代法律和政治势力，就两眼摸黑一脸茫然，左支右绌狼狈不堪。
他有小聪明而不懂大势，有小勇力而不知进退，还是一传统艺人的底子，所以能纵横于底层而不能游
刃于大棋局。
　　郭德纲的不智在于，他既想在现实世界里成功，又想保持他的狂野的姿态。
不跟官家合作，不跟曲协联手，不向BTV低头，要在他的小一统里称王。
既不受委屈，又不昧良心，还年年丰收，他太天真了。
事实证明，没有哪一块地盘是他自己的。
　　现在总算复演了，郭德纲接受一轮媒体采访，表达了洗心革面的决心，狠斗私字一闪念，说自己
终于长大了。
身子放得那个低，尘埃不见郭德纲。
总算表态过关了，但德云社没有消停下来。
郭德纲开完遵义会议后开始了战略调整，收缩战线，回到剧场，说相声是正事。
跟徒弟们也签了长约。
他对何云伟李菁仍然很有看法，大弟子出走，毕竟是件闹心的事。
郭德纲对此事的反思是，只怪平日太面慈心软，换得别人以怨报德。
这个反思相当不靠谱，也许会埋有祸根，但愿别成了“郭德纲掰棒子——红一个扔一个”。
　　郭德纲有两个诤友，一个是BTV，一个是姜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两个。
这样郭德纲做事之前，都要先想一想BTV会不会搞自己，这是多好的一位诤友啊。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姜昆为鉴，可以知兴替，以BTV为鉴，可以知三俗。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这些迭荡不平但又不是摧毁性的经历，对一个有天分的艺术家，应该是一
份珍贵的财富。
当郭德纲真正过完他的一辈子，如果能写一则相声《我这一辈子》，也许才是他最好的作品。
而一帮白发老头坐在德云社里面听，那场面应该相当和谐。
　　2010年9月　　海子　　一个春暖花开的神话　　20年前的3月26日凌晨，一个瘦弱的青年在山海
关卧轨自杀，那一天是他的25生日。
20年后的今天，他的诗集悄悄地超过舒婷、顾城、汪国真、席慕容，在大小书店里长盛不衰；诗人们
聚集在大学校园，对文学青年们讲着关于他的故事，讲他的爱情、西藏、气功；人们说他的死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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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时代的终结；他的家乡，据说有了海子故居。
他本人，长眠在一个什么地方。
　　一个永远25岁的诗人，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一个神话，但对于“被神话”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
过。
很多人认同“伟大诗人说”，认同“诗歌时代终结”说，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些，认为任何的神话都是
一种异化与歪曲，都会对海子诗歌造成遮蔽，都是对海子的亵渎。
我对海子是否应该被神话兴趣不大，我感兴趣的是，海子是如何成为一个神话的？
　　自杀是诗人的勋章，海子非同寻常的死，最后陪伴着他的《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以及
他那伤感的爱情，都是神化一个人的漂亮元素，但是，最核心的推动力，当然是他处的那个时代。
　　20年前的3月，你可以尽情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白衣飘飘，以笔为旗，以梦为马，八十年
代的狂飙突进与思想狂欢，在那一年里达到沸点。
然后一切安静了，九十年代开始了。
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就像被谁按下了快门，匆匆闪到了一个世俗的、物欲的年代，中国开始了他远
离乡土中国的进程，田园与村庄的衰败正在到来。
　　海子，这个上天赐给人们的符号，正站在两个世纪的交叉点上。
一个神秘的巧合是，他的诗歌永远在歌唱故乡，田野、麦子、天空、村庄成了一个个音符，他诗歌里
的神秘与忧伤，与农业社会的气质融为一体。
这样一个诗人，在那样一个时代的节骨眼上抛弃生命，于是，他无可避免地成为80年代诗歌热潮与浪
漫主义的标志。
人们通过怀念海子，通过海子的诗，来表达对一个已逝年代的留恋，以及对一个正在衰亡的农业文明
的凭吊。
　　古往今来的人物，有几人能有这样的机遇？
清末的梁巨川、王国维，以死亡完成了对一个文明的送别，他们被写进了思想史。
其实，海子和他们的命运是一样的，他们都在历史的路口，亲手给自己埋下了墓碑，他们成了时代的
路标。
　　如此看来，海子的被“过度阐释”，被成为神话，实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同样是死亡，紧随他遽然去世的骆一禾、在小岛上自我毁灭的顾城，都没得到这样的地位，也就很容
易理解了。
　　有些诗人对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成为楼盘广告而愤怒，其实没有必要，成为一个象征
，必然要被符号化，被世俗化，被庸俗化。
当商人像小摊贩卖格瓦拉一样卖起了“面朝大海”，正意味着海子已正式进入了文化史。
　　在历史的长河里，又有多少人有机会留下一两个的符号，来供后人解读和解读之解读呢？
　　2009年3月　　浩然　　怀念文学史上的“坏作家”　　陈冠希经过“艳照门”的疯狂洗礼终于公
开道歉，香港“开心果”肥肥经过漫长的挣扎之后挥手告别，法国新小说运动的旗手罗伯—格里耶去
世。
还有，一个早被人们遗忘的作家悄悄地去了。
　　“艳照门”堪称娱乐界的奥运会，而肥肥已成为一部死亡真人秀。
所以罗伯—格里耶死得有点不是时候，要不是艳照和开心果，这位墙里开花香到中国的法国作家，本
可以成为中国文青的一个盛大节日。
尽管如此，纪念的阵势依然不小，报纸纷纷辟出大幅版面，携先锋作家、文学壮年以及各路评论家，
向这位谁也读不懂的小说家致敬。
并津津乐道于他的晚年作品——一部描写变态性爱的小说，还大胆推理出罗伯—格里耶的性缺陷。
但是，多少人读过他的书呢？
　　没读过书没关系，死亡是一场秀，无论你死得牛逼还是庸俗，只要你足够有名，足够有戏，你的
死亡都会被塑造成一场狂欢节。
　　但浩然的死显然没有，他被淡忘了。
也有媒体报道，但大多有点漫不经心，只提他写了两部高大全的小说，他曾跟着江青走等等，一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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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当代文学史的调子。
谁让他是被批倒的一个人呢。
文革结束了吗？
所有当年文革的受益者，事后都同样遭受了文革式的待遇。
在一些人眼里，浩然这个名字，在现代文学史上已被定了性，是个“坏人”。
　　我对浩然的去世有些难过，小时候看过他的小说《金光大道》，在大人的旧书堆里翻出来，没觉
出好来，可能小孩子理解不了。
但我确实吃过浩然的“文学乳汁”，五六年级或者初中时，我们当地的人民广播电台还算红火，还没
开始播性病广告，都是“剪裁绣花哪里去，三路到管城”的致富信息。
我喜欢听广播剧，完整地听完了一部《田家庄的变迁》（也许不是这个名字，记忆不准了），由浩然
的小说《苍生》改编。
说的是我熟悉的农村，里面的田保根、田留根很像我的邻居。
里面没有政治，有的是一家农村人的个人史，那是我听《白眉大侠》之前最好的收听享受。
上世界80年代以后，浩然住在河北三河，办了一本《苍生文学》杂志，开始为业余文学爱好者做义工
。
帮作者改稿子推荐发表，为71岁的农民出版长篇小说，用十年时间出版《三河泥土文学丛书》。
患了半身不遂之后还帮农民作者改稿。
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但这些事情让我很感动。
还是我家乡那个人民广播电台，我上初中时，电台还有一个文学节目，主持人是位残疾人，普通话很
乡土，每次节目都朗读很多农村文学作者的来稿。
他总是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节目里，主持人和那些的农村文学青年总是互相感谢，互相鼓舞，很有理想，也很励志，给我
留下了磨不灭的记忆。
我对文学还有一些兴趣，应该跟他们的启蒙有关。
浩然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他和那位常把自己读哭的主持人，曾给过追逐文学梦的青年农民多少鼓舞
，点滴改变过多少苦恼人的人生观甚至人生，我一点也不敢低估。
　　受过谁的恩，就念谁的好，管他是文学史上的好人还是坏人。
我怀念这位被遗弃的作家，而不是罗伯—格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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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潘采夫的《贰时代》是抛给这时代的飞吻，挤给这国度的媚眼。
在这本二书中，潘采夫用很二的文字，记录了那些子不屑语的怪力乱神，从一个侧面证明：这千真万
确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也当之无愧是一个疯子给瞎子领路的时代。
 ——程益中 刀刀见血，给当下中国带来一面镜子。
打破镜子，每个碎片里都是中国，遍地二人下夕烟。
 王小山 2006年在《新京报》读了潘采夫的文章，之后就跑到“小树林”抢沙发，四年下来，成了他“
惟一的粉丝”。
《贰时代》是本好集子，幽默、犀利、有趣、有情怀，实乃人民群众提神解乏壮阳保健必备之良药。
作为粉丝，有句批评的话：这么好的文笔，不写小说，白瞎你这个人儿了。
 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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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幅二时代行乐图，一部新牛鬼蛇神录。
它描绘了一个真相暴露的年代，面具扯下的年代，常识成为共识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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