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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精神的封闭》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
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
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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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伦·布卢姆（1930-1992），美国思想家、政治哲学家及翻译家，195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
学位。
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多伦多大学，后回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
授。
著作有《莎士比亚的政治学》（1981）、《巨人与侏儒》（1990）、《爱与友爱》（1993）等，译著
包括卢梭的《爱弥尔》（1979）及柏拉图的《理想国》（199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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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索尔·贝娄）前言导言：我们的美德卷一：大学生白板典籍音乐关系卷二：虚无主义，美国的风
格德国思想的联系两次革命和两种自然状态自我创造力文化价值左翼的尼采化或尼采的左翼化我们的
无知卷三：大学从苏格拉底的申辩到海德格尔的就职演说六十年代学生与大学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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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
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
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
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
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
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
场。
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
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
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
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
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
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
朋友那样。
⋯⋯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
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
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
⋯⋯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
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
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
”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
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
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
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
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
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
人都已放弃的自我”。
“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
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
⋯⋯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
，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
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
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
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
个人的内心深处。
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
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
”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
来。
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
（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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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
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
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
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
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
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
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
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
⋯⋯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
⋯⋯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
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
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
。
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
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
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
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
怎样一个人。
”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
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
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
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
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
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
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
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
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
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
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
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
录》和列宁的《怎么办？
》。
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
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
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
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
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
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
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
。
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
，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
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
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精神的封闭>>

的美国。
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
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
。
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
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
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
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
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
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
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
”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
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
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
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
能越来越难读。
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
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
。
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
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
“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
”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
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
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
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
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
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
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
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
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
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
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
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
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
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
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
。
”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
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
”《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
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
得不胜其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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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
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
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
游戏。
”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
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
理，等等。
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
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
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
是多么有限。
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
、女人和家庭呢？
），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
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
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
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
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
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
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
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
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
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
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
，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
的立法者和导师。
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
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
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
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
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
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
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
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
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
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
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
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
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
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
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
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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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
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
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
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
”的逆流之中。
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
的作用。
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
“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
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
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
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
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
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
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
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
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
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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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附冯克利先生《南方周末》书评　　冯克利：以古典情怀针砭现代性的困局——评布卢姆《美国
精神的封闭》　　　按我的经验，若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能大谈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甚至福楼
拜，不管他说的是否在理，一定比那些只会跟着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或洛克学舌的先生更受追捧。
原因自不待言，他能戳到人的灵魂，而在霍布斯或洛克等人看来，现代政治是不应摆弄灵魂的，这是
个很麻烦的东西，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
　　所以，1988年的美国文化界发生过一件怪事。
在北卡罗莱纳大学一次讨论大学文科教育前景的学术会议上，衣冠楚楚的学者们一反平日这种场合应
有的礼数，个个怒气冲天，就像到麦加朝圣的人踏上了驱邪桥，一起把石头扔向恶魔。
那个成了众矢之的人，便是在芝加哥大学多年讲授政治经典的艾兰?布鲁姆，他头年出了一本叫做《美
国精神的封闭》（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书，专门讨论当代美国人的“灵魂
”。
他端起火力十足的排枪，对美国文化的主流人群喜爱的东西，几乎一个也没放过。
好在天真的美国人很愿意听听高人如何骂自己，所以这本并不太通俗书面世后，居然能创下销售75万
册的佳绩，荣登《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的排行榜。
　　看一下被布教授纳入火力范围的东西，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会触犯众怒了：文化多元化，政治世俗
化和权利化，女权运动，价值选择和自我肯定，乐观主义，平等精神、性解放和摇滚乐，讲求理性以
及促进种族和谐的努力等等，甚至包括宽容。
布鲁姆对这些东西摆出的姿态就像京戏里的脸谱，让人一眼即可看出属于哪个行当；原因似乎也很简
单：他本人喜欢的东西，在那些劳什子里一概阙如。
我们外人眼里活力四射的美国文化，在他看来简直已经病入膏肓。
至于他到底喜欢什么，却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说的清楚。
　　古典品味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布鲁姆的古典素养十分了得。
我们这里一些提倡“读经”者想必乐意把他引为同道。
不过，他虽然对希腊罗马和启蒙运动前后的经典文献烂熟于心，却不是个不知魏晋的学究。
此书能够风靡一时，端赖他还有着不为一般大学者具备的特殊本领。
他能用一只眼瞅着经籍，另一只眼紧盯身边的文化潮流，所以我们可以把他称为一个目光敏锐的文化
保守主义者。
他讲述的很多内容虽属老旧，却都是在为现时代把脉，与眼下的文化生态紧紧钩连在一起。
不消说，他也最易犯下这一路保守派常有的毛病：喜欢拿古人最好的东西来跟现时代的乌七八糟加以
比照。
　　在谈到现代性的症结时，布鲁姆的立场是很明确的。
洛克把权利观教给了美国人，斯密让他们知道了如何利用权利积攒财富，但彼时的“权利”（rights）
中蕴含的“自然正义”（Natural Right）却被遗忘了。
西谚有云，“能力不济，谈何义务”（ultra posse nemo obligatur），既然自然没有赋予人达于至善的能
力，我们便常以此开脱自己。
可是在布鲁姆看来“自然”有着全然不同的面貌，它是本然为善的，贯穿于人生的方方面面，只是世
人不再想倾听它的教诲了；我们并非没有能力，而是丧失了培养这种能力的勇气。
于是便有了对罗尔斯的苛评：他不过是个价值相对论的应声虫，《正义论》“促请人们不要蔑视任何
人，物理学家或诗人不可轻看一生蝇营狗苟或从事轻薄下贱活动的人。
”这种蠢话意味着不应“寻找本然之善，就算找到了也不应推崇”。
能从罗尔斯读出这种结论，未免有些意气用事。
实际上，对于大法官霍姆斯、杜威、贝克尔和罗尔斯等人，布鲁姆一概嗤之以鼻，因为他们都想把整
全的美德赶出政治和法律大卖场。
这不免使人对于应否严肃看待作者打个问号。
为了理解布鲁姆何以有如此偏执的立场，你必须猜测他还有更深层的理由，而那是现代人一向拙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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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
　　正是由于这个更深层的理由，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何会对他所推崇的那些思想家受到的批判只字
不提，浑然不觉地畅游于古典文献的内在紧张之中。
柏拉图玩的是乌托邦这把火，但他也比当代大学生更清楚何为性爱，甚至讲起娈童癖也比今天的同性
恋更高明。
阿里斯托芬嘲笑苏格拉底，但他也讥讽对肛门的理性研究。
卢梭、尼采和韦伯既是现代性的大宗师，又是它的颠覆者，因为他们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只是改起来
力不从心。
苏联的制度是邪恶的，但“古希腊的新鲜空气”散发着“强健的道德和美学”气息，为建立公社提供
着不竭的动力。
建国之父们为美国人确立了宏大高远的立国原则，但他们对人性中阴暗一面的警悚在布鲁姆笔下却消
失得无影无踪。
通观全书，布鲁姆始终表现出一种营造“严肃生活”的高超能力，但常让人搞不准他是赞成还是反对
一个作者。
这种暧昧的态度，在对德国哲学的描述中（见卷二“虚无主义”）表现得尤其明显。
当然，我们也不必苛责于布鲁姆，毕竟他所讨论的很多思想，本来就是在是是非非之间犬牙交错的。
但我还是觉得，他似乎执意要把那些贤哲放在另一个善恶平台上，他们就算犯错，就算放荡，就算荒
唐，就算游戏人生，也不跟我们在一个层次上。
不守妇道的包法利夫人是不能跟克莱默的老婆同日而语的，前者能从一个糟老头脸上看出旧制度的辉
煌，后者只是想逃出去爽一把而已。
以此推测，布鲁姆厌恶现代社会的那个更深层的理由，也许可以归结为：肤浅的当代自由失去了古典
品味。
　　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他对现代人的指责全是意气用事的发泄。
他这样说是有相当多的实景观察作依据的。
他虽然戴着古典的有色眼镜，对美国当代文化，尤其是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却有细致入微的观察
，所以他才会踌躇满志，自诩此书为“发自前线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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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
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
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
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
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1987年该书的出版在美国构成了一个轰动性的事件，除了盘踞畅销书榜首长
达一年之久外，在学术界内的影响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几乎整个学术界与知识界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中，论战激烈程度堪称南北战争以来所罕见
。
 该书虽然表面上谈论的是美国的大学教育与青年状况，但实际上却涉及到对美国和西方文明的整体性
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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