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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杂文随笔集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涉及知识分子的处境及思考，社会道德伦理，文化论
争，国学与新儒家，民族主义等问题；包括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出来的各种真知灼见，涉及科学与邪道
，女权主义等；包括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评论，涉及性问题，生育问题，同性恋问题，社会研究的伦理
问题和方法问题等；包括创作谈和文论，如写作的动机，作者的师承，作者对小说艺术的看法，作者
对文体格调的看法，对影视的看法等；包括少量的书评，其中既有对文学经典的评论，也有对当代作
家作品的一些看法；最后，还包括一些域外生活的杂感以及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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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小波，一代著名作家，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声名广播。
自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去世后，他的作品几为全部出版。
评论、纪念文章大量涌现，出现了“王小波热”的文化现象。
出版作品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
、《黑铁时代》、（地久天长》；纪念、评论集有：《浪漫骑士》、《不再沉默》、《王小波画传》
。
一个严肃作家在死后两年时间里，如此地被人们阅读、关注、讨论，应该说是十分罕见的，其中所蕴
涵的文化意义是非常丰富的，而它所透露出来的一个基本信息就是，王小波为许许多多的人们深深地
喜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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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沉默的大多数思维的乐趣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知识分子的不幸花刺子模信使问题积极的结论跳出
手掌心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论战与道德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极端体验我看
国学智慧与国学理想国与哲人王救世情结与白日梦百姓，洋人，官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对中
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人性的逆转优越感种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肚子里的战争一只特立独行的
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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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想国与哲人王罗素先生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时说，这篇作品有一个蓝本，是斯巴达和它的立法
者莱库格斯。
我以为，对于柏拉图来说，这是一道绝命杀手。
假如《理想国》没有蓝本，起码柏拉图的想象力值得佩服。
现在我们只好去佩服莱库格斯，但他是个传说人物，真有假有尚存疑问。
由此所得的结论是：《理想国》和它的作者都不值得佩服。
当然，到底罗素先生有没有这样阴毒，还可以存疑。
罗素又说，无数青年读了这类著作，燃烧起雄心，要做一个莱库格斯或者哲人王。
只可惜，对权势的爱好，使人一再误入歧途。
顺便说一句，在理想国里，是由哲学家来治国的。
倘若是巫师来治国，那些青年就要想做巫师王了。
我很喜欢这个论点。
我哥哥有一位同学，他在“文化革命”里读了几本哲学书，就穿上了一件蓝布大褂，手里掂着红蓝铅
笔，在屋里踱来踱去，看着墙上一幅世界地图，考虑起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了。
这位兄长大概是想要做世界的哲人王，很显然，他是误入歧途了，因为没听说有哪个中国人做了全世
界的哲人王。
 　　自柏拉图以降，即便不提哲人王，起码也有不少西方知识分子想当莱库格斯。
这就是说，想要设计一整套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让大家在其中幸福地生活；其中最有名的设计
，大概要算摩尔爵士的《乌托邦》。
罗素先生对《乌托邦》的评价也很低，主要是讨厌那些繁琐的规定。
罗素以为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把什么都规定了就无幸福可言。
作为经历了某种“乌托邦”的人，我认为这个罪状太过轻微。
因为在乌托邦内，对什么是幸福都有规定，比如：“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
在乌托邦里，很难找到感觉自己不幸福的人，大伙只是傻愣愣的，感觉不大自在。
以我个人为例，假如在七十年代，我能说出罗素先生那样充满了智慧的话语，那我对自己的智力状况
就很满意，不再抱怨什么。
实际上，我除了活着怪没劲之外，什么都说不出来。
 　　本文的主旨不是劝人不要做莱库格斯或哲人王。
照我看，这是个兴趣问题，劝也是没有用的。
有些人喜欢这种角色，比如说，我哥哥的那位同学；有人不喜欢这种角色，比如说，我。
这是两种不同的人。
这两类人凑在一起时，就会起一种很特别的分歧。
据说，人脖子上有一道纹路，旧时刽子手砍人，就从这里下刀，可以干净利索地切下脑袋。
出于职业习惯，刽子手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要打量他脖子上的纹，想象这个活怎么来做；而被打量的
人总是觉得不舒服。
我认为，对于敬业的刽子手，提倡出门时戴个墨镜是恰当的，但这已是题外之语。
想象几个刽子手在一起互相打量，虽然是很有趣的图景，但不大可能发生，因为谢天谢地，干这行的
人绝不会有这么多。
我想用刽子手比喻喜欢、并且想当哲人王的人，用被打量的人比喻不喜欢而且反对哲人王的人。
这个例子虽然有点不合适，但我也想不到更好的例子。
另外，我是写小说的，我的风格是黑色幽默，所以我不觉得举这个例子很不恰当。
举这个例子不是想表示我对哲人王深恶痛绝，而是想说明一下“被打量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众所周知，哲人王降临人世，是要带来一套新的价值观、伦理准则和生活方式。
假如他来了的话，我就没有理由想象自己可以置身于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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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我要发生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而要变成个什么，自己却一无所知。
如果说还有比死更可怕的事，恐怕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原故，知道有人想当哲人王，我就觉得自己被打量着。
 　　我知道，这哲人王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他必须是品格高洁之士，而且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在此我举中国古代的哲人王为例——这只是为了举例方便，毫无影射之意——孔子是圣人，也很有学
问。
夏礼、周礼他老人家都能言之。
但假如他来打量我，我就要抱怨说：甭管您会什么礼，千万别来打量我。
再举孟子为例，他老人家善养浩然之气，显然是品行高洁，但我也要抱怨道：您养正气是您的事，打
量我干什么？
这两位老人家的学养再好，总不能构成侵犯我的理由。
特别是，假如学养的目的是要打量人的话，我对这种学养的性质是很有看法的。
比方说，朱熹老夫子格物、致知，最后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因为本人不姓朱，还可以免于被齐，被治和被平总是免不了的。
假如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生活就是很不安全的。
很可能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有一位我全然不认识的先生在努力地格、致，只要他功夫到家，不管我乐
意不乐意，也不管他打算怎样下手，我都要被治和平，而且根本不知自己会被修理成什么模样。
 　　就我所知，哲人王对人类的打算都在伦理道德方面。
倘若他能在物质生活方面替我们打算周到，我倒会更喜欢他。
假如能做到，他也不会被称为哲人王，而会被称为科学狂人。
实际上，自从有了真正的科学，科学家表现得非常本分。
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就是教人本分的学问，所以根本就没出过这种狂人。
至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就不敢这么说。
起码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叫做“学而优则仕”，当然，若说学了它就会打量人，可能有点过分；但一
听说它又出现了新的变种，我就有点紧张。
国学主张学以致用，用在谁身上，可以不问自明——当然，这又是题外之语。
 　　至于题内之语，还是我们为什么要怕哲人王的打量。
照我看来，此君的可怕之处首先在于他的宏伟志向：人家考虑的问题是人类的未来，而我们只是人类
的几十亿分之一，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
《水浒传》的牢头禁子常对管下人犯说：你这厮只是俺手上的一个行货⋯⋯一想到哲人王，我心中难
免有种行货感。
顺便说一句，有些话只有哲人才能说得出来，比如尼采说：到女人那里去不要忘了带上鞭子。
我要替女人说上一句：我们招谁惹谁了。
至于这类疯话气派很大，我倒是承认的。
总的来说，哲人王藐视人类，比牢头禁子有过之无不及。
主张信任哲人王的人会说：只有藐视人类的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利益。
我又要说：只有这种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祸害。
从常理来说，倘若有人把你当做了nothing，你又怎能信任他们？
 　　哲人王的又一可怕之处，在于他的学问。
在现代社会里，人人都有不懂的学问，科学上的结论不足以使人恐惧，因为这种结论是有证据和推导
过程的，对于有理性的人，这些说法是你迟早会同意的那一种。
而哲学上的结论就大不相同，有的结论你抵死也不会同意，因为既没有证据也没有推导，哲人王本人
就是证明，而结论本身又往往非常的严重。
举例来说，尼采先生的结论对一切非受虐狂的女性就很严重；就这句话而论，我倒希望他能活过来，
说一句“我是开个玩笑”，然后再死掉。
当然，我也盼着中国古代的圣人活过来，把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话收回一些。
 　　我说哲人王的学问可怕，丝毫也不意味着对哲学的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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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不独有趣，还足以启迪智慧，“文化革命”里工农兵学哲学时说：哲学就是聪明学，我以为并不
过分。
若以为哲学里种种结论可以搬到生活里使用，恐怕就不尽然。
下乡时常听老乡抱怨说：学了聪明学反而更笨，连地都不会种了。
至于可以使人成王的哲学，我认为它可以使王者更聪明，老百姓更笨。
罗素是个哲学家，他说：真正的伦理准则把人人同等看待。
很显然，他的哲学不能使人成王。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像这样的哲学就能使人（首先是自己）成王。
孔丘先生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子子孙孙都是衍圣公，他老人家果然成了个哲人王。
 　　时值今日，还有人盼着出个哲人王，给他设计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好到其中去生活；因此就有
人乐于做哲人王，只可惜这些现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么好东西，人民圣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
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
至于我自己，总觉得生活的准则。
伦理的基础，都该是些可以自明的东西。
假如有未明之处，我也盼望学者贤明的意见，只是这些学者应该像科学上的前辈那样以理服人，或者
像苏格拉底那样，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
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样讲出些晦涩、偏执的怪理，或者指天划地、口沫飞溅地做出若干武断的规定，那
还不如让我自己多想想的好。
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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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理想国与哲人王》是王小波杂文的精编，同时收录了他与爱人李银河恋爱时期的部分情书。
作家祝勇先生说：王小波的杂文大多涉及文化状态与知识分子命运，自然少不了尴尬与苦涩，所以读
王小波杂文，是不能笑笑就了事的。
他的幽默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秘幽黑的洞口，是浅尝辄止还是深入其中，就全看我们个人的兴趣了。
    王小波的幽默，点到为止，却是一枚余味无穷的橄榄，常嚼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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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想国与哲人王》(新版)作者王小波似乎就不那么看重写杂文，或者说他不把写杂文也看作是一种
艺术活动，尽管他的杂文写得很漂亮。
按他的看法，“杂文无非是讲理，你看理在哪里，径直一讲就可。
”他甚至觉得“把理讲好”不是什么长处，而是一种“劣根性”。
他写杂文的动机不是出于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冲动，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王小波原本可以不写杂文，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不会放弃写小说。
指出这点区别，不仅对于理解王小波的生活态度与艺术见解，而且对于理解他的小说作品和杂文作品
都是很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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