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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沉默的大多数》作者王小波，他所虚构的艺术之美，以及他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批评所传播的自
由主义理念，已经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和思想宝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小波批评的对象有些还活得好好
的。
而到今天，这些话语、这些思想仍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
我们从王小波的长盛不衰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播还任重而道远。
王小波的作品一直盛行不衰，王小波的小说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创造出属于他的美，这美就像一束强光
，刺穿了时间的阻隔，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刚刚开始识字读书的青年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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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小波，当代著名学者、作家。
1952年5月13日出生于北京，1968年去云南插队，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商品学专业。
1984年至1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
辞职专事写作。
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后辞职专事写作。
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
王小波无论为人，为文都颇有特立独行的意味，其作品别具一格，深具批判精神，被人们广泛阅读、
关注、讨论并引发了场持久不衰的（王小波热），王小波荒诞不经的想象力和妙趣橫生的叙述方式一
定会赢得更多的会心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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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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猪椰子树与平等思想和害臊体验生活皇帝做习题拒绝恭维关于崇高谦卑学习班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
高考经历科学的美好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我看老三届我为什么要写作用一生来学习艺术我的精神
家园关于“媚雅”从Internet说起奸近杀欣赏经典我对小说的看法小说的艺术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
术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盖茨的紧身衣关于文体关于格调关于幽闭型小说文明与反讽长虫·草帽·
细高挑卡拉OK和驴鸣镇外国电影里的幽默电影·韭菜·旧报纸商业片与艺术片我对国产片的看法中
国为什么没有科幻片电脑特技与异化旧片重温为什么要老片新拍好人电影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有关爱
情片《祝你平安》与音乐电视承认的勇气明星与癫狂另一种文化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电视与电脑病毒
在美国左派家做客门前空地卖唱的人们打工经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北京风情文化的园地环境问题个
人尊严君子的尊严居住环境与尊严饮食卫生与尊严有关贫穷有关“伟大一族”有关“给点气氛”生活
和小说苏东坡与东坡肉驴和人的新寓言愚人节有感工作与人生《代价论》、乌托邦与圣贤摆脱童稚状
态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京片子与民族自尊心有关“错误的故事”洋鬼子与辜鸿铭与同性恋有关的伦
理问题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我看文化热文化之争弗洛伊德和受虐狂诚实与浮嚣迷信与邪门书生命科
学与骗术王朔的作品盛装舞步科学与邪道男人眼中的女性美对待知识的态度有与无虚伪与毫不利己海
明威的《老人与海》掩卷：《鱼王》读后萧伯纳的《巴巴拉少校》《血统》序《私人生活》与女性文
学从《赤彤丹朱》想到的域外杂谈·衣域外杂谈·食域外杂谈·住域外杂谈·行域外杂谈·盗贼域外
杂谈·农场域外杂谈-中国餐馆写给新的一年（1996年）写给新的一年（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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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沉默的大多数【一】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里，写了一个不肯长大的人。
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
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
这个故事太过神奇，但很有意思。
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
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
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
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
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
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
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
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中也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这样一个例子：他是前苏联的大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
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写自己的音乐，一声也不吭。
后来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忆录，并在每一页上都签了名，然后他就死掉了。
据我所知，回忆录的主要内容，就是谈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
阅读那本书时，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当然，当时我在沉默中。
把这本书借给一个话语圈子里的朋友去看，他却得不到任何的乐趣，还说这本书格调低下，气氛阴暗
。
那本书里有一段讲到了苏联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见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们之间都不说
话。
邻里之间起了争纷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别人烧水的壶里吐痰。
顺便说一句，苏联人盖过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卫生间、盥洗室和厨房，这就给吐痰提供了方
便。
我觉得有趣，是因为像萧斯塔科维奇那样的大音乐家，戴着夹鼻眼镜，留着山羊胡子，吐起痰来一定
多有不便。
可以想见，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镜，另一手护住胡子，探着头去吐。
假如就这样被人逮到揍上一顿，那就更有趣了。
其实萧斯塔科维奇长得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想象他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哈哈大笑。
我的朋友看了这一段就不笑，他以为这样吐痰动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
这使我不敢与他争辩——再争辩就要涉入某些话语的范畴，而这些话语，就是阴阳两界的分界线。
看过《铁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奥斯卡后来改变了他的决心，也长大了。
我现在已决定了要说话，这样我就不是小奥斯卡，而是大奥斯卡。
我现在当然能同意往别人的水壶里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
不过有些事继续发生在我身边，举个住楼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
楼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说道：同志，“五
讲四美”，请你注意。
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
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
够做他妈。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
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
还有一种更损的方式，不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图钉。
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胎时更困难。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沉默的大多数>>

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
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我不想教坏。
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
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
就以上面的例子来说，你要给人讲“五讲四美”，最好是戴上个红箍。
根据我对事实的了解，红箍还不大够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
“五讲四美”虽然是些好话，讲的时候最好有实力或者说是身份作为保证。
话说到这个地步，可以说说当年和朋友讨论萧斯塔科维奇，他一说到思想、境界等等，我为什么就一
声不吭——朋友倒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从七岁开始走进教室，开始接受话语的熏陶。
我觉得自己还要早些，因为从我记事时开始，外面总是装着高音喇叭，没黑没夜地乱嚷嚷。
从这些话里我知道了土平炉可以炼钢，这种东西和做饭的灶相仿，装了一台小鼓风机，嗡嗡地响着，
好像一窝飞行的屎壳郎。
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
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
那一年我只有六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
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
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是不信。
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我饥饿的肚肠。
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除了怀疑话语，我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吃铅笔。
上小学时，在课桌后面一坐定就开始吃。
那种铅笔一毛三一支，后面有橡皮头。
我从后面吃起，先吃掉柔软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韧爽口的铁皮，吃到木头笔杆以后，软糟糟的没什
么味道，但有一点香料味，诱使我接着吃。
终于把整支铅笔吃得只剩了一支铅芯，用橡皮膏缠上接着使。
除了铅笔之外，课本、练习本，甚至课桌都可以吃。
我说到的这些东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
这也是一个真理，但没有用话语来表达过：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
这个世界上有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以为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由话语教出来的。
假设如此，话语就是思维的样板。
我说它是个误会，是因为世界还有阴的一面。
除此之外，同样的话语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
从我懂事的年龄起，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
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
同年龄的人听了都很振奋，很爱听，但我总有点疑问，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
除此之外，我以为这种说法不够含蓄。
而含蓄是我们的家教。
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
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
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
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
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
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
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
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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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而且考虑得很周到。
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
【二】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
但不管怎么说吧，人来到世间，仿佛是来游泳的，迟早要跳进去。
我可没有想到自己会保持沉默直到四十岁，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继续生活的勇气。
不管怎么说吧，我听到的话也不总是那么疯，是一阵疯，一阵不疯。
所以在十四岁之前，我并没有终身沉默的决心。
小的时候，我们只有听人说话的份儿。
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
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书名为《血统》。
可以想见，她出身不好。
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个序。
这件事使我想起来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见所闻。
“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中一年级。
有一天，忽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分则成了黑五类。
我自己的情况特殊，还说不清是哪一类。
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发明出来，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发起的。
在这方面我们毫无责任。
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该负一点欺负同学的责任。
照我看来，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值得祝贺的。
黑的同学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
不等我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一些红的同学就把脑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
一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
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一听到他们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狗崽子！
”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但为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庭广众下变成狗崽子
，未免也太过分。
当年我就这么想，现在我也这么想：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
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
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
那是一本记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
看完以后，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
那时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一点要变成个性变态了。
总而言之，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换言之，假如那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
以实现，我就想象不出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性、怎能不残忍，或者说，在我身上，怎么还会保留了一
些人性。
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
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至于话语，它教给我的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当时话语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
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会有人性。
【三】现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住在一所大学里。
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遇上一大伙人，正在向校门口行进。
走在前面的是一伙大学生，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嗓门很大；当然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除了毛主席的
教导，还经常提到“十六条”。
所谓十六条，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
，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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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有一个人居于中心地位。
但他双唇紧闭，一声不吭，唇边似有血迹。
在场的大学生有一半在追问他，要他开口说话，另一半则在维护他，不让他说话。
“文化革命”里到处都有两派之争，这是个具体的例子。
至于队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孩子，一个个也是双唇紧闭，一声不吭，但唇边没有血
迹，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
有几个大学生想把他们拦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拦住，他们就从侧面绕过去，但保持着一声不吭
的态度。
这件事相当古怪，因为我们院里的孩子相当的厉害，不但敢吵敢骂，而且动起手来，大学生还未必是
个儿，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实。
我立刻投身其中，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怪的是这些孩子都不理我，继续双唇紧闭，两眼发直，显出一
种坚忍的态度，继续向前行进——这情形好像他们发了一种集体性的癔症。
有关癔症，我们知道，有一种一声不吭，只顾扬尘舞蹈；另一种喋喋不休，就不大扬尘舞蹈。
不管哪一种，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在北方插队时，村里有几个妇女有癔症，其中有一位，假如你信她的说法，她其实是个死去多年的
狐狸，成天和丈夫（假定此说成立，这位丈夫就是个兽奸犯）吵吵闹闹，以狐狸的名义要求吃肉。
但肉割来以后，她要求把肉煮熟，并以大蒜佐餐。
很显然，这不合乎狐狸的饮食习惯。
所以，实际上是她，而不是它要吃肉。
至于“文化革命”，有几分像场集体性的癔症，大家闹的和心里想的也不是一回事。
当然，这要把世界阴的一面考虑在内。
只考虑阳的一面，结论就只能是：当年大家胡打乱闹，确实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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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报：《沉默的大多数(最新修订插图典藏版)》：智慧本身就是好的。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
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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