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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所收，是一些与前面十五卷颇为不同的文字。
    区别也是显然的。
文集第一卷，是文学作品。
第二卷到第十五卷，虽然内容庞杂，门类众多，但无论美国宪法、中国智慧，或者城市文化、历史人
物，总体上都没有脱离思想、文化、学术的范围，只不过有的是“正规军”(比如《艺术人类学》)，
有的是“杂牌军”(比如《闲话中国人》)。
    收入本卷的两本随笔集《书生傻气》和《公民心事》，却只能算是“游击队”。
民生、教育、媒体，时政、道德、法治，人物、事件、观点，大体上是碰到什么就说什么，逮住谁就
是谁，打一枪就换个地方。
写作，也没有章法。
短则数百，长则万言，或见报端，或贴博客，并不要成什么体统。
这样一种地地道道的“流寇作风”，当然很容易会招致这样那样的批评，比如“不务正业”或“多管
闲事”。
    这真是太好玩了。
我批评某一社会现象，或某一个人，就是“多管闲事”；你说我不该批评，难道就不是管了别人的闲
事，就是“务了正业”？
    可惜，好像没人觉得这有什么荒唐。
    看来真如韩寒所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还有一种叫“中国逻辑”。
    中国逻辑比比皆是。
比方说，你批评了某个人，或者某件事，马上就会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批评他？
有过节吧？
有恩怨吧？
有利益冲突吧？
如果都没有，哼，那你一定是想炒作自己，借机出名，或者保持名人热度。
要不然，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闲事管不得，这是原因之一。
    那么，什么是“闲事”？
按照“中国逻辑”，但凡跟自己不相干的，都是。
比如暴力拆迁，只要拆的不是你的房子，也不是你亲戚朋友的，那就是“闲事”。
好嘛，今天他们强拆张三的，你不管；明天强拆李四的，你也不管；等到后天来拆你的，自然也不会
有人管。
这个时候，那些反对我们“多管闲事”的，恐怕又要嚷嚷了：怎么没人管呀？
代表社会良心和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请大家想想，我们知识界，是不是还得有人，管一点学问以外的“闲事”？
    幸亏，我们民族还有另一个传统，那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关心”。
当然，我没有先贤们那么崇高，甚至也不认为天下的兴亡，我们这些“匹夫”有什么“责”。
就算这天下当真是“匹夫”们的，由于已经授权政府，我们也可以不必负责，反倒可以向政府“问责
”。
    不过，天下兴亡，匹夫们虽然“无责”，却不妨“有心”。
所谓“有心”，其实也就是关心一下，过问一下，发点议论，提点意见，如此而已。
这也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对各种社会问题畅所欲言地各抒己见时，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公民社
会，才真正建立起来。
    这样看，我做得其实还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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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并非所谓“公告知识分子”，更非所谓“意见领袖”。
我甚至不相信有谁，可以“一言兴邦”。
当然，我也不代表社会的良心和良知。
我就是个“出来打酱油的”，路见不平插句嘴，总可以吧？
    但是，我很敬重那些有理想、有追求、有情怀、有操守的媒体、媒体人、学者和批评家，还有那些
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发出正义之声的网民。
我敬重他们的为民请命和仗义执言，也敬重他们的闻风而动和坚持不懈。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不需要“立仗马”，我们需要“游击队”。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2010年12月17日    书生傻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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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央视“百家讲坛”热播以来，易中天便一跃成为电视传媒观众眼中的“明星学者”，其畅销作品如
《品三国》系列，“品读中国”书系、《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及续篇《中国智慧》、《国的惆怅》、
《帝国的终结》等，深受全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易中天文集》除了全部收入上述经典作品之外，还将易中天在学术耕耘领域重要的代表作《〈文
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和《破门而入》一举囊括。
此外，以《高高的树上》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以《书生傻气》、《公民心事》为代表的现实关注，全
方位地展现了易中天为人为文的神采全貌。
本书是《易中天文集》第十六卷《书生傻气 公民心事》。

    收入第十六卷《书生傻气 公民心事》的是两本随笔集《书生傻气》和《公民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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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游击队员之歌书生傻气  盘点李泽厚    一  缘起    二  机遇    三  魅力    四  意义    五  历程    六  末路    编后
记  走近顾准    一  奇才与厄运    二  才气与傲气    三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四  也有幸免于难的    五  
顾准不是钱锺书    六  绝望之望    七  两难选择    八  无情未必真豪杰    九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劝君免谈
陈寅恪    一  不该热的热了起来    二  事出有因    三  孤傲怪僻之谜    四  人品与气节    五  自由思想，独立
精神    六  劝君免谈陈寅恪    七  最是文入不自由    八  豁出去，就能了  李辉先生，请勿“飙车”    一  李
辉先生是不是“道德飙车”?    二  文怀沙先生该不该“被撞”?    三  谁有资格充当“文化判官”，清理
“文化门户”?  附：李辉质疑文怀沙的方法评析    自命“文化判官”清理“文入门户”    抽离历史环
境追查历史道德    使用单边信息追查他人隐私    使命过重道德过剩推论过急谴责过度  余秋雨公民的权
利与义务    第一，余秋雨公民可以不捐    第二，余秋雨公民不能诈捐    第三，公众可以质疑余秋雨    第
四，余秋雨公民必须回应  向李辉先生讨教“交规”    ——论道德批评的原则和底线    一  程序最为重
要    二  原则必须坚守    三  底线不能突破  我就是“别有用心”    一  为什么质疑余秋雨    二  为什么批评
李辉    三  是不是“双重标准”  莫把开车当飙车    一  何谓“道德飙车”    二  谁在“道德飙车”    三  谁
是“交警”，谁定“交规”    四  我的愿望  李辉、余秋雨与批评的自由    一批评不能问动机    二批评不
能问资格    三批评不能问对象  附：余秋雨离大众有多远    一  大众很期待，作家很剽悍，余秋雨离大
众究竟有多远    二  “小偷”和“大爱”，哪个是真实的余秋雨    三  “捐款门”与文化批评的缺席    四
 “捐款门”爆三大“文化”路障  质疑“送去主义”  我看南京虐狗事件    一  被烧死的是狗还是“人”
   二  老鼠就可以活活烧死吗    三  我们为什么不能虐待动物    四  反对虐待动物究竟为了提倡什么  附：
为烧狗者一辩  香港答问    一  阅读香港    二  君子与小人    三  诸葛亮北伐  我看《百家讲坛》    一  谁是
最受欢迎的主讲人    二  为什么必须观众喜欢    三  《百家讲坛》是不是“魔鬼的床”    四  学术为什么
要向大众传播    五  我们应该怎样走上讲坛    六  观众想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什么  该认错时就认错  
 ——《咬文嚼字》2008年合订本序  道德沙尘暴与国民性问题    ——答《精品阅读》编辑部  文化大国
：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当世界遭遇中国    ——答《南方周末》记者陈一鸣    挖不出科学、民主、法治 
  挖得出自由、平等、宽容    拿得出手的观念    一个忠告：淡化官方色彩    一个判断：中国已经让人大
吃一惊    家国情怀不能完全否定后记公民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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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盘点”，其实也就是“反思”。
实际上我并不可能对李泽厚进行“全面”的盘点，顶多也就是“反思”一下而已。
反思是哲学家爱说的话，爱做的事。
哲学家在教会了别人反思的同时，也使自己变成了反思的对象。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就像历史学家也可能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样，原本不过是他们的“宿命”。
    李泽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李泽厚成名很早。
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因一场美学的论争而崭露头角，名重京城，成为一个学派的“领袖”
和“宗师”。
那时，1930年出生的李泽厚也还是个“小年轻”，算起来不过现在一个博士生的年龄。
想那时也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年代。
许多现在看来实属低层次的问题，却被朝气蓬勃地讨论着，并因此而人才辈出。
李泽厚的美学观点(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骚。
    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在八十年代初；而他
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
，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
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据说在那里是可以大
有作为的)，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
以后的情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
“好事”未必有份，“坏事”件件摊上：生孩子要有计划了，提职位要看文凭了，评职称要考外语了
，分房子要掏钞票了。
好容易熬出头来，弄不好又要下岗了。
真是步步紧跟时代变化，步步赶不上趟。
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够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才又重新回到课堂。
这就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很幸运。
我们接受中等教育是在1966年前。
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
学生的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
这是其中许多人在恢复高考后，能够以“同等学力”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
后来，在运动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滚打跌爬，历尽磨难，茁壮成长。
有的炼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
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
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就在我们走进校园不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邓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
了。
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几乎天然地与之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
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
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潇洒。
    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位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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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
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
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
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
他的三部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影响深
远，《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
相比较而言，他的《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
在他的美学著作中，我认为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思想家与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
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有用，或等于没有产生。
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
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未来。
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
革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
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
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与邓小平的“一致”。
但正如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
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也许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
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和回应他的人。
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
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
应。
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
无论是“叙齿”(年龄)还是“排辈”(学历)，李泽厚和我们都算“两代人”。
两代人之间，是会有“代沟”的。
而且，通常的情况是，下一代理解上一辈，要超过上一辈理解下一代。
比方说，我们看老妈老爸，就比老妈老爸看我们清楚；儿子女儿看我们，又比我们看他们透彻。
李泽厚面对“代沟”偏能“马作的卢飞快”，不能不说他运气好，因为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这实在是历史给予李泽厚的机遇。
    李泽厚抓住了这个机遇。
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
    诚如骆玉明教授所言，李泽厚是在那个荒唐年代(1966年至1976年)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
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尽管顾准比他尖锐也比他深刻，钱锺书比他博学也比他精专。
但钱锺书的著作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看得懂，而顾准的著作在当时还无法面世。
而且，没有前期思想解放运动的铺垫，顾准也未必能产生后来那么大的影响。
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社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
泽厚一人而已。
    于是，李泽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现出他的魅力。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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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十六卷本的文集终于编完，很累。
    再累也得有个交代。
从第一卷到第十六卷，文集所收之文字，最早写于1980年，最晚2010年，跨度整整三十年。
但这并非三十年著作之全部。
与人合作的，如《艺术教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黄与蓝的交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人的确证：人类学艺术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艺术的特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汉代风云人物》(东方出版社2006年)、《从星空到心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都没有收进来。
另外，《新译〈国语〉读本》(台湾三民书局1995年)、《大话方言》(原名《西北风，东南雨》，上海
文化出版社2002年，香港三联2004年)和《成都方式》(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也不收入。
算了吧！
十六卷，四百多万字，评个“劳摸”，也够条件了。
    其实，不收入文集的，还有1980年以前的作品。
至于大量没有发表、出版的成品或半成品，此刻都装在纸箱子里，单等“老鼠的牙齿去批判”。
    实际上，我也曾想过，是不是不要出文集，只出一套四卷本或者六卷本的“精选集”？
但后来发现很难。
一方面，手心手背都是肉。
自家养的孩子，总归自家看着俊。
另方面，硬要说某些著作就是“精品”，也未免“王婆卖瓜”。
总之，书多好的少，挑也挑不了，不如统统当作大白菜，论堆卖。
    然而，挑不出精品，却挑得出毛病。
这些毛病，有的可算“软肋”，有的就是“硬伤”。
软肋可以不问，硬伤却不能不管。
2010年2月1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李蓬勃先生的文章，指出了《汉代风云人物》一书的“十大硬伤
”。
虽然李先生很客气地称之为“瑜中微瑕”，但我自己清楚，那些恐怕都不是什么“微瑕”，而是“肿
瘤”。
何况，这样的“肿瘤”，《汉代风云人物》当中有，其他书里面，也未必没有。
    于是，我委托《光明日报》策划部主任单三娅，辗转联系到李蓬勃先生，向他表示衷心感谢，并将
部分著作寄去，请他继续挑错。
其实应该感谢的，还有许多人。
比如《品三国》的责任校对唐让之先生，《咬文嚼字》编辑部的金文明先生，都帮我纠正了不少错误
。
也有一些读者，或来信，或发帖，热心地指出各处疏漏。
能够回复的，我都以各种方式表示了谢意和歉意。
未能回复的，谨在此一并致谢和致歉！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某些错误，在再版重印时已经改了过来。
未能纠正的，本次收入文集则一律不作修改，而采取加注的方式来改正。
这样做，一是为了向历史负责，二是为了给自己敲警钟。
第三，也算是充当一回“反面教员”。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两则笑话。
一则是外国的，有点“黄”。
这笑话说，有一天，某神父开车带一妙龄女郎出行。
途中，神父忍不住把自己的手，放在了女郎的大腿上。
女郎笑问：神父，《圣经》第某章某节怎么说来着？
神父满脸通红，慌忙把手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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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神父急查《圣经》，才发现那句话竟是：如果你能再深入一点，就能得到更多的快乐。
于是，该神父痛心疾首地说：这都是专业水平不高给害的呀！
    另一则笑话是中国的，叫《翁仲》。
所谓“翁仲”，原本是匈奴的祭天神像，大约在秦汉时引入中国。
初为铜制，号曰“金人”。
后来，则专指陵墓前面及神道两侧的文武官员石像，也包括动物和瑞兽造型的石像。
有一次，乾隆皇帝路过一座古墓，看见这些石像，便问随扈的翰林学士“是什么”，其中一位答曰“
仲翁”。
这就搞颠倒了。
于是，乾隆将他发配到山东去当通判，并赋打油诗一首曰：翁仲缘何曰仲翁，十年窗下欠夫功；而今
不得入林翰，罚汝山东作判通。
这诗故意把最后两个字都颠倒过来，一时传为笑谈。
    这样的笑话我也有。
比如孔融的朋友“脂习”，就被我误为“习脂”，跟前面所说那位翰林的错误，如出一辙。
幸亏后来被金文明先生看出，这才得以改正。
又比如“累累如丧家之犬”，居然被我写成“落落如丧家之犬”，错得连自己都莫名其妙。
但错了就是错了。
白纸黑字，不容抵赖。
被人嘲讽，也是活该。
    其实不要说是著作，就连我的人生，又何尝没有“错别字”?这样算下来，不错的，大约就只有那点
理想和追求了。
    遂赋七律一首，以为自嘲——    雕龙其实是雕虫，四十年来犹未工。
    东扯西拉猫狗斗，南腔北调马牛风。
    子孙有量装孙子，翁仲无端作仲翁。
    百孔千疮君莫笑，有时魂梦与人同。
    谨以此文集，告慰母亲大人的在天之灵!    易中天    2010年12月23日初稿    2011年4月1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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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易中天文集》第十六卷《书生傻气 公民心事》所收，是一些与前面十五卷颇为不同的文字。
    收入本卷的两本随笔集《书生傻气》和《公民心事》，只能算是“游击队”。
民生、教育、媒体，时政、道德、法治，人物、事件、观点，大体上是碰到什么就说什么，逮住谁就
是谁，打一枪就换个地方。
写作，也没有章法。
短则数百，长则万言，或见报端，或贴博客，并不要成什么体统。
这样一种地地道道的“流寇作风”，当然很容易会招致这样那样的批评，比如“不务正业”或“多管
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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