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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新人力作的合集，是网络时代人们的传播和表达方式深刻变化的一个见证。
它来源于生活，反映的是民众的心声。
王怡的杂文取材很广，从武打小说、古典名著、影视作品到中外历史、社会制度及至当今国际时事，
无所不包。
他的笔调轻松自如、诙谐幽默，善于用民间的活语言。
他对自由主义在着深刻的理解和浓厚的兴趣，在评论人和事时有自己的主导立场。
     王怡笔下的杂文，可谓当今杂文中之另类。
之所以是另类，不只是因为他的知识面和兴趣很广，从金庸和古龙的小说、古典名著、影视作品，到
中外历史、社会制度乃至当今国际时事，无所不包；也不只是因为他的笔调轻松自如、诙谐幽默，善
用民间的活语言，杜绝一副天真的学生腔；而且是因为他的杂文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并且一以贯之，
这一点难能可贵。
作者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浓厚的兴趣，因而在评论人和事时有自己的主导立场，而不是人云
亦云，左右摇摆。
    这里收录的就是王怡近年在媒体上发表的一些杂感，根据大致内容而编成五辑。
其中第一辑的主要题材取自金庸、古龙和古典名著中的人物，借古而谈今日之时风和道德。
    这是一部新人力作的合集，也是网络时代人们传播和表达方式深刻变化的一个见证。
它来源于活生生的生活，反映民众的心声，必将回报于作者所深爱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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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怡，1973年生于四川三台。
青年宪政学者，自由作家。
199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学院，到成都大学任教。
现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副秘书长。
“宪政论衡”网站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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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我心中，一直认定马是最漂亮的动物。
天马行空，更是自由的象征。
桀骜不羁的齐天大圣做了瘟神，要养也是养天马。
一匹汗血宝马，累得汉武帝征发天下贪吏、商贾和赘婿，向大宛宣战。
为动物而战，怕也是中外少见了。
　　但昨天一个朋友说，马是阳具的象征，好比今日的汽车。
这个念头让我一转眼想起了关于马的故事中的一个，主人公是秦二世的宠信赵高。
赵高幼年人宫净身，成为寺人。
但此人智商颇高，不比其余阉党。
赵阉精通律法讼事，算是胡亥的老师。
他的故事就是著名的指鹿为马。
在懂得了马是阳具的象征之后，我比较了解赵高当年的心情。
他自然是心比天高的人，擅权专宠、把持朝政之后，虽有英雄莫问出身之说，但终究是在世袭贵族的
血统面前抬不起头。
　　所以他牵了一头鹿来，对朝臣说：这是一匹马，对不对?其实他的意思是：我是一匹马(有阳具)，
不是一头鹿(阉人)，对不对?　　赵高不希望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像麋鹿一样柔弱不举的伪男人；赵高不
希望有人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由于无知者无畏而道出真相。
　　指鹿为马只是一种仪式，甚至是一种庆贺的仪式。
每一个朝臣像走进教堂中的新人那样宣誓说：&ldquo;我愿意。
&rdquo;在指鹿为马的背后，赵高的手段是杀人，是帮助秦二世胡亥成为有史以来&ldquo;最伟
大&rdquo;的暴君。
因为鹿是不会杀人的，杀人是依然还充满野性的象征。
　　所以他牵了一头鹿来，对朝臣说：这是一匹马，对不对?其实赵高的意思不是要朝臣们颠倒黑白，
他的意思是我可以让这头鹿变成一匹马，你们信不信?　　如果一个人可以把一个活人变成一个死人，
就没有人怀疑他可以把一头鹿变成一匹马。
　　指鹿为马，是一种属于造物、属于上帝的感觉。
这种感觉与罗马暴君卡里古拉的感觉是类似的。
卡里古拉是屋大维之后第二位罗马皇帝，他和赵高的主子胡亥一样，是伟大帝国草创之后的接班者。
正如孟德斯鸠评价他的话，&ldquo;使人们在无限强大的统治权面前感到震惊的心情，使人们在自己得
到这种权力时，也会感到同样的震惊&rdquo;。
卡里古拉登上帝位，面向宴乐狂欢的　　人群，发出由衷的欢笑。
他对侍卫说：&ldquo;仅仅是一个念头，这里所有的人都司以让我杀死，仅仅是这个念头就足以让我开
心了!&rdquo;　　但仅仅一个念头是并不足以让暴君满足的。
卡里古拉的残暴甚至超过了胡亥和为虎作伥的赵高。
剑斗士的比赛让他越来越对于血腥充满了酷爱．他甚至下令杀死了角斗场上的幸存者，因为他说
：&ldquo;我不喜欢暴力，除非是由我控制。
&rdquo;　　赵高和卡里古拉是同一种人，一种必须一切尽在掌握的主宰者。
暴政让暴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卡里古拉的念头和赵高的指鹿为马一样，都具有包世般的意义。
　　卡里古拉也有一个关于马的故事。
他牵了一匹最喜欢的种马去元老院，对他们说：&ldquo;我要提名让这匹马进入元老院，成为你们的同
僚。
&rdquo;　　卡里古拉的意思和赵高是一致的，赵高可以把一头鹿变成一匹马，卡里古拉把这匹马牵过
来，进而又要变成元老院的元老。
　　使我感兴趣的是，面对同样的暴君，同样的指鹿为马的力量，罗马元老院的脾气显然比秦庭的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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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们大得多，元老们认为这是对元老院和罗马鴕羞辱，他们主动提出自我放逐，离开了元老院。
　　元老们并不质疑卡里古拉具有把一匹马变成罗马元老的力量，但他们矜持地保留了把自己变成一
个囚犯的权利。
　　很显然，导致秦朝群臣和罗马元老在暴君面前作出不同抉择的，并不在于这个暴君的残暴程度。
卡里古拉的残暴与滥杀，甚至是胡亥和赵高也无法其项背的。
秦朝的群臣无法理直气壮地对罗马的元老说：我们承担的是比你们残酷得多的政治现实。
我们的屈服是无可指责的。
　　在年长的秦朝群臣的记忆中，或者还留有春秋战国贵族封建制下亦师亦友的宾主之间的感人场景
，和对不向君王下跪的怀念。
秦始皇在贵族政治的背景下草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朝，封建被废，旧贵族惶惶不可终日，工大妾隼
闭尚未成型．皇帝的名分政教会一．占抿九石之尊．对丧失了封邑的秦朝官员们而言，春秋名臣的矜
持，和以后台谏官员的骨气，都同时距离太　　远，不可企及。
　　在另一边，屋大维于公元前四十年自封&ldquo;统帅&rdquo;(Ⅱmperator)，从这个称谓中开始诞生
出一个皇帝(emperem．)和一个帝国(empire)。
接下来，屋大准在公元前二十七年接受终身保民官职务，拥有了对元老院决议的否决权公元前二十三
年接受奥古斯都的尊号，这个宗教称号表示着&ldquo;至尊至圣&rdquo;。
公元前十九年担任了道德长官，取得任命元老院成员的权力。
公元前十二年又担任大祭司长，成为全国的宗教领袖。
一个政教合一的帝制从共和制的外壳下终于脱颖而出。
　　卡里古拉就是这个早期帝国的第三代皇帝。
恐怖的暴政由此而始。
&ldquo;你杀的人越多，你的敌人就越少&rdquo;，这是卡里古拉对他妹妹说的话。
这个建立在共和制废墟上的帝国，直到这个时候在名分上还是模糊不清的。
皇帝至少在理论上仍然被看作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代理人。
尽管帝制取代了共和制，但贵族的权柄与地位并未被一个职业的官僚集团所替代，所以元老院的贵　
　族们依然可以保留矜持和荣誉的惯性。
　　所以当卡里古拉将他最喜欢的种马牵去元老院，对他们说：&ldquo;我要提名这匹马进入元老院，
成为你们的同僚。
&rdquo;面对这种指鹿为马的挑战，那种让元老们敢于拒绝的力量，我的理解，与其说是来自于共和制
下的惯性，不如说是来自于贵族制下的惯性。
　　失去封邑的官僚集团，终究比不上拥有财富的贵族集团。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
只不过官僚集团贵族化脾气的养成，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2001年7月18日于包爱家巷　　金批《水浒》七十回，前半部大概是&ldquo;官逼民反&rdquo;。
各处人马围绕梁山， 渐次拉起一支失去锁镣得到一切的队伍。
到三十五回，宋江估计晁盖已有三五千人马。
后来不断兼并山头、瓦解庄园，三山聚义后，照学者萧兵的估算梁 山人口总有二万。
但这伙人不事生产、贸易，却推崇&ldquo;成瓮吃酒，大块吃肉&rdquo;。
 吃饭的问题成为头等大事。
　　据统计，水浒中描述设宴吃食的场面共有Ⅱ40多处。
其中三分之一指明了吃的是牛肉。
牛在中国迟至二十世纪中叶都是昂贵的生产资料，从秦朝法个证明。
比之{金瓶梅)，锦衣玉食的西门庆等人在整部书中就几乎没吃过 一次牛肉。
宋江之所以不顾弟兄伙反对，存心谋求招安，说到底是出于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
他的亲弟弟宋清是梁山的财政部长，对梁山泊三天两头排 筵设宴的难以为继，知道得最清楚。
而这是成天酒足饭饱叫嚷杀人的李逵们 并不关心的。
　　后半部《水浒》不再有&ldquo;官逼民反&rdquo;的故事，宋江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　有两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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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是军事掠夺，从曾头市到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交战缘由各有千秋。
骨子里都是为了&ldquo;揾食&rdquo;。
在缺乏交易体制的地方，抢劫就替代交易 成为最方便的揾食手段。
尤其是祝家庄，据说存粮五十万担，据吴用的估算可够梁山三年之用。
但这个估计看来没有扣除贪污腐败、管理不善和公有资　产流失等因素，所以并未挨太久。
等到周边的庄园山头差不多抢完了，梁山 好汉就只剩下两条路，要么豁出去攻城夺池做皇帝；要么求
得&ldquo;招安&rdquo;，可以合法地穿州过府，去抢更远的对象(如方腊)。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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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怡笔下的杂文，可谓当今杂文中之另类。
之所以是另类，不只是因为他的知识面和兴趣很广，从金庸和古龙的小说、古典名著、影视作品，到
中外历史、社会制度乃至当今国际时事，无所不包；也不只是因为他的笔调轻松自如、诙谐幽默，善
用民间的活语言，杜绝一副天真的学生腔；而且是因为他的杂文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并且一以贯之，
这一点难能可贵。
作者对自由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浓厚的兴趣，因而在评论人和事时有自己的主导立场，而不是人云
亦云，左右摇摆。
　　这里收录的就是王怡近年在媒体上发表的一些杂感，根据大致内容而编成五辑。
其中第一辑的主要题材取自金庸、古龙和古典名著中的人物，借古而谈今日之时风和道德。
　　王怡在大学里自学，因此不必顾忌教学大纲，他将武侠小说和电影鉴赏列为自己的必修课。
第一辑里的文字，应该就是武侠小说课的作业，给优不给优，读者评评看。
第二辑，王怡拿电影说事儿，比较集中地表达了王怡对威权的警惕和追问。
　　在《与威权》一文里，作者将威权和权力区分开来，由威权的身体属性，认定威权本身就是腐败
；威权需要&ldquo;去魅&rdquo;，即非人格化，完成到权力的转化。
王怡以《指环王》的故事为喻：魔王将自身的力量注入指环，这是权力脱离身体的过程，也就是威权
向权力转化的过程。
王怡之所以反对威权，我理解，实际上是反对它的先验性和不可让渡。
权力则不然，可以转移，可以交换，可以制约。
这里又回到常识层面：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可怕的，而且必然会腐败。
　　哈比人会当然战胜魔王，拥有无边法力的魔戒戴在了巴金斯的手上，但是问题又来了：巴金斯拥
有了魔戒以后，何以不会成为&mdash;&mdash;下一个魔王？
尽管他比前魔王英俊，也曾经有过美好的许诺甚至还有可能会兑现一部分。
制衡何以成为可能？
如何保证物化的权力不重新与持有者合一而再次成为威权?这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说得清楚的，但我感觉
得到王怡的执著，追问已经开始。
　　让王怡很遗憾的是故事里为什么一定要使哈比人先验地成为魔戒的主人，难道就是因为不比魔鬼
更丑陋？
殊不知在魔王眼里，人未必不是丑陋的。
王怡说，他看不出人和魔谁更邪恶。
钱钟书也曾说，三十岁以前还区分人兽鬼，三十岁以后，在他眼里，人兽鬼就不分了。
对人性和道德的误以为真的肯定假设，是威权产生的背景。
这是王怡欲说还休的地方。
我也注意到作者强调：去魅是制衡的第一步。
　　王怡是敏锐的，他在《东宫西宫》里，发现了日常中隐蔽的现象。
人们在屈从权力和强势中获得快感，并且迷恋这种受虐快感；权力者在施虐中也同样兴奋。
历史上的专制社会里，专制者和奴隶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相依而在；专制者有其快感，奴隶何尝没
有奴隶的快感？
不能说一开始就天然存在，但专制成为传统，几千年的潜移默化，集体心理结构会向着适应的方向变
异，时间和环境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
　　第三辑围绕自由主义者和自由的基本概念而论。
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中，作者饶有趣味地以饮食习惯作比喻，谈论自由主义者的个人品
性。
尽管从自己说起，也许并无普适价值，但却有助于人们理解真实的自由主义者。
&ldquo;二十五岁以前爱上炖菜的人比较少，二十五岁以前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就更少。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一只耐得寂寞的老母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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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此言是也，整天换着时髦的术语和包装、像星一样被人追捧的自由主义者实在罕见，即便有，
也大多是冒牌货。
我尤其欣赏《在作弊中慢慢成长》一文，作者从&ldquo;毁人无数&rdquo;的教条式教育体制人手，谈
到孩子们的际遇：&ldquo;那些调皮的、捣蛋的，从小学到中学，紧箍咒箍上十来年，差不多也都给毁
了，一个个唯唯诺诺、充满奴性。
&rdquo;从背诵成篇的套话到考试作弊本身成为积弊，讲真话的习惯和勇气无存，以致作文比赛和辩论
赛上也只是虚情假意的表演。
此文所针砭的教育制度虽然有点极端，但的确值得我们警醒。
&ldquo;从一个作弊者到一个教育者，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生在大粪中，你依然可以
开出鲜花。
一朵有臭气、但是会思想的花。
&rdquo;　　第四辑和第五辑的篇幅不大，主要谈论一些与法律和政治制度有关的现实问题，却同样有
滋有味，紧贴现实。
比如《反霸权与反民主》一文，作者&hellip;&hellip;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服从的江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