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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东击西》

内容概要

作为kitsch的悲情主义永远在预谋一个高潮的来临，一种sentimental indulgence”，或悲痛与伤怀，或激
昂与愤满，或欢欣与狂喜，却唯独没有反讽与谐谑。因为任何讽喻叙事都会干扰“唯美”与“崇高”
的冲动，使预谋的高潮令人扫兴地落入“旧常性”的非纯粹世界。
从繁体的“爱”字中将“心”挖去，简化为现在通用的无心的“爱”字，以一个干净利落的“挖心”
手术，预谋了一个浪漫爱情的葬礼，这可能是现代汉字流变史中一个最富有隐喻性的事件。无心的“
爱”昭示了一种挣脱了心灵负重的亲密方式，可称之为“简体主义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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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东击西》

作者简介

刘擎1963年出生。1985年获东华大学硕士学位。1985-1991年任教于东华大学社会科学部。在1980年代
曾尝试诗歌、话剧与电影创作。1991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马凯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获政治学
硕士、博士学位。2000-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二十一世纪》副主编。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与政治哲学
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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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东击西》

书籍目录

学人剪影诺齐克的思想之旅桑塔格之于我们这个时代考拉克夫斯基与百万美元人文科学奖安·兰德的
传奇里斯曼·身陷孤独的人群萨义德：1979年在巴黎令人惊叹的安伯托·艾柯领略罗蒂卡斯特教授的
风格德里达生前死后的争议阅读笔记斯葛特：政治腐败·资本主义冲击·无权者的抵抗泰勒：多重现
代性的观念与意义沃尔泽论宽容：政治的还是哲学的？波兹曼：影像时代的警世危言后现代的晦涩与
高深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激进与犬儒美国政治理论的奇异的沉寂欧洲与美国：两个施特劳斯麦金
农与美国的反色情运动2003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2004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文化纵横悲情
主义与媚俗时尚的秘密简体主义爱情爱情的科学私性的贞操和公共的问题新女性的来临与冯小刚的梦
醒时分九年前后，日出日落陪王家卫做游戏⋯⋯政治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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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东击西》

精彩短评

1、单位用户不用考虑了，开发票麻烦
2、老板的作品，当然捧个场
3、声东击西
4、刘擎的声名在读此书之前便有所期待，读完之后略感失望，本书的很多东西给人一种评介的感觉
，但刘擎的功力还是有的，他对思想史的把握和博学程度还是符合我们的胃口的。
5、脑袋转呀转~
6、前半部分还好 后面随感很潦草
7、刘擎的文字非常的流畅，而另一方面他认真写的文章，还是非常好看，至少应该属于《读书》群
体中的流畅派。而另一方面，他在书中不止一次的对文字的流畅程度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都是借
别人的话来说。但是，从他的文笔上看，他还是赞同用流畅的语言说白话的。
8、一些学术随笔、读书笔记结集而成，完全奔着“刘擎”的名号借来翻阅一下，一般。
9、有点旧啊。
10、内容三分，推荐了很多好书，加一分
11、刘擎老师的学术随笔没怎么注水，介绍著作和思想家的文章显功力。但是，涉及现实政治的时候
就弱了下来。
12、由一些中短篇构成，比起正义之前看的不怎么过瘾阿。
13、看看 还是不错的
14、最后一个章节［政治经纬］是最精彩的，尤其那篇《创伤记忆与雪耻型民族主义》写的真是好！
15、虽然有不少不甚明白的“黑话”，依然是很不错的能引发思考的阅读体验
16、再放开一点再幽默一点就更好了
17、    最近对文化评论情有独钟。这本也是短文的集结，第一部分是西[外国政治文化界]，第二部分
是东[时事评论]；看了《当知识分子遇上政治》后再看这个多少有些感觉。前半部分相当有趣。
18、读完之后又是一堆人名、书名，可以列个书单出来了。
19、喜歡部份文章。感覺他的文字讀起來沒有說起來那麼吸引我···T.T
20、一本随笔
21、2014.7.17，万圣淘宝店。
22、不乏闪光，善于把玩术语
23、随笔，还不错~
24、推荐《考拉克夫斯基与百万美元人文科学奖》、《沃尔泽论宽容：政治的还是哲学的？》、《伊
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激进与犬儒》、《悲情主义与媚俗》、《简体主义爱情》、《创伤记忆与雪耻
性民族记忆》、《谁可以在霸权与暴政之间抉择？》
25、每个人物一篇，很随行的散文，觉得掺杂了作者太多个人感情色彩，就像是听一个老顽固讲课一
样
26、犀利而不够犀利，单薄了些。
27、书是垫数的
28、喜欢刘擎老师，流畅且见解不凡，偶尔还有点温暖。封面是丑了点，很多政治的篇章也不太理解
，我是来捧场的
29、最艰难的日子，这本书撑我走过。
30、6.8元的特价品
31、思想很清晰！
32、还蛮有味道的随笔，但是，真的随笔了一点。
33、借对现代西方思潮的评说，暗喻东方的误读。
34、没有电影部分的话五星 
这套蛮好玩的为啥新星不接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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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东击西》

精彩书评

1、刘擎在这部书中，表现出一个阅读者的重要一面。而我们作为读者，在看到他的读书笔记和读书
思考的时候，往往会想到，他在思考什么，而不是他在告诉我们什么。这点很重要，写作分为记录性
写作和思考性写作，刘擎的文章给我非常强烈的阅读写作的感觉。这些阅读可以说是他的阅读心得，
而很难说他的阅读有多么的深入。仅举一例，他在介绍施特劳斯的时候，用的是马克里拉的两篇文章
，也就是对这两篇文章进行的摘抄，从而的他对施特劳斯的看法。这种写作，某种意义上，近乎于剽
窃。当然，这对于不熟悉施特劳斯的我们（或者刘擎本人）都是有益的，但是我始终难以确定他对于
施特劳斯的阅读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而他在对罗蒂的评析中，也有同样的问题。在整篇文章中，
他看似在介绍罗蒂，但是施特劳斯及门人却时常流出弊端，并与罗蒂作对比。而用罗蒂的评论来说明
施特劳斯学派的特点。这种写作非常讨巧，但是却缺乏真正有力度的方面。可以说，刘擎的阅读给我
带来很多的恶乐趣，也有很多的共鸣，但是缺乏深入思考的阅读笔记，其实价值也就在于他的转贩效
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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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东击西》

章节试读

1、《声东击西》的笔记-第43页

        罗蒂这位15岁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神童，曾在以后几年中信封列奥斯特劳斯的教诲，和他的同学艾
伦布鲁姆一样，试图成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以博学和智慧超越各种纷争，已抵达真理与道德的完
美统一。但这种努力始终伴随着挥之不去的疑点，终于使这一梦想渐渐破灭。案，曾经有人说过，罗
蒂与施特劳斯之间的关系。当然，我并不了解。这段也就算是加深记忆了，虽然说有以讹传讹的可能
，但是毕竟不是我说的。罗蒂一眼就看出其中的要害。这本书的副标题”高等教育如何致使民主失败
，并使今日的学生灵魂贫乏“。而罗蒂在评论文章（对《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点破，这个副标
题实际上是在说”民主如何致使哲学失败，并使学生不再愿意理会柏拉图。而今他在上海说得更直截
了当，施特劳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家。案，经过施特劳斯指点的学子，当然能一眼看出同门想
要说什么。但没经过施特劳斯指引的学生们，不就是布鲁姆口中所说的，灵魂贫乏的人吗？罗蒂在这
点上，并不老实。他和布鲁姆从15岁就开始一起在施特劳斯的指引下研修柏拉图了。还有什么玄奥神
秘的哲学黑话能吓得倒他。案，学术黑话并不是仅一个学派有，或者说黑话恰恰是一个学派的重要标
志。柏拉图的黑话是什么，施特劳斯的黑话是什么？仅一个隐晦的教导，就能概括吗？

2、《声东击西》的笔记-第178页

        虽然西方很国际，我们中国人大可不必去跟这样的风，接这个国际的鬼。相反，他们学术界同行
以理性合法的方式对此作出的抵制和反抗倒是可资效仿。如果能够学得到做得好，也是一种有益的与
国际接轨。案，与西方接轨，这是这个时代特有的毛病。全民学英语，也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病毒。但
是，如果说这是理性的，也倒罢了。但是决定权是那些从来对西方都是盲目——不是敌视就是神话的
人。无知带来的盲目也好，可笑也罢，都意味着我们被一群无知的人所引导。而学校正是让人回复知
识的地方。如果没有知识的人，在学术界——大学里占了主要位置的话，这种可笑，早晚会成为某种
常识。

3、《声东击西》的笔记-第179页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学术训练就是学习掌握一大堆的黑话，而后进行非物质性生产，创造出更
多的黑话。所以，学术界这个专业术语共同体，说得通俗点就是黑话公社，而学者就是这个黑话公社
的社员。案，专业术语本身就是代替隐晦最好的工具，除了同行之外，谁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就
是黑话（行话）所能代表的意义。这种程度上，用黑化表达一些极端的思想，就能让一般人对你的思
考缺乏应有的恶认识，这其实很自欺欺人。现代学术的启蒙观念是人人都能懂，而事实上，却是他们
树立了这样一个个的门槛，导致人们不能看懂这些东西。
害怕是学术界的共识，不让外行明白，不让同行理解，早晚会产生一个后果——封闭的学术界和心灵
，不早已经是共识了吗？

4、《声东击西》的笔记-第105页

        我们尤其应该警觉全面退入象牙塔内，单纯依照传统范式和经典文本区营造学术规范的局限性，
一次深入思考经典性的理论研究与批判性的现实关怀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并理解这种联系对于形成
健康的学术风尚的重要性。这段写得还是晦涩了，刘擎并没有解决，书斋里读书和对于外界关怀之间
的关系。至少在这段里，他透露出了对于象牙塔学问的批评，提出要关怀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内在联系
。但是，在我看来，文字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实践的一种，而关门读书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关一辈子
就成了问题。一个不解世事的人，又如何能对世界开出相应的药方呢？

5、《声东击西》的笔记-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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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东击西》

        施特劳斯关注的是“应当如何生活”这一根本问题：是应当服从于政治和宗教的权威信条，还是
由我们凭借自己的理性来探索？前者依据的是摩西式的神启，而后者是苏格拉底的将“哲学作为生活
方式”的永恒疑问与思考。施特劳斯认为，在所谓的“耶路撒冷与雅典”两种选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
、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中世纪的一些犹太和伊斯兰哲人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在写作中以“隐晦”
与“俗白”两种修辞技法，既满足了少数哲学家探索又维持了必须的政治权威。而现代启蒙思想家混
淆了哲学与政治的区别，不顾社会大众对权威的根本需要，以一套自由的意识形态说教代替了“政治
神学”，导致了当今世界的虚无主义。案，马克里拉对于欧洲施特劳斯的概述，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
世俗大众理解的一个回应。毕竟在民主时代，谈论柏拉图就是不合时宜。而在其中读出了很多隐晦不
明，而且有害民主的话来，这就是反动。
不过马克里拉的这个辩护，也恰恰说明了当下社会，的确并不像宣称的那样开放和民主，对于常年呆
在书斋的老学究，都要拉出来示众。不正意味着，宣扬隐晦写作的施特劳斯，本身就是对当下社会缺
乏安全感，而他的预言也说明了当下社会的不宽容。
在一个开放型的社会里，我们能够区分什么是论辩，什么是栽赃。但是，只要有迫害，隐晦写作的价
值，就不能被遗忘。

6、《声东击西》的笔记-第180页

        学术界的不同专业以及专业中的不同学派，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小型的黑话公社。公社内部分享
黑话密码，学派的权威或者领袖王畹是主要黑话的发明者，或者权威阐释者，成员之间可以展开密切
而有效的交流。而不同公社的黑话之间展开不断的对话与竞争，结果导致淘汰、胜出、吞并和重组等
学术现象。案，学术黑话早已作为学术界的不争事实，但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实还是有道理的。
所以，这些黑话不会泛滥到整个社会之中，也算是保存对语言的完整性。因此，我到是对于黑话自封
的学术界，匮乏的语言和思维模式，必将限制学术的发展。
小说通过扩大语言的使用范围，来扩大他的受众，而学术界正式通过黑话来限制自己的圈子。我并不
担心黑话的传承，但是我确定黑话的教育，往往会是失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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