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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内容概要

《忐忑的中国人》内容简介：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到《郁闷的中国人》，再到《忐忑的中国人
》这部全新、最新作品，著名作家梁晓声再次“发声”，深刻力陈社会根本性问题！另类观点透视中
国发展中的困惑，中国人为什么而“郁闷”，为什么而“忐忑”，中国人中为什么充斥着那么多迷惘
的青年和无聊的“看客”？作者直陈社会中种种矛盾和纠葛，挖掘人性背后的心理，文化中的缺失，
社会中的“看客”，诚恳的笔调、忧虑的声音，入木三分地揭示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双方面的压力和
忐忑。不读梁晓声，你怎么看透民生、自由、人性、阶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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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作者简介

梁晓声，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
系。代表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一位红卫兵的自白》《年轮》《浮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至今仍坚持纸笔写作，创作了小说、散文、杂文等16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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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人的迷惘
1.一个忐忑的中国人
2.看客中国
3.改革是“顶层设计”的出路
4.每一个国家都患有各自不同的国家病
5.阿Q生活在当代
6.患有“贪占强迫症”的官员
7.可怜的中国父母亲
8.他们起诉中国
9.公平是社会改革的基础
10.当“交管”撞上“人文”
11.一位“城管局长”的自白
12.暴民是“民”外表的非人
13.不甘于当“花瓶”的政协委员
14.“悲观”是一剂镇静药
15.活在“道德底线”上的青年
16.网络肆意攻击的红卫兵遗风
17.拐弯抹角的“民意”
18.帝王思想中的“折光板”
19.路在脚下，任重而道远
第二章 中国人的本性
1.难以撼动的暴劣本性
2.从他们身上看人性
3.非物质性差距
4.舌尖上的“好人文化”
5.“郁闷”的当代文化
6.莫让将来变成当下
7.教授之死
8.虚实之间
9.父亲与茶
10.一个有恩于我的人
11.为了情怀而纪念
12.抵御时代的污浊和浮躁
13.我愿意再去一次的地方
第三章 另一种“中国特色”
1.“居车族”
2.畅想北京
3.北京的房价终于降了！
4.“新都”
5.让咱爸咱妈过几天元首般的日子！
6.大逃亡！
第四章 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
1.时代的入口
2.被驯化了的社会“仗义”
3.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现实
4.“帮闲文章”的调调
第五章 中国人为什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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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1.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
2.社会安定以民众安定为基础
3.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4.迷失的阶级
5.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6.现实给了我两次嘲讽
7.别了，理想主义
8.正在死亡的“自我”
9.缺失灵魂的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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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章节摘录

版权页：人类的历史上似乎还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多于五分之一的人口都生活在一个国家，叫中
国人；而在这个国家的国力变得空前强大的二十一世纪的初叶，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农村和城
市，不分贫富，不分官民，总而言之，几乎集体陷入了一个终于崛起后的大国的焦虑、忐忑年代。这
种焦虑和忐忑不同于任何动荡年代，包括战争年代的焦虑和忐忑——因为那种年代人心尚有盼头：动
荡总会结束的。这种焦虑和忐忑却似乎是“太平盛世”光景之中的，人心介于有盼头与放弃了盼头的
无为的焦虑与忐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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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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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名人推荐

“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上，作家梁晓
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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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精彩短评

1、有回忆，有批判，有建设。读着有鲁迅的感觉，语言犀利，思想深刻。但有些回忆部分略显无聊
。
2、前面几章有点意思，后面就陷入文人自命清高的那种自说自话
3、文学是人学，好的文学应该是好的人性之学
4、纸质不行，其他还好，还算满意
5、好撒，很喜欢读这本书！
6、和柏杨丑陋中国人一书观点雷同，没有初读振聋发聩之感，愿梁先生原谅我的自说自话。
7、我竟然在吃饭的时候把它看完了，作者有自己的意见和见解，很多地方，实在是不敢苟同。。。
8、最后几篇文章给人虎头蛇尾的感觉
9、强烈的民族主义，实在看不下去...标记已读，以后就不要看了...
10、流水账一般，读来全无书感，而且很平常的东西，还不如博文呢，而作者口口声称是作家而非键
盘作家，须知键盘作家的博文多少还有点文笔，思想未必如作者深邃，但读来快感阵阵。忐忑，丑陋
，可以说不，，这类带中国或中国人的作品，现在看来，不会在历史中有什么影响或意义。
11、反正挺烂的。无非是自我的倾述而已，成书的话，实在是....哎
12、我喜欢那一段关于马克思的分析，很多的时候人家的理论是没有问题的，是很有道理的，只是被
一些不懂的人瞎引用，就像当初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
13、不愧是梁晓声，文字很犀利，一本很好的书，非常喜欢
14、今天在图书馆又看到了梁晓声的一本小说。荒诞文学，有空继续看看
15、看客在中国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暴民，使动乱变成了暴乱。
16、读了第一篇，终究弃书。愤青，杂谈，透彻或是悲哀？也许是书旧，也许是经历不够，但的确不
大喜欢。
17、内容写的是时下中国人的一些心态，行为
18、并没有看得很仔细，不知道很多人对它的好奇是否也来自于书名。今天刚巧出了个罗一笑的事，
感觉众筹这个事在国内也是越来越玄乎了，令人们忐忑的事又多了一件。人无信不立，如果利用人的
同情心做文章，真挺可耻的。希望孩子早点恢复健康，希望善款可以得到合理利用。
19、作者的水平是公认的，但是编辑的水平是有限的。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与其他书中重复太多，有
些东西是作者的自传性质的，还有许多应景的东西都不应该加到此书中来。这也使得此书大大地打了
折扣。建议喜欢梁晓声的读者慎重购买。另外说句题外话，出版社如果继续这样搞的话，中国看书的
人会更少，回到实体书店的时间会更快到来。
20、宝贝是正品，很满意。
21、再精简一下就好了
22、很稳健的类时评，他不针对一个特定的事件来分析中国社会心理，而是泛化又以若有若无的线串
联一篇又一篇的主题
23、讨厌喜欢掉书袋的作者！
24、没看下去 赘述
25、一直认为是一本催眠良书。。。结果后面感觉还是不错。。说教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对作者本人
产生了另外一种看法~
26、2014年读，作者的经历
27、一本歧视劳动人民的书
28、中午看完了这本书，前后一周多的时间吧。关于此书，印象深刻的一篇文章是《教授之死》，这
么淳朴真实的一个人，结果却被这社会的丑陋给气死了。还有就是今天中午睡觉前看到最后的故事，
梁晓声去广东和编辑见面然后写稿子，他写他在那里的不愿打扰、为他人着想，结果睡梦中的我也经
历了类似的事件呢。想想还是应该多读些这样的书籍，每读到某些章节，总会觉得这现实的社会偶尔
真会让你感慨万千。作者写到自己的父亲，母亲，每一个文字都觉得很是真实，也很有共鸣。正好这
几天有同事在电脑上跟看他写的《返程之后》，于是内心里对梁晓声又多了几分更好的印象。还有，
以后我肯定会买他的小说去看的，到现在也只是看了他的两本书而已，还都不是小说。而那一本，还
是学生时候买回的他的访谈录。Now, 20:48, March 21s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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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29、挺犀利的第一部分，把中国人的种种劣习剖析的淋漓尽致，第二部分又很温暖，写自己的经历，
写自己与父母的感情，温暖又绵长，倒是后面略输前半部分，琐事描写太细，又不深入阐明。总的来
说，还是一部很棒的书。
30、谭的书。挺好的，写了很多关于当代社会的思考与反思。针砭时弊吧～
31、2014.11
喜欢梁晓声的书，有机会要多看几本。中国人生活的很没方向，也许是愚民政策的后遗症。
32、什么是好书？不是里面的几句话，几个故事触及到了你的内心就是好书，这类书治愈系列多了去
了！一本好书，首先是可以打开你思维，对你思想有深远影响的书籍！这是我高中后第一次读文学类
书籍，看的不是故事，而是一种领悟！
33、我们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应该幸福，并感激着。人无完人，一个国家也要在实践中进步完善
。很喜欢"看客中国"，深深地批判揭露了社会现状。但是我相信这个社会中每个人内心还是很善良的
，只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罢了。个人表示对交通管制中的小武警同情，军令如山。后半部分实在
不能集中精力看下去
34、喜欢梁晓声的杂文集要胜过他的小说。而这一本是我看过得最好的他的评论性文章。赞一个
35、读的心好累，很多东西很真实，读来就感觉发生在自己的身边。在社会中生活，深深的无力感。
也许，好多时候，无奈才是生活的常态。还是要好好生活，加油！
36、给大姑买的，正版书，很满意
37、啰嗦累赘，极度谄媚
38、朴实真挚，故事性特别强，比喻排比运用得极为精致到位，一本好书，是因为严肃认真的抨击了
现实社会。
39、我们所处之时代特浮躁，心态须持常自净，方能卸污守洁。在房价疯涨的年月里，看到这句话心
中为之一震。从学校踏入社会仅仅一年，心态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由恬静不争变的心浮气躁，为房
价所困，为金钱名利所困，看不清未来，一头扎进世俗的道路一去不返⋯希望多读些这样的书，平衡
心态，减轻焦虑感，不忘初心。

40、好看。值得推荐
41、作者和我们不是同龄人，我可以借作者来人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了解他们的内心和他们的喜怒哀
乐。我喜欢看书。
42、中国现状！
43、书里写到了中国人的种种焦虑：医疗 养老 教育 信仰危机面对这些，谁能不焦虑，不忐忑呢。我
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人们想看到真相吗？还是只想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
44、我还是继续读鲁迅吧
45、酸 腐
46、真心不是我的菜
47、梁晓声的作品还是值得一看的
48、不能同意书中关于上海人的看法 
49、其实这本书不值得一看，作者带有主观偏见的去说明一些社会现象，没有深刻的解释，没有合理
的解决思考，就是那样看客一样的看世界，思考自己的小九九，这也能代表和表述中国人？就叫忐忑
好了
50、共产主义是近百年内无法实现的 国家是由人组成 人群的素质决定国家的发展
51、想写自传就直接在书名里写上吧
52、在梁的书籍当中，你总是会成为愤青。没有救赎，只有永远的蛮愤与杂音。不是不认同，而是矫
揉造作的成分多了。
53、原来发牢骚也能成书
54、由看客中国到忐忑中国，从鲁迅先生到梁晓声先生，从普通老百姓的忐忑，到中国人的人性劣性
，再到国计民生的献计献策，每一句，都戳中我们中国人的劣性，想到了，柏杨。
55、从文人的视角看问题
56、送客户的，相当给力的书。
57、有一种只有我好，泥萌都是坏人的感觉，作家自我感觉都这么良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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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58、原谅我没有看完就标注了已读
59、买的签名本，签的最认真的一个，还写下了时间地点。梁晓声这人很率性，也忧国忧民，文人就
应该这样，不但自己修身养性，也应教化世人，针砭时事。
60、该书相对价格比较便宜，但是相对应的纸质比较一般，甚至是一般偏下，纸张偏黄，有明显的颗
粒感而导致的粗糙。阅读起来感觉比较累。
61、说出了很多人郁结在心里的纠结，和中国人一点期盼，这得认真读。我买到的那版第一页第一行
就好像漏印了一个字，有点不舒服
62、看了十几页，看不下去，不喜欢。
63、显而易见的中国问题。
64、公知
65、老爷子威武
66、作家还是适合写小说散文，跨行当社会学家真的很让读者心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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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精彩书评

1、杂文得是我比较关注的话题才能读得下去。因而先前只是通过网络文摘，新浪博客等读个一篇两
篇的权作新闻轶事来看。梁晓声这册《忐忑的中国人》是因为多看阅读的限时畅读活动才下载来看的
。作为一名大学刚毕业，无车，无房，无社会地位的三无人员，我得承认，每次看到事关民生、经济
、政治的议论我都眼睛发直，很想从中取经学法。因而看到书面上写的“剖析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心
理，直面力陈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时，我是被打动了的。作者第一章写中国社会种种乱象，第二
章析社会背后的人民心理。读到这边我就弃了书。话题固然是我关心的，但他站的角度却叫我看得索
然无味。作者有一种他们那个年代人特有的忧国忧民之思，现又功成名就，生活安稳，便更添一份达
则兼济天下的情怀。他写看客心理，写望子成龙的父母，写贪得无厌的官员⋯⋯不外乎忧与叹，却是
站在事外的忧与叹，述而不作，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更郁闷的是，他其实并捕捉不到这个时代人真
正的心结。所以所他依旧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精英，看问题的方式也是。至于人性的挖掘，作者一再强
调，人的善恶是固有的，而不是随时代潮流变化的。在我们这些从小被唯物主义史观教育的人眼里确
实有些奇特，可他说的也不无道理，人很多时候是独立的自己，那些真正善良的人更是有一份独立的
善良品格。但总觉得还是挖掘得浅了些，同第一章述而不作的缺憾。我看的部分中觉得《一个忐忑的
中国人》，《阿Q生活在当代》，《他们起诉中国》这几篇挺有意思。《一个忐忑的中国人》说了一
种“凤凰男”心理。《阿Q》则是那种随时准备跌倒在路上的老人的活画。《他们起诉中国》构思太
有意思，并有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讽刺意味：为何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种种现实在而今的中国重现
了？
2、“凑热闹”、“看热闹”的心理很不纯粹。倘有什么骚乱发生，他们便会像阿Q 一样，趁火打劫
，抢掠些财物。然后装出不曾参与的样子，看参与了或被冤枉了的人遭到追捕、杀头，侥幸而且同样
的幸灾乐祸，连点儿兔死狐悲也全然没有，只不过又当成一种“热闹”罢了。1从鲁迅那个时代到“
文革”再到电脑普及前，中国之看客一茬茬繁殖，从没怎么少过。“文革”时期反而更多了起来。因
为那一时期，想不当看客都不行。可以这么说，几代中国人是看那种“热闹”看过来的。虽然“文革
”已成历史，中国人爱看“热闹”一点却早已成习。——梁晓声|《忐忑的中国人》不知是传统文化缘
由还是潜意识里的自我保护，自古中国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
瓦上霜“的言论，让国人有了只做看客的理由，甚至于到了极其麻木的状态。能在一片大好的大环境
里发声，让我们能够了解自己，认清现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保护。
3、1927年鲁迅先生写下《无声的中国》一文，从文字传播的障碍性上说出了民众如何的缺乏“话语权
”。今日的民众固然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话语权”，然而别的方面依然“有缺失”。把这些缺失综合
起来，谓之“病态”。套用鲁迅先生的句式，亦可称之为病态的中国。近来读梁晓声的《忐忑的中国
人》，愈发觉出当下社会的病态。梁晓声的文字是厚实的，这种厚实里有一股砸向人面目的气息，读
来总有一种令人坐卧不安的感觉。此书从多个维度分析现实社会的走向，中国人的群体状态，把当下
的迷惘、偏执、急躁、功利、浮华⋯⋯条分缕析的形诸文字。客观的说，作家不是悬壶的医者，并不
需要开出济世良方，他们只需要提出问题就够了。这本书在某些地方尽管存在文学的手法，但仍然是
提出“问题”，既有直逼脑门子的社会问题，也有隐藏在现实水面下的波涛汹涌。这些问题，构成了
一个病态的中国。在《一个忐忑的中国人》中梁晓声写了有反哺家庭愿望的“毕业大学生”，在《看
客中国》写了热衷于看热闹的“围观者”，在《交管与上人文》中写了“权利”的真相，在《改革是
顶层设计的出路》中写了网上肆意谩骂攻击的“发泄者”⋯⋯我仿佛重新读了一遍鲁迅先生的《呐喊
》和《彷徨》。时下的中国人，与鲁迅先生所哀与怒的中国人，似乎并无差别。七十多年之后，尽管
中国人的衣冠光鲜了，物质改观了，但是骨子里还是老样子。要么是可怜的，要么是龌龊的。《舌尖
上的好人文化》是一篇真正从思想层面揭示问题的文章。在这些文字里，我能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担
当性和自觉性。梁晓声说，那些我们所崇拜的文学大师们，为着他们各自的国的进步，一生大抵在做
两方面的努力——促旧时代速朽；助新时代速生。梁晓声的文字在叙事方式和语言组织上都保存着一
股“质朴”，比如《教授之死》这篇小说，好像我们在某个新闻中找到原型，但有有着鲁迅作品中那
种辛辣。在文辞上，他说“各自的国”，而不说各自的“国家”，他用“大抵”一词，而不用“大致
”，都带着民国文辞的余绪。在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革新与阻碍总是同时进行的，真正伟大的知识
分子，往往是旧时代的摧毁者，新时代的助产士。同样，在一个进步的时代，独立知识分子不但要抨
击丑恶，更要提出建设性意见，有所创建。就如新文化运动中既有猛烈抨击旧文体，旧传统的大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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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构建新文体，创制新规则（比如新式标点，语音系统）的务实者。打着“独立思想”的幌子，
披着“公知”的皮面，却做着最拙劣的勾当的人，不但无助于一个时代的进步，反而是社会最大的蠹
虫。中国人因何而忐忑？穷人如此，富人也如此；官员如此，平民也如此。除了贫富差距等原因，还
因为公平和安全感。在一个缺乏公平与公正的社会，是不存在安全感的。因不公平而遭到伤害的人，
会奋力讨回公平；伤害人的人则会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处于权力中心的人，还是最底层
人，都不可能真正“安全”。官与民，贫与富，这还只是“角色”，真正左右“角色”的是内心深处
澎湃的东西。官员们换上了“贪占强迫症”，富人换上了“攀比炫富病”，普通百姓则在“暴民”与
“屁民”之间摇摆。这就好像一个跷跷板，两头的负重不但不相等，臂长也不相等，忽上忽下自是难
免的，更有摔下来的危险。梁晓声在这本书里直面现状，中国人大概就像跷跷板上的两个人，板上的
人固然忽上忽下，内心里更是忐忑不安的吧。
4、读了不多的电子版，突然有极强的愿望想买本纸质版本来读，不想多说，只觉得，心中最不想面
对的无奈就这样突然在《忐忑的中国人》中呈现，有些措手不及而已，不过，这种状态一直都存在，
只是很多的我们一直都不愿意面对吧罢了！拥挤的交通的工具，朝九晚五的工作，就这么一天天过着
，很多时候，自己都没有勇气问问什么。。。。
5、早晨，打开窗户，靠在椅子上，舒适的读完了梁晓声先生的新作《忐忑的中国人》。这本书，断
断续续的读了很长时间，不是没有时间读，而是读起来很闷，心情不是很愉悦。我没有读过梁先生的
其他作品，包括热播剧《知青》。但从此书可以看出，梁先生是一代痛苦的人的代表，思想痛苦的人
的代表。思想尖锐但缺少深刻，毕竟只是个作家。因此，总体评价，我不太喜欢这部作品。不是否认
他的观点，而是，也许，大家都不爱听说真话。尤其不爱听这样的直言不讳。书中很多针砭时弊的观
点，的确是大大实话，但没有给我很深刻的、意识形态上的印象。正如梁先生所说的，中国人为什么
不幽默，为什么活得不潇洒。因为自身承载的观念太过于沉重了。若此书的观点，表达的更轻松一些
，哪怕是黑色幽默，收效应会是更好。“渴望动乱，又害怕动乱。“除了忐忑，还有纠结！此书，给
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先生摘录的出版社《随笔》主编黄益庸的女儿黄于杨的一首诗中的一句话”你是我
的生命我的力量我的意志我的我“。更确切的说是最后三个字最让我印象深刻。诗就应该这样让人惊
叹！
6、读[忐忑的中国人]，对梁晓声产生了些意见，不吐不快。1 因为【顶层设计】一文让人耳目一新，
狂爱这本书，但读过发现其他文章都是唠叨着重复的只提问题，不说解决之道。你说你听朋友说有官
员贪污了200套房产，你听罢只能，无助无奈，没有态度的站在那里，你的书，恰恰给了人这样的感觉
其实间接给了人这样的感觉，你们别想着革命了，革不起来。让我们一起等一个改革家出现吧。这其
实消解了读者对于变革的渴望，让人而全情期待救世主出现。而其实即便范仲淹苏东坡王安石抑或国
外历史中伟大的改革家，倘若在今天的中国，想必也是一声都发布出来的。2 交通管制的小战士一文
，明显体现了这位大作家不太了解地火的脉搏，他生在城市，而我身在农村，下乡那是另外一码事，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看待生活的心态。这很重要。我特别理解《神探亨特张》里
那些去碰瓷，扒窃的坏人，特别理解那些被强拆，被收治的冤民，我甚至特别理解，有人造出苏丹红
，假大米，劣质奶粉和三聚氰胺牛奶。梁一定是低估了地火的愤怒，他也提出了猴子的实验，证明了
普通人面对贫富差距时的微妙心态。但却对小战士所担心的问题缺少认识，小战士背后是一个怎样的
家庭，做一件好事需要怎样的成本？这些都不是简单的思想传统，道德文化能左右的。换言之，我比
他还悲观，因为我从生下来，就比他的生存环境要恶劣，是的，哪怕他下过乡，我们这个时代，也是
最恶劣的时代。吃人不吐骨头，饮血续命，每个人都很可怜。3 既然改革如此庞杂交错，为什么你还
站在原地批判呢这样一来你就和那些说风凉话的精英区别开了么？现实意义上讲，并没有啊你所谓的
精神上的挖掘，只是让你一个人受益而已，如果你真有作为社会精英的一份责任心，那你为什么不从
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启迪民智，改善一些社会恶相呢？你选择著书立说，显然是把自己当初另
一种具有关切姿态的局外人了。4 不上互联网，无论如何都是错的。他对互联网的很多观点都是真知
灼见，但恰恰因为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体验者，所以让这些真知反倒变得层次少了。我并不是说，没体
验就没发言权，而是觉得，你进行体验的成本其实很低，但这一步可以让他获得更丰富的视野去分析
，去伪存真。5 脱节，作为一个出生在49年的人，我想迫切的让你知道我们这伐年轻人的真实处境和
想法是十分困难的，你应该多和和你不同的人聊聊天，和我同龄的，或是比我大比我小的，而不是用
你已有的价值观，来分析别人的行为，取舍，趣味。换位思考，这一点很重要，失去了这个前提，所
有高深的知识理论都是纸上谈兵。他的这一个缺陷太明显了。当你自封为一个大知识分子的同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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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放弃了用更加宽阔的视野去看待复杂的问题的机会。诚然如果是跟和你一样的大知识分子聊天，你
是能十分惬意的。但无论是对生活的思考，还是对社会的推动，从不是大知识分子们通过互相欣赏可
以完成的对吗？
7、是我网上的文章阅读太多了没有耐心值得反思呢，还是作者的文字确实让人感觉快窒息了。里面
有太多漫不经心的赘述，虽然也有深刻的地方，但是我看不到作者的情怀在哪里？看起来像高高在上
，哪怕刻意想讨巧，也总显得不太自然。其实坐作者的思想还是深刻的，但是语言的节奏不喜欢，书
本的版式也不够有层次，给人一种填满脑袋的感觉。不过，分析阿Q那一篇还是不错的，说明作者底
蕴还是有的，作品也是看了不少的。
8、尽管书中所言的大多数主题在我们这个年代的大多数人心中已是很明的，但是还值得读一下，尝
试这给自己找到改变的点，让年轻身躯下焦虑的心神能够稍微有所安宁。正如书中所言的，“热闹”
与“幽默”有异曲同工的模糊学意味。有意味的词自然是有意思的词。并且，细寻思之，它们又有着
各自不同的美感。对比着寻思，会尤觉其美。
9、这本书我没看下去，也许是人浮躁了，也许本文只在议论。中国人从来多看客，政治的严酷使人
禁舌，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再到杯酒释兵权⋯⋯再到现在广电局管制，对于舆论的禁锢从古至
今。也许整个中国史只有诸子百家时代最为开放，那时各类学说阐所欲言，虽然大都维护统治阶层的
利益，但是言论还是自由的。而后语言禁锢，死于文字狱不可计数，到明清最盛。诸子百家虽然言论
自由，但他们都是看客，参与不到朝政的决策中，没有权利所以被废除言论，只留下儒家言论，虽然
骨子用法家和兵家治国，但是还不是儒家吗。诸子百家再往前就是尧舜禹时代，那时候言论不光自由
，还可以参与政事，普通人也有机会成为国家统治者。这样的自由让后来有识之士不停推捧，真喜欢
那时代百姓质朴吗？也许未必，真心羡慕和喜欢的是自由自在的言论和宽宥的政治氛围吧。久做看客
，难免心起厌烦，忍受不住的进了山林，做起清雅出世之士，吟着“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其
实心里念的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于是他们在出世入世前费尽思量，遇尽挫折。如李白
、苏轼类朝堂不得志，只得放浪山水；再如狄仁杰、张居正类侥幸得权，施展抱负，若他们不从政，
必然文章传颂千古。可惜的是地位不同，着眼处也不同，人在其位，当谋其事，在高位许多事由不得
个人掌控，要违心做许多事。翻阅史书从不见一圣人，只能见明君、名臣，只能称“明”而不为“圣
”，因为其生前总要干些“糊涂事”。所以我觉得官(掌权者和掌钱者)不必一定要贤明，但一定要行
事。倘使一官贪钱千万，在位时为百姓谋利，扫除黑恶势力，做下许多实事那便是好官。平常百姓所
处阶层更看重身边实利，至今重庆老人时常念及昔日街边巡警亭，而今巡警亭早已拆完。然而所谓权
利和自由需要强力者庇护，从未听说过弱国能讲自由人权。所以无论对于政党是否有好感，亦或诸多
不满，但是我从来没想要他垮台，只有强权者庇护，平常百姓才能有闲暇议论自由，否则处在战乱中
、在奔波，何处谈自由。既然国家保证和平，弱势者就难攀上高台，唯有期望改革。然而纵观历国变
法，独中国最难，王安石、张居正类变法当时尚有些成效，上位者一厌烦，立刻失效。盘指细点，中
国变法最为成功则是公孙鞅时，然而变法者被车裂而死。变法改革如此之难，一乃上位者专政，二乃
百姓是看客。百姓总呼唤改改，临到改革却作壁上观，这样变法改革能成功吗？所以既然想要改革，
还需舍弃看客身份，自己投身去吧。至今想起一句话：小时候想要改变世界，后来想要改变国家，再
后来想改变社会，到最后想要改变自己，却发现已经老了。所以一屋未扫，何谈治天下，革命路远，
莫叹前路艰辛，唯有此刻努力耳。
10、人类的历史上似乎还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多于五分之一的人口都生活在一个国家，叫中国人
；而在这个国家的国力变得空前强大的二十一世纪的初叶，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农村和城市，
不分贫富，不分官民，总而言之，几乎集体陷入了一个终于崛起后的大国的焦虑、忐忑年代。
11、书名：忐忑的中国人。其实主要说当代中国青年的忐忑。作者亦在言辞中表露古代社会的良好风
尚，以此推理，古代中国人少有忐忑。故而书名起码加上“当代”两字，否则，尚有不忐忑的中国人
看到此书，也不免强迫自己忐忑一番，否则对不住中国人这个属性。文中除了摆出老生常谈，妇孺皆
知的当代中国社会不良现象，就是大段引用鲁迅的作品，以此分析这些现象。这就好像基督徒每天捧
着圣经向上帝祷告，以求上帝的训示。鲁迅到成为他的上帝了，以至于他把鲁迅的作品反复引用。就
不能写出点自己的，深入一点的见解么？读完此书可产生一个印象：当代的忐忑是社会发展的附带品
。要想不忐忑，回到建国初。那时候国家制定人生，每个人都是一个产品，按照流水线作业，同一模
式生产。此时，忐忑少了，因为没有什么选择的自由。而现在呢？选择多了，稀缺的优良资源导致激
烈竞争，从而引发忐忑横行。忐忑原来是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和自由度的增加而膨胀起来的。所以，

Page 14



《忐忑的中国人》

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忐忑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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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忐忑的中国人》的笔记-第1页

        不是中国的一切机会都被当官的人及其亲属完全占据了——那是他们根本做不到的。他们只能占
据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就要靠综合能力来竞争了。正因为竞争如此激烈，才更要提高综合素质。

要培养：一个善良的、正义的人；对谋生技能具有进取精神的人；一生平凡但不失为一个受人尊敬的
人。

善良是人之良好品格的第一块基石。，我们要培养善良的学生——如果我们希望他们将来成为善良的
人。聪明不是那么重要，品格远比学习成绩重要，正派、得体远比考试得高分重要。

即便大学毕业后不能成为社会精英，也应成为优秀的社会公民：胜任愉快的专业工作能力；使这一能
力触类旁通，善于应变，因而可以持续；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不至于被社会的浮躁所裹
挟，不至于被歪风邪气所腐蚀。

大学四年转眼即过，要尽量克制对快餐文化的嗜好，读一些值得读的书，并思考一些人生的、社会的
、文化的问题，最好形成笔记，以备日后之需。

何谓人文情怀？更文明的人以自身之文明影响并引领社会文明的自觉而已。高科技是可以用外汇从国
外买回来的，但人文精神买不到。希望诸君日后能成为有一等的从业能力、又兼备人文情怀的人。

归根结底，文学及文化应引领人性向善，再向善，永远向善，这种文学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尤
其重要。

2、《忐忑的中国人》的笔记-第54页

        平凡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可怕地是，害怕平凡的人生如本能地害怕死亡。

3、《忐忑的中国人》的笔记-第250页

        被驯化了的社会“仗义”。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这一年确确实实思想变化特大，像被社会洗脑了
一般。“或许，我们每一个人，迟早总是被生活改变成它所乐于认同的样子吧？”现在人人的生活大
概就是自保了吧，不伤害别人也尽量不被人欺负。这是一个连人摔倒了都扶不起的社会道德，经济发
展的速度大大快于道德、价值观思想的发展。浮躁的社会，被驯化了的我们，循规蹈矩的生活，只是
少了什么。不是我不“仗义”，而是我学会怕了，等我到一定的社会地位或许就敢说话了吧。我怕因
为爱而伤害了爱。

4、《忐忑的中国人》的笔记-第91页

        时代的流水线上，成批地生产同样的部件和螺丝钉

5、《忐忑的中国人》的笔记-第1页

          现而今的中国人中的不少，似乎抱定了这么一条“真理”——知名度百分百等于由名而利的绝对
前提，故绝对等于人生价值。并且问题是，当他们一旦认准那才是“真理”，就连别的许多普世的道
理都不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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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忐忑的中国人》的笔记-教授之死

        善与恶的界限在那里？
音乐与噪音的界限在于陈规'善良与恶的界限在哪里?研究领域众多，人性研究却无规律可循，在不同
的角色转换里，同一个人扮演了不同角色，设身处地在a角色里为善，在b角色里却为恶。但书中的妇
女却显然违背了伦理道德，儿子不为她的作为感到羞耻，因为他处在＂儿子＂这个角色里，倘若他是
我'他也会谴责这位女性的不耻行为，丝毫与他的高学历身份无关。这分明说明了一个道理：道德底线
的把持是多么脆弱无奈。你明白了吗？

7、《忐忑的中国人》的笔记-第9页

        世上本无多少热闹，有了看客才有热闹。
看客的存在，是人性麻木的体现。因为与自己无关，便能冷眼相待。看热闹已成为一种人类的劣根性
。举一个例子，一个老人摔倒在街头，情况看起来非常严重，你到底是扶还是不扶。扶的话，也许老
人到了医院就拉着你不放，指认你就是那个撞了老人或是使老人摔倒的人。不扶的话，也无非就是市
民们围成一团看着老人在人群的中央苦苦呻吟却无人相助。明日的报纸也许会写，老人摔倒，市民围
观。不去相助反而不会有任何损失的可能。大部分人在帮助人之前会先考虑自己的得失，也就是在没
有损失的可能下才会去帮助别人。如此看来，不去扶起那个老人更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的道德
价值观告诉我们要尽可能地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我们的理智告诉我们帮助了那位老人可能会给自
己惹上不小的麻烦。正是因为这样，大部分的中国人才成为了看客。正所谓看客中国。

8、《忐忑的中国人》的笔记-第149页

        何谓人文情怀？更文明的人以自身之文明影响并引领社会文明的自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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