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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与社会》

内容概要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在所有的文化发展阶段，作为相互有很大差别的社会里的成员，人类已经认
识到了他们生存当中的一项重要问题：这就是嫉妒和遭到嫉妒的感觉。但是，作为嫉妒者的人，可能
会做得过分，可能会导致抑制或者产生抑制，这些抑制对于某个集团调节新的环境问题的能力是要起
到妨碍作用的。而且由于嫉妒的缘故，人可能会变为破坏者。几乎所有不相连贯的文献，那些直到目
前研究过嫉妒的文献，都总是看到在嫉妒方面起破坏和抑制作用、徒劳无益和折磨人的因素。难道嫉
妒就真的一无是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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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与社会》

精彩短评

1、力推，一代经典。
2、从嫉妒的角度看待人的一些行为思想，及社会政策挺有意思的。
3、献给那个宣扬平均主义、鼓吹怨恨和虚无主义的时代
4、对书里的题材很有兴趣，但是对书里的观点难以赞同。
5、讲嫉妒和要强讲的精彩。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理智地倒退一步思考，多数人欲令智昏，先嫉妒
了再说。而且很多的嫉妒都是无法通过奋发升华成要强的，比如说天生的美貌，而这是男人无法理解
女人却最看重女人的成分。
6、终于看完了。。。很有趣的角度，但是有种泛嫉妒化的感觉
7、　　荷马说得千真万确，“生来就知道尊敬走运的朋友而不怀嫉妒的人真是稀少”。我漫长的一
生中只见过很少几个没什么嫉妒心的人，其他成百成千的男男女女，不管在其它方面怎么出类拔萃，
都不能免于嫉妒的毒害。嫉妒几乎无所不在，比我们通常所愿承认的要广泛得多。就其广泛和普遍而
言，嫉妒竟可说是最自然的感情，但它丝毫不曾分享“自然”的美名。所有文化都把嫉妒视为恶疾，
加以抨击和抑制。它比最丑恶的疾患还丑恶，人情愿承认自己的动机是贪财好色，但谁都不愿承认自
己的某种言行是出于嫉妒。
　　   
　　什么都可能让人嫉妒。美貌自非例外，甚至美德也会招妒。为避免招妒，有钱人可以装穷，有才
人可以藏拙，有德之人却无计可施，对嫉妒者格外宽容，徒令美德更形高尚，嫉妒者更其妒火中烧。
从嫉妒者一方说，嫉妒之心被人发现，自然恼羞成怒，但若人们不曾在意他的嫉妒，他又会由于遭受
轻视而更加嫉恨别人的洒脱坦荡。
　　
　　嫉妒通常发生在近似的人之间。同辈的文人互相嫉妒，但很少有人找麻烦去嫉妒上一辈作家或自
己的学徒。所以，靠把事情弄得大致平等来消弭嫉妒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恰恰是那些微小的差异才
让人嫉妒得起劲，你真的作成了皇帝或影星，人们倒不来嫉妒你了。
　　
　　嫉妒和要强稍有相似，但不同之处则远为明显。要强的人是要自己把事情作好直至超过对手，嫉
妒者也想超过对手，其途径却正相反：自己什么都不作，一心一意盼望对手把事情作糟，相形之下自
己就显得不错了。要强之心也许有一部分来自嫉妒，但一旦化为要强的努力，嫉妒已经升华消散。乃
至作者断论，正在竞赛的选手之间完全说不上互相嫉妒。实际上，过强的嫉妒心适足压抑为事的冲动
。人会出于嫉妒去偷去抢，但此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反倒不是嫉妒的典型表现，我们知道，多数强盗偷
儿倒是嫉妒心不强。嫉妒的特点在于损人不利己，甚至为了损人不惜损己，只要让被嫉妒者不舒服，
嫉妒者就心满意足，哪怕他自己也大受其苦，在极端的情况下，嫉妒者不惜自残甚至自杀，用自己的
死去让被嫉妒者不舒服。
　　
　　嫉妒心太重，能作出很可怕的事情。一个人嫉妒别人有汽车，竟会设法用钢丝把司机的脑袋割下
来。不过，绝大一半嫉妒停留在心里，没有化作行动，我们也许该为此庆幸。但即使妒火只藏在心里
燃烧，也足以使人间的气氛败坏到相当了。
　　
　　女人善妒，这和女人的生存特点有关。作家特别善妒，也和作家的生存特点有关，一个作家的优
势，没有多少客观的证据，银行里的存款或职位高低都不是标准，于是要提高自己的声誉，经常要靠
嫉妒别人和互相争吵。
　　
　　嫉妒对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破坏作用有目共睹，但我总倾向于认为一种普遍的感情，在维护生
存方面必有某种“进化论上的”根据。本书也提到这一点，并且偶或尝试指出嫉妒的某种积极作用，
例如涉及到他人的嫉妒和自己的内疚，涉及到宙斯惩罚过强者以维护公正，但这样的内容甚少，作者
反复强调的是嫉妒的种种毒害，据说，自十八世纪以来，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认为嫉妒是完全合理的
。《我们为什么生病》一书中倒是有少许篇幅涉及这个话题，所论同样不让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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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与社会》

　　看书名就知道，作者是在社会理论的平面上处理嫉妒这个题目的。在这个平面上，嫉妒和平等诉
求的关系自然而然就成了中心论题。讨论社会问题的人，很多都把嫉妒看作平等诉求的根源，赞成平
等的，就会因此把适当的嫉妒认作一种正当的感情，至少不是全恶。反过来，认嫉妒为全恶的，进而
可能否定平等诉求。作者就属于这一类。他引用的一句话说：“或许在地狱中我们是平等的，而且平
等在那里是恰如其分的”（141页）。各个传统社会中的人，都嫉妒成性，结果妨碍了经济和社会的进
步。基督教首次提供了超自然的神，不会嫉妒凡人，这促进了基督教社会中改革图强的力量。幸运的
人，作出成就的人，原该享用他的幸福和成就，为此而揣揣不安乃至深感内疚，实是嫉妒文化的得意
之作，败坏了社会的健康。现在的社会学，大概出自对政治上不正确的担忧，经常是你好我好他也好
，这本书就事论事，直率讨伐流行的平等诉求，虽有一点右倾之嫌，我倒喜欢这样畅所欲言。
　　
　　《嫉妒与社会》所论的嫉妒的表现、特征，我们普通人大致也都知道，不过把这些笼到一个题目
下系统阐述一番，本身就很有趣。我常想，与其建立一个又一个空泛的社会学心理学体系，还不如像
这本书这样把一个日常的题目作系统作深入。但是这本书仍不是很仍人满足。关键的一点在于作者不
能很好地区分出于嫉妒要求平等和出于公正要求平等。这两者不是很容易区分，但也因此才格外有必
要阐述清楚。如前所述，嫉妒是希望别人变糟，而不是自己图强，所以出于嫉妒的所谓平等诉求不过
是要削减别人的幸福，拉到自己的水平上来，哪怕大家一起都不幸，而社会公正所要求的平等，则是
一种积极的措施，使得各种人等都有一个自强向上的机会。书中的一些具体论断也不大令人信服。就
说基督教不支持嫉妒从而带来进步与发展这个论断吧。毕竟，基督教最盛的一千年，无论其它方面的
优劣怎么评说，总说不上是进步最快的年代。作者自己也提到基督教徒因恐神的嫉妒而压抑奢侈之类
的例子。近代以来欧洲的昌盛该归因于发扬了基督教精神还是归因于基督教精神的衰减，似乎不能断
论。再如“德国纳粹主义能够掌握政权，就是由于它向嫉妒的人们作出了许诺”（262页），马克思主
义也是希望借助嫉妒来建立新社会，这些论断大可怀疑，至少是极端地简单化了。
　　
　　此外，嫉妒最多发的地点似乎在情爱范围内，而作者在这方面却没谈出多少新意。感兴趣的读者
不妨读一读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一卷第十章第十一章，《培根论说文集》里的“论嫉妒”，字数
都不多，所论皆甚精当。
　　
　　嫉妒无所不在，所幸者人还有其它强烈的感情，钦佩、自尊、宽和，这些都有助于预防嫉妒，真
有嫉妒来时则有助于化解之。遭妒的人，也不必太过担忧：“狂云妒佳月，怒飞千里黑，佳月了不嗔
，何曾污洁白？”
8、哈哈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嫉妒做了很多糊里糊涂 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无聊的人
9、已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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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荷马说得千真万确，“生来就知道尊敬走运的朋友而不怀嫉妒的人真是稀少”。我漫长的一生中
只见过很少几个没什么嫉妒心的人，其他成百成千的男男女女，不管在其它方面怎么出类拔萃，都不
能免于嫉妒的毒害。嫉妒几乎无所不在，比我们通常所愿承认的要广泛得多。就其广泛和普遍而言，
嫉妒竟可说是最自然的感情，但它丝毫不曾分享“自然”的美名。所有文化都把嫉妒视为恶疾，加以
抨击和抑制。它比最丑恶的疾患还丑恶，人情愿承认自己的动机是贪财好色，但谁都不愿承认自己的
某种言行是出于嫉妒。什么都可能让人嫉妒。美貌自非例外，甚至美德也会招妒。为避免招妒，有钱
人可以装穷，有才人可以藏拙，有德之人却无计可施，对嫉妒者格外宽容，徒令美德更形高尚，嫉妒
者更其妒火中烧。从嫉妒者一方说，嫉妒之心被人发现，自然恼羞成怒，但若人们不曾在意他的嫉妒
，他又会由于遭受轻视而更加嫉恨别人的洒脱坦荡。嫉妒通常发生在近似的人之间。同辈的文人互相
嫉妒，但很少有人找麻烦去嫉妒上一辈作家或自己的学徒。所以，靠把事情弄得大致平等来消弭嫉妒
不会有什么效果，因为恰恰是那些微小的差异才让人嫉妒得起劲，你真的作成了皇帝或影星，人们倒
不来嫉妒你了。嫉妒和要强稍有相似，但不同之处则远为明显。要强的人是要自己把事情作好直至超
过对手，嫉妒者也想超过对手，其途径却正相反：自己什么都不作，一心一意盼望对手把事情作糟，
相形之下自己就显得不错了。要强之心也许有一部分来自嫉妒，但一旦化为要强的努力，嫉妒已经升
华消散。乃至作者断论，正在竞赛的选手之间完全说不上互相嫉妒。实际上，过强的嫉妒心适足压抑
为事的冲动。人会出于嫉妒去偷去抢，但此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反倒不是嫉妒的典型表现，我们知道，
多数强盗偷儿倒是嫉妒心不强。嫉妒的特点在于损人不利己，甚至为了损人不惜损己，只要让被嫉妒
者不舒服，嫉妒者就心满意足，哪怕他自己也大受其苦，在极端的情况下，嫉妒者不惜自残甚至自杀
，用自己的死去让被嫉妒者不舒服。嫉妒心太重，能作出很可怕的事情。一个人嫉妒别人有汽车，竟
会设法用钢丝把司机的脑袋割下来。不过，绝大一半嫉妒停留在心里，没有化作行动，我们也许该为
此庆幸。但即使妒火只藏在心里燃烧，也足以使人间的气氛败坏到相当了。女人善妒，这和女人的生
存特点有关。作家特别善妒，也和作家的生存特点有关，一个作家的优势，没有多少客观的证据，银
行里的存款或职位高低都不是标准，于是要提高自己的声誉，经常要靠嫉妒别人和互相争吵。嫉妒对
社会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破坏作用有目共睹，但我总倾向于认为一种普遍的感情，在维护生存方面必有
某种“进化论上的”根据。本书也提到这一点，并且偶或尝试指出嫉妒的某种积极作用，例如涉及到
他人的嫉妒和自己的内疚，涉及到宙斯惩罚过强者以维护公正，但这样的内容甚少，作者反复强调的
是嫉妒的种种毒害，据说，自十八世纪以来，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认为嫉妒是完全合理的。《我们为
什么生病》一书中倒是有少许篇幅涉及这个话题，所论同样不让人满意。看书名就知道，作者是在社
会理论的平面上处理嫉妒这个题目的。在这个平面上，嫉妒和平等诉求的关系自然而然就成了中心论
题。讨论社会问题的人，很多都把嫉妒看作平等诉求的根源，赞成平等的，就会因此把适当的嫉妒认
作一种正当的感情，至少不是全恶。反过来，认嫉妒为全恶的，进而可能否定平等诉求。作者就属于
这一类。他引用的一句话说：“或许在地狱中我们是平等的，而且平等在那里是恰如其分的”（141页
）。各个传统社会中的人，都嫉妒成性，结果妨碍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基督教首次提供了超自然的
神，不会嫉妒凡人，这促进了基督教社会中改革图强的力量。幸运的人，作出成就的人，原该享用他
的幸福和成就，为此而揣揣不安乃至深感内疚，实是嫉妒文化的得意之作，败坏了社会的健康。现在
的社会学，大概出自对政治上不正确的担忧，经常是你好我好他也好，这本书就事论事，直率讨伐流
行的平等诉求，虽有一点右倾之嫌，我倒喜欢这样畅所欲言。《嫉妒与社会》所论的嫉妒的表现、特
征，我们普通人大致也都知道，不过把这些笼到一个题目下系统阐述一番，本身就很有趣。我常想，
与其建立一个又一个空泛的社会学心理学体系，还不如像这本书这样把一个日常的题目作系统作深入
。但是这本书仍不是很仍人满足。关键的一点在于作者不能很好地区分出于嫉妒要求平等和出于公正
要求平等。这两者不是很容易区分，但也因此才格外有必要阐述清楚。如前所述，嫉妒是希望别人变
糟，而不是自己图强，所以出于嫉妒的所谓平等诉求不过是要削减别人的幸福，拉到自己的水平上来
，哪怕大家一起都不幸，而社会公正所要求的平等，则是一种积极的措施，使得各种人等都有一个自
强向上的机会。书中的一些具体论断也不大令人信服。就说基督教不支持嫉妒从而带来进步与发展这
个论断吧。毕竟，基督教最盛的一千年，无论其它方面的优劣怎么评说，总说不上是进步最快的年代
。作者自己也提到基督教徒因恐神的嫉妒而压抑奢侈之类的例子。近代以来欧洲的昌盛该归因于发扬
了基督教精神还是归因于基督教精神的衰减，似乎不能断论。再如“德国纳粹主义能够掌握政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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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它向嫉妒的人们作出了许诺”（262页），马克思主义也是希望借助嫉妒来建立新社会，这些论
断大可怀疑，至少是极端地简单化了。此外，嫉妒最多发的地点似乎在情爱范围内，而作者在这方面
却没谈出多少新意。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一卷第十章第十一章，《培根
论说文集》里的“论嫉妒”，字数都不多，所论皆甚精当。嫉妒无所不在，所幸者人还有其它强烈的
感情，钦佩、自尊、宽和，这些都有助于预防嫉妒，真有嫉妒来时则有助于化解之。遭妒的人，也不
必太过担忧：“狂云妒佳月，怒飞千里黑，佳月了不嗔，何曾污洁白？” 
2、这是一本探讨人性的非常好的书。当然也有些晦涩难懂的部分。但还是那么一句话：需要的是耐
性，带来的是成长。嫉妒作为人性的一部分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很好理解和善于利用。当然作为一些
心理学书籍，从哲学角度看的时候个人也觉得，这本书有一些诡辩的方面。但是却十分承认它的价值
和意义。或许这本书可能对于一些学者来说是一本不错的研究的书籍，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也是一本
带来很大成长和成熟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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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嫉妒与社会》的笔记-第327页

        “人生来就具备嫉妒能力，这是一项事实。”

经济学的基础前提是人是自私的，社会学的基础前提是人是嫉妒的。

弱肉强食的掠夺是动物的天性，秩序对其约束的结果，就是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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