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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文集 谐谑卷》

内容概要

顽主 
一点正经没有 (顽主续) 
你不是一个俗人 
痴人 
千万别把我当人 (长篇)
编辑部的故事.谁比谁傻多少 
编辑部的故事.修改后发表 
枉然不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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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文集 谐谑卷》

作者简介

王朔，1958年出生，1976年高中毕业。 其自谓："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
革命，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正是那种志大才疏之辈，理当庸碌
一生，做他人脚下之石；也是命不该绝，社会变革，偏安也难，为谋今后立世于一锥之地，故沉潭泛
起，舞文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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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文集 谐谑卷》

精彩短评

1、（家）其实当年挺喜欢王朔的 目標600！達成！
2、自从二年级在学校借来就一直没还回去 不管换了几个教室几个位子它都一直在我手边 真是翻烂了
。。（借书不还你还有理了？
3、大学时代的精神食粮
4、同系列的這一本因為《頑主》所以每次都會先看這本。中學的時候還寫過讀書筆記。現在想想覺
得好笑，這有什麽好寫的呢....
5、　　顽主 
　　一点正经没有 (顽主续) 
　　你不是一个俗人 
　　痴人 
　　千万别把我当人 (长篇) 
　　编辑部的故事.谁比谁傻多少 
　　编辑部的故事.修改后发表 
　　枉然不供 
6、就是这么贫，就是这么好玩
7、那种文字风格。不像某些书能昏睡过去
8、三星半

9、大学时看王朔不觉得好 现在回头再看 是真好！他很多方面和伍迪艾伦很像
10、就喜欢这种流氓劲，够味。。。
11、没办法，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12、《枉然不供》读到我最爱的 民警办案了
13、王朔真的不是我的style。。。
14、很早的版本了，全集四本，当时计划每月买一本，这是买的第一本。我高中最大的读书快乐来自
王朔。那时书店里还没有王朔的书，就和同桌老李天天去泡图书馆。《作品与争鸣》和《钟山》是思
想很新锐的小说月刊，里面常登王朔的小说。读时的感觉，就像一口一口吞吃榴莲，刺激愉悦快乐的
发抖。那个时代你是看不到这样的文字的，除了王朔，只有王朔。对了我的脾胃也助长了我嚣张混世
。王朔现在越老越牛了。我心大慰。
15、《痴人》★★★
16、像王朔的一本杂文集名“他们曾使我感到空虚”，我觉得这句话简直是王朔为他的读者量身定做
的评价自己作品最精准的一句话，是的，读完王朔，人人都很空虚。
17、高中读的，王朔改变了我，或者说，是给了我现在看待现实的角度和态度
18、看到第三本已经有点烦了。。。。什么时候才能看完然后转战金瓶梅啊啊啊。。。
19、我只是想评枉然不供一篇而已。。居然没有单行本！枉然不供中的刑侦手段充满现实感，没有任
何巧合与诡计，有种真正的警察破案就正该是如此的感觉。文中有许多王朔擅长塑造的时刻抬高、伪
饰自己的媚俗人物，这些人物平时生活中也举目即是，真实得很有趣。
20、①“人必须是有人生有人养，从小到大，一阵儿糊涂一阵儿清楚⋯⋯”②“⋯⋯如果你常做梦也
许可以多少体会一点，一切法则忽然无效了，你不受任何约束了，你变聪明了，什么都懂了什么都不
怕了，当然你的肉体仍会被现实碰得皮开肉绽，墙仍然是墙，但思想飞驰了。”“所谓飞驰不过是一
通胡思乱想，所谓聪明了也不过是不顾客观规律凭主观意态去理解一切事物。”⋯⋯⋯⋯读得真欢乐
！
21、对王朔只是东鳞西爪的一些了解 但不得不说 这种戏谑荒诞的流痞文风 太和我胃口了
22、可读性极强
23、向那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一根睿智阴茎的痞子致敬
24、还有这本
25、最后能向世界妥协，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啊。
26、即使有顽主也没办法挽救这卷了，其实相比之下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都比原著精彩的多。再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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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文集 谐谑卷》

完这四卷本觉得可以不再看王朔了。
27、才气，人物很生动
28、看过就完。
29、喜欢
30、作为92年的书很多地方现在看了也蛮好笑的！
31、不着调的京痞子，贫嘴的中二青年~
32、原来单立人是一个探案系列啊？一般吧。还是顽主好玩
33、四星半吧，少半星并不是觉得看的时候觉得王朔哪里写的不是，而是太是了，是的我都有点生理
不适了(；一_一)
34、戏仿的巅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35、特容易想入非非
36、最早的无厘头吧，当时就觉得这人骂人特痛快，不带脏字的！
37、高中时候看的，后翻阅无数遍。
38、《顽主》《一点正经没有》
39、看着犯困。
40、第一次看觉得读不下去，现在觉得王朔真神人，《千万别把我当人》把集体主义下的螺丝钉黑出
翔了。
41、这是我看王朔的第一本书。 是我父亲给我的。
42、路上解闷用，还行
43、看谁都是傻逼都特么王朔害的我
44、笑得乱颤
45、王朔就是王朔，没有人可以取代！
46、王朔写的小说确实比较方便改成电影，因为心理描写基本没有，文字基本全是对白，在《你》一
篇中冯小刚以三好协会成员兼客座专家的角色出现，文中有这样一段捧他的话“冯师死后，哪儿都可
以烧，唯独这张嘴一定要割下来，永久保存，供人瞻仰。”对，就是能在这张嘴上。
47、可能是一下子看太多，本来最期待的一卷反而进入了审美疲劳。其中的长篇千万别拿我当人看我
是真得没法看下去。哎哟，我茫然了
48、最看得出王朔性格的一册。终于能看出什么叫当代最具语言表现力的三位作家之一。
49、顽主啊 
50、每天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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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文集 谐谑卷》

精彩书评

1、看这本书很久了，是因为放假无聊，在家里翻的爸爸书看的，那时候看起来一篇一篇的故事都不
是很长，觉得看他的书很有趣，很有道理。就像他自己写的：“那时我很自以为是，相信很多东西，
不相信很多，欲望很强，以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这些书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谈话是那时我经历过的
，在生活中也不特别，仅仅因为我不知道更多的东西，才认为有趣，虚张声势地写下来。这些情景不
在了，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么说话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
失去了继续写作的能力。 ”“年轻的时候认为有很多重要的在前面，只要不停地奔走就能看到，走过
来了发现重要的都在身后发生了，已经过去了，再往前又是一片空白。对过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也没有任何偶然，都是必须经过的，我不信一个人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选择。”很现实的东西很有趣的
写下来，让人读了放不下，很厚的书可以像看故事书一样的看完，就有这么神奇！我是不喜欢看那种
很，怎么说，就是理论化的，恩，长篇大论的书，可就是喜欢他王朔的。有人问王朔：“你写作的目
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名利了。”我也喜欢他的直接···
2、在这个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在家过着混吃等死的日子。先是坐着看书，陷进沙发之
后，就上床躺着看书，眼睛睁不开之后就任由自己从容睡去。只是做的梦全乱了，才在书上看了“好
梦一日游”在各处张罗借道具，我梦里也就忙着借服装！看成这个样子，投入了！这本王朔文集是九
二年出版的，距今20年了，破损程度可想而知，封面画也是乏善可陈，不过王朔戏谑的文字，确实是
茶余饭后催眠佳品。从《顽主》开始的一群靠谱青年做不靠谱事，于观，杨重，马青也是相当认真的
在做他们“3T公司”，替人解闷，替人解难，替人受过。《一点正经没有》靠谱青年就成了垮掉的一
代，麻将桌上规划人生。《你不是一个俗人》被改编成冯小刚电影《甲方乙方》，“3T公司”变成了
“三好协会”，主要工作是“捧人”，也确实是大家一条心，其力断金。不管再稳的住的人，个个揣
着不自在进去，都被“捧”的心花怒发出来。后来附加服务的“好梦一日游”更是成为拍成电影之后
的主要看点。王朔写的小说确实比较方便改成电影，因为心理描写基本没有，文字基本全是对白，在
《你》一篇中冯小刚以三好协会成员兼客座专家的角色出现，文中有这样一段捧他的话“冯师死后，
哪儿都可以烧，唯独这张嘴一定要割下来，永久保存，供人瞻仰。”对，就是能在这张嘴上。到第四
篇《痴人》，上来就是一段景物描写，我看笑了。“桃花尚未盛开，蓬散为一伞，只枝枝布满花蕾，
扇骨般翘直，宛若一捧嫩润插花，被一只巨手设于天地间，供天眼俯瞰观赏。”“在我们这些中终年
见惯北方冬春之际萧瑟景象，熟谙四季交替规律的人看来，这花委实有些不合时令。”“我是偶一登
高回首方看到这一株寂寞的花。”实在看着别扭，可能经过前三篇想来点不一样的，改一改自己的写
作风格什么的。但是这三段完了接的就是“当时我正和同事边吃着食堂的包子边玩牌。”我就没搞明
白，到底是食堂在高处回首方看到呢，还是吃着包子玩着牌想到了。总之这是一本看到哪里都可以撒
手不看的书，反正故事没有结尾。但是可以博君一笑，虽然比起《生活大爆炸》有跟不上时代之嫌，
但是地道国产幽默，没事偷着乐嘛！
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王朔引领着一代年轻人，揶揄着一个扭曲的社会。此书中每一篇小说都立足
于社会里一群地位低微的年轻人，充分展示了被扭曲的人格和迷茫失落的一代。《枉然不供》讲述了
一个不得志的年轻人李建平，利用多位女性的名利欲而骗取女性信任进而猎获肉欲满足。他的不法行
径仅限于此，但人们借此引申和妄自推论进而断定他参与了一宗谋杀案。最终他无法自白，含恨冤死
。真凶是谁？作者并未直接交代。但作者在小说末尾突兀的指出：受害者的原单位“川湘”在结案后
，重新装修并且饭菜价格翻了倍，大部分顾客敬而远之，员工根本不在乎生意冷淡。真凶和真相也就
不言而喻了：拥有财富的人比一穷二白的人更有条件也更有机会去掩饰自己的犯罪。而穷困的人们并
没有因困苦而收获别人的同情和怜悯，反而招致额外的犯罪嫌疑。《顽主》和《一点正经没有——顽
主续篇》叙述了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抱负、没有追求，终日混在一起玩耍。办个
“3T公司”（3T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看似风风火火的搞事业。然而一群自己都无法替自
己解难、解闷的年轻人又凭什么去替别人分担呢？而文中别的人们，例如作家，也是表面上能对他们
谈大道理，自己暗地里也无法排遣自己的苦闷。在续篇里，作者更是进一步调侃文人：百无聊赖的年
轻人只能去做文人，他们做文人首先是借着作家的名头去骗吃骗喝。后来买下了个濒临倒闭的杂志社
，又应邀去给学生讲文学，却被鸡肠小肚的老文人纠缠着上法庭，质疑他们的文人资格。最后这群年
轻人通过流氓式的辩论赢得了官司，正式被承认是文人。《谁比谁傻多少》可谓是此书里写得最优秀
的小说。文中的编辑部人浮于事，人人得过且过，遇事首先想的是面子问题。后来一个女性机器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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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文集 谐谑卷》

入了编辑部，担任编务，负责各种杂务活儿。一开始人人待她如机器人，于是把各种能让她干的活全
给她，大家就享受大老爷似的待遇。这个叫机器人斟茶，那个叫机器人拿稿子。然而人心不知足，渐
渐的人们更是连稿子也想让机器人去审批了。机器人审批下来的稿子基本都不能用，人们就怪她怎么
没主见。谁知机器人一语道破：“我的设计师是怕你们妒忌，你想啊，我太能干了，不就把你们都比
下去了？”后来机器人看的言情小说多了，自此在工作之余到处去傍大款。人们又纷纷用自己的标准
去做道德批判。机器人却说，我的私生活并未影响工作，你们管不着。机器人不接受任何道德劝说，
但已婚的编辑于德利真正对机器人表现了人性的关怀，机器人渐渐爱上了于德利。编辑部里众人都看
出来了，机器人对于德利流露的是真人的感情，那不像是任何机器人所能拥有的感情。人们觉得被当
傻瓜耍了。大家通过互相揭短，得出结论：人最大的弱点就是：“只能听好的，一说坏的恨不得当场
吃了对方。”于是人们各自对着机器人说她的缺点，都不管用。机器人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直到众
人逼迫于德利骂机器人，机器人哭了。大家胜利的证明了这个机器人是真人，然而这个真人却不再出
现在这个编辑部，不再出现在这群人们之中，没人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来到这个编辑部，也不知道她去
了哪里······此书还收录了几篇小说《修改后发表》、《痴人》和《你不是一个俗人》，在下
就不一一细表了。总体来说，《谁比谁傻多少》深刻的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并用一个似真似假、半真
半假的机器人来引出人类心里无法解决的矛盾：有机会就想偷懒，偷了懒又怕丢饭碗。捧着饭碗要装
高人一等，听到坏话要死活挣回面子。然而最终即便挣回面子，却猛然发现那些因此失去面子而消失
的人们才是自己最值得珍惜的。面子，是中华民族一个很珍视的传统。还记得无论是北京奥运、上海
世博，还是广州亚运，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倒也相映成趣：前者歌颂祖国繁
荣和中华民族的好客传统，后者讽刺政客浪费纳税人的钱。个中的是非曲直，生气倒是不必的，如王
朔般谐谑一番倒是不错的生活野趣吧。
4、十多年前的谐谑文章，为什么读起来还像是今天自己的周遭。我黯然神伤，想想计划经济已转变
为市场经济，一部分人也先富了起来，九五十五顺利完成，奥运会也召开在即。可怎么，一点没变化
呢？这太不应该了！《千万别把我当人》第十八章中有这么一段：个体发廊，老板点头哈腰迎上来：
“小姐们做头？” 小姐们闪开身子，露出跟在后面的元豹。 “他做。”王姑娘说。老板仰视着元豹
，眼珠子骨碌碌转了几圈，马上又恢复了热情的张罗劲儿。“请里边坐，里边坐吧。” 元豹围着白单
子坐在理发椅上，盯着面前的镜子，老板手拿梳子吹风站在一旁疑惧地小声问： “您要什么样的？”
“我这样的。”王姑娘站在边儿上摇晃着自己的短发说，“百慧型。”这是10多年前，如果故事发生
在现在，又会如何呢？以下是本人的仿写练习：明珠一层，老板点头哈腰迎上来：“小姐们美甲？” 
小姐们闪开身子，露出跟在后面的元豹。 “他美。”王姑娘说。老板仰视着元豹，眼珠子骨碌碌转了
几圈，马上又恢复了热情的张罗劲儿。“请里边坐，里边坐吧。” 元豹什么都不围坐在小椅子上，盯
着面前的外地来的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妹妹，老板站在一旁疑惧地小声问： “您要什么样的？”“我
这样的。”王姑娘站在边儿上摇晃着自己的左手说，“浜崎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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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文集 谐谑卷》

章节试读

1、《王朔文集 谐谑卷》的笔记-第4页

        鼻粘膜受到刺激而引起的一种猛烈带声的喷气现象——打喷嚏。

这叫法真诡异。

2、《王朔文集 谐谑卷》的笔记-痴人

        又看了一遍《痴人》，确实明显有所指（以前完全没注意），尤其是我正好在看《剑桥中华人民
共和国史》。
只有一点点像《第六病室》。
这篇小说更好的地方在于神秘性，但没好好营造，而且被油嘴滑舌消解掉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广泛性焦虑症的生动阐释。

3、《王朔文集 谐谑卷》的笔记-一点正经没有

        文学，就是排泄，排泄痛苦委屈什么的，通过此等副性交的形式寻求快感⋯⋯

这话说的，看来作家都挺饥渴的。

中国真TM是个全民意淫的国度。

4、《王朔文集 谐谑卷》的笔记-第40页

        朋友无非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

原来这话是王朔说的。

5、《王朔文集 谐谑卷》的笔记-第46页

        一个背老太太过河的小伙子怎么说的，“您舒服了，我可什么都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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