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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读游民文化，发现另一个中国
刘、关、张桃园结义前，为何关羽张飞要杀掉对方一家老小？
绿林好汉手中的朴刀是一种介乎农具和兵器之间的器具？
杀人放火可以当官？穷人靠着力气和胆量也能吃香喝辣？
香港影片中，为何警察和地下秘密社团都要拜关二爷？
《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读游民文化，发现另一个中国）
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也是干犯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成员
、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的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
一项“好汉”的帽子。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是游民动惊生
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密切关系，游民文化对于文学创
作，特别是对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习惯作用，也因通俗文艺的流
传而深入到了各个阶层，本书阐述深刻，可读性强。
名人推荐：
要研究游民问题，实际上不能不研究整个中国社会与全盘中国历史，学泰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
作为一个学者，学泰声明“本书不会介入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但是我认为，像本书这样的对游民问
题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全面了解，对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及其未来的走向也有很大
的意义。
——李慎之
王学泰先生积二十年之功完成的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无疑是一部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力作。在我
看来，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也有不同的层次：有的对其所研究的对象，有精细的把握，但其解释力仅
限于 “这一个”；而另一种研究，则通过 “这一个”，作出更具普遍性的概括，提出了具有更大解
释力的概念，因而具有某种理论价值。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研究就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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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吴思“潜规则”、余英时“士文化”被称为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
王学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人饮食文化简史》《监狱琐记》《发现另一个中国》《
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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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游民虽然是非主流的群体，但对中国历史会有主流性质的影响。许多大势的背后，都有游民性格
的灵魂作祟。王先生说游民是国民性，我觉得游民是人的共同本性。
2、部分觀點陳舊，有些累贅
3、另一种角度的中国社会，让我脑洞大开！
4、骈集辐辏、接相映发，望闻问切宁过是，微病校对不精~
5、很棒，原来我的根儿是游民啊！
6、前面社会史论述很好、后面文学事例烦琐、不够精当、毕竟不是社会学著作、启发：以古知今、
游民的反社会性在现代语境下是否存在？访民、妓女、乞讨、算命边缘人的社会角色的变化？个体和
社会的冲突在新型治理术下如何影响人的意识、统治阶级如何防止游民意识？
7、国家课题的研究成果，将历史学、社会学与文学相结合，观点颇有启发性，最精彩的还是老先生
最擅长的通俗文艺与游民文化之间的关系。本书有着一般社科类课题普遍的毛病，为适应体例规范导
致冗言赘语太多，引申过度，竟达70多万字700多页，完全可以大量压缩。另有相当数量文字似乎完全
拷贝老先生其他的文章之中。
8、先是在图书馆看的，很喜欢，就又买了一本放在家里。这本书对于我来说，不论是大论点还是分
论点都很启发，而引述的论据都很有意趣。看的很投入很有收获的书。接着打算看一点秦晖，以及宋
史明史的书
9、提供了很多思考的维度，对于游民问题的论述很全面，也启发对当代社会的理解，但是结构上不
太清晰，不太系统，前后常常重复和冗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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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这本书是因为徐童在访谈中提到了此书，说他拍摄的纪录片受到了此书的很大启发。一口气读
下来，发现作者在学术著作的写作中也颇费了一番心思，目的就是为了使一般读者的阅读过程不致枯
燥。作者的此番美意，应该是有了效果，作为一本颇有内容的书，可以用易读来形容。作者倾多年研
究成果集成的此书也给我很多关于历史文化方面的思考，即使作者在书中一再声称，所研究皆为古代
文学文化，与当代社会没有直接关联，但文学文化的一脉传承特性自然使书中很多观点为解读当今社
会之现象提供了视角和支撑。另外说句题外话，我在之前写《王小波传》的读后文字里所要表达的某
方面正是有感王小波之欠缺的就是如此书作者般的默默专注的精神。当然可能也是由于王小波某种方
面的不能适应，才让他能够以标志性的身份成为了被崇拜的图腾式人物。言归正传，读罢此书给我很
强烈的感觉是获得了不少对待很多问题新的、或是原来就有但似是而非并不清晰的，而由此确认下来
的的视点。作为几千年文化积累的汉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很大部分是游民文化，或者说是流氓
文化的，（关于此流氓文化之说，系鲁迅之言，本书作者认为只是游民之堕落变质者才可成为流氓，
但我更赞同鲁迅观点，因为作者所言游民之性格本质无异于流氓本质，仅只程度差别而已）或者直白
来说，这本不能称之为文化，因为这些积习传统仅仅是作为未开化、或者是未充分开化的生物本性的
反应，它只是与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的生理智力发展相匹配的。以此类狭义观点出发，文化本应具有
某一方面的超越性。公民意识、契约精神、人格实现的需求，这些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甚至放眼全世
界，也是某种稀有的存在。而影响中国社会传统几千年的主流思想意识儒家思想，也是作为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的虚浮形式存在的。古代上至统治阶级，官僚士绅，下至宗法农民，底层百姓，真正信仰
儒家思想，并以此为人生主要行事准则的，恐怕不多。正如今日之反腐清政，几荣几耻，上至权钱在
手的官贾商，下至朝夕不保的农民工，真正信仰的也是寥寥吧。每每言及中国国民之性格，缺少信仰
是个难以绕开的中心点。而那些隐约所感，却一直未能确认的，就是关于所谓四大名著之类的古代文
学结晶。即使毫无专业可言，只是稍喜读小说的我，也会诧异于所谓五千年华夏文明留下的只是诸如
三国水浒之类的作品。通过此书，解了我一直以来的心头疑惑。几千年轮回的历史演进，统治者多位
缺少文化的异族或游民，而所谓士大夫的文化阶层，也是在儒家文化消极方面的影响之下的犬儒阶层
，至于这些流传久远，至今仍然兴盛不衰的名著经典，只能是隐形游民的谋生之作，甚至多种文艺形
式，包括戏曲在内，表演的内容以现代文学标准评判，也多为无意之作。如果非要把别的民族没有而
作为意义，这种自卑真是深植难除了。就如陈凯歌张艺谋当年的获世界赞誉的作品，皆为自揭其短的
白描。此本无害，但停留于此并以为就此不文明征服了文明世界，无异痴人说梦了。一直以来我对历
史多有偏见，如果研究历史只是弄清生在之前的人吃什么，穿什么，如何穷争恶斗的，而丝毫不见其
有任何高明闪亮之处，那耗其有限年华，还是感受些更让人由衷折服的东西，更划算一些吧。赘言至
此，算是读后之感。还有个小小的感受，关于鲁迅，很久之前读了点小说，看来现在也许可以再回去
多读读他的杂文了。总之，我的观点多属偏激之言，但如果非让我坐下来看电视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展播，我还是要骂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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