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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作家批判书》

内容概要

《十作家批判书》的出版已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事件。钱钟书、余秋雨、王蒙、梁晓声、王
小波、苏童、贾平凹、汪曾祺、北岛、王朔，这些充斥于教科书和报刊杂志的显赫名字或人物，毫不
夸张的说，是他们亲手把一大堆读者拖进了伪文化的深渊，是他们，正在糟蹋一个民族的方块文字，
以及这个民族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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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围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部伪经
2 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
3 城头变幻大王旗
4 在失禁的道德激情中作秀
5 一个被误读的文坛异数
6 苏童的穷途末路
7 纵万般风情，肾亏依然
8 捧出来的佛爷
9 诺贝尔的噩梦
10 蒙娜丽莎的一脸坏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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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以荒诞回击荒诞依旧荒诞。
2、尴尬。
3、批评精神可贵，但参差不齐集结成书明显凑数，最好的是余秋雨那篇，文化口红比喻精妙。
4、尚可
5、凑足了十位，离目标108还有一步之遥。
6、呀，原来是被唬住了才买的，Y没啥让我感到新奇点的批判
7、其实并不全是驳论
8、除朱那篇外，其余差不多都是凑数之作，批判精神可嘉，文章却太草率。
9、高中时看的，朱大可写这个掉价了⋯⋯
10、大致一翻，印象一般， 但比预期得好。还是有文本及对照分析的，不算空口无凭或是口无遮拦。
列举的作家看过的有钱锺书、余秋雨、苏童、贾平凹、汪曾祺、北岛和王朔，王小波、王蒙和梁晓声
没看。整体感觉作者批评的标准太过个人化，缺乏史观。尤其有以西方现代文学衡量中国文学的倾向
，忽略了二者产生的背景，这点恐怕是这个批判问题最大的地方。
11、朱大可在这里说，当一个民族没有宗教照耀的时候，文学就承担起了宗教的功能。。。港大
的Timothy O’Leary 说fiction有重大的ethics方面的职能。。。Jameson说文学就是political unconscious。
。。
in a word,不能承受的文学之重。。。
12、批得够狠，治病救人，可惜，白瞎了这朱一刀
13、喷的也算有理有据，让人折服，希望网络上的无脑黑们能够学习
14、主要是看辞藻、看句式、看修辞，其余不可当真
15、其中有些文评写得不错。
16、的确是茶余饭后拨人一笑的小书，钱钟书和余秋雨的部分确实骂的十分过瘾，也额有道理，前者
虽然满腹经文，可惜实在不懂小说，后者则根本就是个政权的歌颂者+自我意淫爱好者。 倒是写到王
小波，王蒙，王朔，这几位就感觉妈的不够给力了，写王小波简直就是在骂读者与文坛有眼无珠，而
王朔简直就是歌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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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十作家批判书》1．2011年3月6日星期天，读《十作家批判书》（朱大可等著，陕西师大出版
社，2004年）。这本书很早之前就浏览过。这次选取了一些章节精读。我对这本书的基本倾向持反对
态度。它对钱钟书、汪曾祺等我很喜欢和推崇的作家冷嘲热讽，甚至将我喜欢的诗人王家新称之为买
办主义诗人，说“王家新九十年代诗作的出现与备受关注是中国当代诗坛最大的一次倒退”（264），
完全否定他在诗歌上的巨大成就；而对王朔、于坚这样的作家、诗人却基本是肯定，虽对其略有批评
，但也就是打情骂俏罢了。（1）因为是合著，作者们的文学理念有巨大差异，使得书在评价标准方
面很不一致，甚至是自相矛盾，有的极其先锋，有的又极其落伍。孙珺写的《〈围城〉：中国现当代
文学中的一部伪经》时说：“本身并没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也不紧凑。”（11）我不知道作
者会怎么评价现代派小说，比如《城堡》《追忆似水年华》等，那里面连故事都没有，更不用说引人
入胜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倒是符合作者的标准：故事引人入胜，情节紧凑。但任何稍
有一点文学素养的人都知道，这些都是通俗小说。精英文学本来就是要挑战大众固有思维、观念和审
美趣味，不仅仅是大众用来消磨时间的娱乐产品。徐江写的《北岛批判：诺贝尔的噩梦》，更多的是
某种诗歌理论主导下的党同伐异的偏见。文中一再提及口语化，个人化，凡间生活等，我不明白，为
什么诗歌语言一定要口语化才是好的，那日常语言跟诗歌语言的差异性又体现在哪里？为什么诗歌语
言具有象征和形而上意味居然在先锋理论这里成了毛病？作者像王朔一样厌恶理想、正义、崇高、太
阳、天空、英雄等等词汇，认为非得用大白话（作者成之为“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的最新成就”）写自
己鸡毛蒜皮那点鸟事才算是好诗，所以三板斧头就砍杀了梁小斌、杨炼、江河等杰出的诗人。（2）
粗暴地下论断的篇幅远远超过精细的文本分析。比如“芒克和多多诗歌的思想力度并不比北岛差，语
言比北岛的更直白，同时又更艺术化。”（243）说实话，这句话我琢磨了半天，愣是没看明白：什么
样的诗句才算是更直白，还能更艺术化呢？我匆匆往后看，希望作者能给出解释。遗憾的是，我认真
读了每一个字，没有找到作者下这个论断的任何依据。敢情人家作者喝了不止二两，在说胡话——确
实有王朔之风。我却当真了，有点傻。小结，这是一本完全市场化的书，靠语不惊人死不休来吸引眼
球，根本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看完笑一笑就得了，谁当真谁傻。Ps：我不否认本书也有很多真知卓
见，但价值观和文学观的巨大差异让我只能作出以上评价。
2、调@教、戏弄那些中国大师的作品，一向为我变态的心灵所喜，只可惜这种作品永远只是文人
们YY时的情趣用品。这本书里调教过的含泪大师，现在已经在享受生祠的香火了；而此书戏弄过的周
树人大师已经一分为二，化为一老一小两个“当代鲁迅”，在中华童话共和国的文坛上交相辉映。韩
少的“当代鲁迅”是道长册封的，祖德老师的“当代鲁迅”估计是自个儿黄袍加身，但是韩少也是认
可的。韩少认为，就算迅哥现在真的满状态原地复活，也不过是“宋祖德第二”而已。迅哥好，好就
好在真诚。韩少和祖德像迅哥，像就像在真诚。韩少和祖德对真诚品质的幽默改造，更是对鲁迅思想
的发展和创新。在黑色幽默上，人民一直玩不过正腐。韩少和祖德一出来，人民都在叫“起摸漆”，
反而是正腐开始喊“丫买呆”了。《十作家批判书》中言道：“重建真诚，我想应该是当代中国知识
分子文化人格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在这里与其呼唤真诚，谈论真诚，不如通过批判显示真诚。真诚本
身就是一种目的。”有真诚，没有什么不可以；在真诚面前，一切都是尘埃。在这个盛产伪装成crab
的艹泥马的童话国里，所有认得马的人都可以封个圣：“您老真牛逼，认得那是马，您也是当代鲁迅
啊”。每次你看到新浪评论里写“评论1400条，显示14条”时，你就该知道，这儿就有1386个鲁迅。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驴坝河蟹真歹命，三亿网友皆鲁迅。可是有人就偏偏对迅哥的真
诚不满足。在本书中，王朔批判迅哥说：“那些经常用于称赞他的话其实不属于思想，只是夸他的为
人或说高贵的德行，拜倒在他的光芒之下那么久其实我对他的思想一无所知。从他无数崇拜者的文章
中我也想不起谁说过他有思想，大家纠缠、感慨、为之涕下、激动不已的大都是他的品格，最厚道的
文章也只是对他可能具有的思想进行猜测。”靠，还真是这么回事。和当年鲁迅的粉丝一样，如今我
拜倒在韩少的牛仔裤下，可是韩少到底有什么思想？我说不上来。我一无所知。我崇拜他，并非因为
他有什么思想，除了俏脸、幽默和聪明劲儿以外，其实还是因为他那点没什么技术含量的“真诚”。
然而，时代毕竟变了，在洗脑科技已经被信息技术落下几十里地的时代，缺乏思想的“真诚”马上就
会变成谁都玩得起的“大陆妹”。看了猥琐神教教主叫兽老师的新作《变形金刚大战阿凡提》之后，
我对两位新鲁迅的信念彻底动摇了。我觉得，起码韩寒老师那个鲁迅可以歇菜了。论“真诚”，两位
老师都真诚。论内容，两位老师讲得差不多。论形式，叫兽比韩少牛逼得多。猥琐大军崛起之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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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怀疑韩少这辈子是不是还是吃赛车饭靠谱些。事实上，也正如此书批判王蒙和他笔下的年轻人时所
说，“那份难能可贵、少得可怜的单纯与血气，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总是成为瞬间辉煌，其缘由并不
仅仅在于某种外在的压力，而首先在于包括王蒙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愿意忍受真正的冒险、死亡
和痛苦的煎熬，以一种西西弗斯式的精神去迎接批判和因这种批判带来的一切。”在驴坝和垮楼等事
件中，幽默除了消解惨剧的哀痛，把人祸横行的反思换成对砖家的一通喊叫外并没有多少实际价值，
而在7月5日那样幽默不起来的时刻，韩少和祖德既无法抖搂经典段子，又不能洞察什么因果，只能在
家里煮煮稀饭了。平心而论，树人老师还是有思想的，起码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人的国民性太垃圾
”。当然，这理论也有问题。中国人自私，狡猾，冷漠，即使一无所有，也能在装逼中拥有，有那么
点。但是，不思考制度对人性的改造，而认为老天认定了自己是劣等民族，否定全人类的共性，无疑
是把任何社会改革视为瞎折腾。这样说来，迅哥还不如回头去搞医学，研究一种改变人脑结构的手术
，而不要再研究什么文学和社会了。幸好，迅哥留下的不仅仅是跟人死磕一类文章，他还写了《狂人
日记》和《故事新编》。在前一篇文中，他作为第一个用西式句法来驱遣中文的人，给了中文新的生
命。在后一部文集里，他作为第一个以“轻”的笔触改写古代传奇的人，对他身后许多年的文艺青年
们有所启迪。韩少的新概念作文，当然也给了很多年轻人不小的启发，但这位当代鲁迅的长篇小说至
今还没有什么超越近代鲁迅的短篇小说的希望。我不得不承认，把韩寒叫“当代鲁迅”绝对是对鲁迅
的不敬。如果哪天叫兽成为了“次世代韩寒”，这我倒是相信。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
韩少应该有这个觉悟。聪明如韩少，不拿诺贝尔奖，拿一个WRC的冠军，可能是对国家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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