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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随笔》

内容概要

哲学是思辨的科学，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仅在思索一些大的有关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问题，也要
思索一些看似平常却并不简单的现象。要学会透过现象看问题，看周围的世界和自己。

Page 2



《思辨随笔》

书籍目录

序
一文化传统构成四要素
二态度与思想
三功利主义之争
四道德继承
五时代与理念
六游民与游民文化
七抽象继承法
八再谈“五四”
九中体西用
一○知识结构的整体
一一体改与启蒙
一二尚同
一三鸦片战争时的抗英人物
一四毛泽东与文化传统
一五鲁迅与太炎
一六再谈鲁迅与太炎
一七胡适论清学
一八谈胡适之学
一九鲁迅与周作人
二○摆脱依附找回自我
二一“一切都不会白白过去”
二二把病“表”出来
二三“文革”批孔
二四曲笔构陷
二五理论准备不足
二六中国农民特殊论
二七“横以孤”
二八不拘一格降人材
二九“蛆虫儒”与“蛆虫僧”
三○阴鸷反噬之术
三一“告奸”与“除阴奸”
三二牛马、豺狼、鹰犬
三三权术举例
三四书狱妙喻
三五嚼饭与人徒增呕秽
三六南朝的士族与庶族
三七奉朝请
三八扶桑不是日本的旧称
三九扶桑为东方理想国说
四○《中国通史简编》的误译
四一达巷党人
四二释“无所成名”
四三孔子与射御
四四子见南子的行为准则
四五子见南子合于礼说
四六释孔子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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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释物
四八达名、类名、私名
四九三才说
五○矛盾论与治不逾官说
五一三教治道说
五二玄学再估价
五三早期传入的因明学
五四译经理论
五五钟会四本论
五六驳己亥出都仓皇可疑说
五七佛窟寺为梁徐庆造
五八《学隶图跋》钩沉
五九《纵难进曹生序》
六○对观众的虚伪的服从
六一狗儿爷与农民意识
六二学术良心
六三谈浮躁
六四文化交流
六五需要纠正的一种学风
六六综合研究法
六七研究方法与说明方法
六八原则与原则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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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7岁再读7岁时候读过的书。
2、只挑了感兴趣的几个专题看了下，觉着没啥大意思，作为随笔而言，也就是这个样子了。有几篇
结末还不忘抛出一两个课题，感觉就像是博导在布置研究课题
3、有人评王元化思想僵化，但试看此书的增订本《思辨录》，起码他对五四的认识和评价是天翻地
覆了。王的长处本不在见解深刻，那在于什么呢？我感觉既有相当扎实的传统治学的考证功底又有不
凡的西学素养的学者，他恐怕是最后一人。可惜，已故。
4、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5、删汰一半，始为可读。
6、没看完
7、高中时买的书，没看懂，十年后重读，才惊觉错过了什么
8、有点鲁迅风的味道，可惜没有江浙刀笔吏的毒，最终流为泛泛之论。
9、很好
10、七年后重读，难道我又要到整理自己的时候了？
11、很佩服！
12、有许多精美的笑篇章
13、不敢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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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近日，读王元化《思辨随笔》。1994年初版，这是单位图书馆藏书，我可能是十几年来第一位读者
。（吐槽一下我们单位图书馆的书，虽然书不多，但凡是我认为有价值可阅读的，不管放了十年二十
年，九五成都是崭新崭新的）中学与本科时曾读过一点王元化的书，印象不深，而且是因为写《文心
雕龙》论文的缘故去读的。实话说，当时就觉得他谈《文心》一不训诂，二无的论，不知道独创性在
哪里。不过这多年之后的重新接触，算是对他有了完整的认识。总的来说，就是思想僵化。何谓思想
僵化？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套公式处理一切问题，我们很熟悉教科书的逻辑，不解释。但王老等人
的僵化不仅如此，他是不论看到读到任何现象都会不经过严密的逻辑就到达一个普遍的结论上。就《
思辨随笔》中的近两百篇文章来看，颇有如此。最典型的就是似是而非、毫无历史感的中西对比、古
今对比。不必举例，今天微博上到处都是这种从一个社会现象同时看出中西两大文明根本差异的段子
。要知道，这个地球上哪里有“西”这样一个真实的概念呢。某人倒是说过一句很正确的话：凡是张
口中西如何如何的，肯定既不懂中，也不懂西。我记得从前有段日子读比较文学的书，起初很有兴趣
，到最后只能放弃，因为想的越深，就发现在所谓的“比较”中，到处都是不同，而且是深刻的不同
，求同太难了，难到你煞费苦心求来的同，似乎都没意义了。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浪漫主义”这个
词，从李白杜甫追到苏联，又追到英国，追到德国，从文学追到施米特，最终折磨的我放弃了任何东
西方或中外文学的比较，因为我个人觉得“没法比”。就算我极端了一点，可王老对中西古今的比较
，随手拈来，细究皆可推敲，这正是思维僵化的典型特征，因为这说明他对中西古今的“印象”是粗
糙单薄的。为何如此呢？为什么他讨论任何问题，都会自然而然跑到同一个终点？是逃不出所处时代
的时代精神？还是逃不出年轻时形成的固有观念？如果只是因为这些，为什么像陈寅恪这些人就不会
让人觉得思维僵化呢？为什么有的学者给人感觉思维不僵化反倒是所谓的“思想家”往往容易僵化呢
？为什么李泽厚这样的老朽看似已经不合时宜，读他的书却发现他仍然在思考而不是在重复呢？我想
原因可能在于，一个人是否学有根基。学有根基的人不太容易僵化，因为一来对自己专业，他有根基
自然能找对思考的路径，而不是胡乱联想；二来，也是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专业之外的话题谨慎发
表意见，这后一点，让他们“显得”不僵化。也就是说，任何人对自己不熟悉的话题发表意见，只能
根据表象来做结论，个中逻辑和历史演变等等皆不知晓。就算一时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时过境迁，
就会显得捉襟见肘，后之读者览之，自然觉其“思想僵化”。《思辨随笔》里的文章大都和书籍有关
，显然王老是博览群书的，并不是束书不观那种。但是仔细读他对龚自珍、文心雕龙、古代文学理论
等写下的文章。会发现他达到了标准本科生的水平：先是自己制造出一个问题（不管问题是否是伪问
题），再寻找只对自己有用的材料作为论据，然后大量引用别人的结论，来证明自己的结论。就拿最
看功力的考证来说，他考证龚自珍“出都仓皇可疑”之事，我从头读到尾，才发现他的逻辑是：甲的
说法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乙的某著作已经证明甲错了。我就想，那你还写这篇干嘛呢？以广见闻
么？（《驳已亥出都仓皇可疑说》，p90）简单的说，王老并没有较好的学术训练，没有扎实的根基
（尤其语言和古典这两门学问）。所以读书虽然多，但看不出问题，对别人的结论又无法判断，故而
如此。其实我也常有这种毛病，这就是根基不扎实导致的，需要时时警惕。王老自称最初是学文学的
，而且曾被郭绍虞介绍到复旦教过书。我一想到他是学文学出身的，就想这要了命了，学了文学如果
跳不出来，又不会写小说写诗歌，那八成就会思维僵化。文学青年啊，天马行空，一旦面对社会问题
、政治现象、思想变迁等等，特别容易联想。可叹王老因为时代原因，没有时间精心夯实基础（哪怕
马恩啃的烂熟都好），错过了从文学青年摆脱出来的机会，成了文学中年，文学老年，后来还被成为
思想家，以至于暴得“南王北李”之大名。实则是改革开放后，很多人无法发声，他身在体制内，又
多受俄国文学影响，因而表现出某种自由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征象，实则是思想界之老干部，
其思想家之名亦相应为老干部思想家也。不过这是时代造成，与王老本人无关。《思辨随笔》里，王
老本人在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以及果戈理、契诃夫等俄国文学的品评上，倒是非常敏锐
，思想也活了很多；对郭绍虞、熊十力等人的追忆文字，也隽永可读，这充分说明，王老虽然不是合
格的思想者，但却是合格的时代记录者和不老的文学青年。而这，其实本是他最该珍视的幸福。Ps：
《思辨随笔》中，王老提到了在文革时迫害他的人：“一直到1960年，他仍在文章里责骂胡风分子方
典，用的仍是与《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的“按语”同样的语言。那时反胡风斗争早已结束
了，没有任何政治原因促使他这样做。⋯⋯他于1980年刊印的《论罗曼罗兰》，传说他自诩此书曾得
到某公的赏识。”（315、316，《批判者》）案：方典是王元化，此人是罗大冈。他俩还有这么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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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案呢。某公不晓得是谁。有哪位治法国文学史的朋友可以透露一下？

Page 7



《思辨随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