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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传》

内容概要

傅山是一个有多方面成就的思想家，对于文学艺术也有高深的造诣。他的诗论、文论中也提出了不少
独到的见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重要地位。傅山的诗论文论中贯穿着经世致用的观点，注重诗文
的社会作用，他提倡真实地反映社会观实，反对“文章日不真”，更主张文学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反
对模拟、因袭、复古；他强调作家应以气节名世，气节是最重要的。他的诗论文论体现了他的哲学观
点和精神境界。他对于历代大家都有所评论，对明代文学评论尤多，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本书作者
就傅山的诗论文论及其生前一一做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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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传》

精彩短评

1、很详实的传记
2、平平。。。
3、满纸荒唐言....
堆砌材料，论文式的语言，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毫无故事性可言..........
纵使是对著作极其宽容的我，也不愿意给这部作品多一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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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传》

章节试读

1、《傅山传》的笔记-第165页

        他揭露腐儒的所谓“孝”烦琐虚伪、徒具形式，名为孝敬父母，实为自己图名图利。傅山还指出
，他们以“立身扬名，显亲于后世”为“孝”，其心“则必有贼其亲之心”。他们讲究“人子有视膳
、问安、晨省、昏定之仪，云礼也”，傅山认为“利多则不亲”。（《讲游夏问孝二章》）程二爷评
：还是那个老话题：内容与形式的问题。（表与里的问题，第一性与第二性的问题，质与文的问题。
。。）这个可以用信息不对称的理论来理解：你是不是真心对你父母好，或者是私下里对你父母好，
这个是内容；而那些礼，那些表面上的顺从和恭敬，那些展现在外人眼前的孝顺，这个是形式。内容
别人往往看不见，难以衡量，但是形式往往会被别人看见，是可以被量化的。一般来说，形式好的会
获得奖励（比如别人认为你孝顺，会觉得你这个人可交往，考公务员有孝顺父母的要求，甚至考北大
也有）。先说逆向选择问题，因为信息是不对称的，你是不是真的孝顺别人不知道，内心不孝顺的人
往往更可能外表表现的很孝顺来获取其他人的认可（也可能是一种自我忏悔和赎罪，比如说做了坏事
的人更可能捐款。王石不捐款，说实话我挺欣赏他的），这样他就更加有动机来表现的很孝顺，而真
正孝顺的人，她知道自己很孝顺，他的父母也知道，这样就足够了，他们没有必要表演给别人看，她
也没有很强的动机这样做。所以你很难从外表看出她的孝顺。然后再说道德风险问题。我定义的广义
的道德风险是，一项针对某一个行为的政策（或者是一个看法等，总之是一个外生变量）实施以后，
由于人的行为是可以是随着外界的改变而做出适应性改变的，原来的某事的概率发生了改变。（比如
说我买了保险之后，更加肆无忌惮的开车，这就是一个外生变量，在这里是保险，使得我的跟这个变
量有关的原来的行为发生了改变(概率变化）。在孝顺这个问题上，在道德风险出现之前，这个评价体
系还是是比较完备的，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有这个评价体系，所以他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出于真心，然后
真心孝顺的人表现的也很孝顺，他们获得了社会的奖励，但是在奖励出现后，原来不孝顺的人见到有
利可图（他们想上北大），于是也变得孝顺起来，可是这种孝顺往往是表面的。

2、《傅山传》的笔记-第166页

        “义者，宜也。宜利不宜害”儒家义利观是一个悖论。要说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私利，人人为人
，但是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不还是整个社会福利（其实也就是利，整个社会福利（W）是每个人的
利（Un）的函数，而且很明显是是Un的增函数）的的最大化吗？但是要是每个人都没有了自己的私
利，也就没有了U，从而W也无从谈起了。
所以其实什么是义？义是真个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互利共赢。”私者，天也“。亚当斯密说明，只要
产权确定，每个人在市场的框架下追求自己私利的最大化，这个社会的福利也就达到了最大化。

3、《傅山传》的笔记-第16页

        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底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
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书成宏文后》）自由的读书，读经读史读诸子，不受八股文限制。
傅山去腐儒也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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