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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的密码》

内容概要

《寓言的密码——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探源》是作者二十五年（1980一2005）反复研读先秦诸子典籍
和历代相关研究著作后．以先秦诸子寓言为切入点，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之最初思想成因的全面探究
。书中所选寓言的三分之二， 被作者从浩瀚古籍中拈出，首次概括成四字成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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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的密码》

作者简介

张远山，作家。1963年生，现居上海。已出版哲学专著、思想随笔、文学评论、长篇小说、寓言集、
小品集、诗集十一部。海内外各种版本二十一种。曾获四届“《书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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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的密码》

书籍目录

《寓言的密码》（先秦思想专著，42篇，180000字）
岳麓书社1999第1版，岳麓书社2001第2版；台湾晨星集团好读出版社2002

上卷 庄子寓言解构
一、开天辟地头一遭——浑沌凿窍
二、地老天荒的等待——抱柱之信
三、游刃有余的间世主义——庖丁解牛
四、对专制制度的影射权——畏影恶迹
五、盲人骑瞎马的赌博——魍魉问影
六、自残自弱的僵尸哲学——意怠免患
七、把人当猴耍的闹剧——朝三暮四
八、古今不变的两句骗人经——巫相壶子
九、巨人是如何变成侏儒的——轮扁议书（《东方文化》1999年第5期）
一○、诗人的强词夺理——知鱼之乐

中卷 韩非寓言解构
一一、中国第一刀笔吏出场——大瓠之种
一二、对帝王无用就该死——太公杀贤
一三、仁义之雄成了笑柄——襄公之仁（《东方》2001第11期）
一四、是非好恶惟上是务——齐桓衣紫
一五、猫捉老鼠的权力游戏——孟尝献珮（《东方》2002年第1期）
一六、世上最无私的奴才——和氏献璧
一七、为帝王代说丑话——龙有逆鳞
一八、独裁制度的最佳辩护——造父御马
一九、毫不矛盾的永恒冲突——自相矛盾
二○、顿悟对推理的可悲胜利——詹何度牛（《东方》2002年第2期）
二一、对想象力的肆意贬低——画鬼最易
二二、极端实用主义的艺术观——宋人为楮叶
二三、被独裁体制毁灭的天才——滥竽充数

下卷 诸子寓言解构
二四、反道德的道德高标——子贡赎人（《东方》2001第10期）
二五、狗肉铺前示众的羊头——两小儿辩日
二六、孔子对公孙龙的“支持”——失弓得弓
二七、冒充历史的诽谤性寓言——秦赵相约
二八、长短其说的纵横家——赎尸诡论
二九、言论是否永远无罪——唐鞅招杀（《八面来风》1999年第2期）
三○、愚人国的愚民道德——柱厉叔往死（《八面来风》1999年第2期）
三一、需要蠢材的时代产生的蠢材——五十步笑百步
三二、被命令堵死的人性升华之路——戎夷寒死（《东方》2001年第9期）
三三、一代贤相公报私仇——二桃杀三士
三四、对真相的双重掩盖——黄公好谦
三五、招牌堂皇的自恋狂——骆滑厘好勇
三六、自给自足的旷世惨剧——割肉自啖
三七、归属未定的永恒追逐——百姓逐兔（《八面来风》1999年第7期）
三八、无限向下的迁就——曲高和寡
三九、假如智叟来做总结报告——愚公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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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的密码》

四○、谁是龙的传人——叶公好龙
四一、不二过的愚人——刻舟求剑
四二、好事者的悲剧——黔驴技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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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的密码》

精彩短评

1、很早之前看的书...这个巨有才无比、霸气外露甚至有点刻薄的上海男人...
2、喜欢作者的语言，喜欢庄子的寓言。
3、两个故事比较发人深省
1，巫相壶子 - 让我明白了对万物的“敬畏”之心
2，戎夷寒死 - 最终的结局很震撼，作者的逻辑思维挺缜密的，戎夷用死证明了自己的伟大
4、郑重推荐，人格担保。
5、过瘾
6、油菜花，关于中国寓言最好的解读
7、第一次对先秦哲学有理性认识
8、颇有见地。
9、狷介才子一远山
10、笑着一个小时翻完的。确实不喜欢张远山的书
11、对于家喻户晓的东西进行一个侧面的解读，纠正谬误之类的，既可作学问，又可作谈资，正所谓
雅俗共赏~
12、2007.05.24
13、耳目一新，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成语说专制对华夏的伤害，不见得对，但新鲜有趣，而且耐读，可
惜没有再版了⋯⋯
14、有些观点别处不见。
15、这本书思想深刻，见解独到，是难得一见的好书。不过阅读起来有一点难度。
16、很有启发
17、越看越过瘾~~~
18、非常有趣
19、立意颇高

20、只读了庄子的部分 拾人牙慧 讲解的特没意思⋯⋯作者指出庄子是朴素的进化论者，只好呵呵了。
21、只有游刃有余那一篇最好
22、点开脑洞的一本好书。
23、喜欢那种感觉，说自己想说的。。。
24、为何评分这么高，没有人觉得这本书是一本异端学说吗？包裹着厚黑学的外衣，以一种唯物史观
的视角代入批判先秦诸子的各种思想都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祸因，以寓言的多少为切入点批判各
家思想的鄙陋，实乃作者自身的弱视吧，为学人最大的忌讳就是用今天的“先进”批判古人的“落后
”，此书却将这种精神贯彻始终，实在是误人子弟！
25、这本书真的很赞
26、: �
B22/1232
27、这本书翻译到国外去卖或许是会大卖的，当演讲稿似乎也不错，只是作为思想书籍⋯⋯⋯⋯了点

Page 6



《寓言的密码》

精彩书评

1、最近看书战线拉得实在过长，自己都有些迷糊了，该要慢慢清理下。先从两个上海男人说起吧： 
张远山和李劼互相熟不熟我不知道，认识是一定的，都在华师大读过书，好象张的妻子和李还是钱谷
融的同届研究生。前段刚巧在同时读他们的东西。这两个上海男人啊，还真是挺相似的，都有些让人
“讨厌”之处。 张远山的杂文在当代也算得上面旗帜，大气磅礴，嬉笑怒骂，收放自如。只是我一直
都喜欢不起来，总觉得他的文字难于亲近。一个人“从1980年到1993年，14年间日读不辍，不看电视
、不读报纸、不闻文坛聒噪，惟以桥牌围棋略作调剂，每天阅读时间不少于14个小时”，隐忍不发，
然后方逐步开始自己成竹在胸的写作计划，著述不断。此种精神毅力固然值得尊敬，但多少也有点儿
可怕。他第二个十年计划要开始倒腾的庄子奥义和公孙龙子奥义，高深得我只会敬而远之。不过他第
一个十年计划的开山之作《寓言的密码》实在好看，读得我只能从牙缝中憋出四个字：太有才了！还
要加上TMD，才过瘾。 张远山说：“儒家天真，道家率真，墨家认真，名家顶真。政治上天真的儒
家，在生活中一点也不率真，所以多是伪君子。生活中率真的道家，在政治上一点也不天真，所以多
是真隐士。宗教上认真的墨家比儒家虔诚，他们把鬼神当真，因此避免了儒家的虚伪。知识上顶真的
名家比道家真诚，他们把真理当真，因此避免了道家的虚无。然而帝王专制需要政治上天真幼稚的儒
家，因此儒家战胜了墨家，宗教信仰在中国成了民俗游戏。帝王专制需要生活上率真随便的道家，因
此道家战胜了名家，客观真理在中国成了海外奇谈。” 庄子的思想虽然未必全是真理，但庄子确实是
在为自己思想。韩非的某些思想虽然很深刻，但他永远在为君王而思想。一个人当然不必一定要为自
己思想，比如可以为人民而思想，但如果一个有思想家才能的人只为独夫民贼而思想，那么他就已经
失去了思想家最重要的品格，失去了思想和智慧的最高尊严。与韩非相比，庄子要自私得多，而韩非
则无私得多。庄子考虑自己太多，而韩非考虑自己太少。但庄子的自私几乎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他
为自己的自私辩护的时候，也同时在为天下所有人的同样的自私而辩护──而暴君正是要剥夺天下人
的全部无害于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私，以满足他自己的最大限度的自私。韩非的无私，全部是为了
成全和纵容暴君的自私；韩非的无私，严重侵犯和践踏了天下万民的无害于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私
。庄子主张的‘自私’，如果推及一切人，这种‘自私’谓之‘自由’和‘人权’。韩非主张的‘无
私’，如果推及君王以外的一切人，这种‘无私’谓之‘贱骨头’和‘受虐狂’。当韩非把这种为暴
君无私献身的受虐狂强加于人民时，他就成了丧心病狂的虐待狂。受虐狂自愿放弃自由，虐待狂则强
行剥夺他人的自由。” “所以做帝王要有百官，做父亲要有众多的儿子，做丈夫要有三妻四妾，以便
众多的承志者互相竞争谁的揣摩水平更高──争宠是中国的尊贵者最乐意看到的局面。因此当第一个
承志者受挫以后，一定会有第二个更能察言观色的承志者已经摸准了在上者的心意──所以他才配称
为‘心腹’。其实第二个承志者一开始很可能也吃不准，是第一个承志者的建议为他投了石问了路，
第一个承志者的失败，成了第二个承志者的成功之母。于是第二个承志者开始扮演‘强人所难’的角
色，用一大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要求在上者为了仁义，为了天下万民之福，以天下为己任，一定要
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接受这个建议⋯⋯经过在上者心花怒放却偏偏不肯，在下者一心献媚却假装诤臣
的无数个回合，一场权力游戏的闹剧才会尘埃落定。” 因为才气，张远山能察人之所不能察；因为狷
狂，张远山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二者结合产生出的文字，是既带着仙气，又夹杂着魔性。诡谲呀~^_^
最早知道李劼，是几年前他捅重写文学史的内幕，闹得纷纷扬扬。那时他已出国有些年头，我的年纪
当然不可能知道他在80、90年代的风光，所以只觉得这是个挺不招人待介的主儿。突然想起师大旧馆
未拆之时，还卖过他的文集，我不屑得连翻也没翻。（现在后悔了）去年查建英几篇访谈烧火了八十
年代，有朋友让我读李劼的《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说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李劼是在海外写下他
对八十年代的回忆的，他说“历史理当是许多个人回忆的拼贴，毫无中心话语可言⋯⋯当众人纷纷发
出自己的声音时，色彩缤纷的历史也就自行呈现在人们面前了。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在于各方主体
的主观共视里。”这我很认同。他的回忆也真是够快意恩仇，开篇就说明：“本著的写作原则，一如
题记所言，以诚实作为前导，除了忠实于内心的声音，不懂得向任何强暴低头。不管其强暴是出自权
力话语，还是来自经由各种面值各种渠道的经费和一些装腔作势实际上却是要思想没思想要学问没学
问的大学教授互相间巧妙编织而形成的话语权力。”“本著的写作原则，是忠于事实。本著不会因为
事涉师长和朋友，就回避一些令人尴尬的细节。本著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喜恶，故意对他人的贡献视而
不见。”事实李劼也是这么做的，他说陈思和“谈论精神性的话题，其口气和语调，跟上海小弄堂里
的家庭妇女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历史事件，大同小异”，有够刻薄。 读这样个人色彩极浓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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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录，最能看出作者自己的性情。李劼有大才，文中随意谈到几句卡夫卡，“相对于雨果托尔斯泰小
说里的那种怜悯，卡夫卡小说里更多的是谦卑。比起怜悯，谦卑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精神底蕴。一个绅
士再怜悯芸芸众生，永远不会妨碍他那身着西装革履的风度翩翩。但假如这个绅士突然落到了被他所
怜悯的芸芸众生的境地，他成了怜悯的对象而不是怜悯的主体，他可能不得不选择谦卑。精神的尊严
有时是西装革履的，有时却恰好是放浪形骸或者蓬头垢面的”，即是精湛的观点。又的确能轻易读出
李劼的恃才傲物来，难怪他在国内混不下去。李劼的“秉笔直书”很难让读者对他生多少崇敬之感，
因为文字间私怨的情绪太重。谁会把这样主观的“事实”当回事儿呢？ 读李劼的回忆录，原本也就是
想再了解点儿八十年代，现在却对这个人起了大兴趣。十分想读他的文集，看他的新历史小说。因为
他也是有才啊，太有才了。 可有才的上海男人，身上都少不了戾气吗？
2、从没把张远山当学者，觉得他最多是个文人，虽然他总在文章里这个“兄”那个“兄”的唤着。
他和他的那些兄，写东西都喜欢引经据典，这最让人受不了。好像不引那些书名、人名和高级名词，
他就不能表达了一样。可笑。回到这本书。写得不错。有几篇故事确实很有味道。但还是浮躁。语气
太义正严辞，像个公诉人，不喜欢。
3、初看之下觉得过激，看多几篇后就品出味道来。那种批判精神，那种对帝制对极权无畏的痛击，
令我很感动。虽然其中还是有几篇大而不当，有几篇的观点不尽认同，但总体来说其议论多发前人所
未发，读之颇有裨益。总之，本书的水准远在我阅读前的期望值之上。“曲高和寡”一节中说了文化
艺术水准向下迁就的现象，我要说只要你想看好书，总还是找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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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寓言的密码》的笔记-第155页

        这段剖析非常到位，是全书一大亮点。

就大部分在朝者而言，名义上是儒家，实际上是法家，此之谓“佯儒实法”。孔孟虽是名义上的国学
，四书五经被列为官学，但只有荣誉地位，实际政治操作用的却是偷梁换柱的荀韩一套。孔孟之道是
宏观战略，荀韩之学才是具体战术。战略上要重视人民，因此孟子说民为重，君为轻，而战术上要藐
视人民，因此韩非说人民是需要鞭子的马。无论是谁在朝主政，法家权术的一套永远不变。所以对于
永远在野的真正道家来说，孔孟只是假象敌，荀韩才是真正的对手。然而在野的道家对政治实情或政
治内幕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孔孟是假想敌，往往十分粗疏地把法家的帐算到儒家的头上，也
因为法家确实打着儒家“亲民”、“明明德”、“爱民如子”的旗号。然而在朝的法家却心知肚明，
儒家只是招牌，孔孟圣人只是招徕顾客“近悦远来”的羊头，而荀韩酷吏才是令“四夷宾服”奸谋得
售的狗肉。除了道家弄错真正的敌人，那些暂时在朝或曾经在朝现已黜退的以孔孟正宗自命的道学腐
儒，也天真幼稚地自以为是执政党，他们自命为孔孟正宗的清流，与荀韩异宗的浊流势同水火。然而
事实却是，浊流永远主宰清流，对清流生杀予夺，只不过天子要留着孔孟之道的招牌，所以浊流对清
流并不完全赶尽杀绝，而是留下几个智商低下、能量不大的知趣腐儒撑持门面——做做太子太傅或翰
林学士之类

2、《寓言的密码》的笔记-第178页

        按：对正义的信心还是要有的，但实际可操作性不大。
虽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但坏人似乎总是比好人团结。。。

3、《寓言的密码》的笔记-第53页

        概括地说，中国文化是“意”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义”的文化。义可定而意不可定，义精确而
意模糊。意的文化是诗的文化、艺术的文化，义的文化是真的文化、科学的文化。诗与真、艺术与科
学，是人类文化的两大领域。由于中西文化都有一点走极端，甚至是可以认为，中国文化是“意淫”
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义淫”的文化。庄子思想的功与罪，由此也就一目了然。

4、《寓言的密码》的笔记-第33页

        如果有人看见一队盲人牵着手排着整齐的队伍过马路，而另一些并非盲人的健康者手插在裤袋里
络绎走过马路，就断定盲人群体比健康人群体更团结更有力，谁都知道这是荒谬的。盲人的牵手，表
面看来似乎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其实这种凝聚力假象之下的真正实质，却是个体因无能虚弱而急欲
依附于外物。尤其是，如果为了保持这种可疑的凝聚力而拒绝让盲人复明，甚至为了凝聚力而故意把
健康者摧残成盲人的话，事情就更加可疑。我相信，如果让盲人们复明，他们过马路时固然不再有手
牵手的“团结”表象，但他们必将对使之复明 
的政治共同体更加感激，他们对帮助他们复明的政治共同体无疑能够做出更大的回报。如果一旦需要
他们为国家利益而赴汤蹈火，其战斗力无疑要远远高于他们失明时的力量。只有当每一个独立自由的
共同体成员因为获得独立和自由而发自内心地感激政治共同体对自己的恩惠，这样的凝聚力才是真正
的凝聚力，而且这样的凝聚力比因为精神虚弱而寻求依附和庇护的“向心力”，无疑要强大得多。因
为他们知道，一旦他们不誓死捍卫这个使他们享受独立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他们就可能重新回到过去
的黑暗之中，丧失确保他们幸福欢乐的独立自由。而盲人们一旦明白自己的失明──误以为人民愚蠢
到连这也不知道是最大的愚蠢──是由于民族大家庭的家长为了“团结”的表象而故意造成的，那么
大难来时各自飞，必将是意怠们的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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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寓言的密码》的笔记-第49页

        轮扁（即庄子）的“不可言传”思想，可谓是似是而非。庄子夸大了经验的相对特殊性和语言的
相对模糊性，无限推论到一切普遍性知识领域，抹杀了对现象与经验加以抽象归纳并用理性语言加以
逻辑表达的一切可能性。庄子没有认识到，类似于艺术风格、缺乏普遍性的个人经验，正是在把经验
加以归纳，并进一步抽象为普遍知识时必须过滤和忽略的。以为普遍性知识必须在所有细节上符合每
个人的特殊性经验，是对绝对真理即至高无上的“道”的荒谬要求。从感性的审美立场来看，庄子是
我最为痴迷的先秦思想家，是中国艺术的最高典范；但从理性的知识立场来看，我认为庄子是阻碍中
国的技术发展尤其是遏制中国的科学理论产生的最大罪人——或许这是爱之深责之切吧。

6、《寓言的密码》的笔记-第1页

        儒家天真，道家率真，墨家认真，名家顶真。
政治上天真的儒家，在生活中有点也不率真，所以多是伪君子。生活中率真的道家，在政治上一点也
不天真，所以多是真隐士。宗教上认真的墨家比儒家虔诚，他们把鬼神当真，因此避免了儒家的虚伪
。知识上顶真的名家比道家真诚，他们把真理当真，因此避免了道家的虚无。
然而帝王专制需要政治上天真幼稚的儒家，因此儒家战胜了墨家，宗教信仰在中国成了民俗游戏。帝
王专制需要生活上率真随便的道家，因此道家战胜了名家，客观真理在中国成了海外奇谈。

窃以为本书序言为本书最精彩的部分。

7、《寓言的密码》的笔记-第155页

        我以为儒家是牧羊狗，而法家是狼狗，牧羊狗不吃羊肉，但从不反对主人（或曰人主）杀羊吃。
但牧羊狗自以为牧羊有功，认为主人离不开自己，所以常常要忠告主人有计划地吃，名正言顺地吃，
不要滥杀滥吃。而狼狗不仅不反对主人滥杀滥吃，还一再论证羊天生就是供主人滥杀滥吃的。同时，
狼狗自己也偷偷地吃羊，对此主人睁一眼闭一眼地并不在乎，反正羊多得像天上的白云。主人虽然讨
厌牧羊狗愚忠死谏的强项无礼和种种讨厌的道德说教，但因为牧羊狗比狼狗忠心，也更能迷惑羊群，
所以留着他们摆摆样子，有利于名正言顺地滥杀滥吃。因为滥杀滥吃固然需要法家狼狗的帮忙，但名
正言顺地常吃久吃更需要儒家牧羊狗的帮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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