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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江湖》

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学者于建嵘的最新文集，包含了作者最近几年的杂文、随笔和小说，与国内外知名学者的
对话，以及在哈佛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的演讲。文字呈现了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底层立场与
悲悯情怀。同时体现了他精湛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情感表述，非常感人、非常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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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江湖》

作者简介

于建嵘，法学博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
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底层立场》
。2005年获《中国新闻周刊》“三农研究（专著）奖”；2008年分别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组织
评选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农村人物”称号，《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人物”称号。2010
年再获《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人物”称号，并获《新周刊》中国娇子新锐榜年度新锐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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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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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江湖》

精彩短评

1、父亲是流氓，或者是被流氓欺骗和欺负的，或者同时是流氓，同时又被欺骗和欺负。除了最后一
部分的一个短篇，其他都不过瘾，得找岳村政治，抗争性政治来看
2、良知知识分子对中国前途的考量～
3、仅看《父亲》
4、于建嵘老师果然是多才多艺，口才好，文笔佳，骂得了官老爷，下得了煤矿井，写得出好小说，
画得出传世作，做得了踏实的经验研究，写得了张狂的公知评论。
5、收录了于建嵘近年来的演讲、访谈等。于的作品立场明确，思路清晰，可以看到作为学者他的孜
孜不倦和认真务实，更进一步的，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身上难得的悲悯情怀
6、读于建嵘的引子，社会学！
7、对农民、工人和底层人的关怀，其实就是关怀我们自己。
8、2014第71书。@于建嵘 先生，俺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他是说实话、搞实证、办实事的人，比拽洋
文、套帽子、大忽悠的很多砖家强去太多！精英放个屁都要弄出点声响，底层没了命却让人家闭嘴，
没道理啊！先用剪刀差以农哺工，后用二元化以乡养城，农民苦啊！如果中国多一些于老师这样的人
，那俺会乐观些！
9、于建嵘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10、做学者当如于建嵘。自叹不如啊，被甩好几条街。这本书的分量很重很重，还能再多打几星么？
11、因为书的一部分是作者在很多名校的讲座，所以内容有些重复。但对于农民以法抗争 工人理性维
权这一部分，写的非常好。
12、不怕流氓有文化，就怕流氓权力大
13、写了一大段 居然没了！归纳几个关键词：以理维权 以法抗争 司法公正 基层民主 公民权利。
14、这本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长时间思考的几个问题：1. 底层农民和工人在什么情况下会组织起来
干革命，本人有生之年是否会出现此类事情；2. 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如何，威权主义体制能维持多长
时间，是否最终过渡到民主宪政制度。
15、司法环境、媒体传播、权利意识启蒙
16、花了好长的时间，认真阅读了这本著作，有诸多感想与收获，有空慢慢道来。
17、研究真问题，很多人不了解，想不到，不敢想的问题
18、读了几页，就觉得自己以前想的完全没错：钻在实验室搞一些自以为是的狗屁实验，跟老百姓有
毛关系啊。琢磨怎么让底层稍微活得好点，才是实在的。
19、:无
20、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于教授的演讲实录，学术专著。前半部分阅读性较弱，观点很有启发，但观点
重复较多。后面的中篇小说写得很好，一度感觉和余华的小说有点类似，荒诞又讽刺。
21、最早是看他的小说，喜欢这种对生活有观察的非专业写手，能讲清楚一个不错的故事又不造作，
过了冯唐老师说的“金线”。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研究已经不从主流了，但仅是“描述性”的研究都可
以读读。还给了我一个启发：对于海外中国学生来说，中国真的很难研究，不是跟着暑期团实践一下
，或者学过几个回归模型，再加上自己是中国籍就可以做中国问题的。即使是相对（中国phd）而言
，很多美国问题都比中国问题容易懂。
22、推荐给每一个人。这本书关于父亲的故事只有2页多几行，但如果不用这个名字估计都没办法出版
。
23、一个富有同情心，有良知的公知，他应该让很多公知汗颜。
24、真的很佩服自己，居然能看这么理论的书。而且，我发现，我居然我很喜欢这一类型的书。这本
书，引发了我看更多理论方面的书，引导我开阔视界，也给我一个视角去关注中国的广大农民生存现
状，上访者的诉求，以及一些农民反抗者的存在。我不知道在中国，居然还有一批农民税赋反抗者的
存在。一直以来，我认为是国家要求怎样交提留就怎样交，哪怕这给农村的家庭带来相当大的经济负
担，让农村的兄弟们都认为田没法种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人反抗。这本书，让我认识到中国
有一个这样的群体。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虽然还只是利益之争，还没到权利之争的地步，但是我感
觉我看到了萌芽。而且，这本书的火爆，也暗示着权利在中国网民心里已经种下了一颗种子。喜欢这
样开拓我思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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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江湖》

25、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应该读一下这本书。于建嵘长期坚持将观察视角放在中国的底层，为我们提
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这是一本有学术价值，同时充满感情色彩的书。
26、于老师的文章合集，很不错的学者
27、最好看的还是那部小说。
28、对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独到解读。最后的小说写得真好。
29、底层政治的利益之争，农民以法抗争，工人以理维权，更利用网络新媒体传播和维权，但路漫漫
其修远兮。
30、不喜欢作者一副永远正襟危坐、一本正经的说教样。但这确是真正的良心文章!由衷感佩作者为倾
听底层所付出的一切。对这片繁华背后的荒凉衰败，能够呼吸领会的其实大有人在，只是大家光看不
说或者光说不练，缺乏作者奔走疾呼、醒时救世的责任感。
31、微博上一直跟随于教授的脚步，读完这本书可以了解教授的心路历程，讲实话，看实际，真正的
学者，佩服于教授
32、第一次见到如此严肃认真的讽刺短篇，文笔又如此辛辣，读来过瘾。
33、一心一世界
34、很不错的书，欲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农民和产业工人。认真思考中国，严肃对待权利。
35、作为一个社科院院士，于教授一直在关注最敏感的社会问题，诸如拐卖儿童、上访、征地等等。
这本书我看过节选。简直是社会学、政治学等等知识大荟萃，也是当今中国现状的很好反应。
36、于教授的底层立场和底层角度，让读者能更清楚地认识这个社会的真实情况。想到一句话，一个
社会的强大、进步、文明并不是看这个社会对强者的态度,而要看社会对待弱者的态度，我想这句话很
贴切这本书中想要表达的精神。
37、还成吧！
38、对底层的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善良。
39、每个人都该读一读的书
40、万千精华凝结于书本最后，流氓父亲和冤屈母亲所代表的庞大群体赤裸裸的呈现着社会根子里的
荒谬。
41、只看了序言，实在恶心至极，就没胃口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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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江湖》

精彩书评

1、谎言巴别塔——读《父亲的江湖》有感我花了好长的时间，终于认真读完了于建嵘先生的《父亲
的江湖》。此书不是散文、杂文、书评、影评等类型的书籍，从任何一页翻开都能轻松读下去，这是
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全景，是一座恢宏而复杂的建筑，选错入口可能就会迷路。我多次随意翻看
其中某篇文章，虽明白作者想说什么，但对其整体的思想架构却始终不得要领。我相信一定是我打开
的方式不对，于是在几乎通读全书之后，又痛下决心从第一页开始顺序看起。这次我终于找对了入口
。于老师是学者，在出版此书之前有多部学术专著问世，包括《岳村政治》，《衡阳考察》和《安源
实录》等，其中《安源实录》在台湾问世，在大陆遭禁。这一本父亲的江湖虽收录了学术外围的一些
文章，却仍然具有很强的学术性。没有阅读过前三部学术专著而突然阅读该书，难免会有一定的障碍
。曾勋编辑的文章顺序，为理解于建嵘老师的思想体系铺设了一条最容易的道路。读罢全书，我脑海
里浮现出两个父亲的形象。第一个父亲形象是虚构的，来自小说《父亲是个流氓》，是当权者的典型
代表。他出身于流氓无产阶级，后参加革命，赢得了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信任，取得了革命胜
利。在文革中他撕掉伪装，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他一心专注于权色交易，死后
被称颂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父亲一生三个阶段的故事，我们都可以在其他小说中读到，比如早期
革命阶段，有〈白鹿原〉中的黑娃；文革阶段，有伤痕文学；改革开放阶段，有官场文学。每一个阶
段的故事都平平无奇，但是当把这三段故事放进同一个文本，把三个人物统一为一个人的时候，小说
竟给人极大的震撼感。作者用惊人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想力向我们指出了当权者的本质——“父亲”
是个流氓。“父亲”自始至终都是个流氓，那些意识形态对他来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他从来没有相
信过，也就从来没有背叛过。可他为什么要说谎？因为说谎可以为自己带来利益，可以让自己从无产
变为有产。而要保证自己始终有产，只有不断地重复谎言，并让别人相信他的谎言，为此他甚至可以
掩饰自己的流氓本性，变得道貌岸然。在文革中他轻易违背了自己一直所说的谎言，因为那些谎言已
经无法保证他有产。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谋取更多的资产，他继续说谎，并且流氓本性暴露，做起了
权色交易。死前他还将谎言做为遗产传给了下一代。流氓代代无穷已，谎话不绝死复生。通过一个流
氓无产者的一生我们看到，他为了让自己变得有产并且更有产，什么流氓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第二个
父亲的形象是真实的，是于的生父。于父的风骨撑起了一件军大衣，可是这件军大衣已经过时。他曾
经固守的那些江湖道义和社会底线，如今已荡然无存，这些都是拜第一个父亲们的谎言所赐。一虚构
，一真实，两个父亲之间的遥远距离，揭示了这个社会的所有弊病。我经常在想，为什么每一次人民
代表大会都找不出一个反对者，为什么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会对同一种意识形态俯首帖耳？读
完本书我明白了，人类在真实的思想交流中永远不可能时刻保持一致，他们总会产生一些思想分歧和
交流障碍，能让他们永远保持一致的只有谎言，唯有谎言才能一统天下，参差多态是谎言的天敌。小
孩吹出的泡泡一戳击破，为什么大人说的谎话牢不可破？那些毫无生气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怎会拥
有那么强大的破坏力？又是什么让他们一直说下去？于的文章明白无误地指出，一切都是利益驱使。
挂谎言之虚，行利益之实。没有人会反对利益，一群既得利益集团坐下来讨论无产者们的利益问题，
当然全部举手。若你对代表大会上那些如林假肢感到义愤填膺，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现背后的利益。
而绝大多数义愤填膺者，如果也能分到利益，他们将选择沉默。这个社会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层：第
一个阶层说胡话，是愚民；第二个阶层说真话，可以称之为觉民；第三个阶层不说话，第四个阶层只
举手，他们都是顺民，区别是第四阶层比第三阶层多了举手的权利；第五个阶层说假话，是统治者。
他们的食物链关系是这样的：不说话的剥削说胡话和说真话的，只举手的抽榨不说话的，说假话的吞
噬只举手的。一座由下到上源源不断输送利益的巴别塔就此落成，愚昧是它的基础，利益是它的血肉
，谎言是它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这座巴别塔是空心的，一切真话都被排斥在外。人类说着不同语
言建造不了的巴别塔，通过一种通行的谎言，终于建成了。它直抵星空，宣示着宇宙真理。于建嵘在
书中说，这个社会拥有最大破坏力的阶层是流氓无产者。在这里我进一步发散书中思想，流氓加无产
只是社会遭到破坏的一个先决条件，还要给他们一个巨大的谎言，再配之以源源不断的利益输送，才
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破坏机器，我称之为谎言利益模型。这个谎言利益模型，也即于建嵘老师所言
的“政治权力上的一元结构”。书中这样描述：“形象地说，就是一个高度理性和强大的执政集团，
一群紧跟在执政集团后面跑的，已经碎片化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更大规模的是更加碎片化了的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文革后，公民社会遭到彻底破坏，市场经济加大了这种碎片化倾向。”这样
富有画面感的表达，让我想到用自然界的一个相似之物来为这个谎言利益模型赋予一个更容易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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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江湖》

形象，那就是飓风。利之所驱，乃风之所起，巨大的谎言就是一个飓风，它在不断地聚拢权力，吞噬
财富。飓风的中心，恰恰是一座空心的巴别塔。索尔仁尼琴说：“谎言已经成为了国家支柱。”而谎
言飓风还是社会能量的绞肉机。体制内的平静与稳定，是谎言制造的一种乌托邦假象。在庞大的飓风
笼罩之处，每一个阶层都没有安全感，人人自危。我们的尊严、房屋和财产，随时会被一阵突如其来
的旋风卷走。这个社会的道德沦丧、人性堕落、财富外移、文化流失和环境污染，都是谎言飓风运转
的必然结果。谎言还在持续地摧毁着这个国度，社会中的一切能量都要为维持谎言服务，直至消耗殆
尽。我们都身在这个庞大的谎言飓风之中，看不到这个飓风的全貌，也没有对比，很多时候认识不到
飓风的危害。就像每次飓风肆虐之际，海面上总有许多规模较小的热带气旋，其实在我们身边有许多
小型的谎言利益模型，比如各种传销组织。身在传销组织之外的人，很难相信怎么会有人相信那些谎
话，然而一旦看见其中的巨大利益，很多人就会不由自主深陷其中，变成传销组织的一员。扪心自问
，你是不是也在发展下线？这个国度总是出现一些光怪陆离的社会事件，并且重复出现。惯说真话的
人，话说错了自会修订，事做错了自会改正。而惯于说谎的人，谎言破了只会用更多的谎言来弥补，
事态严重则只会想着掩盖和掩埋。这就是社会无法实质性进步的原因。真话在体制内没有生存空间，
在体制外也毫无立足之地。很多人都知道真话是什么，但是他们更明白利益在何处，所以在国考日会
有几百万人蜂拥着奔向那个谎言乌托邦，而且这个人数还在逐年递增。谎言飓风似乎永远不用担心缺
乏生命力。如今这个飓风变得更强了，它在拼命收缩，在剿灭一批真话之后，即将成立国安局。中国
的政治体制就是这样一套强大的社会破坏机器，这样一个强大的谎言飓风。谎言飓风何时才能平息？
在社会被完全摧毁之前，我们还能有所挽救吗？愚昧是这个谎言飓风的基础，首先应破除愚昧，让社
会各阶层明白，许多权利是自然赋予的，不是国家给予的。于建嵘老师在多年的社会调查研究中概括
出如下结论：农民维权是以法抗争，比如他们会打印政府文件去政府大楼讨要说法；工人维权是以理
维权，他们总是引用“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工人阶级先锋队”等陈旧词汇，期望以道理说服有关
部门。裴宜理判断准确：“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
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景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力的诉求
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因此我主张将建构当代中国抗议活动的框架模式为规则意识
，而不是权利意识。”中国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的维权方式，都在规则意识框架内，而不是权利意识
。愚昧盛行，但很多人在觉醒之后却选择了做犬儒的顺民，并努力争取举手的权利，因为利益之风是
谎言的血肉，永不停息。在破除愚昧之外，还应该赋予个人以财产，并且保护他们的财产，不让旋风
轻易卷走，风势自会慢慢减弱。在这里要提醒一下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你们把社会上所有财富都卷走
了，就会滋生新的流氓无产者。谎言惧怕真话，也应该惧怕另一种谎言。一旦让新一批的流氓无产者
找到新的更强大的谎言，其后果不堪设想。当前中国政治道路的选择实际上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
种思维。理想主义又分两种：一种是强化威权体制，如一些学者提出的新儒教，用传统文化救中国，
窃以为飓风需要的是削弱，而不是加强，飓风改头换面叫台风，其破坏与威胁依然；一种是实现民主
宪政，实行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开放媒体、司法独立等。这一套已经被打上了西式民主的标签，执
政者已经产生明显的抵触情绪，并且明确说了不搞。现实主义认为，这两条道路都不是执政者的努力
方向。有没有一种中间道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一种符合中国当代社会环境的解决方案？于建嵘
提出的方案可以概括为两条：一， 推进县政自治；二，实现司法制衡。民主常常被我们想象为天山圣
水，在治理污水河时，民主是否真的有效？在一时做不到三权分立的现实下，司法制衡或可一试。用
一条污水河去制衡另一条污水河，慢慢形成一套稳固的河道，让人们有路可走，有法可依。我们不怕
河水是污的，就怕污水河时刻决堤。当堤坝稳固之后，河水自然会慢慢变清。其实民主并不高尚，就
是一种利益的分配机制，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让农民产生自己的阶级意识，让工人从阶级迷失中醒
悟过来，大家选出自己的代表，戳破所有谎言，坐下来讨论利益分配。《安源实录》写的是工人阶级
，他们的迷茫是最深重的， “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对于当年的说辞至今念念不忘，不明白
自己为何会被抛弃。我想这本书之所以在大陆被禁，大概是因为书中大胆戳破了缭绕在工人阶级身上
的各种谎言，是破除愚昧的一把重锤。在于建嵘最早的著作《岳村政治》里，他发现了县政自治的可
能。他认为县政自治更多是对个人民主权利的承认，对于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社会特别重要。
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对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应该将农民基本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作为农村社会发
展的基本目标。底层人民的利益得到保证，谎言巴别塔自下而上的利益输送链就会断裂，这样飓风中
的利益之风便会逐渐减弱。但愿谎言飓风尽快消散，但愿这片大地上所有怀着一颗赤心的人们，纷纷
醒悟和站立起来，人人成山岳，让赤县变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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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只能说他很亲民，生活的很底层，接触的人也可以很高端，是一个因研究底层生活出名后一些高
端人士纷纷找上门的名人。这本书中讲的很多事例几种在十年前甚至更早，那时的中国社会或者说中
国广大底层人士确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自从取消了农村的农业税之后，农民减负这个话题现在可以
搁置了。但是失地农民的生活确实是个很大问题，野蛮拆迁不公正的拆迁补偿，是个很大的问题；文
中亦提到了上访，不得不说上访颇具中国特色，也是个很扯的问题，中央成立了这么个玩意，又严令
各地制止进京上访，还搞个屁信访一票否决。于教授提出的建议本人完全赞同，有那经历完善法制多
好，一言堂，领导批示难道会比尊重法制好？
3、我要写的并不是书评。我只是想说，于建嵘的书，我没有能力对他的学术成就进行评价，只是感
慨于他能够数十年始终面向劳苦大众，真诚的活着。不易！看到他在书中写到自己多少次进入穷乡僻
壤，进入北京的出租屋，采访上访户，倾听他们的讲述，甚至跟他们做朋友。回想起我自己曾经历的
事情，不禁惭愧。每次有上访户来我们单位，我和我的同事都避之唯恐不及，虽然说不能帮他们解决
问题，但这种冷漠的态度实在太过无情。还记得前年冬天的一天，一位上访户不知从哪里找到我的手
机号码，在电话里讲述了自己如何被强拆，如何来京上访被截访殴打，甚至手指都被打断了一根，却
无钱治疗。他们两口子先后几次在电话里哭述，我却无动于衷！我当然有理由可以说，我真的没有能
力帮他们解决上访的问题，但我至少可以给他们一点钱，让他们好受一些吧！当我们每每咒骂这个社
会病了的时候，也许也该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人性未泯？！反省自我，同时更加敬重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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