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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流浪》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丁东以个人体验为主的一本思想文化随笔，记叙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与理想幻灭、在编辑工作
上的风风雨雨以及他与学术界、思想文学界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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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东，男，47岁，主要从事思想文化批评，现居北京。著有《冬夜长考》、《尊严无价》、《和友人
对话》、《报馆旧踪》、《书局旧踪》等书，编有《顾准寻思录》、《王蒙现象争鸣录》、《反思郭
沫若》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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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文革风暴
二 上山下乡
三 理想幻灭
四 机关风雨
五 重返校园
六 编辑往事
七 清理思路
八 混在北京
九 提前退休
十 几本随笔
十一 回忆小波
十二 民间思想（上）
十三 走近顾准
十四 民间思想（下）
十五 书海弄潮
十六 刊林客串
十七 转益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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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对民间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值得关注。
2、丁东的老婆是刑小群。
3、去厦门的飞机上，带着这本小书读了一个多小时，这本书可以算是丁东的精神自传。丁东对知识
分子和民间思想的持续关注和深入挖掘，真是让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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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以一个精神流浪者的名义——读《精神的流浪》书评人/汤文培我安静地躺在一个有圆窗和大书橱
的小房子里，不经意间发现一些秘密和见闻开始散发令人惊叹的芬芳，暗夜的那盏孤灯在窗前摇曳不
定，使纸上的风景因神秘而显得格外迷人，我不停地翻阅手中这本《精神的流浪》，一如白日里漫无
目的四处游荡的双脚不肯轻易停下来。这黑夜也是黎明，我仿佛听到一种特立独行不受羁勒的精神在
穿越人世间浮躁而琐碎的物质区域时发出的声响，那声响不断聚集，如同一束强光由黑暗的深处也由
灵魂的深处出发，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一刻也没有停顿，又毫不留恋地从另一个空间进入下
一个空间⋯⋯《精神的流浪》是一本自述性的思想文化随笔，作者丁东先生从文革时期开始写，一直
写到1999年在北京的经历和思考，主要记叙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与理想幻灭，在编辑工作上的风风雨
雨以及他与学术界、思想文学界的交往，既是一部知识分子个人思想的成长史，更是一个精神流浪者
的内心独白。丁东先生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写道：“环境是由人来创造的。新的思想是靠人来表达
和传播的。”我不禁想到自己曾经一度茫然的生活状态。那时候一个人躲在空房子里凭空想象到的世
界与现在用双脚丈量用双眼观察到的世界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像流星一样中天陨落
的王小波曾经想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而没有完成愿望；《顾准日记》的出版几经周折，历尽劫波；60年
代大陆的小说创作应该有余易木的一席之地⋯⋯以一个精神流浪者的名义，从事思想文化批评多年的
丁东先生在本书中从容地讲述了一些在精神流浪历程中所感受和发现到的种种辛酸与真相。如果说葡
萄园是肉体的，葡萄酒则是精神的；如果说悬崖是物质，悬崖上独自挺立的青松则是精神。历史悄然
远去，当很多人因为面对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而变得贪婪与可怕时，值得庆幸的是，处在相对清醒状
态中的我们还能通过阅读和思考来获得些许慰藉。流浪不是一件容易使人上瘾的事情：它不同于探
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黯淡无光的世界基本上已经无险可探；它也不同于旅行--那些有闲却无趣的
有钱人在无处可去时只好把旅行当作自己的志向。丁东先生在继续流浪的路上感叹道：“从北京，到
山西，再回北京，半生已经过去了，头上生出了白发，心却不甘老去。”读到这里，我在心里想，我
是再也不敢妄自菲薄说大话的了，我甚至把年少时引以为荣的离家出走与跋山涉水也从流浪的范畴里
划分出来。这黑夜也是黎明，这黎明也是黑夜。我合上书，却合不上眼睛。我清晰地记得在书的结尾
丁东先生流露出来的那一番真情：“我今生可能注定成不了一个专业知识分子，但我愿作为公共知识
分子的一员，为思想文化的开放，为社会的公道进步，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在心
里像默念一段经文一样默念着这段平实而深沉的文字，我强烈地感到我的神经束在放射，皮肤毛孔长
久地颤抖，周身每一丝肌肉都在挣扎着光和阴影对我的捆束。我想在这篇小文章里毫不保留地说出我
对丁东先生的景仰与喜爱，因为在这本书里，丁东先生不同寻常的经历对我的刺激很大。在中国，我
立志做一个像丁东先生这样的精神流浪者。我也相信，终有一天，我要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自由行走
：以一个精神流浪者的名义，谢绝那些名不副实的东西，婉拒那些光怪陆离的景象，抵抗那些想入非
非的境地；以一个精神流浪者的名义，为那些无中生有的遭遇求得说法，让那些忍辱负重的好书浮出
水面，向那些脚踏实地的朋友认真学习。
2、《精神的流浪》，丁东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2.6元。这本书是几个月之前所买，早就做了
记号想摘抄一些。这本小小的书，可以说是丁先生的精神自传。我佩服丁先生这些年的工作，读了这
本书后对他多了分了解，也更加佩服了。抄书：P41：为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效力，是几乎所有知识
分子躲不开的义务。尤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你不充当革命动力，就得充当革命对象，二者必居其一
，没有第三种选择。想要置身局外，可能性微乎其微。P42：知识分子应当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才华和
智慧，但这种贡献是从独立的立场出发还是从依附的立场出发？是一味按图索骥、投其所好，还是独
立思考、自由表达？这仍然是个未能解决的大问题。要说从上一代人陷入写作组的悲剧中可以得出什
么教训，我想，不是依附于谁才对，而是应当彻底告别那种人身依附心理。P215  知识界也有朋友觉得
说了也白说，于是干脆万念俱灰，懒得关心社会。我觉得，光发牢骚没有用，还是要从自己做起，从
现实做起，从脚下做起，一点一滴地做实事。环境是由人来创造的。新的思想是靠人来表达和传播的
。如果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坚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并且把这种思想和精神通过言论和作品向社
会散出去，就会影响媒体和舆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这种影响可能不像振臂
一呼，应者云集那么痛快，可能只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但人类文明通常就是在潜移默化
中渐进。况且，现在社会已经有了进步，知识分子提出的合理意见，有一部分已经进入传媒，同时面
对决策层和社会公众。虽然不能做到一言可以兴邦，但众声喧哗，总会对社会的价值观和发展趋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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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影响。我今生可能注定成不了一个专业知识分子。但我愿作为公共知识子的一员，为思想文化的开
放，为社会的公道进步，发出自己的声音，作出自己的贡献。P145 （抄按：可见出版之难）这书（指
《顾准寻思录》）的出版，无意中还促成了另一本书的出版，那就是《李锐日记》。今年已81岁的李
锐先生早在两年前就把自己的七次出国访问日记编了一本书，由一位热心投资者排出清样，但转了几
家出版社，就是通不过。那天我和唐晓渡一起找李锐先生为《顾准寻思录》题写书名，顺便说起《日
记》的情况，才得知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接受。唐晓渡当即表示，可以拿到作家出版社一试。经过他
的努力，领导说，删去一些可出。一开始，晓渡还有顾虑，心说，日记是历史文献，怎么好删呢？我
说，总比不出好。后来我见到李老，说起此事，他体谅出版社的难处，表示少删一些可以接受。这样
，书很快印了出来。投放市场之后，才发现有几处并没有删到预想的程度。出版社的领导很着急，忙
着要把投放市场的书收回来。唐晓渡说，不要慌，越慌越有事，等几天看看。过了一阵儿，什么事也
没发生，算是虚惊一场。又：书中一直提到作者的朋友“诗人赵振开”，其实就是北岛，可能是编辑
的加工，因为即使在出书当时（2000年），“北岛”还是个有点禁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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