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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内容概要

阿诺德去世时，已被公认为维多利亚英国的文化主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成为传世之作，是因为
阿诺德在介入具体论争时所表现的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因为他在英国向现代社会转型
的时期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无法绕过去的重大问题，也因为他发明的不少标语式词语早已进入核心
英语，成为英语世界受教育者的常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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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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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论政治与社会批评
引言
第一章美好与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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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
第四章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
第五章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第六章&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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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精彩短评

1、刚读完《文化与无政府主义》，中国的社会现实不可能流向无政府，但伪自由却是自始至终的。
2、我怀疑王向远关于欧洲文明的两希说是受阿诺德的启发
3、总觉得anarchy翻译成无政府有点怪，但又找不出更贴切的词汇了
4、很有共鸣啊。
    lss，的确这里的无政府不是字面上的无政府，理解就好了。
5、咁 抽象。。。 ？
6、人有了随心所欲的自己时要做些什么呢
7、　　·满月酒还是追悼会
　　关于上海乃至中国文化批评的构想，我从来都没有试图建构一个远景式的描述，做这样一项工作
不仅远远超出我的个人能力，从根源上讲，拒绝动手的初衷是害怕从虚空中徒劳地唤出诸多失意情绪
来。昨天在复旦举行的“上海文化批评的未来”讨论会场中，一种无法言说的忧愁弥漫在长短不一的
发言中，甚至有人提出了这是一场“文化批评的追悼会”的说法。虽然紧接着的发言还是被引导到了
一个相对乐观的轨道上，但到底我们在这里为文化批评庆生还是哀悼，实在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探讨文化批评的未来，首先得考察它的现在。哪怕它八辈子族谱都不甚明晰，其当下的状态无疑
是疲软的，更别说达到毛老师所言的“与生活短兵相接”。按照王晓明老师的看法，理论上越是激进
的学者，恰是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退缩，导致他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角落大放厥词。这种情况不
仅是中国的事情，更是整个世界文化批评领域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可以想象，当批判作为一种被悬
空的默想，孤单地存在于书本或是学堂中，它的生命线该是多么细小与脆弱。而面对当下社会种种扭
曲、异化，理论的空洞不仅触发着新一轮对欲望狂欢的诉求，更让一些想真心拥抱幸福感的人失去了
安身的根基。社会大发展了，可是属于可表达范畴的乌托邦想象却江河日下，并遭到来自现实怒气冲
冲的践踏。批评家们绕在自己的困惑里，尚未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觉得要做好文化批评说着容易，
实际太难。而现在大部分人，包括老一辈、老老一辈的局内人，都已经逐渐丢弃了取得最终胜利的士
气。
　　
　　当然，我们不可能有标准去衡量文化批判是否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更无法断定这个所谓的“最终
”身在何方。马修·阿诺德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类似的呼唤，他的声音虽然经久不衰，但真的实
现的有几分，答案恐怕是令人惭愧的。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伊始，他就为“文化”的作用下了一
个空前旷大，甚至在我看来有些高调的定义——文化并不企图去教育包括社会底层阶级在内的大众，
也不指望利用现成的看法和标语口号将大众争取到自己的这个那个宗派组织中去。文化寻求消除阶级
，使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传遍四海，使普天下的人都生活在美好与光明的气氛之中，使他们像
文化一样，能够自由地运用思想，得到思想的滋润，却又不受之束缚。
　　
　　按照马修·阿诺德的标准，当代文化批评看来只是死活一堆。因为它既无力该表社会阶级划分日
益明显的现状，更从某一侧面加剧了这一过程，连“双刃剑”都称不上。虽然，我们对富有人情味的
社会仍旧存有幻想，却始终无法找到颠覆不破的合法性。意识到这一点，悲观情绪是无可避免的，唱
一出“文化批评追悼会”也情有可原。但问题是，死火死否也该有死火的价值？也许在某些条件下，
死火也有复燃、燎原的一天？
　　
　　·唱一首悲凉的咏叹调
　　今日饭局，小菜说到家乡武汉的东湖事件。来龙去脉叙述一番，说到切肤的无力感时，小菜最终
还是没有忍住自己的眼泪。继而，席间易动情的姑娘们也红了眼睛。填湖造楼，这桩事情如此频繁地
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发生着，我们早该熟视无睹。然而，却因为一种并非与生俱来问题意识，我们
自发地与一片遥远的地域发生关系，投以注目，施加愤怒。在这一场具体的战役中，文化不是最尖锐
的武器，它的使用者们甚至明了失败的必然性。然而他们，或者说我们，要夺取的并不是话语权，而
仅仅是发言权。因为少数人的美好与光明并不是彻底的完美。而要实现群体的利益，就必须经历卓绝
的斗争，哪怕期间有无数失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要这样的悲观来铸成反抗的底线，这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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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悲凉的咏叹调也必定在未来成为令人欣慰的篇章。
　　
　　回顾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总会发现19世纪末期英国社会与当下中国的种种相
似之处，哪怕时间、地域都不甚相同，在社会机制、国民心态上却是存在某种同构性。记不得是谁说
的，尚未经历过工业文明的社会虽然蒙昧，却颇为鲜活。大众的宗教激情和对未来的想象构成那个是
该的主旋律。宗教随着大机器的到来而势弱，按照詹明逊的看法，文化取代宗教成为主宰意识形态的
机制。这个所谓的“理性时代”带来了现代社会所有的幸福，也带来了文明社会全部的悲哀。虽然我
们不能简单地将19世纪中叶后的英国社会等同于市场经济大潮下的中国，却不能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
的某种同构。机器文明导致盲目的工具崇拜，成为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人们以为创造了宏基伟业便
可迎来内心的宁静，并极力做出拥抱的姿态。不料，工具信仰导致了极端自由主义的滥觞，自由主义
又引发了无政府危机。在阿诺德看来，“现代精神几乎已经彻底瓦解了习惯顺利”，甚至在文化领域
本身，“传统的、胸怀宽广的文人正日益被做专门学问的雪人和市场导向下的商业写作所取代”。在
如此背景下，除了将既得利益最大化，人们还能追求什么呢？
　　
　　由此，哪怕是最短暂的悲伤都是可贵的。木心说，非宗教人士哪怕遇上了好事，欲张开双臂欢呼
时都不知该感谢谁。那么，在这个处处充满、从来就未曾诞生过信仰的被动的社会里，让我们在心底
保留一份悲观。它让我们能够冷静地瞧一瞧身边，多问一个为什么，也能默默地督促我们关注内心长
久的转变。
　　
　　
8、　　09年暑假的读后感。
　　
　　
　　从书的标题以及副标题看来，这是一本关于政治与社会的、学术性较强的书。我之所以与其结缘
，是因为大二下学期上的当代英国文化这门课，此书就是课上所讲授的内容的一个引证和材料。那么
要说这本书，首先就要从当代英国文化课说起。课程花了大量篇幅讲述“文化”这个概念，并将其同
我们平常所了解的狭义，甚至是广义的“文化”区分开来，对文化的阐释拉升到一个更高的角度——
一种以完整的理智所指导的文明，而这种文明有其强大的力量，推动社会朝着学习、追求完美和理性
的方向发展——而这个对文明的阐释则来源于阿诺德对于“文化”的定义和理解；又或者说，两者不
谋而合。
　　在放假后，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将全书看完，只是这种“看”完全还处在一种接受的状态，尚未
进入到批判性思考的阶段，而这皆因所“接受”之事物似乎超出了我能快速理解并转化到思考的能力
；说得更甚，我仅得以囫囵吞枣地取得个大意，即作者的大立场，至于个中细致谈论到的问题，即作
者在这些立场上针对具体事件进行评述的内容，则均不知所云——此皆由于自己所知甚少的缘故。如
介绍中阿诺德自述的，“我只用简单的不讲系统的方法来做查询”，《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对
文化作一番系统科学的学术论述，而只是作者持自己的立场对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的一些关乎文化的
现象或作评论，或与论敌唇枪舌剑所成的一些“文章”，此书亦即为文章之合辑。由此，要深入理解
文章中所讨论之事物，势必要谙熟19世纪英国的社会与政治风貌，懂得当时批评家、政客们所聚焦的
、关心的问题所在——而这又正正是我所缺失的。某个时刻，感觉我就是在“未学行先学走”，基本
的东西还没了解就去钻研大的深的，其情状就如小孩尚未识字便津津有味捧读四书五经一般，想来也
觉得确是滑稽。于是，鉴于读者水平有限，此话奇怪但真切，这份读书报告也只能写到我力所能及的
水平，简单对大意作个概括，同时在某些概念以及语言层面也有所收获。
　　全书的主体是六个章节，亦即六篇散文，全都围绕“文化”这个大主题而又各有各的聚焦点。六
篇分别为美好与光明(Sweetness and Light)；随心所欲、各行其是(Doing as One Likes)；野蛮人、非利士
人和群氓(Barbarians, Philistines, Populace)；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Hebraism and Hellenism)；但是不可
少的只有一件(Porro Unum Est Necessarium)；自由党的实干家(Our Liberal Practitioners)。
　　在引言中，有这样一段：“如果一个文化人被同胞选进了下院，那么目前他对他们所能说的最为
适切的话，莫过于苏格拉底的那一句‘了解你自己！’心中向往掌握权力的人嘴里是说不出这句话的
。”“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有责任能力的人群中，在眼下这个时期，文化人正是不能适当地委之以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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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的阶层；然而我却不敢断定，问题出在文化人身上，我们的社会倒是没有过失的。”从这些话中，对
于文化的评论缓缓拉开序幕，阿诺德似乎将文化置于一个高于政治的位置，以其理性高呼，而从语言
中看出，他自己则是不向往掌权的一分子，冷静地以旁观者的姿态道出文化应能对政治起到的作用。
　　在第一篇中，阿诺德阐述了他对“文化”的理解——“文化即对完美的追寻，它的动力并非知识
或首先是追求纯知识的科学热情，而且也是行善的道德热情和社会热情。”其实于全书中，阿诺德都
一直十分强调文化与完美、和谐的关系，将文化视为最高理性，能够超越人的任何缺陷或局限，以指
导人类前行的一种“东西”：“完美最终应是构成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他
把这个文化与狭义的文化区分开来：“文化并非只是努力地认识和学习神之道，而且还要努力付诸实
践，使之通行天下，那么文化之道德的、社会的、慈善的品格就显现出来了。”随即，阿诺德又以较
长的篇幅批判了当时英国推崇机械和物质文明的风尚，他强调，人们应该清晰地区分开过程（或是工
具）与目标，以及辨认清楚两者的实质关系——追求的应为终极目标，而不应只困于工具，反倒把工
具敬为目标崇拜对象。接下去就是具体评论被奉为目标的工具：铁路和煤炭、财富、人口和身体等等
，进而指出人生理想应该是各方面达到完美、值得以全部力量追求的美好、光明和完美的理想。然而
，在最后总结的这一点上，由于水平有限，我不十分理解——我很明白关于追求目标和追求工具的关
系，只是阿诺德不断重申的所谓“美好与光明”，那个完美的理念难道不是有点抽象或者虚无吗？至
少，工具都是具体的可体察的东西，对于工具的追求，由于目标较明确，因而也较易确定所追求之物
而不至于迷失，我想这或许也可成为当时人们推崇目标崇拜的原因吧；像美好、光明、完美这种透过
语言高度概括的理念，人们又应如何把握呢？最终，有什么尺度得以衡量到底人们完成了对它们的追
求与否呢？这就是我遗留下的一点疑惑。
　　第二篇中，阿诺德主要批判了当时英国人普遍的强调个人自由的倾向，以及从第一篇引申出的“
光明”，亦指“理智”在这个中的作用，理智缺失则导致目标、方向缺失——“我们的流行观念是，
对一个人来说，最幸运、最重要的只是能随心所欲地行事，至于人有了随心所欲的自由时要做些什么
，我们就不大看重了。”在阿诺德看来，甚至连“自由”，这个被历史过往无数人奉为最高追求的东
西，也认为是一个“工具”罢了：“我们崇尚自由本身，为自由而自由，我们迷信工具手段，无政府
倾向正在显化。”无可否认，阿诺德的这番话语实有其批判作用，也引导我开始思考“自由”到底是
什么——这在以往人们所赞颂的“自由”中似乎真的没有确切地提到——究竟得到自由后，又是什么
呢？人们在缺乏自由的情况下声声颂扬自由的崇高，对很多人来说，是否真的只是表达对于无法得到
之物的一种渴盼呢？而无论这个“无法得到之物”是什么，最终都可归咎于自由的缺失——取得此物
的自由（作为工具）的缺失。若从这个角度谈，自由成为了工具，其价值便被大打折扣了——阿诺德
则着实很在理。同时，我们也能清楚地读到阿诺德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在最后一篇《结论》
中，有“不论谁在管理这个社会，不论我们多么想赶走他们，不让他们继续管理下去，但只要他们还
在任期内，我们就要坚定地、一心不二地支持他们制止无政府状态的蔓延和混乱的局面。这是因为没
有秩序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也就谈不上人类的完美。”他对于“解决问题”的看法：“我们寻求的
用以对抗无政府倾向的‘权威’准则，就是健全的判断力、思想、理智之光。”阿诺德接着阐释了他
对国家的定义，国家作为避免无政府倾向的工具其不可或缺的地位，文化及“优秀的自我”在抑制无
政府时引导国家的必要性。
　　第三篇，阿诺德集中于社会三个阶层的评论——他分别将贵族、中产阶级和劳工阶级命名为野蛮
人(Barbarians)、非利士人(Philistines)以及群氓(Populace)。阿诺德认为，“野蛮人”贵族代表了“美好
”，独缺“光明”——“一般来说贵族的文化主要是外在的文化，其主要的构成似乎仍是外部的魅力
和造诣，以及浅表层的内在美德；这个阶级的完美适中之惟一的不足，就是缺乏足够的理智之光。”
而对“非利士人”中产阶级，阿诺德言语中满溢批判之辞——“我们的中产阶级岂止不追求美好与光
明，相反他们喜欢的就是工具，⋯⋯我常提到，这些内容构成了他们阴郁沉闷、眼界狭隘的生活。”
最后，对“群氓”劳工阶级的评价则是毁誉参半——“劳工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勤勤恳恳地按照古奇太
太的金科玉律行事，⋯⋯就那些似乎确实在为伟大目标出力的劳工阶级成员而言，我们可以贴切地将
其归入非利士人之列”；“但劳工阶级中最后还有个及其庞大的部分”指的是那些粗野的社会地层，
“群氓”之称也由之而来。在分别评论各阶级过后，阿诺德仍不忘加上，“在社会阶级的区分之下，
仍存在着人性的共同基础，其实每个人身上都具有那些将我们的同胞塑造成其他阶级的倾向和激情”
，同时，每个人也有着向其他阶级转变的潜在可能。
　　第四篇，阿诺德讲到了人类的两种精神准则，或说是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希伯来精神和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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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中，阿诺德主要探讨了两种精神的差异性，“在希腊和希伯来观念的背后都是人生来就有的
追随天道和神的意旨、追求普遍秩序的欲望”，不同的是，“希伯来精神的主导是严正的良知，最重
要是行为和服从；而希腊精神的主导是意识的自发性，最为重视的理念是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阿
诺德认为，“世界本应在这两极之间取得平衡，只是事实上又从来不曾做到过。”文中，我们也能看
到阿本人似乎是倾向于希腊精神的。再继而，他更深入探讨希伯来精神与基督教的关系，前者对后者
的影响。阿诺德指出，“英国人在实际生活和道德行为方面仍然具有强烈的希伯来特性：自信，坚持
，专注（清教精神便是这种倾向的体现）。”由此，他提倡英国人应该更多地将希腊精神引进来，以
调和希伯来精神所占的过多的比重。
　　第五篇和第六篇里，阿诺德进一步探讨前文所说的美好与光明、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问题，
他在前文基础上更深入地针对当时的宗教、政治、社会现象以及时评具体地结合其个人立场加以论述
。对于我所知不多的这些背景，也就不好理解、评论了。
　　总之，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大的基调就是提倡追求完美、理性的文化与最优秀的自我，以控制无
政府状态的倾向。——“出路看来就是文化；文化不仅能通向完美，甚至只有通过文化我们才会有太
平。”
　　
9、　　文化即对完美的追寻。它的动力并非只是或者首先是追求纯知识的科学热情，而且也是行善
的道德热情和社会热情。p8
　　文化之信仰，是让天道和神的意旨通行天下，是完美。文化即探讨，追寻完美。P9
　　与希腊罗马文明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
愈演愈烈。P12
　　除非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的人所说的，都是值得说的话，都是有价值的话，有用的话，而不是
胡言乱语，否则就不能说以追寻完美为己任的文化实现了抱负志向。p13
　　文化不以粗鄙的人之品味为法则，任其顺遂自己的喜好去装束打扮，而是坚持不懈地培养关于美
观、优雅和得体的意识，使人们越来越接近这一理想，而且使粗鄙的人也乐于接受。p13
　　希腊精神所以至关重要，就因为希腊人受到神启，幸运地产生了关于人类完美之基本品格的核心
思想。P17
　　文化人是常常失败。P21
　　文化专注于看清事物本相，引导人类走向更全面，更和谐的完美。P24
　　工具信仰正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祸根。P28
　　崇尚随心所欲的自由本身是一种工具崇拜，而真正的幸福在于按照健全理智的律令行事、服从她
的权威。P48
　　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整个世界就在它们的影响下运转。P97
　　希腊精神最为重视的理念是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希伯来精神中最重要的则是行为和服从。P99
　　希腊精神的主导思想是意识的自主性，希伯来精神的主导则是严正的良知。P100
　　思想的自由有助于清除盲信。P139
　　人与自己的社群一起礼拜是最有效的崇拜，而惟有独处时，人才能进行最有效的哲思。P141
　　没有理智的权力是极其危险地。P147
　　
　　以上是我读《文化与无政府主义》的书抄，本来还可以记下更多的好句子，只是由于生性懒惰，
不愿意记下太长的句子，只得作罢。
　　读完这本书的第一感觉是，阿诺德和雷蒙·威廉斯并不是一路人。虽然他们的着眼点都在文化上
，但是阿诺德明显有一种贵族精神，而且有点理想主义。
　　把文化作为拯救世界，拯救国家的最高途径，我并不赞同，而且还怀疑文化有没有那样大的魅力
和能耐。相反，我更看重威廉斯关于文化是普通的定义，因为，文化就是整体人类的生活方式，无论
高雅还是低俗，无论大众还是小资，只要生活着，都属于文化的一种。
　　但是，不得不佩服阿诺德关于自由的分析，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遵守着一定的规则，体现
着一种制约，如果散漫无度，自由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这是阿诺德最不能容忍的。
　　阿诺德关于三个阶级的分析以及两种精神的理解让我看到了一个智者如何去思考社会的前途和文
化的力量，思考改造的途径和可能的方式。他是一个精神贵族，尽管有些理想化，但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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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0
10、颇有奇趣
11、OH NO~小菜是CB吗？
12、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质疑者
13、　　英国佬 马修·阿诺德 在 1869 年的时候这样说道“⋯⋯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如饥似渴地抓住
这些言辞，以此证明他们的人生方式十分合理⋯⋯”
　　
　　我们对警句格言的依赖由来已久，有些时候甚至达到不可或缺的地步。对恋爱也好对社会改革也
罢，总而言之就是要引征据典的搞一些东西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完善自己的行为。而对于思想产生原
因则丝毫没有兴趣去研究，整个把自己的脑袋给别人使用了。
　　
　　他半是矛盾半是愤慨的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她举世闻名的伟大的工业革命，各种
先进技术纷纷涌现，由此产生了不同以往的阶级。古典式的贵族、皇族、平民、神职人员等等分类被
新兴的工人、中产阶级、技术专家和舰队街的报业大佬们摈弃和辱骂，一切乱七八糟却又生机盎然。
可是这种无政府状态却未能成为使国家进步的创造性，被马修分为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的维多利
亚时代里，人群的思想却并未象他们激动人心的工业革命那样蓬勃，而唯一能够重建新时代秩序的力
量，就是马修不遗余力倡导的“文化”。
　　
　　在肯定了文化的力量的同时，他也说“⋯⋯被看作炫耀半瓶子醋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所谓文化，
不过是产生于求知的好奇心；它之所以受到尊崇，完全是自大和无知在作崇，或者是因为它成了社会
和阶级等第的标志，就象徽章或头衔一样，能将拥有者于无徽无头衔的人群区分开来⋯⋯”
　　
　　虽然是说政治与社会批评，但马修的文章大部分都是散落在各种期刊上的，这种批评并不特别系
统的连贯在一起，一些文章通常只是对反驳他的文章的反驳，这也使得这些文章没有正经评论文章那
么学术化，而或多或少带着点调侃和挖苦的味道。
　　
　　这让我们知道，人们对于未知的事物、事件缺乏好奇心或者纯粹的理解；只将知识或者干脆只将
无知和浅薄当成某种标记和自我的个性，并不只是在现在才有；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有人这么干了
。
　　
　　也就是说，即便是当一个无脑青年，如今的匹夫们也未能做到成为无脑青年里的先驱或者典范，
他们如此平庸，仅仅是无脑而已。
14、　　文化明白自己要确立的，是国家，是集体的最优秀的自我，是民族的健全理智。良知作证，
文化要树立国家的观念，不仅是为了维护秩序，也同样为了实现我们所需要的伟大变革。（P64）
　　文艺复兴是希腊精神的再次觉醒,并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中接触璀璨的果实。但如同古
代多神教世界的希腊风气一样，文艺复兴在道德上也是孱弱的，道德品德松垮，道德情感冷漠。
（P110）
　　我们确信，通过寻绎事物之稳固的可理解的规律，摆脱固有的陈旧观念和习惯，让意识更自由地
发挥作用，对美好与光明更加向往——总之，我们确信凡此种种我们所谓希腊化的倾向，乃是当今的
国民生活、甚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动力。（P180）
　　
15、译本挺好的~~
16、极度经典的书籍。
17、译文流畅。观点重复太多，太理想化。
18、...井姑娘威武
19、我一直下不了决心去读这本书。。。作者的名字听得心慌慌啊
20、与宗教和大众文化有关，精彩有趣且不脱离实际，讽刺之处如有注释应该会更容易懂作者的幽默
21、写的不错！近期正在研究阿诺德，非常有振聋发聩的效果！想通人类或任何一个社会究竟为何而

Page 8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发展文化，太重要了！尤其是对当代中国！
22、文化并不企图去教育包括社会底层阶级在内的大众，也不指望利用现成的看法和标语口号将大众
争取到自己的这个那个宗派组织中去。文化寻求消除阶级，使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传遍四海，
使普天下的人都生活在美好与光明的气氛之中，使他们像文化一样，能够自由地运用思想，得到思想
的滋润，却又不受之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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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英国佬 马修·阿诺德 在 1869 年的时候这样说道“⋯⋯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如饥似渴地抓住这些言
辞，以此证明他们的人生方式十分合理⋯⋯”我们对警句格言的依赖由来已久，有些时候甚至达到不
可或缺的地步。对恋爱也好对社会改革也罢，总而言之就是要引征据典的搞一些东西来支持自己的说
法，完善自己的行为。而对于思想产生原因则丝毫没有兴趣去研究，整个把自己的脑袋给别人使用了
。他半是矛盾半是愤慨的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她举世闻名的伟大的工业革命，各种先
进技术纷纷涌现，由此产生了不同以往的阶级。古典式的贵族、皇族、平民、神职人员等等分类被新
兴的工人、中产阶级、技术专家和舰队街的报业大佬们摈弃和辱骂，一切乱七八糟却又生机盎然。可
是这种无政府状态却未能成为使国家进步的创造性，被马修分为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的维多利亚
时代里，人群的思想却并未象他们激动人心的工业革命那样蓬勃，而唯一能够重建新时代秩序的力量
，就是马修不遗余力倡导的“文化”。在肯定了文化的力量的同时，他也说“⋯⋯被看作炫耀半瓶子
醋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所谓文化，不过是产生于求知的好奇心；它之所以受到尊崇，完全是自大和无
知在作崇，或者是因为它成了社会和阶级等第的标志，就象徽章或头衔一样，能将拥有者于无徽无头
衔的人群区分开来⋯⋯”虽然是说政治与社会批评，但马修的文章大部分都是散落在各种期刊上的，
这种批评并不特别系统的连贯在一起，一些文章通常只是对反驳他的文章的反驳，这也使得这些文章
没有正经评论文章那么学术化，而或多或少带着点调侃和挖苦的味道。这让我们知道，人们对于未知
的事物、事件缺乏好奇心或者纯粹的理解；只将知识或者干脆只将无知和浅薄当成某种标记和自我的
个性，并不只是在现在才有；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有人这么干了。也就是说，即便是当一个无脑青
年，如今的匹夫们也未能做到成为无脑青年里的先驱或者典范，他们如此平庸，仅仅是无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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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笔记-第16页

        文化以美好与光明为完美之品格⋯⋯ 

2、《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笔记-第28页

        文化做的是同样的事，它将注意力引向人类活动自然形成的潮流及其持续的东西，而不让我们只
相信某一个人和他所作的事情。文化不只使我们看到这个人的长处，还使我们看清他身上必然存在的
许多局限和只属于一时的特点。

3、《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笔记-第27页

        文化的有关完美的观念，才是新生民主力量的真正需要；比起拥有选举权的幸运，或者创建工业
的神奇业绩等等，新生的民主力量远为需要的是文化为我们树立完美的标准，既更加丰富的精神活动
。

4、《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笔记-第12页

        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乃是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
批判英国社会把工具作为最终目的而非手段。自由，人口，煤炭，铁路，财富，宗教组织皆是手段，
却被当做是和完美相关的宝贵目的。

5、《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笔记-第10页

        宗教是人类努力中最伟大最重要的成果。宗教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同样，文化认为人的完
美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是指区别于我们动物性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性得到了发扬光大。人具有思索和
感情的天赋，文化认为人的完美就是这些天赋秉性得意更加有效，更加和谐的发展，如此人性才获得
特有尊严，丰富和愉悦。如我以前所说“人类精神的理想在于不断扩充自身，扩展能力，增长智慧，
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要实现这一理想，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帮手，这就是文化的真正价值。”必须普泛
地发扬光大人性，才合乎文化所构想的完美理念。文化心目中的完美，不可能是独善其身。每个人必
须携带他人共同走向完美⋯⋯

6、《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笔记-第11页

        然而，完美最终硬是构成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这是文化以完全不带偏见的态
度研究人性和人类经验后所构想的完美；某一种能力过度发展，而其他能力则停滞不前的状况，不符
合文化所构想的完美。在这一点上，文化超越了人们通常所认识的宗教。⋯⋯文化是探究完美，追寻
和谐的完美，普遍的完美，如若完美在于不断的转化成长，而非拥有什么，在于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
况，而非外部的环境条件⋯⋯⋯⋯完美是心智和精神内在状况的理念与我们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相
抵牾⋯⋯完美是人类大家庭普遍的发展的理念与我们强烈的个人主义相抵牾⋯⋯完美是人性各方面之
和谐发展的理念尤其与我们缺乏灵活机动的特性相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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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笔记-第9页

        一旦如此领悟文化，即意识到文化不仅致力于看清事物本相，活得关于普遍秩序的知识，而这种
秩序似乎就包含在世道中，是人生的目标，且顺之者昌，逆之者哀——总之是学习神之道——我说了
，一旦认清文化并非只是努力的认识和学习神之道，并且还要努力付诸实践，使之通行天下，那么文
化之道德的，社会的，慈善的品格就显现出来了。

8、《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笔记-第19页

        只有当文化像诗歌一样，用平实而不矫揉造作的语言，意志坚定地以全面完美之人性的理想来衡
量这些宗教组织时，批评的声音方能文达于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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