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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美德》

内容概要

《穷人的美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地下室手记》（即《穷人的美
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犯罪论集》中间部分的内容，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开篇之作）就开始探索并发
现了人的精神世界里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其所有主人公身上。他揭示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悲剧
，认为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的人，必然得出“一切都是允许的”这一结论，奉行这个结论的人最终走
向毁灭，即精神世界的瓦解。专注自己的人最终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戕害了自由，叛逆上帝的任性
导致了人的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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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美德》

作者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罗斯19世纪文坛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在俄罗斯和世界文学界
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西方，特别是哲学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巨大，尼采自认为深受他的影响
；存在主义流派也认为他是自己的先驱；甚至西方宗教界、宗教哲学界也不能对他在宗教方面的真知
灼见置若罔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特别是《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
弟》）成了哲学家锻炼自己哲学批判能力的阵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成了许多哲学家衡量和规
范自己的世界观的标准，或者是批判的对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地下室手记》(即本书中间部分的内容，本书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开篇之作)就开
始探索并发现了人的精神世界里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其所有主人公身上。他揭示了人的精神
世界的悲剧，认为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的人，必然得出“一切都是允许的”这一结论，奉行这个结论
的人最终走向毁灭，即精神世界的瓦解。专注自己的人最终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戕害了自由，叛逆
上帝的任性导致了人的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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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美德》

书籍目录

前言：残酷的天才0l　穷人的美德就是会赚钱02　用千万件好事去抵一桩小罪03　一时糊涂和意志衰
退04　天才人物与犯罪的权利05　我杀死的只是原则06　谁能敢作敢为，谁就最最正确07　总是希望
生命有更大的意义08　我的头脑怎么能了解非世俗的事物呢？09　基督的爱是地上不可能有的奇迹10
　自由和面包不可兼得1l　自由的信仰与奇迹的感召12　奇迹、神秘和权威13　不再骄傲的人们14　
欲望的满足与自由何干？15　要爱那即使有罪的人16　没有人能在地上裁判罪人17　谁胆敢自杀，谁
就是上帝18　为了这一刹那不妨付出一生19　寻找把大家拴在一起的思想20　超越了限度，人就无路
可走21　对人无法理解的东西负责是困难的．22　怀疑的蛆虫23　做坏蛋就做彻底的坏蛋24　人是能
习惯任何环境的动物25　我这个人有病26　我连虫豸都没能当成27　这些规律于我何干？28　在牙痛
中找到快乐29　当委屈成为天意30　为“随便什么人”的健康干杯31　人需要的只是独立的意愿32　
人的品行一贯恶劣33　人总是有点怕二二得四34　决不把鸡合当宫殿35　正派人的心中秘密最多36　
顺从吧，骄傲的人37　不愿意牺牲别人去取得幸福38　普希金是俄国精神唯一的现象39　天才的秘
密40　《安娜·卡列尼娜》是最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实41　像我这样的人需要打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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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美德》

章节摘录

　　穷人的美德就是会赚钱 穷人最重要的美德就是会赚钱，道德就是一个人不该成为其他任何人 的
累赘。贫穷不是罪恶，这是真理。我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更是真理。可 是赤贫，先生，赤贫却是
罪恶。贫穷的时候，您还能保持自己天生感情的 高尚气度。然而在赤贫的情况下，无论什么时候，无
论什么人都做不到这 一点。为了赤贫，甚至不是把人用棍子赶走，而是拿扫帚把他从人类社会 里清
扫出去，让他受更大的凌辱；而且这是公正的，因为在赤贫的情况下 ，我自己首先就准备凌辱自己。
哥伦布感到幸福不是在他发现了美洲的时候，而是在他将要发现美洲 的时候。他的幸福达到最高点的
时刻大概是在发现新大陆的三天以前。问 题在于生命，仅仅在于生命，在于发现生命的这个不间断和
无休止的过程 ，而完全不在于发现结果本身。青年人的度量大是很好的，但它一文不值。为什么一文
不值呢?因为它 来得太容易，不是经过生活的煎熬得到的，它不过是所谓的“生存的最初 印象”，你
看你们在工作中的模样吧！廉价的宽宏大量是容易做到的，甚至 献出生命，也很容易，因为这不过是
精力过剩、热血沸腾、热烈地追求美 罢了！不，你拿另一种心地宽宏来说吧，它就非常困难，默默无
闻、无声无 息、不声不响，而且招致毁谤，牺牲很多，荣誉却一点也没有。在那里，你，一个容光焕
发的人，在大家面前，却被当成卑鄙小人，而事实上你却 是世界上最最诚实的人。好吧，你去试试创
立这种功勋吧，可是不，你会 拒绝干的！可我，却一辈子都是干这种事的。向大地洒下你快乐的泪，
并且爱你的眼泪⋯⋯ 和他的命运奋斗，拯救自己。世界宣告了自由，特别是在最近时代，但是在他们
的自由里我们看到 了什么呢?只有奴役和自杀。因为世界说：“你有了需要，就应该让它满足 ，因为
你跟富贵的人们有同等的权利。你不必怕满足需要，甚至应该使需 要不断增长。”这就是目前世界的
新信条。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自由。但 是这种使需要不断增长的权利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富人方面是
孤立和精神的 自杀，穷人方面是妒忌和残杀，因为只给了权利，却还没有指出满足需要 的方法。科
学告诉我们：要爱别人，首先要爱自己，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 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你只爱自己，
那么就会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你的长上 衣也就能保持完整了。经济学的真理补充说，社会上私人的事
办得越多，也可以这么说吧，完整的长上衣就越多，那么社会的基础也就越牢固，社 会上也就能办好
更多的公共事业。可见我仅仅为个人打算，只给自己买长 上衣，恰恰是为大家着想，结果会使别人得
到比撕破的长上衣更多的东西 ，而这已经不仅仅是来自个人的恩赐，而是得益于社会的普遍繁荣了。
见 解很平常，但不幸的是，很久没能传到我们这里来，让狂热的激情和幻想 给遮蔽起来了，不过要
领会其中的道理，似乎并不需要有多少机智⋯⋯ 我感到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想让你知道我的存在
，而且，仅仅让 你知道。只要能活着，活着，活着！不管怎样活着——只要活着就好！我马上觉得，
并没有人鄙视我，耻笑我，也没有人可怜我，同时也发 觉，我们旅行的目的不清楚而且神秘莫测，不
过只与我一人有关。失败了的时候，什么事情看起来都是愚蠢的！我感到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愿望，想
让你知道我的存在，而且仅仅让你 知道。我想干一番事业，我有权利。你有钱有势，你聪明而有天才
——好吧，我尊重你，但是我知道我也 是人。仅仅我尊敬你而不加妒忌这一点，就向你显示了我做人
的尊严。平等只有在人的精神品格里才能找见，而唯有我们能够懂得这一点。奢侈的习惯很容易染上
，但在奢侈渐渐成为必需以后，想要摆脱却非 常困难。人类永远不会凭任何科学和任何利益轻松愉快
地分享财产和权利。每 人都嫌少，大家全都不断地埋怨，嫉妒，互相残害。有几个人的表现特别突出
，自然招来一些流言飞语，因为没有流言飞 语，世界就无法存在，千百万人就会像苍蝇一样，因为寂
寞无聊而死去。P1-6

Page 5



《穷人的美德》

编辑推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争辩的，就艺术表现力而言，他的才华只有莎士比亚才能与之媲美
。但他是一个残酷的天才。　　——俄 高尔基　　大概没有人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能赋予荒谬的
世界如此令人可亲而又如此令人肝胆欲裂的幻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存在主义的小说家。　　—
—法 加缪　　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跟我的思想底流相反，我都会产生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来对他
表示感谢。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惟一给我高深基督信仰理论的人。他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运之一。　
　——德 尼采　　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可以听到自己时代的对话，或者说得确切一
些，是听到作为一种伟在对话的自己的时代。　　——俄 巴赫金　　很少有人去聆听或听说陀思妥耶
夫斯基和克尔凯廊尔的话。他们的呼声过去是并且始终是旷野呼告。　　——俄 舍斯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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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美德》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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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美德》

精彩书评

1、醒客丛书别的没看过。这本书，外面封皮包装。也没能翻。买下来一看，才知道是陀思妥耶夫斯
基小说里的话拼凑过来的。这让我想到封皮的凯鲁亚克的《跨掉的一代》，也是这么编出来的，东拼
西凑。开体很大。商业炒作书。奉劝想真正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厮们不要买。浪费钱。不如买本他
的正经的小说读读。当然，如果想普及一下外国文学知识，可以翻翻罢。还有，积累一经验：看书一
定要看书的具体内容题材，别看了那作者就疯狂地买下了。
2、读这本书不能抱着深沉的态度，不能抱着朝圣的态度，对于门外人来说，它是有趣并可爱的。对
比100多年前的社会，会发现，即使过了那久的时间，这个社会所阐述的东西，对人的要求也依然没有
多少的改变，这种类似今天心灵鸡汤的发问对从来没有阅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来说则更是单纯的
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人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是在阅读的时候字里行间能够找到相应的参照物在现
今，不可否认这是一本大杂烩一般的书，但短短的数章，就能够看的让人感觉到十分愉悦的普及读物
却决不是其他一本完本能够做到的，很多时候节选更具吸引力。是本有趣的书，因为都是节选，不长
，甚至花不了多少时间在思考上，随便翻越都是不同的主体，跟着它走，感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
的把握，说是小说节选不如说当散文合集来看更为合适。人的思想是有主线的，有可能人一生都在这
条主线上走，在七零八落间散落，了解它们有时也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读这个书不能当工具书，
不能当专业书，它的首要做的目的更多的是让人觉得有趣并吸引人去阅读。
3、天才可以后生，条件是过度的刺激。陀思妥耶夫斯基28岁被判死刑，被套上白色尸衣推上断头台，
在宣布执行喊出瞄准之后，半分钟凝冻的瞬间，死寂的空白，使者骑马奔来宣告沙皇的赦免令。接下
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使命就明确了。“穷人最重要的美德就是会赚钱，道德就是一个人不该成为其他
任何人的累赘。”这揭示的是所谓慈善与同情心的虚伪，它的本质是让穷人更加的丑恶与堕落而让富
人看起来多么的高尚。“一个人越正派，他记忆中的东西就越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思是，坏蛋
之所以是坏蛋，是因为他们没有秘密，暴露了本性，正派的人无非是堆积了很多秘密的人，越正派，
内心越肮脏。“世界宣告了自由，但在自由中我们只看到奴役和自杀。” 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的认为
所谓自由，其实是一种平等的权利：即有了需要，就应该让它满足。但使需要不断增长的权利产生的
后果导致，富人们的孤立和精神上的自杀，穷人们的妒忌和残杀。“有几个人的表现特别突出，自然
招来一些流言飞语，因为没有流言飞语，世界就无法存在，千百万人就会像苍蝇一样，因为寂寞无聊
而死去。”没有比150年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更接近于今天互联网的真实状态了。托思妥耶夫
斯基这种人有点让人讨厌，为了自己的愉悦——“我本人并不主张受苦受难，但也不推崇幸福的生活
，我维护自己的任性，主张在需要时我能保持随行所欲的使性子。”不管不顾的老是把人性割得血淋
淋给世界看。人需要把精神的悲剧看得那么通透么？很多人是不自觉或者愿意自己被欺骗着。就像《
骇客帝国》中描述的一样。上帝纵容着这个任性的顽童，因为原则是如此的清晰，天才的个性总是和
大部分人存在着隔膜。上帝自始至终控制着局面，保持着世界一定程度的愚昧。
4、这几天颇有点无事忙，总是跑来跑去，觉得没有时间在一个地方久呆。匆匆忙忙地坐车跑到图书
馆，匆匆忙忙地拿了一本书就跑回来。因此受到了教训。寻书类似于寻宝，是要坐地细读细看的，光
看了名字就拿回来的书，很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本《穷人的美德》副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天
才犯罪论集”，看上去似乎是陀氏的散文论稿，或其他人写的陀氏论文集，借回来才知道不是，而是
从陀氏各部小说及其他作品中摘抄的一些零散片断的语录汇编。 　　 客观地说，这本书还是有其优
点的：它有一篇相当不错的序文，以编年形式较详细地介绍了陀氏的生平及作品，也介绍了许多著名
作家、评论家对陀氏的评价，序文本身的观点也较深刻而中肯。确实能够帮助读者了解陀氏。初看这
篇序，我甚至产生了想要上当当买下这本书的冲动。 但没想到的是，此书的正文部分，却真的把我给
雷到了。 　　 且不说那些让人恶寒的漫画插图，那些让人汗颜的分类极不明确的小标题，那种硬要
把一整篇文章拆成好几篇的奇怪做法（《地下室手记》不知何故被硬生生拆成了11篇）。单是这种摘
录式的汇编本身，也实在让人有些无语。编者的意思，大概是想通过摘录小说中陀氏富有思想性的话
语，将陀氏思想的精华予以分类汇总，使读者能够跳过阅读数本艰深晦涩的大部头小说这一繁琐过程
，直接对陀氏思想有一个快速、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但我不能不说，这是一项完全失败的，误入歧途
的工作。读者从这本书中不仅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陀氏，甚至于，从这本书中得到的，根本不是陀氏
，不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事实上，我个人也是一个喜欢做摘录式笔记的人，喜欢将书
中看到的新颖的思想，有趣的评论摘抄在笔记本上，以供日后查阅参考。但在读陀氏作品时，我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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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美德》

发现这种方法非常的不适用，虽然陀氏思想之新颖深刻远远胜于普通作家，但我读完陀氏作品，却往
往什么都摘录不下来——读完《群魔》，只抄下几十个字对观看火灾时心理的描写；而读完《卡拉玛
佐夫兄弟》，则一个字也没能抄下来——虽然我真的很想整篇抄下《宗教大法官》，但仔细想了想，
还是决定罢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深切地感到，无论自以为摘下的是多么深刻的部分，都不过
是被抽离出的只言片语，这恰恰忽略了陀氏作品最为重要的特点和陀氏思想最为宝贵的精华。陀氏最
伟大的思想和最杰出的艺术成就，不在这只言片语中，而在其作品的整体。将陀氏零拆碎解的这种方
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陀氏的作品，其最为显著和重要的特点，是其全面对话性，即其作为多
语杂呈的＂复调小说＂的本质特性。所谓全面对话性，是指在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无论男女，无论
丑妍，无论贫富，无论善恶，甚至无论其是不是愚人或疯子，他们在精神层面上都是独立、自由、与
他人（甚至包括作者）平等的个体，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真理生活，每个人都在讲述着自己的真理，
都在与他人（及自己的内心的不同侧面）进行对话和辩论。陀氏的小说，是一个多语纷呈的世界。 被
损害者有其真理，损害人者亦有其真理，好人有其真理，十恶不赦的恶徒也有其真理。甚至一个人的
内心也有着种种总在互相辩难的不同的真理。而这些真理无论其在道德上是正是邪，都是异常深刻的
，也都是平等的。陀氏并没有站在全知全能的道德评判地位上对它们作出简单的评价，他肯定善，但
也并不简单地否定恶，他知道并理解每一个人的真理，这些真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甚至不如说，在
其笔下，无论正邪，它们都因其深刻和真实而如珍宝般高贵。这些真理都能通过陀氏之笔发出自己的
声音，参与与其他真理的对话和论辩。陀氏作品永远是多元的，而不是简单的一元论或善恶的二元对
立。 　　 但一旦任何一个真理从文中抽离出来，成为一条脱离了对话和论辩的摘抄，那么，它也就
失去了其多元对话性质，变成一种独白型话语，成为了一元的排他的一次论定的一种权威说教。这也
就恰恰就走到了陀氏的反面，因为陀氏全面对话的多语杂陈，反对的正是这种唯我论的独断话语。 此
外，由于陀氏思想的复杂性，如果将这些不同的真理一条一条拆解出来放在一起，就会出现完全对立
的话，同时出现在一篇汇抄中的现象，这样，如果是没有读过陀氏原著的人，会被这些摘抄搞得茫然
不知所知。上一条语录说的是要让人行善，下一条突然又让人行恶；上一条让人无比自傲，下一条又
让人无比卑琐。不被搞到脑子混乱才怪。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陀氏是小说家，而不是一个哲人。即便
其思想完全配得上做一个顶尖的哲人，但他依然首先是一个小说家。小说作为文学作品，本身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其思想并不是游离于外的，而是通过作为整体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其
具体的语境，都有与其交缠在一起的背景和情绪，在其特定语境中的话语，其中含义是丰富而微妙的
。脱离具体语境去理解单独的一句话或一段话，其中的涵义和思想就会发生丢失和讹误。 对于陀氏而
言尤其是如此。陀氏作品在结构、语言、思想以及人物性格上都是多重的、交缠的，其复杂性可说是
是无与伦比的。各种线条相互纠结、相互混杂，形成如同漩涡般的结构。理解陀氏思想，理解其每一
句话，都应该放在这种漩涡式交缠的思想和语言的涡流中进行。一旦从涡流中抽取出单独的一滴水，
那么这水就不再是活的涡流的一部分。一旦话语脱离其具体语境，话的意思也就走了样，也就无法正
确完整地体会到那些话语之中的话语，那些最为微妙深刻的思想，是必须与具体人物，与具体环境和
具体情绪氛围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的。 同时，话语一旦脱离语境，也就脱离了作品中人物那复杂微妙的
情感与心理，人物那惊心动魄的内心世界，但这些不单对正确理解话语中的思想是极其必要的，而且
也是陀氏小说主要的艺术成就之所在。因此这种断章取义的摘录不仅不能使读者正确理解陀氏思想，
而且也断送了陀氏作品中那种漩涡般的艺术吸引力，使那些原本在小说中极其动人的话语，变成了一
些失血的，贫乏而苍白的格言。 　　 如： “向大地洒下你快乐的泪，并且爱你的泪。” “和他的命
运奋斗，拯救自己。” “失败了的时候，什么事情看起来都是愚蠢的！” “奢侈的习惯很容易染上
，但在奢侈渐渐成为必需以后，想要摆脱却非常困难。” 　　 这些话和那些为了应付考试作文而印
发的格言书上的话，有什么不同呢？谁不能说出几句这样的格言呢？但不是谁都能做陀思妥耶夫斯基
。 　　　　 这种零拆碎解式的摘录，看起来摘的都是原话原文，得到的却不是原来的意思，原来的
成就。以此种方式得到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只是编者对陀氏的片面理解而已。这是对陀氏的
简化和歪曲。这种看似忠实原作，并未作任何自我发挥的汇抄，实际上只是另一种方式的以经注我罢
了。 这种汇抄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只能说是失败的。一个真正阅读过陀氏原著的人，难免有类似我
这样的感觉，而对一个没有阅读过原著的人，这种书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误导。 　　 因此也使我产
生了对醒客悦读这一丛书的怀疑。这种速食式的阅读方式是值得提倡的吗？我们能够跳过阅读原著，
而只通过这断章取义的只言片语，真正理解那些大师的思想和成就吗？ 我表示怀疑。 这其实提倡的
是一种懒惰的阅读，是一种缺乏素养的阅读，一种自欺欺人的阅读。如果你读了这本书就相信了陀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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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如此，那你还只是因为懒惰而受了误导。而如果你期望只用读了这本书，以后就可以在和别人夸
夸其谈的时候得意地搬弄陀氏的字句，那么，这和暴发户买些空壳书来装饰一整壁的书架有什么不同
呢？ 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异而已。 　　 这就是所谓醒客（thinker——思考者）吗？如果这就
是醒客，那我还是做一个醉客，昏客，睡客好啦。我真的不好意思再奢谈什么思考，这起码有一点点
的自知知明。哈哈。这样的醒者是真的醒者吗？沧浪清兮濯我缨，沧浪浊兮濯我足，未尝不是一件快
事。 阅读不是一个可以偷懒的过程。阅读不是贴时尚标签和摆ＰＯＳＥ。阅读虽然总能带来愉悦，但
有时真的不是轻松的事。阅读是为了自己的内心。阅读这件事，是骡子是马有时还真不是能拉出来溜
溜的，但那个厩里究竟是什么呢？你我心知肚明。
5、这是第一次给一本书打一星，极差！很长很好的序言之后，正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就直接将我击
倒了，编辑摘录的乱七八糟，全无条理，不知所云。看完之后，我脑子里只有陀公那本著名的书《白
痴》。可能读过原著的人，对编辑摘录的东西会有一些体会（我读过后面某几章摘录的原著）。但是
，对于完全没有读过原著的人而言，很多摘录几乎毫无价值。作为一本介绍性的书籍，这本书（特别
是第一、二章）完全有能力让几乎所有的读者惊诧莫名，从此再也不看陀公。这是看醒客系列的第一
本书，打击太大了。其他的书，一定要看过之后再决定买不买，否则绝对不买。但这本书，诸位，建
议千万不要买。
6、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晚上，宿舍里点盏灯，看个疯子的独白，好吧，我承认，我有点不近情理。然
后和音婷短信聊想不想当天才，其实之前想和其他人聊天来着，whatever~暂摘抄两段：我杀死的不是
人，而是原则！原则嘛，倒是让我杀死了，可是跨越嘛，却没有跨越过去，我仍然留在了这边⋯⋯我
只会杀。结果发现，就连杀也不会⋯⋯拿破仑使他心驰神往，也就是说，使他心驰神往的其实是：许
多天才的人对那唯一一件坏事根本不屑一顾，而是毫不犹豫的跨越过去。好像他也自认为是一个天才
的人——也就是说，在某一段时间里相信是这样的。他曾经很痛苦，现在还感到痛苦，因为他意识到
，他能创造理论，却不能毫不犹豫的跨越过去，可见他不是个天才的人。对于一个有自尊心的年轻人
来说，这是有伤尊严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信奉马基雅维里，抑或只是弗洛伊德，
但是，葛拉西安还是被严重地阴到了。个么，是理论的华而不实么，是理解的佶屈聱牙么，还是，还
是，天生注定跨不过那道坎！忽悠嘿哟~
7、话说上次去逛“我们书店”，说是在文化市场入口，从这头走到那头，找了半天没找到，再走回
来，豁然开朗，原来书店就在入口不起眼处，恕我眼拙，没认出来，大冷天的，白受冷风吹。欣然登
楼，书店里冷冷清清。环绕着走走看看，心想不能空手而归吧，书可全是半价啊，就挑了几本，其中
就有这个“穷人的美德”，想来是陀哥的影响太大，看到他老人家的名字就买了，结果回来一翻，结
论很简单：上当了。当然并不完全如此。有种上当的感觉，主要的就是该书编的莫名其妙！很有兴致
的看完周国平的序和钟文的前言（前言取了个有气势的名字：残酷的天才），正要继续兴致勃勃的读
下去，结果发现后面的章节全是摘录，而且不注明出处，只是从陀哥的作品里挑出几段话来，放在那
里，空洞乏味。每一节还有插图，那种比较糟烂的插图。这样的编者，简直是对陀哥的车裂，对读者
的乌鲁。情急之下，赶紧去翻看顺道买的其他两本“醒客阅读”丛书，加缪的和罗素的，还好还好，
虚惊一场，那两本起码每一篇还是自成一文，而不是这种语录体。醒客阅读丛书，编的不醒啊。后来
想想，这书也不能浪费了，推荐两种读法：一，读完序和前言就拉倒，把书扔了，卖了或捐了都成；
二，如果是象我这样的陀哥粉丝，可以在读完序和前言后，暂且把书留下，然后去买齐了其他陀哥的
书，《穷人》、《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把这些书都读了，读透了，然后再来看这本
，不妨做床头书，睡前看上两句，作为对陀哥作品的回味罢了。前一种，省时省力，后一种，劳心劳
神，毕竟陀哥的东西不是那么好读啊。思索再三，觉得还是不能扔，采用第二种读法，虽说书是半价
买来，可也毕竟是钱啊，我们毕竟是穷人啊。从这点来讲，我们穷人真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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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穷人的美德》的笔记-第1页

        
穷人最重要的美德就是会赚钱，道德就是一个人不该成为其他任何人的累赘。

命定的事总是会实现的。有价值的人将占有他应有的位置，而无价值的人将永远躲在他的小胡同，躲
进他肮脏的小胡同，他喜爱而且正适合于他的小胡同，并且就在那污秽和臭气中，心甘情愿而且愉快
地结束他的生命。

只要敢作敢为！

因为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的活着，而在于为什么活着。当对自己为什么活着缺乏坚定的
信念时，人是不愿意活着的，宁可自杀，也不愿留在世上，尽管他的四周全是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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