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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沦陷》

内容概要

本书顾问：孔庆东 朱大可 朱建军 李国文  江晓原  苏三  吴言生
一部裤裆里的政治史。
作为历史上非常活跃的一股政治力量，阉人至少导致了秦、东汉、唐、明四个强盛王朝的衰亡，所以
在政治上我们不能忽视他们；阉割的目的是对性的驯服，但阉人实实在在不是无性人，他们各有其宣
泄性的方式，所以在生理上我们需要了解他们；肉体上的阉人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精神上的阉人
仍然活跃——本质地讲，我们在精神上从未停止受阉，如果说肉体阉割只是一种刀具加身的技术，那
精神阉割则要精妙得多⋯⋯家庭、国家甚至就是一台台精微的阉割机器。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消
费，全球化，复制，标准化⋯⋯都是一个个阉割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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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沦陷》

作者简介

马陌上，曾用笔名老圈，1979年生，现居北京。小说、剧本、随笔作家。独立文化批评人。话剧《华
山论剑》《老圈我是真的爱你》《a》等被多家剧社搬上舞台，小说《好消息好消息》《大悲咒》《
入场式》等获广泛好评。另有街头文化专著《嘻哈部落之街头篮球》问世。研究方向为：信任关系—
—关于主体性流溢（仪式感）的技术学。
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m/mamo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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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沦陷》

精彩短评

1、还有人研究这个，奇人、奇书。
2、前面部分还觉得像那么回事，最后一章各种夹带私货不尊重女性，声称家庭是合理的包妓场所、
一夫一妻制家庭制是对男人的阉割、蔑视女权运动⋯⋯便是没有看过如此恶心的书
3、在本书里“宦官”已经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太监，而是将身体的被阉割扩大化到精神的沦陷。被
阉割掉的也不仅仅是性的能力，还有“自我”。历史，文化，经济。古代，近代，现代。西方，东方
。你我都是其中一个。
4、呈现满溢于期待，远非作者谦恭的概括——“拙劣的致敬”
——只不过需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过于流丽的布匹
5、原来贞操锁当年也是欧洲妇女争相收集的奢侈品之一，可惜此风尚不再，否则根本轮不到名牌包
包说出那句潜台词：上老娘的／老娘自己是有资源人士。
6、身体阉割其实讲得少，大多讲思想意识的阉割，这方面严肃易懂不花边的历史文章看看也是不错
的，而且对作者所说的各种思想阉割深以为然，虽然感觉偏题的厉害
7、通俗读物，内容又带有点学术味，适合饭后消遣，不过某些内容男生看了容易蛋疼
8、我相信一切始于性，政治也好，都是由最初的性以及性分工演化而来。
9、角度很独特，阉宦史，有点意思呵
10、阉割
11、副标题是阉宦简史，实际上只是一些围绕这个话题的随笔：材料不扎实，结构也很散，有些观点
很有意思，但是论述沉溺于玩味文字毫不节制。系统考证啊整理资料啊没空做就算了，多点"方便铲、
挨着掉"这种小掌故也可以啊，至于说要向《规训与惩罚》致敬，我只能说：呵呵~
12、拓展的足够宽
13、跑题了，宣泄情绪了，比起身体上的阉割，精神上的阉割确实更为严重也更为夸张一些，思想制
度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为了适应普通大众，而是大众去服从统治意志，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精神阉割
，可问题是这和文题帝国阉宦简史有何关系？文不对题，只能被人笑为哗众取宠，连小学生老师都会
交待的基本尚且掌握不了，又何必去谈深度
14、典型的没有根据的过分generalize自己的idea...好像话讲的越极端越有道理一样。关于中国知识分子
都像怨妇一样在皇帝面前集体自阉那段真是雷死我了。。果然读多了学术界的文章在读这种书有
点hold不住了。。虽然topic很有趣，但是还是无法抑制吐槽的冲动啊。。。
15、无头苍蝇一样的书好多论点毫无来由
16、很喜欢作者的文字
17、身体的政治学。很好看的一本书啊
18、嗯，好一个话痨哥哥。
19、非常精彩，喜欢哲学和政治学的同志们看一下。
20、作者的文字很喜欢 无奈这书在我们班都成了禁书了 道学误人太甚
21、现在我真的很好奇阉人本身是怎么样了。
22、标题的“简史”应该抹掉，根本就不在述史，而在供作者自己跑火车（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反感作
者的语气⋯⋯
23、没有猎奇到，被政治学两元论文化阉割深深无聊到了~
24、此書為拋磚引玉之作，閱後感觸頗多，自己在思想上也被狗儒灌輸，做了多年不明真相的羣眾。
此書先從中外的簡約閹割歷史講起，再從身體的閹割到心理上言語上的閹割。最後則簡述了男、女權
主義的思想。然而越避諱越使人好奇，性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淫亂不代表開放，顧慮則是一種枷鎖
。★★★☆
25、我决定不去北京溜达了，他们说皇权可以理解为阳具崇拜，我有鸡巴我羡慕别人的作甚？
26、行文沉稳，笔力深刻而不卖弄
27、尖刻远多于尖锐。人性和智慧的光芒都不曾在本书的字里行间闪耀。
28、逻辑很乱，在咒骂在宣泄。所谓简史只是个幌子，所批判的东西也比较老旧。
29、著者说，这是“一部裤裆里的政治史”，虽然过于白话了点，但真就是那么回事。十几万字，叙
述到当今，已是很不简单的内力了。认识这样“怪异”人的历史的同时，也认识一下我们身体的历史

Page 4



《身体的沦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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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沦陷》

精彩书评

1、大俗人說大實話，於是坦承自己是為了在歷史不經意的私密之處滿足偷窺慾望才看了這本書的。
作者早有論斷，滿足偷窺慾望的讀者可以退散，然則卻非如此。這本書裡帶了太多的情緒，對一元觀
念有強烈的批判，對世俗價值觀有強烈的不認同。注意，這些感覺都是強烈的，於是當我心平氣和想
要聽清作者的觀點的時候，我仿佛隔著書頁看到眉頭擰在一起的人寫下滿紙疾言厲色。我寧願這書裡
所寫，是歷史的而不是哲學的。是歷史的，不單是爲了滿足偷窺慾望，只是不希望被灌輸某種特定的
觀點。不過，仍然要感謝作者提到了沿革的觀點，於是瞭解到工具的發展與嚴格發展史之間的關係，
注意到經濟的發展、私有化的概念的深入和一種廣泛的物化的聯繫。關於閹割，最重要的概念恐怕是
人的物化，宗教意義和刑法意義上的手術，沒有私有化意義上的物化來得徹底，物化的過程中相當於
注入了私有化的價值觀，可以稱之為精神上的閹割了吧。此外，以那話兒存在的快感價值來認識閹宦
史，比之於僅僅研究繁殖價值來說，確實是更加有說服力的。
2、身体的沦陷暖苏（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 博士）本书的写作被作者本人称为一次对福柯的笨拙致敬。
但这不过是源自作者过谦的说辞。面对历史这个衣着光鲜的、正襟危坐的、乃至在当代人的过度阐释
当中已经发迹变泰了的黑衣人，怀揣将这一切变得有趣、充满思维乐趣的动机，作者试图将这一切翻
转过来，探明它镜花水月一般不断被打碎而又重新聚合的影像。有时，我会暗自怀疑，面对如此丰富
的生活，一切的文字不过如酌蠡水于大海，都有将其简单图解化的危险。是与非，卑贱与倨傲，悲悯
与无情，一切从何说起？表达的焦虑从未间断。对于稍有写作经验的人而言，将纷繁的历史线索梳理
清楚，进而找到最佳的切入角度，这恐怕是作者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更何况阉宦本身就是一个难度
极大的命题，无论对谁，哪怕是天才卓异的思想家亦是如此。能认真探究阉宦在中外历史上的沿革过
程，并对这一命题进行形而上的思索，这本身就足以令人惊异。本书确立了阉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
位和作用。作为一种残缺的存在，阉人在人类文明史上仍旧扮演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书是从阉宦的
词语阐释开始，在回溯了阉割的技术史和制度史之后，从肉体阉人到精神阉人的一次彻底、清醒的结
算。在阅读之前，我原本以为书里会有一些具体的东西，但我没想到作者几乎是从抽象的角度来谈论
阉宦的。这些庞杂的注解，略显抽象的推演和论证，显然降低了本书的趣味性，这将不得不使那些试
图偷窥帝国裤裆的人感到无比的失望。同时，我仿佛看见了躲在镜头后面沉思并暗中发笑的老圈形象
。作为我们的他者，阉人从来似乎都是一种变态、阴暗的存在。然而在帝国王朝的兴衰沿革中，他们
在历史上作为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活跃过。生理意义的阉割早已被废止，而精神上的阉割从未停止，
尽管它有时是以善意、甚至温情的面目出现。一部阉宦史，就是一部阉人的风尚史，一部象征着惩戒
与羞辱的刑法史，一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负阴心态史，一部充满戾气的阉人权利斗争史，一部性快
感缺席的历史，更是现代社会中精密而复杂的精神阉割术的历史，它是我们这个时代隐藏最深的破坏
者，像腐蚀剂一样悄无声息地使任何一种理想主义变质。毫不夸张地说，有人的地方就有阉割，阉割
像货币一样流传久远。除了意识混沌的疯子等少数人，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都逃避不了这个阉与
被阉的隐喻。在日常生活中，全球化、媒体、消费以及大众文化已经联手打造了新的阉割机器，它们
像毛细血管一样遍布生活的肌体。身体，政治，权利以及话语的内容、结构和运作方式也更加复杂隐
晦。在这样一个时代，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出场都显得过于突兀和草率。在阅读中，本书关于阉宦的
地图越来越清晰，最后留给我们的声音是“关注自我”，理论的考索最后变成了个体生命的问题。时
值今日，身体，似乎既受压抑，然而又通过医学技术的手段重新受到强调。性显然已经变成一个与生
殖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但身体的诉求仍旧成为个人秘密的最大限度的表白。身体前所未有地叛逆，
而精神前所未有地沦陷，——谁能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都欣欣向荣？在青春行将老去之前，性，还
是革命？是从此驯顺，还是继续抵抗那生活中不可预知的力量，在自由的闪电中发出令人战栗的呼喊
？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一切，不仅是个观念范畴，也是一个必须去实践的行为范畴。我们在探讨
，一次又一次，话题在继续，但永远不能被解救，只希冀片刻的安慰。那些试图提供某种定型的道德
准则，或为现实消毒的具体建议是糟糕的，他们善良可嘉，但那些在空中飞舞的手指和飞溅的唾液，
应该变成，富有启发性的沉默。长久以来，我们太习惯去寻找一个框架宏大的、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比如辩证法）。我们早已习惯了絮絮叨叨、尽言无隐的说教方式，然而与文字最深厚的感情都是在
沉默当中发生的。老圈已然越来越谙悉沉默或沉默的力量，在无数有着愤怒中年潜质的、喋喋不休、
沸反盈天的朋友聚会中，老圈身上越发显出一种静谧的知识分子气质。自大学毕业，倏忽六年已过，
老圈本人的形象已经在小说、话剧、杂文、学术专著中逐渐隐匿消解，他开始沉静起来。尼采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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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沦陷》

以鹰隼的眼光打量存在的深渊”，兰波所谓“深入一切，应付一切”，仿佛只有如此，我们短暂的人
生，才能不断地获得重生？话说回来了，一切不外乎一种理想。唯一可能的人性或主体永远是具体的
，是处在历史的(一定时空中的)偶然事件的联系之中的，由生命力、知识体系与社会权力互相作用下
的构成物。作为一个经年沉浸在思考药酒里的自由思想者来说，老圈的姿态总是显得如此早慧老辣。
作者的气质决定了他的行文永远也不会成为罗列事实、作出判断的价值指南针。仿佛陌生的寒冬夜行
人，老圈形销骨立，他涉足的水域一片漆黑。在他一贯悲悯冷峻的笔下，一切都病入骨髓，亟待重建
。当我们在时间的洪流中日益深陷的时候，他对种种病症的质疑、反讽，永远新鲜的愤怒、敏感，依
然令人眩晕。我至今迷恋老圈小说中那种有如音乐一般陌生的、悲悯之美。这个在行文中有着僧侣式
严峻格调的家伙，他自认为终其一生在虔诚地追寻仪式感，或忙碌地谋求大众吃屎的真相。他喜欢让
自己的生活中充满非黑即白、简单直截的力量。他迷恋历史中冷僻的封底经验，他如此剑走偏锋，貌
似平静的叙说背后隐藏着非常激烈的政治态度：革命与抵抗的声音像暗流一样潜藏在文本的书写中。
生命即斗争的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圈是激情澎湃的人，而非抵死缠绵的人。即使在一个偶然的
场合，当你无意中闯进老圈的文字和磁场，你一定会为他近乎变态的偏执所吸引。当然，我们丝毫也
不会排除作者在思考过程中深刻的困难，以及未必经过周密推论的思考故障。阅读之后，关于身体/阉
宦/快感/性的疑惑与犹疑依然在场，但作者独具手眼的见解自是无疑显现无遗，我依然要为作者建立
在严谨真诚思考之上的、俯拾皆是的生花妙笔和智性语言表示叹服。在阅读此书的时候，和那些重拙
的历史教科书相比，作者显然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思想的快乐，以及作者一贯灵巧而微妙的创造力
。2007-2-4于京师宿舍匆匆。
3、实在很喜欢报纸上看到的中国封底丛书的封面，重彩铺陈，开本精致，却不料在书店遍寻不着。
前日见当当有货，终于搞来。这本书的内容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在论述了一些阉宦逸事后，居然不是
像今日众书那样横向展开历史的被面，反而越说越远，渐扎渐深，真把历史的底子给抖落开了，倒适
合丛书的名号。感觉作为一本通俗读物，实在不太合格，甚至广有炫耀学问之嫌，又有凑字之处，但
内容究竟还是不坏，可以用读论文的情绪咀嚼一下。作者时有情绪显露，大概是迫于诸多原因还算收
敛，倒正应了此书的主题，感觉甚是有趣：）
4、历史那面好玩的底子文/老圈从黄仁宇到吴思再到易中天，事情渐渐明朗起来。在一片国学复兴的
叫嚣声中，任何人都不得不亮出态度。是的，“国学辣妹”声称把青春献给了孔子，而于丹则花枝招
展地试图帮大众剥开圣人的微言大义。整体而言，在陈寅恪钱钟书们一一谢世之后，历史以及挂在历
史这枚钉子上的国学，日渐像可乐中的气泡一样，尽管不时扑面而来，终究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丝甜
味。嗯，在大众群起将手伸向历史这枚软柿子的时候，作为严肃的历史写作者，该给片片狼藉的餐盘
中撒进什么样的作料？这是一个问题。本着解决以上问题的真诚态度，敦煌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封底
”丛书跌跌撞撞，终于在2006年底上到了书店最不显眼的架子上。这个值得不断玩味的丛书名首先暗
示了选材上的信息。嗯，作为一个个职业群体，妓女、阉人、方隐和禅僧，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并
不像今日的封面女郎一样耀眼，他们更多时候处于幕后，以不能令人察觉的方式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他们理应被记载在历史的封底上。这样的群体还可列举出很多，比如谋士、商贾、侠客等等。这样说
吧，历史的封面上坐满了衣着光鲜的帝王将相，正文的所有版面则几乎被各种权谋术、官制史、刑罚
史、风尚史、风物志以及民生信息占据，唯有封底，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不同的向度。也正是他们
这些封底人物，使得历史有了好玩的底子。《身体的沦陷：帝国阉宦简史》——显然，作者要讲述的
是阉人。在作者看来，阉人至少导致了秦、东汉、唐、明四个王朝的覆亡，所以在政治上不能忽视他
们；阉割的目的是对性的驯服，但阉人实实在在不是无性人，他们各有其宣泄性的方式，所以在生理
上需要了解他们；肉体上的阉人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精神上的阉人仍然活跃，如果说肉体阉割只
是一种刀具加身的技术，那精神阉割则要精妙得多⋯⋯家庭、国家甚至就是一台台精微的阉割机器；
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消费，全球化，复制，标准化⋯⋯都是一个个阉割隐喻。循着这样的理路，
作者并未将阉宦史终结在1911年秋天。在舒缓而诗意的古代，存在一批人，他们因遁世而逍遥。《遁
世与逍遥：中国隐逸简史》集中展示了古代大智者的生活图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隐居在工业社会
已几无可能，但求得内心宁静，仍是大多数人还在觊觎的目标，通过阅读本书，我们焦躁的内心也许
会获得一丝清凉。如题目所示，《幽暗之舞：中国艺妓简史》写的是妓女这样一个群落。跟今天不同
的是，古代妓女多为女子中受教育最高的群体，因而，肮脏的性交易本质被词曲歌舞掩盖了，这使得
她们获致一种代表中国文化温婉、浪漫、悲情走向的资格。而《生死请柬：你所不知道的中国禅》，
则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禅到底是自由、宁静还是疯癫？嗯，在将禅当做“奇迹”、当做“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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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哲学等错误路线的夹击下，作者引导人们回到唯一可能正确的路子上：禅首先是一种文化。是的
，唯有通过这种文化，我们才可能受到启示。我们需要历史的真相，更需要对真相做出解释——在这
种过度阐释的氛围中，历史无疑变成那只无法捕捉的泥鳅，等待它的，是一张一张的意义之网。“中
国封底”丛书试图规避这些，让历史重新有趣起来，这动机本身就值得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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