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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人的黄昏》

内容概要

知识人用激烈的辞藻为受到侵犯的权利辩护，为被压制的真理和被延误的社会进步而奋斗。知识人的
存在有赖于两点：一是拥有充分资讯、能够及时回应的公共领域；二是普世的价值体系。
知识人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主要社会责任，就是关怀超越日常生活的神圣事物，关怀社会的终极价值
理想，从而以此为依据批判社会现实。个体知识人的责任在于，做一个从普通公民视角看问题的独立
观察者。
精神的成长，需要心灵的流放，思想者需要有不同文化的经历。生活在世界两端的学者们，都要对自
己生活的那个社会负责任，赞美对方要适度，都不要对“他者”做过度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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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自序
第一编 知识人的乌托邦
浪漫理想与事功精神——英法知识人的差异
知识人激进传统的社会学反思
僭妄的理性与卑微的自由——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念
传统、克里斯玛和理性化
现代文化中的野性思维
超越道德批判
第二编 法兰西知识人的黄昏
巴黎怀旧
托克维尔随想
先知式知识人的黄昏
戴上面具的普罗米修斯——列维与法国左派的后现代革命
独行的现代堂吉诃德骑士——重新阅读雷蒙·阿隆
波德莱尔随想
巴黎的旧梦新颜
《红与黑》和“卢梭情结”
伏尔泰与他的缪斯爱米丽
第三编 美利坚的黄昏
美国的晕眩
美国民主的除魅
奥巴马的美国
美国民族精神中的矛盾性主题
结语：托克维尔与我的中国梦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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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对政治哲学毫无了解，所以这本书无论立场如何对我都是很好的科普。作者竟然是人类学博士
肄业中途转行去读了计算机，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有种戚戚然的悲凉感。。
2、后悔买这本书了，满篇顾影自怜和掉书袋，拼命想装逼，但没看出有多牛逼，勉强给个三星吧。
3、少见的中立的、在场的、不落俗套的对当代美国的知识与意识形态现状的评述。作者在美国二十
年，又是曾经在90年代初国内知识界领风骚一时，在美国的经历丰富远非那些浮光掠影的伪知识分子
所能比。
4、这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知识人的乌托邦、法兰西知识人的黄昏以及美利坚的黄昏 最喜欢的要数
第一编中英法知识人差异的论述以及第二编法兰西大革命文化的描述 跨文化研究真是让人难以释卷 
傅铿老师还经常用调侃的语气逗乐了读者
5、读不下去
6、五星。前两篇和结语篇比较精彩，最后的托克维尔与中国梦或许也道明了为何前段时间王岐山要
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其实和我的想法也比较接近。说起＜旧制度与大革命＞,自己虽未看，但原
来是一本压缩版的书，根据其手稿笔记整理而得，版本也很多，但未压缩前的原版法文版直到2004年
才出版。弄清楚了些共和党与民主党，萨特和阿隆，原来我喜欢的是雷蒙阿隆，看来下次得取回那本
＜社会学主要思潮＞来翻翻。书中提到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很多也出了中文版，所以每本书都是本书
引，这大概也是看完书后最大的可以具体化的收获。
7、后面谈政治的部分基本胡扯
8、不自由的自由，非理性的理性，反传统的传统。喜欢作者对自由，理性，传统的解析。《巴黎怀
旧》一章读多少遍都不会腻，希望也做回逛街人。
9、学术随笔值得学习。
10、最後那篇「我的中國之夢」
11、好多半熟不熟的人名，伏尔泰、卢梭、笛卡尔、萨特、托克维尔、哈耶克、福柯、列维、阿隆，
还有一大堆非常陌生的名字，读起来确实略显吃力，但让我感叹的是作者对于各种思潮代表人物的态
度，完全从理性出发，不带有任何偏向的政治色彩，也没有符号化的语言与定论。从小到大，洗脑的
书已经读的够多的了，或许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种能够给人以新思想，启发人自主思考的书吧！
12、作者反思激进，而又能调和左右
13、没看多少，现在翻不动了
14、居然是因为最后一篇文章的标题果断拿下了，郎秀云万岁。
15、谈英法的部分很受用，也基本表露了作者的立场（犬儒？），而在美国篇的条分缕析也让人印象
深刻，说明作者还是比较清醒、口气比较温和、姿态比较谦恭。只是，站在14年回顾美国政府近来的
种种闹剧，实在让人不得不对作者当年天真的希冀投之以一哂。作者竟把奥巴马比作奥古斯都，是可
忍孰不可忍？最终以更为诡异的口吻提出“开明君主”制。虽然作者说是“要借助于一种创始性的‘
第一推动力’，而使中国社会从此进入真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轨道”来为自己的朴素而
暴力的观点开脱，我还是不无惶恐地想，作者已经不仅仅是犬儒了，而是反智。然而幸好我也发现，
没有下一页了。
16、运笔，思想，逻辑都不错
但中间部分一些类名人传记实在无法恭维
17、真是过了看这类书的年龄了，萨特 雷蒙阿隆 萨缪尔亨廷顿 罗尔斯。。统统都是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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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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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知识人的黄昏》的笔记-第20页

        知识分子可宝贵的，一共有两种东西。一是头脑与理性；二是热血与荷尔蒙。前者即作者所言的
事功精神，后者便是作者所言的浪漫理想。依作者的意思，英国知识分子注重于前者，法国知识分子
注重于后者。作者对前者多有褒扬，对后者却有微词。

我个人也比较喜欢有事功精神的知识分子。因为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异于一般人，大抵在于其
头脑，而非其荷尔蒙。知识分子摘下眼镜，撕开衬衫，并不比木工铁匠多几根胸毛。

知识分子的最大责任在于比普通人多看一步：大家都没有看到问题的时候，他们能看到问题；大家都
能看到问题的时候，他们能看到问题的根源；大家都能看到问题根源的时候，他们能看到解决的办法
。这靠荷尔蒙是做不到的。

我不同意作者的是，在我看来，热血与荷尔蒙，浪漫理想并非一无是处。正如人生活在世界上不能完
全依据理性一样。一个国家民族处在世上，总有危急存亡之刻。作者认为法兰西民族的饱经挫折历史
造就了法国知识分子激情大于理性的特质，但是，反过来，难道不是法国知识分子这种激情和理想帮
助法兰西民族一次次从失败中崛起么。

我觉得理性知识分子应该对自己当前的社会，国家，人民的情况有所判断。当全民狂热，愚蒙横行的
时候，他应该使用自己的头脑与理性。当万马齐喑，国将不国的时候，说不得也要撕开衬衫，化毛笔
为胸毛，去秀一把的。

在昼为影，在夜为烛，八字而已。

2、《知识人的黄昏》的笔记-第46页

        作者对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讨论与对科学实证主义的看法恰恰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

作者似乎认为理性实证精神是可以被解释的东西才能相信。然后，理性实证精神的定义应该是只有被
现实验证，或者理论证明的东西才可相信。作者对于唯理性精神的批判是非常无力的，因为理性精神
的体现之一就是承认人类所知的局限性。同时作者利用“科学万能论”来批判科学精神也是缘木求鱼
，因为“科学万能论”本身是违背科学精神的。道理很简单：“科学万能论”既不能被现实验证，也
不能被理论证明。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作者，还是作者推崇的哈耶克，在批判理性主义时，所用的办法，恰恰是理性主
义的那一套。也即用”科学实证主义不科学”来批判“科学实证主义”，也算是一种奇特的现象。

总之，真正理性的人承认自己的知识会有边界，世界上无法解释，无法用公式说明的东西，比如一些
社会风俗，比如经济的允许，或者科学前沿之外。但是这些东西的存在，并不能否定科学实证主义与
理性精神的失败，并不能让我们回退到巫术时代。因为了解自己的无知，承认无知就是一种理性。

3、《知识人的黄昏》的笔记-第10页

        但是，我为之当研究生助理的那位讲师，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的白人博士，竟在任教一个学期之后
即失了业；而一个助理教授之位，竟也有一百多人竞争。于是我衡己度时，便偷偷去修了一些电脑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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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课程。等到系里发觉，我已修完了五六门电脑课程。人类学系毫不留情地砍断了我的奖学金。尽
管此时我已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要去的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的道路却迢迢何其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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