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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物》

内容概要

作为一部现代经典著作，《礼物》巧妙机智地为创造力的价值，以及其在如今被金钱和物质充斥的文
化中的重要性而辩护。本书阐述了在我们所生活的、被金钱驱使的社会中，创造力有多么的重要。书
中还列举了一系列文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例子，充满了知识和趣味性。本书25年后再版，比当初更
加值得人们深思。
《礼物》以完全新颖的角度审视这个世界，给人启发又具有革命性，对于那些在字里行间发掘出经典
智慧的读者们，这本书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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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Lewis Hyde（刘易斯·海德）被美国列入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人生
活，他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路易斯·海德出生在美国波士顿，曾在明
尼苏达大学和爱荷华大学学习。除了《礼物》之外，他还创作了《骗子玩转世界》、《如空气般平常
》等作品。海德还是《艾伦·金斯堡的诗歌》及《亨利·梭罗研究》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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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三看完的第一本，不满意，简介说的挺好，可你自己读就总结不出来，没条理有点不伦不类，
比如好几页讲惠特曼同性恋，渲染得前面照顾伤兵都显得心存私欲，引用诗句像做诗歌理解题，写庞
德支持轴心国晚年后悔只是为了表明诗人不迎合主流？花大篇幅证这一点侧面还不如多写点经济理论
呢。书名确实像地摊上一些不入流的畅销书，且内容也没有讲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为什么画蛇添
足。
2、创造力 创新性思维 社会学 礼物 经典 经典著作 文化传承  创新价值 艺术
3、第一部分关于礼物的理论有些点子还不错，第二部分惠特曼和庞德我这种文学渣只能说：什么鬼
⋯⋯跟繁体版，最差的一部分是删掉了参考文献，另外74页漏掉一张图⋯⋯
4、经验是礼物 天赋是礼物 艺术品是礼物 
5、其实觉得内容还可以，可是这个题目也太像那种地摊上不入流的畅销书了吧⋯⋯
6、艺术品吸引着我们，
那是礼物，
不是获得物，
因此更为持久。
7、翻译得不好，文章显得很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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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艺术品吸引着我们，那是礼物，不是获得物，因此更为持久。——约瑟夫·康拉德礼物有多种含
义，但共同特点是不能买到它，那是别人给予的，没有哪种努力可以引起它的出现，不是只要努力就
一定可以得到的东西，比如天赋，比如灵感，比如直觉。莫扎特4岁就可以在大键琴上谱曲，这是天
赋，也是礼物，他也许吃了上帝做的面包。艺术家在创造一个作品时候，融入了自己的活力能量，也
会产生不是自己完成了作品的奇怪感觉，瞬间就一下子都有了。卡尔维诺说：“没有过渡的瞬时推断
是上帝心智的推断；上帝的心智比人的心智高超得无限”那种感觉就像“不是我自己，而是有阵风吹
来，我就有了灵感”、“那不是我在唱歌，是上帝通过我而歌唱”，在忘我中完成了创造，在某一刻
自己是不属于自己的。这种礼物的创造性，不仅是艺术的内在生命，也延伸到艺术之外的生命个体中
。当我们进入博物馆，一旦被某种东西感动，我们会感染某种东西，艺术品带有的精神可以唤醒我们
自己的精神。用糖换糖，用盐换盐，在自己的层次上持续释放。有时候我们对待某样东西的方式会改
变其本质。比如宗教禁止买卖神圣的东西，因为买卖行为会使它们失去神性。人的感恩之心，使交换
层次得到提升。埃克哈特曾说过，万物都欠上帝一条命，上帝最初赐予人的礼物就是生命。说到礼物
和感恩，我想到小时候一个故事，叫《小精灵与老鞋匠》。从前，有个老鞋匠，很穷，穷到只剩下做
最后一双鞋的材料，他认真地裁剪，然后才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却发现鞋子已经做好了，非
常精美，客人花两倍价格果断买走。然后，每天早上，都有做好的鞋子。他非常好奇，想知道是谁在
帮助他，于是他和妻子守夜。午夜十分，有两个小精灵走了进来，帮他做好了鞋。小精灵们没有穿衣
服，第二天他的妻子给他们做了两件毛衣，两件背心，又给他们织了一双小袜子，鞋匠又给他们做了
一双小鞋，终于在晚饭前做好了礼物。午夜，小精灵又来了，看见了两套衣服，高兴极了，穿上衣服
，然后就走了，再也没出现过。而老鞋匠继续如往常辛勤劳动，生意十分好，再不用为钱而烦恼了。
埃克哈特说：“将上帝接纳到自己灵魂中的人是个好人，接纳使他成为一个处子。但是上帝要是能在
接纳者灵魂中变得硕果累累就更好了，因为使礼物变得丰硕是对于礼物唯一的回报。”上帝的本性使
其所追求的是将其自己完全赠予我们，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的生命应该反过来直接与上帝相连。老鞋匠
接纳到小精灵的礼物，他感恩的回报给小精灵，这使得礼物的交换或者说自由，达到了顶峰。于是小
精灵再没有回来，因为自由；于是老鞋匠过得很好了，因为他接纳礼物后又感恩回馈，完成了循环。
然而循环后，整体是大于部分之和的，多出来的地方，就是礼物，是神性的某些东西，是人性的闪光
处。另外，礼物在交换过程中有一个纽带作用，那就是建立人们的关系和情感，这里金钱不参与，金
钱一旦参与，会破坏某些东西。一个将肾脏捐赠给自己姐姐的人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抉择。我一
直在想我决定什么，那就是捐出自己的一个肾。”而一个女儿要求妈妈给自己一些钱，才会把肾给妈
妈，这会让人难以接受。这就是另一个问题，经济模式下，礼物会尴尬。电影《百鸟朝凤》其实是一
种物件（形式）融入了人的精神上纯净的东西进去，然后传递过程里又增加了社交性人情味，这种古
老的纯粹的东西无法和经济模式相融合。印第安部落文化在遭遇西方物质经济文明洗涤时候，也有这
种撕裂人的冲撞。有些东西，很至纯，天赐般融在画布上融在器乐里，然后下一个人可以从中感到这
些活力的金色的东西，但是，它一旦参与市场，一旦和金钱挂钩，往往结局不是毕加索，而是梵高。
将上帝所赐予的一切又送还给上帝的人，他们的灵魂便会融入上帝的灵魂。原创作品欢迎转载，注明
出处
2、天凉了，这个世界需要一点温暖，雾起了，这个世界需要一些光明，风起了，这个世界需要一个
港湾。寒冷的季节，送你一件礼物如何？你是否对礼物有所期待？来自天启的神圣礼物。我期待生命
中最真诚的礼物，它来时灵动如江河，驻时恒久如山川，它就像皎洁的月光，总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前
来照耀在文字中亦步亦趋的灵魂。它令人在文思枯竭之时，能够下笔如注灵思奔涌；它能为即将干涸
的精神之河送来源头活水。她让人惊异，让人感动，让人不知当如何珍惜，只能小心翼翼静心感受它
的神圣。这便是《礼物：创新精神如何改变世界》中描述的最珍贵的天赐礼物——天赋与灵感。它令
惠特曼的世界里长出了《草叶集》、令埃兹拉·庞德的文字散发出持久诗性的光芒。这样的天赐之礼
可遇而不可求，灵感来时须全神贯注，听从它的召唤、指引，将无声无形的意念美化为喷薄的文字、
流动的诗行，借有形的方式让无形的艺术永生，而后再去感动感染那些在尘世沾满风霜的灵魂，接受
圣洁的洗礼。这便是神圣礼物在人间的传递，是对“神启”最好的回馈，也唯其如此“天赋”才能在
人间生生不息，永无止境。来自人间的世俗礼物。在传统社会，礼物需要在人群中传递、消耗、使用
，才能显现其价值，赋予其意义，完成自身使命。任何风俗、习惯的形成必然依赖于具体情境中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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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条件，在生产力低下的部落社会，存放食物的最佳之地便是别人的肚子，人与人之间通过相互赠予
，为彼此提供了一份生活保障，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也为一个群体在内部建立起了相对稳
定的社会关系。礼物不仅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人们还会通过祭祀、献礼的方式向滋养万物的“天帝”
表达感激。虽然将硅鱼的骨头送回大海、将头生的牲畜献给“耶和华”的行为看似愚昧，但在古老的
仪式中我们总能体味到“敬畏”的力量。彼时，人们感恩大海、森林的给予，在收到自然礼物的同时
，也会通过仪式，向自然表达感激，向上天敬献虔诚，而这份感恩、虔诚也恰是传统社会在千百年时
光中形成的生存智慧。人们将自己融入了自然循环的链条之中，因一份感恩感激才能与自然合谐共生
，虽有所取却并不肆意掠夺，以此才能使人类与大自然相和谐共生，而不是将自己变成地球的癌细胞
。人们通过最纯朴的方式以“礼物精神”构建起了原始社群纯粹的生活秩序，人们彼此间交换的凡俗
礼物，融通了感情，养育了在千万年时光中生生不息的原生态文明。礼物向商品的滑落。一个以“礼
物”相联结的部落社会里没有法律、没有契约、任何物品也都没有“商业价值”，然而人的精神世界
却因礼物精神的滋养而丰饶饱满，社会运转稳定有序，“礼物”因在人与人之间的传递、消耗而获得
增益，完成自己的使命。社群中，人们彼此间感恩、牵挂，分享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主要方式，仪式
成为静化心灵、去除杂念的有效方法。而自商品交易社会始，以金钱为媒介的交易活动改变了人们长
期交往的习惯，人与人通过货币结算实现交易两清，彼此间不再有情感连接。维护商品交易公平公正
，主要依靠法律以及市场自身运行的规律。法律为人与人之间公平交易搭起了平台，同时也筑牢了人
与人之间的戒备与疏离之心，法律有促进社会稳定、规制个人行为的效用，但却在无意间将人的情感
和精神成份排除在了社会生活之外。互惠形成于人员相对稳定的闭环社会，而交易形成于开放、流通
的大社会环境之下，我无法判断哪种社会更文明，但可以确认的是交易令计算和算计成为了社会的主
旋律，人们习惯了交易，忘记了感恩与回馈。在社会发展方面，或许交易更利于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
，但在人的情感方面，唯有“礼物”与关爱才能滋养精神，才能令人的精神世界丰盈美好。当商品代
替礼物，当法律代替心灵契约，一个物质繁荣、精神萎落的社会便开始蓬勃发展。一个有联系却无情
感的社会，是否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发展代价吗？警惕来自地狱的礼物。“礼物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一旦与金钱挂钩，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与功能，它们时常伪装成天使的模样，
飞落你的身边，你只要心念一动，它就会摄魂夺魄，主载你的大脑。那种带有明确的目的，以礼物为
诱饵，摄人心魄的礼物在现实中并不鲜见，此时“礼物”不再是人与人之间连接，而是一种危险易燃
品，是来自“恶魔的礼物”。就如同书中寓言所说的那样，取自丛林妖精的礼物落地就会爆炸，如果
舍不得、放不下，将他们带回家中，无异于将引火自焚，将原本美好的生活炸得灰飞烟灭。“礼物，
就像是池塘里的水，将原本简单渺小的个人联系，扩展成了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礼物拥有一种凝聚
力，能在朋友、爱人和同事间建立起联系，并维系这份联系”，礼物精神的流失是商品社会的通病，
但礼物与商品并非不能并行于世。正如书中所言“现代人和过去的‘自然’人之间是一种亲缘关系，
而非是一道鸿沟”，我们完全有能力在自己身边构建起以礼物精神相连接的“部落群体”，在法律规
制与心灵契约之间寻得合解，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个可以安居的家园。不论是物质层面的财富，还是
身体力行的照顾，亦或是精神层面的关爱，你准备好送出你的礼物了吗？你准备好迎接你的礼物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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