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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

前言

　　“贪婪”是种直入人心的侮辱。吃得过饱的孩子或是报酬过丰的董事也许会乞求人们用更加温和
的词来形容他们，可是家长的鄙视和示威条幅的标题上所表达的还是这么一种看法。贪婪！这个词从
不在脑中或心中无谓纠缠，而是直接刺进肚脐以下的部位。它听上去愤怒，讽刺且令人作呕。它大大
减少了那些自恋狂、阔佬儿和当权者虚华的高谈阔论。它是弱者手中一件美妙的小武器。　　贪婪是
个告密者，在我们宁肯无视身体和本能或是否认它们关联的时候，偏偏要指出其存在。几百年来，我
们一直都在寻找更加体面的方式来谈论贪婪，可即使最成功的尝试（“自我利益”、“个人主义”）
也仍然好像无力的狡辩。西方学者已不遗余力地教化我们的思想，把贪念从我们的身体里清除出去，
其结果是我们关于“经济”、“历史”或“文化”的记载变得毫无生机、苍白乏味。更糟的是，我们
制造出一种致命的错觉，以为现代化机构如银行、公司或政府已经超越了人类感情冲动的左右，因此
可使我们免受非难了。　　本书以大众对贪婪的理解为指针，使得情感因素回归到学术解释中去。贪
婪监控着欲望与成长的关系，度量着我们与自己身体相冲突的不断膨胀的渴求。普通人都知道贪婪不
仅只是一个念头，也是一种本能的感觉，但是我们，作为学者，是否能从这个常识性的概念中有所获
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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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

内容概要

本书属于文景文化史系列。书中作者批驳冷漠乏味的现代理论，以贪婪为基点重新整合思维与物质、
意义与本能、理性与欲望。从贪婪的字面意义，到哲学理论，到现实的农民问题，到企业和政府，作
者展开了宏大的论述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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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我们所说的贪婪是什么意思 语义学 本能 道德结构 字句的斟酌：需要，想望，应得 衡量贪
婪第二章 兽性冲动与合理欲望 赋予思维以尊严 擦除感觉 创造理智的自我利益第三章 管教贪婪 贪婪与
心理 贪婪与文化 贪婪与基因 脱离实体第四章 学者与白痴 常识 异邦贪婪 巫术 为愚蠢辩护 贪婪如何成
长第五章 感觉与意义 成长着的身体 成长的意象 有意义的成长 成长与贪婪的意义第六章 成长与历史 
需要和必要 瞬间、一生和时代 我们为什么想要更多第七章 贪吃的农民 农民与成长 饥饿、嫉妒和迟钝 
饥饿和成长 历史与流动的农民第八章 贪财和养老者 黄金时代 老龄危机 世代战争？ 误解成长第九章 
贪财受贿的专业人士 薪俸阶层的崛起 薪水与工资 成长与递增 薪俸阶层的衰落 “管理人员报酬过丰”
第十章 企业贪婪注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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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

章节摘录

　　正如克里斯托弗·白利在其著作《奢侈》中指出的那样，“要说个人可以在并不知道自己有多想
要的情况下想望一件东西是不合情理的.但是如果说他们可以有些自己也没注意到的需要则是有道理的
。”需要正是因为可以不依靠语言进行理解和交流而更为有力，但它们又并非思维活动，这就给为它
们在贪婪中所起功用寻找一个理性的解释带来了一个基本困难。试着把需要开列成单就不可避免地把
我们带离了身体感觉这一中心内容而进入了具体的语言、历史和地理环境。甚至是那张经典的需要清
单——食物、衣服和住所——似乎也是靠不住的：它最早成文于北欧地区，衣服在那里当然要比在苏
丹南部重要得多了。如果这张单子是按照先后顺序来的，它就又一次证实了这种从身体逐渐外化的发
展，在此基础上我们几乎可以无限地添加各种需求。布雷布卢克首先这样总结我们最基本的需要：“
要与环境建立生命维持的关系，”食物和水、排泄、运动、休息和睡眠，还有其他种种“对于保持我
们的身体在各个重要方面的完好是必不可少的”的东西。但他也不得不在这张单子中加上一些对于社
会功能而非身体机能来说是必要的东西：陪伴，教育，“接受和认同感”，“性行为”，躲避骚扰和
恐惧，以及娱乐——“消遣”。但是我们该如何在必需的和无需的娱乐之间划出界限？无疑是掂量一
下人们自己说想要的东西而不是在他们的身体或社会环境中寻找线索。　　这种需要一想要的互动关
系适合于做文字游戏。如果你对什么东西想要得不得了，你可以把它放到维持生命需要的水平上。这
样一来商业董事就能为他的豪华汽车和皮革地板做出合理解释，说这是他“谋生”所必需的。广告的
内容大多如此。在这样的享乐主义时代里我可以鼓励你“放纵”自己，或用你“应得的”豪华汽车来
犒劳自己，而如果我能令你相一信拥有一辆沃尔沃汽车对于你和你的孩子们来说都是件身体上的、关
乎生死的大事，你能抗拒得了吗？只要我有足够的如簧巧舌，我可以把从番茄酱到移动电话的任何东
西说得好像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过于肆无忌惮地把想望说成是需要很快就使真正的必需贬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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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

精彩短评

1、我现在终于明白研究人格心理学的大家为什么98%都接受过住院治疗
2、这本书居然让我看了三年，受益匪浅
3、不是很本质的东西,表面化的总结
4、　　手头这本《贪婪》的作者叫做亚历山大?罗伯逊，现为圣巴巴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
。教授不同文人，所以这首先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书中的分析严谨而翔实；同时这又是一本痛快
的书，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快乐——贪婪这个词，现在几乎人人都用来表达心中的郁闷，藉以寻求
一种发泄的快感，或者至少在用相近的词，贪心，饕餮，欲望等等，意思都差不多，都可以用在那些
看着你不顺眼的家伙身上。
　　
　　 
　　
　　尽管人人都在使用，但对这个词的真正意思往往都却不甚了了。罗伯逊写这本书的缘起是在一个
理发店里，他的理发师在详细思考之后告诉他，社会科学家最应当研究的一个题目是贪婪。也许在头
顶晃来晃去的剃刀起了作用，也许罗伯逊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些我们不可考证了——，所
以有了现在手头的这本《贪婪》。
　　
　　 
　　
　　大卫-芬奇在《七宗罪》中，将天主教典籍中所定义的七宗罪恶一一告诉世人，其中的第二宗，就
是贪婪。这已经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罪名，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在七宗罪中，贪婪还是和人的本能
交织在一起的，它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将道德意涵上的贪吃、嫉妒、纵欲和动怒都勾联在了一
起，我们甚至可以联想到佛教里的人生七苦，喜怒哀乐，爱别离，怨憎恚，求不得——贪婪这个词，
似乎越发显得罪恶并且面貌狰狞起来。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的意义上，贪婪是包含两种意思的，一
种是身体上的意思，一种是道德上的意思。这种结合的形象无所不在存在，从贪吃的婴儿到老年的守
财奴，从好利的商人到贪权的阴谋家。贪婪，正如基督教传统中的恶魔一样，行迹诡秘而无所不至，
面貌可憎而欲壑难填。
　　
　　 
　　
　　    贪婪这个词，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内涵和外延。贪婪最初在语义学上的两个基
本特征是罪恶以及过度。也就是说，在古人那里，身体的欲望是与道德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
现在则不同了，罗伯逊之所以能够写这样一部著作，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贪婪已经
不再仅仅是我们的本能，而已经脱离了我们的躯体。我们可以把玩这个词，可以随意将它从词典里挑
出来，加上我们自己所憎恶的人，构成一个定语结构，比如我会对借我钱不还的张三说：张三，你这
个贪婪的家伙，有钱吃水煮鱼都不还我。但是罗伯逊透过历史的帷幕，告诉我们他的发现，他说借钱
吃水煮鱼其实是应当的，因为身体上的欲求，在现代的意义上来说，显然要大于道德上的欲求。现代
社会一个重要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对人的身体欲望的合理化，以及对满足欲望之努力的高尚化。换句话
说，真正的欲望本身，这个时候，似乎开始与道德无关。
　　
　　 
　　
　　现代科学分开了精神意义上的科学和物质身体意义上的科学。这使得贪婪这个词的意思开始在两
边摇摆，摇摆的结果是失去了许多原来浑然一体的含义。现代科学开始用许多堂而皇之的词语来表示
这种概念，自我利益，个人主义，理性行为等等，尽管在老百姓那里，贪婪这个词语仍然保留着活生
生的意思，既表示贪吃，又表示贪心；尽管民间的话语毫不留情地将学术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扯下来，
告诉我们：那些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人，其实在生活中也不外如此，只不过有所伪装罢了。华尔街
的高级白领说：“我的报酬是过度丰厚了，但是它过度得还不厉害。”在民间话语那里，他们说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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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

实就是：我想赚更多的钱。但是学术界可以提出自己的反驳：这是典型的美国语言，贪婪的人，用美
国人自己的话来说，正是贪婪的商人造就了富裕的美国和富裕的美国人。现在贪婪似乎不仅仅是远离
了恶名，更开始成为值得赞赏的品德。
　　
　　 
　　
　　有关美国发家的原因，即使在心理层面上，历史学家们也已经讨论的够多了。对于这样的观点，
我们当然可以提出一箩筐严肃的学术观点来应对。但是罗伯逊借助贪婪这一词语的文化史意涵来表达
的，显然不止于此。个人以为，罗伯逊在本书中的落脚点其实在于他对现代社会的提问。现代社会成
型的漫长过程，同时也是各种组织与机构的出现与形成过程。我们已经习惯于将这些企业，机构，组
织视为实实在在的事物，而不是单纯的赚钱工具；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现代社会视为宗教一般的主宰，
而不去考虑单个人与它的相互生成关系——我们对于现代社会的考虑已经迷失于意义的世界之外，而
找不到归路。这样一条意义的不归路，现代政治与现代学术都认为，是人类社会的命运所在，我们不
能够逃避，而只能去承受——这个世界本来如此。
　　
　　 
　　
　　但是罗不逊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他想做那个小孩子。贪婪这个概念的威力
在这里开始显现出来，“贪婪的奇特就在于，它能够刺穿这些幻想而直指我们脆弱的躯体，向我们提
醒着带感觉的意义的存在——而那正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遗余力所要否定的。”罗伯逊试图从学术
的路途上来寻找这个世界丢失的意义，将现代社会重新置于一种意义的范畴下，这才是他在本书中所
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尽管他自己也看到，这样一条救赎的道路危机四伏，绝难达到，但这就并非是贪
婪的词语，也并非是本书所能够承载的了。
　　
　　
5、不知所谓的书 
6、写的艰涩翻译的也烂
7、同上本...
8、我怎么觉得用成长当主标题更合适呢？
9、真相就是贪婪的是我们自己，很大一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思维其实并没有步入工业时代，更别
说后工业化时代，他们还在用农业时代留下来的“本能／喜好”度量发生的事情！
10、贪婪是好的，没有比这更好的词了。贪婪是正确的，贪婪是有效的。贪婪澄清、穿透、捕捉了进
化精神的本质。各种各样的贪婪，对生命、对金钱、对爱情、对知识的贪婪都标志着人类的上升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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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

精彩书评

1、手头这本《贪婪》的作者叫做亚历山大?罗伯逊，现为圣巴巴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教
授不同文人，所以这首先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书中的分析严谨而翔实；同时这又是一本痛快的书
，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快乐——贪婪这个词，现在几乎人人都用来表达心中的郁闷，藉以寻求一种
发泄的快感，或者至少在用相近的词，贪心，饕餮，欲望等等，意思都差不多，都可以用在那些看着
你不顺眼的家伙身上。尽管人人都在使用，但对这个词的真正意思往往都却不甚了了。罗伯逊写这本
书的缘起是在一个理发店里，他的理发师在详细思考之后告诉他，社会科学家最应当研究的一个题目
是贪婪。也许在头顶晃来晃去的剃刀起了作用，也许罗伯逊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些我们不
可考证了——，所以有了现在手头的这本《贪婪》。大卫-芬奇在《七宗罪》中，将天主教典籍中所定
义的七宗罪恶一一告诉世人，其中的第二宗，就是贪婪。这已经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罪名，但这还不是
事情的全部。在七宗罪中，贪婪还是和人的本能交织在一起的，它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将道德
意涵上的贪吃、嫉妒、纵欲和动怒都勾联在了一起，我们甚至可以联想到佛教里的人生七苦，喜怒哀
乐，爱别离，怨憎恚，求不得——贪婪这个词，似乎越发显得罪恶并且面貌狰狞起来。我们可以看出
，在传统的意义上，贪婪是包含两种意思的，一种是身体上的意思，一种是道德上的意思。这种结合
的形象无所不在存在，从贪吃的婴儿到老年的守财奴，从好利的商人到贪权的阴谋家。贪婪，正如基
督教传统中的恶魔一样，行迹诡秘而无所不至，面貌可憎而欲壑难填。贪婪这个词，随着历史的发展
而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内涵和外延。贪婪最初在语义学上的两个基本特征是罪恶以及过度。也就是说，
在古人那里，身体的欲望是与道德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现在则不同了，罗伯逊之所以能够写
这样一部著作，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贪婪已经不再仅仅是我们的本能，而已经脱离
了我们的躯体。我们可以把玩这个词，可以随意将它从词典里挑出来，加上我们自己所憎恶的人，构
成一个定语结构，比如我会对借我钱不还的张三说：张三，你这个贪婪的家伙，有钱吃水煮鱼都不还
我。但是罗伯逊透过历史的帷幕，告诉我们他的发现，他说借钱吃水煮鱼其实是应当的，因为身体上
的欲求，在现代的意义上来说，显然要大于道德上的欲求。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对人
的身体欲望的合理化，以及对满足欲望之努力的高尚化。换句话说，真正的欲望本身，这个时候，似
乎开始与道德无关。现代科学分开了精神意义上的科学和物质身体意义上的科学。这使得贪婪这个词
的意思开始在两边摇摆，摇摆的结果是失去了许多原来浑然一体的含义。现代科学开始用许多堂而皇
之的词语来表示这种概念，自我利益，个人主义，理性行为等等，尽管在老百姓那里，贪婪这个词语
仍然保留着活生生的意思，既表示贪吃，又表示贪心；尽管民间的话语毫不留情地将学术上温情脉脉
的面纱扯下来，告诉我们：那些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人，其实在生活中也不外如此，只不过有所伪
装罢了。华尔街的高级白领说：“我的报酬是过度丰厚了，但是它过度得还不厉害。”在民间话语那
里，他们说得其实就是：我想赚更多的钱。但是学术界可以提出自己的反驳：这是典型的美国语言，
贪婪的人，用美国人自己的话来说，正是贪婪的商人造就了富裕的美国和富裕的美国人。现在贪婪似
乎不仅仅是远离了恶名，更开始成为值得赞赏的品德。有关美国发家的原因，即使在心理层面上，历
史学家们也已经讨论的够多了。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当然可以提出一箩筐严肃的学术观点来应对。
但是罗伯逊借助贪婪这一词语的文化史意涵来表达的，显然不止于此。个人以为，罗伯逊在本书中的
落脚点其实在于他对现代社会的提问。现代社会成型的漫长过程，同时也是各种组织与机构的出现与
形成过程。我们已经习惯于将这些企业，机构，组织视为实实在在的事物，而不是单纯的赚钱工具；
我们已经习惯于将现代社会视为宗教一般的主宰，而不去考虑单个人与它的相互生成关系——我们对
于现代社会的考虑已经迷失于意义的世界之外，而找不到归路。这样一条意义的不归路，现代政治与
现代学术都认为，是人类社会的命运所在，我们不能够逃避，而只能去承受——这个世界本来如此。
但是罗不逊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他想做那个小孩子。贪婪这个概念的威力在这
里开始显现出来，“贪婪的奇特就在于，它能够刺穿这些幻想而直指我们脆弱的躯体，向我们提醒着
带感觉的意义的存在——而那正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不遗余力所要否定的。”罗伯逊试图从学术的路
途上来寻找这个世界丢失的意义，将现代社会重新置于一种意义的范畴下，这才是他在本书中所真正
要表达的意思。尽管他自己也看到，这样一条救赎的道路危机四伏，绝难达到，但这就并非是贪婪的
词语，也并非是本书所能够承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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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贪婪》的笔记-第98页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场个人旅行，从存在最微小的微观生物碎片，穿越对自我的意识以及其
他我们称之为生命的插曲，直到衰败身体的离析分子。在这个短暂的时域里我们试图解释自己从何而
来，归向何处，并通过在其它人生命中留下我们的痕迹来延长我们在时间中的存在。我们甚至也许会
梦想在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个更广大的领域中留下一个印记。

2、《贪婪》的笔记-第18页

        贪婪的根系深深植于感觉之中，特别是两种：饥饿和作呕。它们之所以是本能的，是因为我们总
是把它们与胃部的感受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进，一个是出⋯⋯贪婪最直接的生理信号就是吃得过饱后
产生的恶心感，此时的解决方法就是一贴强力催吐剂。在12世纪法国贡克修道院前门上关于最后审判
日浮雕图案中，贪吃者头下脚上，被三个恶魔逼着突出所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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