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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著名批评家朱大可1999-2004年这五年间的大部分较有影响的文学、文化和时政批评文章。
所有文章均曾公开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南风窗等著名媒体上，其中一些作品曾经引发广
泛争议。作为中国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之一，朱大可迄今仍然保持着犀利而深刻的风格，与他
的神学、神话和文化阐释学研究相比，，他的文化批评更具“杀伤力”，并因此而有“一剑封喉”的
美誉。朱大可的批评方式和话语风格，对90年代以来的“愤青主义批评”产生了微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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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作者简介

朱大可，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57年生于上海。当代著名学者、文化批评家和随笔作家。崛起于上世
纪80年代中期，曾是当时先锋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现任教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
文化艺术的研究。其主要著述有《燃烧的迷津》、《话语的闪电》、《流氓的盛宴》、《21世纪中国
文化地图》（已出五卷）等，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被认为是中国优秀的文化批评家
和随笔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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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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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了大楣的诺贝尔奖
诺奖危机和文学在全球的失败
第二辑 书评：阅读和午夜的絮语
正义者的迷津
究竟谁比谁更丑陋
后寻根主义：中国农民的灵魂写真
缅怀异邦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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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麻将的N种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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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年代：大话革命与小资复兴
考研狂潮、学位崇拜和知识神话
瘟疫、肺痨、萨斯：疾病美学三部曲
肉身叙事的策略、逻辑及其敌人
“荡妇”麦当娜和香烟变法
女胸的三种历史语文
蒙娜丽莎微笑的文化解码
中产阶级偶像芭比小姐
从母亲到荡妇的偶像转型
第四辑 小众文化：英雄的梦呓
⋯⋯
第五辑 时政：屁权之争
代跋：我跟文学离婚已无可挽回／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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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章节摘录

　　第3-5页　　甜蜜的行旅　　——论余秋雨现象　　文人和大众的新和解运动　　品读余秋雨的历
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 气。如果我没有弄错，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谓“后文
化时 代”，这是继汪国真之后在散文和历史交界处所发生的一个重要 事件。显然，历史和文学正在
制造出一些新的产品：历史利用文 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 
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该书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让我们先回忆
一下汪国真的诗歌 (以下简称“汪诗”)，尽管这是一件颇令人难堪的事情。　　海子死了，汪国真诞
生了，这是1989年6月以后中国文学所 发生的最富戏剧性的变化。海子一举带走了农业时代的诗歌真 
理，并为“汪诗”的涌现开辟出血的道路。　“不合时宜”的“旧 式”精神使徒，最终让位给了一个
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这正是 “历史的必然”。　“海诗”不过是少数校园理想主义者的圣经， 而
“汪诗”才是热爱生活的广大女学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国成为 全球最大市场之后，诗歌条码化的潮流
势不可挡。　　越过那些抨击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　“汪诗”在市场上茁壮 发育，后者表达了“后
文化时代”的“拉罐文学”的主要特征： 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并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
；第 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 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后，人们只需一种非常轻盈的 “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 上
，以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这样一种“生命能够承受之轻”的诗歌口红，在一个高速消 费的
市场化图景中，无疑是非常和谐的物象。没有任何一种力量 能够阻止它的涌现和受宠。在90年代上半
期，　“汪诗”的情形大 致就是如此。而在90年代末的今天，　“汪诗”甚至和王朔、苏童 及王小
波(后者情形或许有些不同)一起，发展为网络消费的主要 对象。在那些文化网站和网上文化超市的货
架上，这些物件早已 经融人了日用品的亲切行列(对此我只是有一点点惊讶而已)。　　余秋雨的散文(
以下简称“余文”)与之有非常类似的经历。 一个富于戏剧性的例证是，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
动”中， 警方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 苦旅》。这个传闻在海内
外文人圈子中流传甚广，并且在一次港 台文化研讨会上成为—个尖锐的话题(可以参见台湾《中国时
报》 和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的专题报导)。余文因而受到了人们的 攻击，似乎其作品一旦成为性
工作者的读物，就变得十分可疑起 来。　　这无疑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念。在我看来，即使这一“捕
风 捉影”的传闻属实，它也决不能成为“媚俗”之类的“道德化批 评”的借口。相反，它的重要意
义被包含在它的隐喻I生之中：在 那个女人的个人视界单．《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红”和 “
文化避孕套”。它们是一组互相隐喻的同义语词，具有完全相 同的日用品功能，被收藏在一个“意识
形态的手袋”里。余文正 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 是用以点
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审 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　　“后文化时
代”的特征是：精英不再引领大众，而是大众支 配“精英”。这种结构倒置的后果就是精英的全面湮
灭：这个曾 经散发着思想香气的阶层，已经被大众与全球一体化市场与资讯 洪流所吞没，只有少数
人继续浮在水面。他们是市场的先锋，犀 利地洞悉大众趣味的转移和文化的市场走向，并且利用这点
对大 众进行“反操纵”。他们通常受雇于国际(或区域)资本，藉其 专业特长为世界大亨效力，同时也
利用国际资本实现其个人的文 化野心。　　我要援引电影《泰坦尼克号》导演詹姆斯·卡麦伦与国际
传 媒大亨梅铎的关系来表明这点。一个老套的好莱坞言情故事，在 近似疯狂的高额制作之后，产生
了巨大的商业回响。另一个例子 是中国画家陈逸飞和美国犹太大亨哈默的关系。它们证明“精 英”
的信念早已过时。这个世界需要的决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 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他们
不再像民众提供“思 想”，他们仅仅发现和供应市场所需的“模式”。　　改变精英命运的另一个动
力是资讯的全球化。就在最近的两 三年内，由于OCR技术(即对扫描的图像文件可以进行自由编 辑)的
发明，网络文字输入的困难已经消散，平面图书资源的利 用变得轻而易举，网络杂志、文化专题网站
以及个人网页大规模 涌现，网络文字总量(NET w0RDS)在迅速增值，并为个人文化 及区域文化的全球
化传播开辟了阔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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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精彩短评

1、第一辑和第三辑很不错！
2、都忘了讲的什么呐,不过记得看起来有点累
3、果然一剑封喉啊
4、看以当消闲看看，不够深刻。——只能用这个词。一些短文写很好。
5、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独立的思考，何况是民族文化生病的时候。
6、朱老师几年前的文化批评有些在今天依然锋利，虽然这些“酷评”并非尽善尽美——或许要求酷
评尽善尽美本身就是错的——但是仍然颇有启发性。
7、这个集子收的就比较差了，报头刊尾的应时之作。少有成熟深刻的文字。
8、我认为大可最好的一本书是《话语的闪电》
9、还好，但我觉得最大的弱点还是在于名词太多了，致使整部作品与其说是精深洞见不如说是一套
符号系统，且不说阅读上的不便，这种系统的建设性和有效性是一个疑问。另外，朱大可曾批评过鲁
迅晚年的“仇恨”情绪，但他的这种过分拆解却不给出解决路径的批评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仇恨政治
学”。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守望者”视角，并提出了关于我们时代的种种令
人深思的问题，值得一读。
10、老朱挺幽默的
11、第一流的文化守望者
12、“人们只需要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
滋润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这个比喻太精妙，道出充斥周遭的“小清新”“心灵鸡汤”“文化大散
文”被掩盖的贫瘠。朱氏话语犀利的风格读起来畅快淋漓，但是有些文章戛然而止显得力度不足。
13、补标。朱大可文字真是犀利，有时候还不讲道理。
14、一些观点颇为契合，只是名词堆砌令人生厌。文化消费的时代问诊，有些先知意味地道出了境况
。
15、　　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守望者的文化月历》是朱大可1999---2004年间批评文章结集。最早读到朱大可的文字是他关于
流氓话语的那个文析，当时看得惊心动魄，太有才了，整篇是新名词构成的文本，就如让人突然掉入
某种语词构成的波涛中，上上下下起伏不停。从此就对这人上了心。
　　
　　后来买到了他的二本书，一本就是这本《守望者的文化月历》，另一本是《流氓的盛宴》，那一
本断断续续还没有看完，这一本却是早就读完了的。
　　
　　今天在检阅旧书时，又看到了这本书，重新翻读了一下，又感受了一回朱大可“一剑封喉”的杀
伤力。第一篇就是关于余秋雨散文的批评，他把《文化苦旅》说成是妓女的“文化口红”和“文化避
孕套”，恐怕令余秋雨本人亦瞠目结舌吧？又如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汉民族的自我献媚主义云云，
将余文批得体无完肤，从本根本上瓦解了他的这种装腔作势的批量作坊生产方式。
　　
　　这本书收文较多，给我最深印象的是《后寻根主义：中国农民的灵魂写真---杨争光作品印象记》
，
　　
　　如这段话：“根据杨争光的观察和叙述我们不难发现，根植于中国乡村的仇恨意识形态，散布在
每一个细微的生活细节里，它并没有受到政治制度的直接鼓励，却为历史上悠久的流氓暴力传统提供
了深厚而广阔的基础。在乡村社会的分配正义制度崩溃之后，农民的暴力主义成为解决冲突的唯一途
径。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地狱。每一个农民都是潜在的杀手，在无政府的致命呼吸中生活，为维护
卑微的生存利益而展开殊死搏斗。长期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批判掩盖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即所
谓&quot;东方专制主义&quot;不过是农民的 &quot;多数人暴政&quot;的一种政治表述而已。或者说，暴

Page 7



《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力并不是国家的发明，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基本属性而已。国家仅仅复制了这种话语
模式，并把它转换成了一种残酷的宪政。”
　　
　　朱大可对中国现实和国家主义的这种毒素揭批得无比深刻，令人叹服。
　　
　　当然朱大可奇异诡秘的风格，也使他的批评话语成为一种冒险。如他本人所说：“话语的实验始
终是我的一个基本目标。我的隐喻式写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它有可能伤害到内在意义的传递。”
　　
　　不过朱氏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执
著，使得他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读朱大可的文字确实很刺激，有一种冒险的乐趣，与王小波的冷幽默又是不同类型的酷评，不过
我很愿意将他们二人相提并论。他们的文字都让我有一种特别的快乐，如同针刺入麻木的心灵引起的
震颤，现代人太需要这种闪电般文字的鞭挞了。
　　
　　 
　　
　　2008-11-29
　　
16、制造词汇
17、写的还算可以。
18、守望者的文化月历：199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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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精彩书评

1、守望者的文化月历 《守望者的文化月历》是朱大可1999---2004年间批评文章结集。最早读到朱大
可的文字是他关于流氓话语的那个文析，当时看得惊心动魄，太有才了，整篇是新名词构成的文本，
就如让人突然掉入某种语词构成的波涛中，上上下下起伏不停。从此就对这人上了心。后来买到了他
的二本书，一本就是这本《守望者的文化月历》，另一本是《流氓的盛宴》，那一本断断续续还没有
看完，这一本却是早就读完了的。今天在检阅旧书时，又看到了这本书，重新翻读了一下，又感受了
一回朱大可“一剑封喉”的杀伤力。第一篇就是关于余秋雨散文的批评，他把《文化苦旅》说成是妓
女的“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恐怕令余秋雨本人亦瞠目结舌吧？又如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
汉民族的自我献媚主义云云，将余文批得体无完肤，从本根本上瓦解了他的这种装腔作势的批量作坊
生产方式。这本书收文较多，给我最深印象的是《后寻根主义：中国农民的灵魂写真---杨争光作品印
象记》，如这段话：“根据杨争光的观察和叙述我们不难发现，根植于中国乡村的仇恨意识形态，散
布在每一个细微的生活细节里，它并没有受到政治制度的直接鼓励，却为历史上悠久的流氓暴力传统
提供了深厚而广阔的基础。在乡村社会的分配正义制度崩溃之后，农民的暴力主义成为解决冲突的唯
一途径。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地狱。每一个农民都是潜在的杀手，在无政府的致命呼吸中生活，为
维护卑微的生存利益而展开殊死搏斗。长期以来，中国意识形态批判掩盖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即所
谓&quot;东方专制主义&quot;不过是农民的 &quot;多数人暴政&quot;的一种政治表述而已。或者说，暴
力并不是国家的发明，恰恰相反，它不过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基本属性而已。国家仅仅复制了这种话语
模式，并把它转换成了一种残酷的宪政。”朱大可对中国现实和国家主义的这种毒素揭批得无比深刻
，令人叹服。当然朱大可奇异诡秘的风格，也使他的批评话语成为一种冒险。如他本人所说：“话语
的实验始终是我的一个基本目标。我的隐喻式写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它有可能伤害到内在意义的
传递。”不过朱氏前卫的思想、对社会弊端的激烈批评、独特的话语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
和执著，使得他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读朱大可的文字确实很刺激，有一种冒险的乐趣，与王小
波的冷幽默又是不同类型的酷评，不过我很愿意将他们二人相提并论。他们的文字都让我有一种特别
的快乐，如同针刺入麻木的心灵引起的震颤，现代人太需要这种闪电般文字的鞭挞了。200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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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守望者的文化月历》的笔记-第115页

        只要回顾一下现代诗歌史就会发现，当年扮酷的诗人是北岛，装嫩的诗人是顾城，而发嗲的诗人
是舒婷。最终，发嗲的文人还是占了文学的上风。发嗲无非就是撒娇，也就是用各种方式展开文化逢
迎和市场媚俗。经过80年代张贤亮等人的努力，“新撒娇派”已经占领了中国文坛。哈哈哈哈哈哈，
这解构玩得，风生水起。

2、《守望者的文化月历》的笔记-第80页

        二十多年前的朱大可，用一篇关于汪国真的评论对现在网上大行其道的“正能量”做了深刻的审
视，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来不对有关“正能量”的东西做任何积极的回应，在辨别出是消费了就丢弃的
文化快餐还是真正值得深藏于灵魂的东西之前，阅读和思考是最好的姿态。迷幻话语、迷幻景象、迷
幻音响，所有这些迷幻物构成了公众快乐的源泉。我必须承认它的确具有某种医治心灵疼痛和社会疾
苦的效用，但正如所有致幻剂那样，汪国真诗歌不能消解痛苦的根源，恰恰相反，它只能消解我们对
于痛苦的感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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