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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

内容概要

《李敖快意恩仇录》是李敖在1997年出版，坦白回忆他个人的成长，一时之间唤起整个社会对的美好
回忆，成为横妇书市的风云之作。李敖不是宽容社会下的产物，亦不是宽容社会的见证。一个社会出
现一们李敖，哪里容易的事，又哪里是平白得来的呢？因此《李敖回忆录》里的三十万字，实在是欲
说还休，或语未详，或按下不表，或舍之则藏，未尽之处，势必再叙，若《李敖回忆寻》正集为画龙
之作，则《李敖快意恩仇录》即是点晴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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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

作者简介

　　李敖，台湾著名作家、史学家、思想家。1935年4月25日生于哈尔滨，1949年随父赴台。1954年考
入台大法律系，自动休学后次年又考入台大历史系，1961年挑起中西文化论争，从此成为文化界的风
云人物。1970年、1982年两次入狱前后达十年之久。
　　李敖是台湾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特立独行、傲世无羁。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斗国民党，拒
见蒋经国；战民进党，掘出党魁根。中西文化论争，他更是单英战群雄。
　　他自称写白话文、五百年内前三名都是李敖；他自诩为博学的洪水猛兽，他自道是二十四品之外
的一品；狂叛。
　　今天的李敖依旧谈笑风生地编着自己的全集、写着自己的新作。是耶、非耶，尽由他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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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

书籍目录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自序
1 陆根纪
――漂洋过海，乃怀陆根，
我虽不往，一往情深。
2 小寒纪
――十五二十，时我少年，
陷身孤岛，一片小寒。
3 大寒纪
――一身惨绿，四境深蓝，
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4 投笔纪
――虽去从戎，却未投笔，
军中黑暗，我来掀底。
5 委蜕纪
――委蜕大难，最近高楼，
虽被三振，不肯暴投。
6 星火纪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是火首，谁敢当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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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

章节摘录

请读片段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何飞鹏　　一九九七年五月《李敖回忆录》出版，立刻脐身畅销书排
行榜，并盘踞排行榜半年之久；该书被列为一九九七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的书，李敖先生也成为当年
出版界的风云人物。其实，看完三十万字的《李敖回忆录》，你还不认识真正的李敖！ 　　在某一欢
宴场合，朋友们谈到李敖，钦敬者有之，好奇者有之，因我曾出版李敖大师之书，每个人皆希望我谈
谈李敖。一时之间，我不知如何以对，对李敖先生，我所知仅千万分之一耳，何能妄言！ 　　回家途
中，一再思考此一问题，李敖究竟何许人也？从此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 　　作为一个出版人，出版
李先生的书，已有数本之多，其中且包括自传体的《李敖回忆录》，我能说不了解李敖吗？ 　　但事
实就是如此，每次接触李敖先生，都有不同的新发现，最后我终于找到结论：“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就是我的感觉，这一辈子，对李敖先生，这恐怕是永远的感觉！ 　　以前只知道李敖批判蒋家父子
，但后来发觉，李先生眼中的恶人之多，举凡政客，无人落榜，而在批判的过程中，李敖无不举证历
历，让所有仇家襟若寒蝉。 　　以前只知道李敖十七岁就与大师胡适往来，后来才知道，几乎我所听
过的知识分子，李敖先生都有接触，有的被他批判得体无完肤，在他的笔下，我才知道在世俗的面具
之下，这些我过去所尊敬的学者，原来如此不堪！当然也有的受到他的肯定，但数量实在太少，或许
我们这一代孤岛寡民，诚如李敖所言：“与汝偕小”下，真正值得认同的入也不多！ 　　以前只知道
李敖曾娶名女人胡茵梦为妻，但事后才知道，李敖在上一代的演艺名人中，他也不寂寞，他接触了比
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名伶女优！ 　　台湾的企业界，或许是李敖较少接触的，但是事后也才知道，原来
蔡万霖、辜振甫等台湾财阀大亨，也都与李敖有过一生难忘的经验。 　　以上这些“事后才知道”，
指的是这本《李敖快意恩仇录》。在出版厂《李敖回忆录》一纸风行之后，后来又陆续知道了李敖先
生的许多“丰功伟绩”、精彩故事，总觉一忆不足，而有再忆之必要，这也就是商业周刊出版此书的
原因。 　　如果从写作体例而言，第一本《李敖回忆录》比较像编年体，按照时间序列的先后写作，
由家世、童年，而求学、而当兵、而工作、而入狱、而复出，并且预告了前程，算是完整地做了一次
告白。 　　这本《李敖快意思仇录》则比较像纪事体，李敖先生别出心裁的用厂各种纪，有地质年表
、有公司名、有节气，充分发挥了创意与想象，极具写实的巧思，大师功力，毕竟不凡。 　　对我个
人而言，快意恩仇一向是梦中的想象，现实中则既不能“快意”、也无力恩仇（对有恩者未必能充分
回报，对仇家或无力为之），但是读完此书，快意思仇，跃然纸上，痛快淋漓之至。 　　记得台
湾TVBS周刊创刊时，曾以“活在台湾，做你自己”为宣传口号，但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人
在江湖，身不由己犹恐不及，谁能真正做自己？读完《李敖快意思仇录》，我不能不说，真正能做自
己的，惟李先生一人耳。 　　在前后为李敖先生出版这两本回忆录期间，正值公司所归属的城邦集团
合并之中，来自四面八方的出版前辈们，一起归属到城邦集团的旗下，公司内不但成员在互相认识了
解，而各出版社的组织文化也尚在融合互动，其实对李先生的回忆录并未能充分照顾，但李先生对商
周出版，以迄城邦出版的运作状况，垂询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所幸上一本《李敖回忆录》颇
受欢迎，忐忑之心，稍能释怀。 　　李先生的关怀，也算是我“事后才知道”的一部分，其实李敖在
媒体中、在笔下，对政客、对伪君子、对帮闲文人，大加挞伐，不假辞色，其实都是在罪证确凿之下
所为。而个人在接触李先生的过程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那种近乎羞涩的客气，那种对晚辈的谅
解，有时实在不能体会这是同一个人。 　　现在再一次写这篇文章，实不敢以序自称，仅能以一个出
版者的心情，说说我对李先生的感觉。平心而论，李敖先生的一生，早已不需我为文奉承，李先生一
生治史，史家是相信历史的公论的，但前提是要留下足够的证据，现在这本《李敖快意思仇录》，无
疑将留下足够的凭据，李先生或不见容于当世当道，但是未来名山千古，将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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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

编辑推荐

人人都说李敖狂傲，请看其自负。人人都说李敖爱美女，请看美女如何爱李敖。人人都说李敖是讼神
，请看刁民闹衙。人人都说做你自己，惟李敖一人耳！读《李敖快意恩仇录》，剖析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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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

精彩短评

1、内容还不错，纸张不是很好，字体有些小。
2、文字很犀利，很流氓
3、快意恩仇，回忆录，自传内容都差不多，孩时的一些事还有点意思，但几乎重复，绝大多数都是
某党的人与事，因为不大了解所以无法欣赏
4、不是很懂你们这么有个性的。。。。
5、李敖中国目前自由主义的举旗者
6、李敖绝对是个疯子，但是疯的又很有道理。
7、李敖虽然瞧不上很多人，但是他的批判都是有针对性的，他批一个人同时也会正视这个人的优点
。没错李敖有点傲慢，窃以为李敖最瞧不起的是现在的GMD。。。但他的批判对台湾社会有很大的作
用。 
8、大学时读过
9、还是对文革一段⋯感触良久
10、喜欢李敖的嬉笑怒骂，不喜欢他的过于自负，人总该有所敬畏的东西。潇洒如他，也难释怀两次
牢狱之灾。他说台湾这个小岛困住了他，其实倒觉得反而成就了他，并且让他亲眼见证他的斗争成果
，要是他在大陆，可能连恨的机会都没有。
11、还未看完这本书，已经买了李敖的其他作品了。看他的书不会闷，语言幽默锋利，不会感到冗长
。
12、欺人太甚数李敖
才拥九斗锁二乔
借问英雄何惆怅
少年白了鸡。巴毛

13、比回憶錄爆的料更多，小故事也更多。
14、一半，没劲了。
15、不了解台湾胡适，殷海光，李敖这一脉自由主义传统的可以不用读这本书了。读也读不懂。
16、不错，依然犀利无比。
17、可作为《李敖回忆录》的补充。娓娓道来，清新可读。
18、最后一面竟然没有...
19、他阿
20、我真的不敢评价，因为我发现我太浅薄了
21、今年来说我的性格和思想作风很大意义上已经确立了，看了这本又让我有这种感觉。李敖学贯中
西，不犯迷糊，行得正站得直，人生大起大落还是笑到了最后。越能明辨是非，对于人品上出了问题
的人越能看到，其实有问题的人又何尝没环绕在我左右
22、很好的一本书，值得看的
23、略有狗尾续貂之效果（虽然号称没有）
24、个人比较喜李敖 书很好 有志同者看看啊啊啊！！！！。。。。。。。
25、内容挺好，但是书本身的纸张和包装看起来总感觉不像正版书
26、说实话，真心读不下去李敖的书~~~硬着头皮翻翻~~~
27、哈哈，老淫魔
28、不说了,是一个剽悍的人。
29、是轻自传文章，想起当时算是我失恋时的救赎。
30、楼下的误导了，书的印装没有任何问题，页码没有错误，纸张不错，内容亦算精彩。
31、对李大师作品里面提到的人，很多大陆的读者估计是不认识的，这点有些遗憾
32、大學時開了眼界，對于這個狂妄的男人無比佩服
33、前天收到的书,没怎么看就收下了,没想到回到家就发现书不是从1页开始看的,竟然23页才开始,如果
是正版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低级错误呢,投诉了还一点反映也没有,这是什么意思.踩他,
34、高中时读的，当时很喜欢这个二十四品外的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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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

35、大全集啊 大全集  何时打个1折啊
36、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快意恩仇终归沉寂。
37、休憩29th，李敖这种刻薄刁钻记仇而又真性情的人太难处了，此为其一，李敖一辈子不容易，无
愧斗士之声名，此为其二，李敖你的床上生涯与逸事我不想知道那么多，此为其三。当然了，回忆录
就是作者想写什么我们就得看什么，还是本不错的书的。
38、要找我佩服的人，我就照镜子
39、还行，开开眼界。书质量也还好。
40、我想像中的好一些，在节目中也看到过这本书的出现
41、电子书。看完有几点体会：1他是个斗士，这点很难得，一辈子在大事上不倒戈自个儿的人太少了
（梁实秋最后也趋于保守）；2 学问功底绝不是一朝一夕促成的。以前以为李敖这人太自负，现在倒
不觉得；3 光明磊落。骂人归骂人，他也不在背地里骂，凡是骂人，还都讲究证据；4 不知是他记性好
还是怎地，发生的事情的具体日期，他都记得清楚；5 再次印证了人不止你看到的那面。举了柏杨、
余光中的例子。让我想起，以前余秋雨说北宋科学家沈括为人不怎么样。当然，李敖给我的印象也只
是凭他的一家之言，可能以后还有倒回来评论他的时候。
42、斗争的艺术
43、大师对大势至菩萨的解释很独到嘛。(学校竟然能借到这本书，蛮意外的)
44、快意恩仇，读起来痛快就好。就这一点而言，除了李敖没有谁给我这样的体验。至于他个人的观
点可以不必完全接受。只需体会那种风骨和傲气即可。
45、亚马逊上面特价买的，看着玩玩。读了一半感觉读不下去了，作者经常喜欢吹捧自己是第一，而
且毫无根据。有些观点也不无道理，可惜说话的语气就是让人难以下咽，可能对台湾的政客还是管用
的吧
46、这两本书不错，只是字有点小。
47、只有像李敖这种活的精彩的人才可以写完回忆录 再接着出快意恩仇录书的质量没的说 是正版
48、印象最深的就是李敖自述与各样女人。。
49、印刷清晰，字体适中。
50、有点凌乱，没读完
51、白话文以来的作家看了很多，快看完了，李敖的文章确实排名第一。
52、只要你不以亡而亡，一切若亡的，都凌虚而实在。
53、此书有李大师一惯的黑色幽默，看后启发很大，他告诉我，什么样的男人才是男人。
54、开始看还好，到后来就显得过于繁琐了，总的来说还不错，喜欢李敖的书。
55、我大概很能理解那么多人喜欢李敖的率真，敢言，可爱的气质。然而纯看文章的话，我只能遗憾
，没有赶上李敖黄金时代吧。
56、自恋狂与考据癖的喋喋不休，路人的话看起来挺浪费时间
57、快意人生
58、捡来的书姑且一读
59、日记体，感觉还可以吧
60、感觉看《李敖回忆录》就好了，这里面的引文太多太长
61、李敖  确实是有能力  有才华之人  此书虽然诠释出他的很多斗争场面  和他自己誓死保卫的忠贞外  
其个人有很大的自负  这一点他在最后一章也承认  欣赏此人
62、送给朋友的，不知道怎么样，给个好评吧
63、我就那么不喜欢李敖
64、从这本书开始爱上李敖
65、相比第一本传记《李敖回忆录》那样上得台面的“大老婆”，第二遍传记只算的上是边角余料的
“小老婆”，总归还是逊色了些，虽然全书一如既往的用笔如有神，快意犀利。
66、狂气+流气+义气+勇气=快乐+清醒+傲骨
67、未免太张狂
68、其实我更喜欢李敖传说中的图书馆~羡慕~以前看访谈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厉害，看的书真
多~
69、错别字不多，纸的质量偏差，其他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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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

70、....
71、那时我信的 都忘了
72、舍友哥们有本，一次没事的时候翻了翻，就喜欢上了李敖这种快意恩仇的姿态。后来一度受他影
响，快意恩仇锋芒毕露，想了想自己当时还真是牛逼的不行啊，哈哈。
73、无一句无关痛痒，无一句媕娿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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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快意恩仇录》

精彩书评

1、在读“快意恩仇录”。中间停顿过一段时间。此书为“回忆录”的补充本。对于没看过李敖文字
没读过回忆录的人来说，任何的停顿都是可以原谅的。重要的是随后新大陆的发现随着文字或笑或摇
头，忍不住地佩服，这样的读书状态确实是一种享受。李敖很会骂人。而且，往死里骂。揭人家老底
，什么私生活之类的也能搬出来说上两句。有人对这样的8卦很不屑，其实，这些个也是有价值的佐
证，譬如可以通过某某某事来论证做此事的人的品格。骂人要骂出水平，就要求开骂的人本身要有水
平。李敖提到自己是西方舆论称之的“最出色的评论家”。评论二字，确实有得担当。李敖服兵役期
间，某领导握其手，私下询问，此人是否小时候生过什么病以至于如此言行显现出的有神经病的异象
。的确，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李敖是有毛病。叛经逆道，实际上是换了另一种思维方式，并付诸于
行动。李敖是个战斗士。抨击当局，豪不畏惧。进出监狱，反倒更增加了他战斗的力度。当然，不可
否认，李敖的某些言论的确过于偏激。而且说白了，他还是有点小心眼，小家子气。比如，别人弄个
台湾当代作家名录200多个人，没李敖两字，他也要议论一番。但凡有谁说李敖如何如何，他也必定会
撰文回应一下。倘若说他小气，他肯定会说那是因为他注重的是事实，不能任由他人的随意扭曲。所
以，他的顶真劲，真的让他的激烈劲儿坚持了下来。李敖说胡适。胡适对于他的影响他自己也承认是
大的。他本人也甚是敬佩胡适，即便如此，他还会指出胡适到了台湾之后并没有五四时期的尖锐，急
流也勇退了。李敖爱恨分明，属于侠客型。说到梁实秋说到柏杨，然后就很喜欢看到从前认识的名字
从书架上从那些个美化的字里行间走下来，趋近于一个平常人，明哲保身地大行中庸之道，趋炎附势
地见风使舵。文人的责任就是要写出当局的不足以得改进，如此才对得住自己握着的笔也对得住看字
的民众。李敖极其自负。李敖做人坦荡，要做就做男子汉之类型。是自己做的全都承认，包括两次同
有夫之妇私通。不是自己做的认为自己有理的，哪怕对薄公堂蹲监狱死不承认，而且更要让对手输下
去。花敌人的钱是最惬意的。李敖有情有义。把情书搬到回忆录里，只是奇怪当年他写情书的当口竟
也想着留着COPY件？不管如何保存下来，现在读来，肉麻得让人不好意思。怎么也想不到骂人如此
不留余地的堂堂男儿竟会也缠绵如此，难怪女人爱李敖。女人心底里总有英雄大侠情结。像李敖这般
举笔做战无恐无惧，任是再强的势力也无妥协之时的姿态，足以让万千女子甘愿伏在脚下，更何况他
又是那么地懂得欣赏女子的美态笔下的字如此的多情，难怪即便作为他的号外也宁愿就从他身上死去
。李敖带来另一种思维方式。主流的思考实在遍地都是，并无多少新意。不买帐的，说到点子上的，
其实更多看头，却并不多见。李敖应当十分庆幸他所在的为台湾，即便国民党被他骂得如何的无一是
处，当他毕竟直到现在还有骂的自由。但此一点，便已是足够。L问我李敖的书读完了否，我说还正
在读，觉得很有意思。她说她觉得李敖8卦感情事件和某些总结还是很有趣的其他的则一般般，对于
他自己提到曾有某部作品入围诺贝尔而大笑。她还说她弟弟推崇老舍。对于书对于作者，总是见仁见
智的。老舍和李敖，不处于同一类型，如何比？都是老舍又有何用？百家争鸣才会缤纷灿烂。李敖不
是文学家。看李敖，有那种口渴时灌下大杯凉白开爽快的感觉。随想乱说。以此为记。李敖惯用的四
个大字“由此可见”。随笑一通。
2、李敖身上还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痕迹，这是难能可贵的有威武不屈的铁骨，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有天地独行的坚毅，在他的身上同样看得到洒脱，看得到的浪漫，看得的到中国式的俏皮和幽默，
还看得到些许的哀叹和宿命
3、李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看过他的大学时代的日记，我相信他有这样的潜力。看过《李敖快意恩仇录》。我相信这只是一种自
我膨胀和自我梦幻。在各种斗争中，李敖把自己放在越来越高的地位上。殊不知，没有真正的留名青
史的作品，他会从“神像”中摔下来的。如果有人说《传统下的独白》《胡适评传》。那么我想，这
就是李敖的最高水平了。
4、台湾作家李敖，今年六十四岁了。我读李敖，也已有十年的历史。高中时读《千秋评论丛书》、
《万岁评论丛书》、《独白下的传统》，痛快淋漓，拍案称奇；大学时读《蒋介石研究》、《国民党
研究》、《冷眼看台独》，纵横捭阖，启智开愚；间中再看看《李敖情书》、《李敖情诗》什么的，
更是非笑骂“这个流氓！”不足以大快人心。而今读到《李敖快意恩仇录》，其感想为何如？近几年
台湾党禁洞开，言路渐通，很多台湾人都以他们的“民主进程”为自豪。我曾经断言，在这样的情势
下，李敖不会再有往日的风光矣！因为养成李敖的土壤已经没有了，像他这样的战士，要的是敌人，
是挑战，是压迫，是“敌强愈强”，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可是现在谁来挑战、压迫、敌视李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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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又去和谁战斗、奋斗、缠斗呢？一个失去风车的堂吉诃德还算什么堂吉诃德？所以我觉得现在
的李敖是英雄末路的李敖，是明日黄花的李敖，是廉颇老矣的李敖。李敖曾经强调他不看电视，可是
前两年居然跑去为某电视台开了专栏节目叫“李敖笑傲江湖”，在我看来，这是沦为了传媒的工具，
今之李敖，已无足观。可是李敖是何等聪明的人！“别人下海，我们上山”，李敖失去了现实中的敌
人，但他还有一生的帐要好好算算。李敖一生，足不出“台”，但在华人文化圈中影响之大，却决不
可低估。他对国民党，对台湾社会的批评，或许和我们关系不太，他对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的批判
，姑且囿于专业范围内讨论，但李敖一生中坚守信念，不屈不挠，与专制权力恶斗缠斗，“如怨鬼蛇
蝎，二六时中，无时或已”，这样的姿态，绝对是中国知识分子入世的一种范式，值得借鉴。而且李
敖和别人不一样，其他名人喜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着大家去学习，这个“李”敖却偏要自
己来“言”，金针度人，自撰教材曰《李敖快意恩仇录》。四九年后，台湾孤悬海外，中国社会和中
国文化在其中的发展，走的是和大陆迥然不同的一条路子。李敖成名极早，身体康健，所以几乎参与
了这种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五十年来台湾大大小小的社会、文化事件，我们往往都能从《李敖快意恩
仇录》中读出一种“在场感”。我们看李敖骂国民党，骂民进党，骂海外学人，为胡适辨，为雷震辨
，为殷海光辨，与胡秋原战，与徐复观战，与台北高雄台中市政府战，兼及一些亦友亦敌、先友后敌
、非友非敌的名人，如柏杨、梁实秋、彭明敏、许倬云等等，大小七十余次法庭诉讼，煌煌百余本论
战著作，人称“文化太保”，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异数！这本书能风靡台岛，侵袭大陆，绝
非偶然，而且不管算不算“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李敖的文字肯定是一流，顺，又不滥，好看。李
敖当然不可能讨好每一个读者，最近不是还有人为了某书上印了“不喜欢李敖，你是弱智”而要起诉
作者么？但是很多人不喜欢李敖，和有时老太太罚随地吐痰款一样，不是因为李敖的东西不好，而是
由于他“态度不好”。这里我没有必要为李敖辩护，因为李敖自己在书里对此有“李敖式”的认识。
他说：“多少年来，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头
，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个性、新闻性，但这些招数使出来，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
”的“清望”形象了。⋯⋯视正常为反常，这种代价，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这就是“求
仁得仁又何怨”，狂，还是狂，但狂得何其坦诚，何其清醒！回头看海峡这边，也是狂士辈出，可有
一个“狂”出半点气度来的？（原载《新快报》99/5/29）
5、欢迎关注微信：alloflove李敖向来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不过，这并不影响我读他的书。记得初中
有一阵子班上很流行李敖先生写的一本书，叫《上山上山爱》。当然，还有另外一本书也是非常流行
的，那本书是贾平凹先生的《废都》。在那个时间里，这两本书无疑是班上每位男生都争相阅读的两
本书。把这两本书称之为我们性启蒙的读物，我想也不足为过。说起性启蒙的读物，不得不提到另外
一本书：村上春树先生的《挪威的森林》。不过，读村上先生的书的时侯已经是高中了。说实话，《
上山上山爱》这本书到底是在讲什么，我早已忘记的八九不离十了。事隔多年的某一天，忽然心血来
潮的想在卓越网上买一本回来再研究一番，却发现压根搜索不到这本书。后来，就慢慢的忘记了这本
书。上大学的时侯，闲着没事便去图书馆借书，图书馆里有不少李敖先生的书，包括《北京法源寺》
以及其它一些杂文集，于是就借回来看。或许是长大的关系，再看他写的书时已经没有了初中时的那
份兴奋和担心，心境平和。书中所写到的性、妓女、哲学以及其它的一些东西，似乎已经失去了对于
我吸引的魅力。所以看了几本后，便也没有看下去的心情了。虽然如此，但对于他写的一首诗，我到
现在却依旧能够完整无缺的背下来。诗是这样写的：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眼。第一次看到这首诗的时侯有些不屑，因为相比于戴望舒或者徐
志摩先生的诗，这首诗也太俗了点。在我依旧青春并且渴望浪漫的时侯，读到这样的诗，无疑有些失
望。试想，这样的诗怎么可能写进给喜欢的女孩的信里呢。这诗写的着实太一般了，一般的完全失去
了诗的意境和韵律。不过，事隔多年再想到这首诗，反倒觉得写的很棒。或许是因为我已经不再年轻
的关系吧，所以把关注的目光从诗的意境和韵律中跳出来，转移到诗本身所想要表达的内容上来。在
这里不得不再次提一下我非常喜欢的王家卫先生《东邪西毒》里的一段对白：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阶
段，见到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我很想告诉他，可能翻过山后面，你会发现没什么特别。
回望之下，可能会觉得这一边更好。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别人看来，是浪费时间，她却觉
得很重要。人生总是会经历这么三个阶段，看山就是山、看山不是山和看山还是山。从前面的话里转
回来，说一说李敖先生的这首诗。这首诗写得易懂，所想要表达的意义也很明白，那就是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对于这句话每个人的理解可能都会有所不同，在这里我大概说一下我的理解。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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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爱情，着实是令无数人向往并不断的拼尽全力去争取和追求着的一件事情。可是爱情绝非你生命中
的全部，而仅仅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我想这一点是需要每个人都要去理解和慢慢体会的。因为在年
少的校园时光里，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爱情无疑就是生命的全部了。沉溺于爱情中的痴情小伙子每
天都早早的起来，站在自己喜欢的女孩的楼下等待着她下楼。而那些沉溺于爱情中的纯情小女生也一
样，躺在床上却久久无法睡着，因为那个男生刚刚给自己写了一封信，信已经读完了，可那个男生却
一直在自己的心头跳来跳去。这着实是一个恋爱大过于的时期，为了爱，可以放弃一切。为了爱，可
以去做任何事情。于是，当我们失恋的时侯，我们甚至于会选择轻生。爱情是如此的轻重，将我们全
部的身心都统统的占据，我们压根看不到除了爱情之外的其它的事情。二、人的感情本来是可再生的
资源，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也是有限的。爱情也一样，它并非是绝对的无止境的可以去支配可以去
付出的。如果你无止境的使用它，在某一天你势必将面临它耗尽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
要学着做许多事情。比如不要轻易的就去告白，如果你并不能真正的确定你爱上了对方；不要把自己
的爱变成爆发的火山，因为很多火山爆发过一次以后便死去了；不要为了寂寞而不断的去爱，因为寂
寞会让爱变得寂寞，而不会化解掉寂寞。三、爱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期，当彼此的爱到达了终点时，放
掉爱。当两个人已经没有感情的时侯，切记要尽快的微笑着分开，而不要一个劲的去纠缠。纠缠只会
让原本那份美丽而令人回味的爱变得厌烦和肮脏。如果你真的爱过，就应该放爱一条生路。否则，你
根本就不曾真的爱过。
6、关于李敖的文字已经有太多太多,不多说了,喜欢这种文风的可以找找《三剑楼随笔》,只是这本书出
的比较早了,也许不太好找
7、这本书看了一大半了，在图书馆借的，友谊版。作为一名文化青年，并且李敖大师是我哈尔滨老
乡，况且他的作品还那么有批判性，我当然爱上了。就像序里写的，《李敖回忆录》是编年体，而《
恩仇录》则是纪传体。大师的本领，的确值得我们学习。
8、这本书——《李敖快意恩仇录》——严格上说，不能算是一本自传，而更接近于李敖对其前半生
中所遇之事所爱所恨之人的写意评价。李敖，他会快乐地夸赞了一些人，他会痛快地揭露了一些事。
事实上，认识李敖也亦是快乐并痛苦的，他没有羁绊，因而你自在；他没有束缚，而你又不自在了。
李敖会是你的朋友，也会同时是你的仇人，他对事来骂人，口下不留情，不看看是谁。这本书，是李
敖“含血喷人”的仇家录。李敖对人要求比对他自己高，虽然他常把自己当成圣人。做李敖的朋友必
要心无旁骛两袖清风，李敖不要世俗的朋友，但是，李敖欣赏好色的友人。这本书，是李敖的忆往昔
情的风流史。他不忌讳他的花心，反之认为每段爱情都有其可贵之处。李敖的女人们，不知是以怎样
的心态，争艳般地弹跳在文字上。这本书，亦可称作李敖价值观的呈现。李敖目空一切，他没有礼教
的束缚，甚至没有世情的凯旋余地。比如友情，他可以不顾一切奋不顾身地帮你，也会恶狠狠地踩你
，不取决于你是谁，而在于你是不是轧到他心中的那根弦。骄傲的李敖啊，自称17岁就是史学家，自
嘲监狱是其最好的阅读地，“自吹”是蒋家天敌....
9、李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看过他的大学时代的日记，我相信他有这样的潜力。李敖也曾自嘲说自己在监狱里读了一卡车的书。 
然而当我看过《李敖快意恩仇录》之后，我却越来越相信这只是一种自我膨胀和自我梦幻。 　　在各
种斗争中，李敖把自己放在越来越高的地位上。殊不知，没有真正的留名青史的作品，他会从“神像
”中摔下来的。 　　如果有人说《传统下的独白》《胡适评传》。那么我想，这就是李敖的最高水平
了。这种水平，无论代表的是自由、考证、批判或是其它的，都不足以把他抬到他自己渴望的位置上
去。
10、有李敖的地方就有争议,但是有李敖的地方还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我们可以不喜欢他,不理解他,
但是我们要支持他做的那些正义的事,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刻,让世界更美好一点.
11、傲者，李也，这本《快意恩仇录》算是看李敖的第四本书了，对作者最熟悉的是政治新闻里他身
着大红色外套，带着浅蓝色眼镜在台立法院大会上，严厉地质询官员，大骂其无耻、混蛋，亦或是在
娱乐八卦里这个色老头左拥右抱还色咪咪地盯着美女，顺便宣传下他那有名的“黄”色理论。李敖学
惯中西，而骨子却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从父亲葬礼上不批麻带孝到对他的国民党亲戚也恶语相
向可见一般，他“离经叛道”对那些标榜传统道德的伪君子言必骂之，想起了一句名言“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记得他在大陆三大高校演讲时说到“全盘西化”乃必由之路，台上的校长们是如坐针毡
，台下的听众是听地句句有理、字字真切。李敖是个异类，他喜欢财富、女人、荣誉，但有一个前提
条件就是他的独行作风不改，改骂的还是要骂，该批的还是要批，当然他最快意的事莫过于骂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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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花敌人的钱，痛快哉。对女人，李熬的“风流史”自然不必说了，而之后和大明星胡茵梦的婚
变更是让无数人八卦，他在书里爱美女品美女睡美女可见其与女人间的复杂关系。对荣誉和随之而来
的财富，李先生向来来者不拒，即便是大陆哪个狗屁大学要他做名誉教授他也欣然答应，至于李敖在
不在乎，且看他说：“要找佩服的人时，我就照镜子”便可知一二了。李敖骂人非同凡响，在他口下
不留情的从死人到活人可以排成长队了，从古代的王阳明到近代的蒋氏父子；从虚幻的菩萨道士到不
知名的英雄娼妓无所不及。说到“以骂为生”不失为一好谋生之法，一来不费钱二来不伤身，死人可
拉出来“鞭尸”快人心，活人可以被气得少活几年，且看李先生对那些被其鄙视的“野鬼孤魂、混蛋
走狗”露出得意的笑。说到李敖的骂人，颇有点做数学证明题的味道，列出问题，引出“定理”，举
出“实例”，最后证明某某人是王八蛋，这一过程无懈可击，而那些王八蛋也只能面色铁青，回家撞
墙去了。谈谈这本《快意恩仇录》，书中大篇幅的是朋友亲戚的回忆录或信件原文，这一点我倒要对
李先生抱怨下，不过此书的最大特点是李敖写的够坦诚，一直不明白他那么不在乎他人的恶语，原来
他老人家把所有都脱光了给大家看，连“内裤”也不剩，这就是李敖，唯一不被人深知的只是他的思
想，想找茬的人也难想在他身上爆点猛料批评下。个人认为对李敖，无非两种，爱之真切，恨之入骨
，不存在什么中间派别冷静看待，这类人要么没读过李先生的书要么对政治历史毫无兴趣。书的封面
上写着“人人都说李敖狂傲，请看其自负；人人都说李熬爱美女，请看美女如何爱李敖；人人都说李
敖是讼神，请看刁民闹衙；人人都说做你自己，惟李敖一人耳。”，李敖独行，非纸上谈兵，在这孤
岛上的五十多年中，有过憧憬，有过牢狱，有过意气，有过胜利，但唯一不变的是李先生的嬉笑怒骂
，玩世不恭。下面以书中的几个章节来评述下李先生的大作。李敖者，陆根也；李敖在书中写下自己
的童年，很多都是亲戚的回忆录的片段，这位怪才的童年有趣且活泼，但绝不会让人觉得这个喜欢舞
刀弄枪的北京胡同里的小屁孩将来能在一个小岛上成为“语出惊人”的大师，李敖的大陆情节原自于
其童年，而他却自嘲道：“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浊水（浊溪水）之鬼，这种既立
足台湾有心系大陆的性格也是其50多年的真实写照。李敖者，投笔也；李敖以笔墨作为武器和独裁专
制作斗争，争取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胡适先生的影响，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李敖对胡
适一直很推崇，也是他一生为自由主义义无返顾的动力，书中写到了胡适思想的真精神：“争你们个
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
才建造得起来的！”李敖可惜胡适先生没有把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精神继续下去，但这个台大的青衣怪
书生李敖却坚守胡适精神，哪怕对薄公堂、哪怕入狱坐牢，哪怕遭人非议。李敖者，彭尸也；很奇怪
的一个现象，李敖身边总是有朋友成为敌人，当然敌人还是敌人，即便是李敖的那次婚变也成了他和
胡茵梦公开论战的开始，且不论熟是熟非，李敖总是以自负的心态来看待那些再他看来“虚伪”的朋
友，爱憎分明，从萧孟能到杨伯、余光中，带着点个人主观情感该批的还是批。李敖鄙视中庸之道，
决不趋炎附势，憎恶见风使舵，性格决定李先生不能为“官”，只能成为“官”的敌人。李敖者，闹
衙也；李敖以爱打官司闻名，这一点也得益于其“三寸不烂之舌”，这种非暴力的手段来打击敌人的
方法，让李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罚敌人的钱开心，花敌人的钱更开心，李敖深信这种斗
争哲学，以做衙门常客“刁民”为荣。李敖者，宣淫也；李敖爱美女，关心“性”的问题，也难怪他
会写一本《中国性研究》，书中历史“性”结合政治“性”让人看得捧腹，李敖曾经把《金瓶梅》里
王婆的五字真言加了个下联：“潘驴邓小闲，瘦高白秀幼”作为对美女标准的态度，但对爱与欲坚持
灵肉和一，因而李敖能有“见了美女，坐怀不乱”的定力。李敖不但爱脱光女人也爱脱光自己，坦然
自己军中性事、收集裸照等等，李敖不仅管“大头”论政，也不忘其“小头”议政。在书的最后一章
，李敖写到自己生不逢时，但在我看来李敖正是生得逢时，正因为黑暗才要执起明灯，正因为混乱才
要据理力争，对于李敖没有国民党独裁专制也不能成就其民主自由的大事，没有台湾政治乱象也不能
出现这样一位痛打阿扁之流的“打狗英雄”。书的最后写了李敖准备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台大医学院，
解剖后做成骨骼标本悬挂在台大骨科，让那些恨之入骨的人骷髅相见，我却在脑中想象这一副骨架在
台大医院对那些“恨之入骨”者发出得意的笑。PS：感谢各位抽空看我这篇怪文，这本中国友谊出版
社的《李敖快意回忆录》的确做的够精装，封面两个李敖大字也够醒目的，读完为止只查出其中一个
“太”字被印成了“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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