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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

内容概要

《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是黄集伟继《晚安纸家具》后的第二部阅读笔记。书中涉及中外近200册小
书、大书、新书、旧书、闲书、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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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

作者简介

黄集伟，专栏作家，有《审美社会学》、《纸上的后花园》、《孤岛访谈录》、语词笔记系列《请读
我唇》、《媚俗通行证》、《非常猎艳》、《冒犯之美》等闲书行世。
本书是作者继《晚安纸家具》后的第二本阅读笔记。书中涉及近200册小书、大书、新书、旧书、闲书
、杂书。这些书陪伴作者度过很多无聊时光，对此，作者一直心存感激。
很多年前，作者曾扬言“读书要读有趣的书，做人要做有趣的人”。而其所谓“有趣”，说穿了，无
非“走神儿”而已：要么走远，要么走丢⋯⋯无可救药而外，也是不可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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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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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

章节摘录

　　鸦妈妈　　埃迪特·施爱伯·威克　《彩色的乌鸦》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黑色的乌鸦
是地球中年时代的脸色　　　　《彩色的乌鸦》、《一只与众不同的乌鸦》、《一只孤独的乌鸦》的
作者是埃迪特·施爱伯·威克和卡罗拉·荷兰特，两位女士。　　　　从创作本丛书开始，两位作者
自称“乌鸦妈妈”。在她们笔下的“乌鸦系列”中，乌鸦的历史被她们大胆地虚构了出来。她们构筑
了一个乌鸦的乌托邦。　　　　很久以前，乌鸦其实是五颜六色的。尤其在灰蒙蒙的冬天，它们五彩
缤纷的颜色被所有动物羡慕。不过，没过多久，乌鸦们彼此开始发生争执——几乎每只乌鸦都说只有
自己的颜色才是正宗的乌鸦颜色。为此，它们相互构陷，彼此诋毁，纷争不已⋯⋯如此情形惊动了上
天。有一天，一场瓢泼黑雨过后，所有乌鸦都变成了黑色⋯⋯　　　　其实，这故事也是写给成人们
看的。在童话中，所有动物其实也是人，正如在人的世界里，很多动物会去扮演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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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

编辑推荐

　　《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是黄集伟继《晚安纸家具》后的第二部阅读笔记。书中涉及中外近200
册小书、大书、新书、旧书、闲书、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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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

精彩短评

1、简直是自说自话，不推荐
2、一如既往 可惜就是很多我没读过，没办法体会
3、陆续读着黄集伟的读书笔记，找一点线索，寻一点趣味，有时候不光是消遣而已。
4、读书笔记。
5、简短有力的书评
6、虽然只是几年前的文字，但是读起来有些老了
7、写的平常。专栏味道浓，多数浮泛。0961
8、书中有句“最初的挫败感产生于偶尔对科学家散文、随笔、言谈等等的关注”。 而面对《你》中
的书目我的挫败感陡增。
9、经常因为看了黄SIR的评论而去买一些书。
10、通达明澈的说书人，却能够调侃，这是一种境界。
11、高二时一直放在班里桌子下面的一本书，功能是上课走神儿是看几篇。。
12、老弛管他叫“黄集英明伟大于一身”，老弛还管自己老婆叫“李老鸭”。“黄集英明伟大于一身
”05年说话的感觉和现在非常不一样。
13、現在看來，這本書說的都挺對的
14、你看书看得太快了吧~很多观点很有意思~有些话写得我叫绝~但是批的太犀利了~
15、孟德斯鸠说：“人只有在痛苦之中才更像个人。”从作者的读书笔记中，选了十来本，打算尝试
去看一下。
16、图
17、阅读广阔无边
18、比什么不好，非要比走神儿~~~
19、世俗与“学术”的超级拧巴
20、一般。评论也都很泛泛。
21、读不下去，太调侃了。
22、小杂文，一些些自己看书的感悟，作家文笔不错，泛泛看了下，别人嚼过的东西，我不爱，于是
抄了些书，以备后看。
23、极有趣
24、我感兴趣的书象锦灰堆，他净列点无聊数据，实在是凑数。整本笔记缺乏独到的识见，我现在已
没什么印象。但他是个爱书人，所以不给二星。
25、开篇的那句话不错
26、实话说，不如阅读笔记。太碎片化了。
27、看做导读会更好，里面介绍的一些书很不错。黄集伟竟然有个私人阅览室，我的妈呀，我也要...
28、这本书买到了。应该很喜欢吧。不过看了有两年了，忘记内容了。只隐约记得我是喜欢的。
29、这本读书笔记我虽然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看完了，其实真的不需要一个礼拜，由于某些原因我很
难通口读下去，但是不读完又怎么能乱下这本书的评价（我的评价）。读完后产生很大的失望，大不
敬的问一句：难道是因为读书笔记的不够多到出一本书，以至于随便看的书写的两句话就可以拿来说
事了吗？
30、见语文摘抄191。
31、闲书一本，但很够味⋯⋯
32、看不完。
33、很泛。
34、I267/4822-2

35、喜欢阅读笔记系列甚于语词笔记系列。
36、2012-12-19 这仅是本读书笔记，或叫摘抄。借这书是因为他的目录比较特别。
37、认同作者的一句画吧！读书是为了读自己
38、适合在等待的时候读，然后就误了车/饭/人/无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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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实在是看不下去
40、照着他的书目发现很多感兴趣的书哎
41、网评还不错
42、第八页的那篇好看。
43、很不错的读书笔记，一些新鲜或不新鲜的书，一些感性或理性的文字
44、走神儿随笔。
45、好看
46、第一次读黄集伟老师啊
47、读着读着就跟着走神儿了
48、太多了⋯⋯
49、想看这本书是因为这个题目。在图书馆翻看的，没看完。反正我不喜欢。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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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

精彩书评

1、我是从读《小规模荡气回肠》认识的黄集伟老师。从此对他的喜欢一发不可收拾。尽量多的买来
他的书看，还经常去看他的博客。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东东枪是新式川菜，新鲜诱人；那黄集
伟老师就是一道老汤面，纯朴却内容颇多，而且深藏不露。转回来说这本《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
。可以说这是一本书评集。每篇书评中没有内容的介绍只有黄集伟老师读后的感想。最厉害的是，每
一本书他都可以用一句话来给与评价或是感慨，然后再慢慢拓展开来，读着很过瘾。不说黄集伟老师
的文字功底多么强悍，只说这阅书种类之丰富，感情之细腻。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导读性的工具
书来读。往往看了他对某一本书的评价和感想，就会特别有想马上读到这本书的冲动 。非常好。PS，
东东枪和黄集伟老师我都相当喜欢~
2、很多年前，本书的作者黄集伟先生曾扬言“读书要读有趣的书，做人要做有趣的人。”后来他在
这本《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后写到：其实无所为“有趣”，说穿了无非是“走神儿”而已，要么
走远、要么走丢⋯⋯无可救药而外，也是不可抗拒。 把读书比作“走神儿”，太有创意了也太形象了
，作为一个爱看书的人，我也有这种被感兴趣的书搞得魂不守舍、欲罢不能的时候，里面人物的一言
一语、一颦一笑、一招一式总像风筝的线儿牵着我的思绪，让我不分场合、不分地点、部分时间的走
走神儿。按照艺人的说法，这叫入戏，进入了角色。尽管我自己认为“走神儿”的次数不少，尽管我
有不断给自己购买“走神儿”次数的习惯，但当我看过黄集伟先生的这本《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
书后，还是被他的走神儿震撼了。在这本书中，涉及到了近200本各类书籍，有大书、有小书、有新书
、有旧书、有专业性很强的书、也有闲杂书。如此食量惊人的杂食性书虫，让我顿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 不服高人有罪，通过真本书除了量大让我佩服之外，黄先生作为专栏作家的文笔更让我折服，每本
书他都能用自己的独门功夫——精辟幽默的语词，言简意赅且生动有趣的把一把脉、点一点睛。不论
是重述中发掘的还是自己独创的都恰到好处，精妙绝伦。比如评丹尼斯 C 缪勒的《公共选择论》，他
用了一句：在没有河流的地方，他们许诺建造桥梁。又如评朱德庸《涩女郎》，说的是：在家里上班
，在画上生活。而后用他一贯犀利的语言简要评述一下这本书，尽管倾向性十分私人，刀刀见血，但
多是中肯之论，不管你想不想看这些书，想不想跟他一样走走神儿，单就这一篇篇短小的文字来说，
足以让你先走一次有趣的神儿。
3、前两天，黄集伟、老六和我仨人在网上闲聊。老六请教黄老师，能不能彻底摒弃感叹号、引号、
省略号这些闹心的标点，只靠逗号和句号完成一本书的写作。这样细枝末节的问题，别人听了可能觉
得特矫情，我们倒聊得热火朝天，各抒己见，因为仨人都是做编辑的同时写点东西，对文字有点把玩
式溺爱。更早前，在网上曾和另一个优秀编辑聊起写作，她提到巴别尔曾经评价纳博科夫，说纳仅仅
是知道怎么写而已。意思是说，纳博科夫技巧、文字都挺好，只是写得太“小”了。有了这两次聊天
作底，我读黄集伟的新书《 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 》，竟然也读出一个“小”字，却不仅仅是“小
”。首先这本书里所有文字，都起源于一个狭小的空间：出租车的前座。黄家住城郊，每天上下班耗
在车上的时间多，于是这个狭小的空间，成了他风雨无阻的阅览室。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顾炎武写《 日
知录 》的故事，骑着毛驴游走山水之间，驴背上念书，随时止步，在小纸片上写写画画。最终积少成
多，蔚为大观。黄也是从一个小空间，得出了厚厚一本书。这一由小及大的过程里头，有现代人至缺
的独立思考，以及坚持和勤奋，因而值得敬佩。现世聪明人很多，种种思考也都丰富，但能做出黄集
伟这样成绩的却少，只因无坚持，很多如水的时间被虚度了，很多广阔的空间被浪费了。其次，黄读
书，尽管得出结论有大有小，但其出发点都是小处，一段话，一句话，有时甚至只是一个词，他会由
此铺陈开去，是典型的见微知著型。这一现象的背后，可琢磨的东西很多。新书太多，黄作为一个书
评人的同时，还是一个出版人。做前者，他需要读得精；做后者，他需要一个大坐标的把握。换句话
说，就算为稻梁谋，也必须当杂家，以吞咽法阅读，才可涉猎最广泛的范围。如此，读书便很难每本
善始善终，经常只能一目十行。总揽全局式的批评文章实在不好写，不如逮住些小问题，借他人杯中
一滴小酒，浇自己胸中块垒。问题是现世太多新书，可真正值得精读的又有几本？所以依我看，这样
读法已是只嫌多不嫌少。保持大脑中一定容积量的空白，远比摄取更多杂碎重要得多。我这样说，当
然并非打击那些慢读、细读之人。尽管千千万万烂书充斥坊间，但值得慢读、细读之书仍有一些。碰
上这样的尤物，谁不想手不释卷啊。所以黄在评价陈徒手呕心沥血之著《 人有病天知否 》时会说：
“我越来越相信，慢已经成为速度年代品质保证的一个代称。”由此可见，黄的心中对现实与理想之
间的关系始终保持清醒态度，对“慢”有向往。回过头来评价巴别尔所说的“小”，我是觉得如此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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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

判纳博科夫有失偏颇。所谓的“大”自然令人尊敬，但也看是什么样的大。题材之大、场面之大、故
事之大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情怀之大。杯水风波，照样可见大情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同理，黄集
伟对词语、句子这样的小细节如此关注的背后，有着一种“唯有时间之经、心境之纬方可织出的时光
流逝之喟”——这是他评陈丹青的话，用在他自己头上也合适。
4、为什么要阅读，假如看电影也在广义的阅读之内，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我需要有人对
我说些什么第二，�我需要有人替我说些什么而阅读书评则是至快的收获方式，因为已经有人替我筛选
一遍，去粗取精。连岳《神了》、艾珂《悠游小说林》，还有《读书》都是这样。可是阅读总有先后
，就常常抱憾，有时候选书也是一个精细活，对于初识的一个作者，如若第一本书没有选对，那就会
与他失之交臂了，特别是对我这样有着很深的个人好恶的人来说。书评其实无关乎写作风格，更加介
意的是阅读的取向，我跟喜欢看安妮宝贝的人写的书评就不会有多大的交集。他曾扬言：读书要读有
趣的书，做人要做有趣的人。其所谓有趣说穿了无非“走神儿”而已，要么走远，要么走丢⋯⋯无可
救药而外，也是不可抗拒。（选自本书介绍）黄在饱览群书的同时，也分析阅读的动力：阅读行为的
最大也最原始的动力，与其说是虚荣心，不如说是恐惧新。在短暂渺小的人生之徒，有点虚荣促使我
们在前人煌煌文明面前慌慌张张望一番，总比闷吃傻睡至老死户牖的好。经他的推选，我亦从中选出
自己想要阅读的书目，之前买过连岳的《我爱问连岳》，真是悔不当初，谁要送给谁好了，全是关于
爱情的问答，与《来去自由》的潇洒完全没得比⋯⋯ 以前的我，喜欢复杂智慧的文风，觉得如《围城
》那样迷宫式的写作方式，是我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后来，我渐渐老了，或者说累了，也是懒了，
开始喜欢简洁，绝对简洁和轻松的文风，就这样和少年时代阅读着的我走丢了。
5、在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黄集伟早把书名换了N个了，不满意。在此之前，陆续读到他的几本阅读
笔记，说不上怎么特别喜欢，但作为一个读书的同类，无异可看出一个人的阅读趣味。往高了说是品
位与格调，但这太烂熟了。在看前面的几本阅读笔记里的时候，不瞒你说，我着实买了不少书。在这
本书里，他继续了以往的阅读经验，但又想有些突破，但到底局限于现在的出版物的混乱而呈现的些
许尴尬。这从一些文字可以看出来，比如在面对《谁动了我的奶酪》，就只说一些看法，再不，就说
，在一个商业社会，“经得起误读”这种“无聊”，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品质。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想
，也许这大概是我们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无太多的书可读的缘故吧。说起来，读书是私事。自己
怎么读，别人是无法说三道四的。要求每个人都说出读书的趣味，就不现实，而要求他适合自己的想
法就有些无道理可言。不喜欢的书大可放手，不必纠缠，又不是没有书可读的年代。这种想法多少有
些荒诞，最起码是不被人承认的。如此来解读《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似乎就预示了它带给我们
的是，无法忍受孤独，却又害怕喧嚣。这正是当下我们的阅读状态吧。不记得，有多少次了，每个周
末在去书店的路上有这样的心态。有点好玩的是，每次到了书店，即便没遇到可买的书，也就坦然的
离去了。这种心情说成走神儿也不为过吧。在我们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要有更多的惊喜是不太现实
的。而在黄集伟的这些文字，仍然能看出他对文字的迷恋。大概是在去年吧，偶尔去他的博客玩，在
那里聚集着一大批文化精英，我猜想，他们大都是黄集伟的粉丝，或者跟黄集伟一样喜欢阅读的人。
在哪儿，跟着找了不少好书。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在那儿看别人说一本书的好坏什么的。黄集伟在
评价彼埃蕾特·弗勒蒂奥的《要短句，亲爱的》时说，纠缠与厮守，无法摆脱的温暖，不能稀释的伤
感。我以为，用这句话来形容他的这本书，也是合适的。
6、1.网络时代，快速阅读在本书代后记中，黄集伟毫不讳言地指出自己的阅读为出租车上的快速阅读
。他说：“ 我知道，如此粗糙、草率、不求真理、不求甚解的阅读与我所生活的火红年代极不相称。
可没办法，这就是现实。并且，我觉得，我面对这个世界的那颗热忱之心卑微之心无助之心恰恰却因
此昭然若揭。我向来承认，我不是被绑架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还承认，我是主动热情如飞蛾扑火般
来投奔这个世界的⋯⋯正因为如此，就更要承认，粗鄙的爱，毕竟是爱。在那一组组永无休止的铅字
方阵中，我留下了自己永恒但浅薄的情感。”话已至此，夫复何言？2.求全求偏，都有哗众之嫌这是
我个人的浅见。我以为有些书大可不读，比如葛红兵的《我的N种生活》类。这类书固然有文采甚至
可能有趣，但毫无惊喜。它们永远不会超过你的想象力和理解力。还有一类。譬如几米。黄集伟说：
“几米绘本中所呈现出来的‘天真’已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的稀有物”。但在我看来，他的天真
绝对不是“天真未凿”的天真，它们太过精致。太过精致的情感即便是天真，也令我产生嫌隙。还有
一类。譬如《南希外传》。不管是否精彩，我都毫无兴趣。尤其是，对于并无梦想做一个完美的总统
夫人的人来说，这本书一定读来毫无益处。聪明如黄集伟者，定然也明白我所明白的这些。所以我想
：他的至少一部分阅读不是为了内心的需要，而是为了“读了再说”这“说”的需要吧。不过，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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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定然会坦然承认“我偶尔或我经常想哗一哗众。”这便是他的可爱处。3.凹凸有致的平民立场无论
如何，我还是欣赏他的。他能在知识分子立场和大众立场之间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既不“挑剔”（
分析庄周《齐人物论》语），也不“庸俗”（这个词就不好特别解释），既有看头，也不无思想，既
不老辣，也不温情脉脉。他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种评论风格和幽默。比起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家伙，
他已经算不错的了。4.关于王小波及李银河我挺喜欢王小波。爱屋及乌地分析，他喜欢的李银河也不
会差到哪里去。所以，看到对李银河的微词时总不免怀疑一下，并为她着想一下。在对李银河：《王
小波画传》的解读中，黄集伟指出：一个王小波被肢解成两个王小波：一个学者的、作家的、孤独的
王小波，一个流行的、夸张的、喧哗的王小波。⋯⋯作为以前的妻子，李以前了解王？现在了解王？
谁知道呢？这个问题只有王小波李银河俩人知道。何以王小波火了又火？何以在他身后李银河将他一
描再描？也许只有他了解他的心愿——也许这个孤独的思想者的心底最强烈的渴望不过是被理解和认
同。不暴露又怎会被关注和重视呢？在这个自顾不暇的年代，有几个有心人有时间有兴致去自己挖掘
那些“默默无闻”的金子呢？当然，黄以及很多人的想法也不无道理。谁也不愿意看到20世纪末好不
容易出来一个大师，这个大师却被有意无意地“做”成了流行术语和时代标签。生前寂寞、死后浮华
，似乎注定要变成大师们的不可逃脱的命运。就像总是置疑“鲁迅不死”一样，人们同样会提出“王
小波不死现在会怎样的问题”。而我能给出的回答，就是拍拍胸口，颇感安慰地说：“幸好他已经死
了。”死后的大师们兀自咧着嘴角：由他们说去。5.关于阅读本书是一本阅读笔记。固然属私人笔记
的性质，却并不具备单纯的私人性。而在我看来，私人阅读最重要的特质便是它的隐秘性——这种隐
秘不因暴露文字而取消，它藏在每一个细节和由此生发的小感慨当中。确切地说，那是一种气息，气
味，只有阅读者本人具备。就像香水一样。每个读者都是一瓶香水，各种香气混合后，也许那些无法
识别的香气也是一种香气。——这话有点乱套。另外，在206页中，我很赞同黄集伟关于阅读的一段话
。他说：“我一直以为，阅读行为的最大也最原始的动力，与其说是虚荣心，不如说是恐惧心。在短
暂渺小的人生之途，有点虚荣促使我们在前人煌煌文明面前慌慌张张张望一番，总比闷吃傻睡直至老
死户牖之下好？”虚不虚荣我不知道，反正我恐惧。————————————另：阅读此书，最大
收获，是发现了这几本书，很想看：* 阿坚：《向音乐掷去》，《肥心瘦骨》，东方出版社* 半夏：《
西皮二黄》，北岳出版社；《虫儿飞》，中国工人出版社* 博·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中
国青年出版社。小说* 连岳：《来去自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彼埃蕾特·弗勒蒂奥：《要短句，亲爱
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小说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黄永玉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许知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海南出版
社
7、本书约一百八十篇读书笔记，写的长的好几页，短的不足百字。这些书中，我读过的只有三本，
想看的有二十多本。读它主要是想学学写读书笔记，但收获不大。这本读书笔记没有那本词语笔记《
习惯性八卦》好看，而八卦又没有他当年在南都的专栏好看。
8、第一次读黄集伟还在念大学，有语词笔记《非常猎艳》、阅读笔记《晚安，纸家具》等，说不上
大爱，对他犀利、跳脱的评论文字却也颇有好感，这本写于04年的《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延续
了以往的风格，尽管某些略嫌草草的评论文字沾染了快餐时代的气息，但整体而言，不失为值得推荐
一读的休闲读物。书中摘录片段：我以为，朱（德庸）的漫画暗示出理想者万劫不复的可悲一面，它
让我明白，或许世界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理想，可却常常有着相同的血色——甜腥交加。真正的悲悯就
像辽阔的海洋，广大的天空所谓大众文化和我们一起完成了一个以狂欢为其刺目包装的“谋杀”：它
掐死生命的平静状态，也把内心最深刻的恐惧大卸八块；它断绝了输送给生命哲学的思考之氧，也干
干脆脆拔掉了运往虚无之美的全部生命礼赞⋯⋯就在这个上海版的“死亡直播”中，究竟有几人能真
正品味陆幼青绵密而复杂的人生反省乃至不乏深刻独特的现实讽喻？不必特别刻意便可猜想，其实，
更多的人是在数着分秒时针，满怀残酷期待，饥渴着100天之后会发生什么？其实，无论是什么书，真
正的写作理由无从考证，因为源自作者内心深处那种不可抗拒的写作冲动无人可获真切证据。它就像
一片沉睡的荒原——“沉睡”常常便是它永恒的宿命。在具有神秘魅力的探险后面呈现出的坚韧不拔
和无拘无束的流浪生活是对我们天生的舒适和安逸的解药。它预示着一种对衰老、他人的虚弱、人际
间的责任、各种各样的弱点及缓慢而乏味的生活进程的带有青春年少式的反叛⋯⋯（游戏）使我们看
到自己的想象力并忘情地自我陶醉，使我们从功利的重压中摆脱出来，在假想的环境中成为一个自由
自在的参加者和创造者生活在想象里的先锋是不会向现实世界妥协的，他们不屑于审时度势，他们照
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组织世界，从来不需要多数人的首肯。他们和多数人的疏离是因为多数人滞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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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而他们早已踏上陌生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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