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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活着》

内容概要

《人为什么活着》作者王小波，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
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
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
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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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小波（1952~1997年）当代著名学者、作家，汉族。l952年5月13日生于北京，l968年去云南插队
，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商品学专业。1984年至l988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获硕士学位后回
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辞职专事写作。1997年4月11日病逝于北京。墓地在北京昌
平佛山墓区第八区。王小波无论为人、为文都颇有特立独行的意味，其写作标榜“智慧”、“自然的
人性爱”“有趣”，别具一格，深具批判精神。师承穆旦（查良铮）。　　　　【生平】　　1952年5
月13日 出生于北京。　　1968～1970年 云南农场知青。　　1971～1972年 山东牟平插队；后担任民办
教师。　　1972～1973年 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工人。　　1974～1978年 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工人。　
　1978～1982年 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生。　　1982～1984年 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师。　
　1984～1988年 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88～1991年 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讲师。　　1991～1992年 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　　1992～1997年 自由撰稿人。　　1997年4
月11日 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北京。终年45岁。　　【年谱简编】　　1952年5月13日 ，王小波出生于
北京一个干部家庭。此时正值“三反”运动期间，家庭境况突发变故，这一突变对王小波的人生产生
极大影响。他的名字“小波”就是这一事件的记录。父亲王方名原籍四川省渠县，逻辑学家，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 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不久赴延安，转战至山东。50年代初任国家
教育部干部。 1952年被错划为“阶级异己分子”， 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母亲宋华为国家教育部干部
，原籍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 王小波在全家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在男孩中排行老二。他的许多小说
中主人公取名“王二”，或许并非偶然。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征，兄王小平，弟王晨光。　　1957年
，五岁，父亲就逻辑学发表的系列文章引起较大反响。 4月11日与周谷城等人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这件事对王小波的家庭状况、成长环境有一定影响。　　1958年，六岁，“大跃进”运动给王小波
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可以从他的一些杂文和小说中看到。　　1959年，七岁，9月入北京市二龙路小学
读书。　　1964年，十二岁 ，小学五年级时一篇作文被选作范文，在学校中广播。王小波对于小学语
文老师对他写作能力的欣赏印象颇深，这位老师可以说是他写作生涯中的第一位“伯乐”。　　1965
年，十三岁，9月入北京市二龙路中学读书。　　1966年，十四岁 ，上初一时“文化大革命”开始，
作家对这一运动的印象可以在《似水流年》等小说中看到。　　1968年，十六岁 ，在云南兵团劳动，
并开始尝试写作。这段经历成为《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也是处女作《地久天长》的灵感来源。　
　1971年，十九岁 ，在母亲老家山东省牟平县青虎山插队，后做民办教师。一些早期作品如《战福》
等就是以这段生活经历为背景写作的。　　1973年，二十一岁 ，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做工人。后在
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做工人。工人生活是《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小说的写作背景。　　1977年，二十
五岁 ，与在《光明日报》做编辑的李银河相识并恋爱。当时在王小波朋友圈中传阅的小说手稿《绿毛
水怪》是二人相识的契机。　　1978年，二十六岁 ，参加高考，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于贸易经济
系商品学专业。大学期间在《读书》杂志发表关于《老人与海》的书评。　　1980年，二十八岁 ，1
月21日与李银河结婚。同年在《丑小鸭》杂志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　　1982年，三十岁 ，大学
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书。教师生活是《三十而立》等小说的写作背景。开始写作历经十
年才完成面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　　1984年，三十二岁 ，赴妻子就读的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
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继续修改《黄金时
代》。其间得到他深为敬佩的老师许倬云的指点。在美留学期间，与妻子李银河驱车万里，游历了美
国各地，并利用1986年暑假游历了西欧诸国，这段经历在一些杂文和小说中可以看到。留学期间，父
亲去世。　　1988年，三十六岁 ，与妻子一道回国，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　　1989年， 三十七
岁 ，9月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原拟名《唐人故事》，“秘传
”二字为编辑擅自添加，未征得作者同意。小说集包括五篇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红线
盗盒》《红拂夜奔》《夜行记》《舅舅情人》。　　1991年，三十九岁 ，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讲师
。小说《黄金时代》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
湾出版发行。获奖感言《工作·使命·信心》发表于《联合报》9月16日第24版。这次获奖对王小波的
写作事业起了鼓励作用。 10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报道了《黄金时代》获奖的消息。　
　1992年，四十岁　　1月，与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由香港天地图
书公司出版。　　3月，《王二风流史》由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收入三篇小说：《黄金时代》、《
三十而立》、《似水流年》。　　8月，《黄金年代》（由于编辑的疏忽，“时代”一词误印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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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9月，正式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此时至去世的近五
年间，写作了他一生最主要的著作。　　11月，与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
透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2月，应导演张元之约，开始写作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剧本《东宫
·西宫》。　　1993年，四十一岁 ，写作完成并曾计划将《红拂夜奔》、《寻找无双》和《革命时期
的爱情》合编成《怀疑三部曲》，寻找出版机会。　　1994年，四十二岁　　7月，《黄金时代》由华
夏出版社出版。收入五篇小说：《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革命时期的爱情》
、《我的阴阳两界》。　　9月，王小波作品《黄金时代》研讨会在华夏出版社召开，著名文学评论
家及记者近二十人与会。　　1995年，四十三岁　　5月，小说《未来世界》获第16届《联合报》文学
奖中篇小说大奖。　　7月，《未来世界》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1996年，四十四岁　
　10月，妻子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　　11月，杂文集《思维的乐趣》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　　1997年，四十五岁　　4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辞世。　　4月，妻子李银河发表悼文《浪漫骑
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　　4月，与张元合著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在阿根
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编剧奖。同年，电影《东宫·西宫》人围戛纳电影节。　　4月26日，王小波
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　　5月，《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由花
城出版社出版，5月13日首发式于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5月，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由文
化艺术出版社出版。10月，《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0月，《沉默的大多数》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1998年2月，《地久天长——王小波小说剧本
集》、《黑铁时代——王小波早期作品及未竟稿集》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9年2月，《黄金
时代》（上、下）、《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上、中、下）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出版。　
　4月，《王小波文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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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孤独的灵魂多么寂寞啊我是一只骆驼人为什么活着我厌恶模式化的生活摆脱童稚状态我为什么要写作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积极的结论跳出手掌心思维的乐趣我看国学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花剌子
模信使问题关于格调个人尊严智慧与国学我的精神家园知识分子的不幸关于“媚雅”居住环境与尊严
沉默的大多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工作与人生人性的逆转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优越感种种生
活和小说长虫·草帽·细高挑从Intemet说起拒绝恭维打工经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奸近杀体验生活苏东坡与东坡肉有关天圆地方椰子树与平等有关贫穷写给新
的一年（1997）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怀疑三部曲》序弗洛伊德与受虐狂肚子里的战争高考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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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为什么活着 银河，你好！ 我在家里给你写信。你问我人为什么活着，我哪能知道啊？我又不
是牧 师。释迦牟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出了家，结果得到的结论是人活着为了涅槃 ，就是死。这简直
近乎开玩笑了。 不过活着总得死，这一点是不错的，我有时对这一点也很不满意呢。还 有人活着有
时候有点闷，这也是很不愉快的。过去我想，人活着都得为别人 ，为别人才能使自己得到超生。那时
大家都这么想吧？结果大家都不近人情 得残酷，都走上宗教的道路了呢。我们经过了那个时代了吧，
把生活都变成 一个连绵不断的宗教仪式了呢。后来我见过活着全然为自己的人，他们是真 正的唯物
主义者，把自己当成物质，需要的东西也是物质，所以就分不出有 什么区别。比方说，物质生活就是
生活本身吗？有人分不出来。 总之，我认为人不应当忽视自己，生活就是自己啊。总要无愧于自己才
好。比方说我要无愧于自己就要好好地爱你才对。也不能让人家来造自己， 谁要来造我我都不干。有
人要我们这样要我们那样，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 活本身了。过去我们在顶礼膜拜中度过光阴的时候
，我们知道什么是生活吗 ？现在我们在一片拜物声中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自己过去和现在都很不好
。不过我现要爱你，我觉得我很对，你也觉得我很对，别人与此有何相干。 我这么说你恐怕要怕我了
。我一点也不可怕。不管你是谁，是神仙也好 ，是伟人也好，请你来共享我们的爱情。这不屈辱谁，
不屈辱你。 我不喜欢稀里糊涂地过日子。我妈妈有时说：真奇怪啊，我们稀里糊涂 地就过来了。他
们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本身。我们本身不傻， 也不斤斤计较大衣柜一头沉。干吗要求我
们有什么外在的样子，比方说，规 规矩矩，和某些人一样等等。有时候我真想叉着腰骂：滚你的，什
么样子！ 真的，我们的生活是一些给人看的仪式吗？或者叫人安分守己。不知什么叫 “分”，假如
人活到世上之前“分”都叫人安排好了，不如再死回去的好。 我有时对自己挺没信心的，尤其是你来
问我。我生怕你发现我是个白痴 呢。不过你也该知道，我也肯为别人牺牲，也接受一切人们的共同行
动，也 尽义务，只要是为大家好，却不肯为了仪式去牺牲、共同行动、尽义务，顶 多敷衍一下。别
人也许就为这个说我坏吧？我很爱开发智力，我怪吗？不怪 吧。我还爱一个美的世界，美是为人的幸
福才存在的。我也不肯因为什么仪 式性的东西去写什么，唱什么，画什么，顶多敷衍它一下。 总之
，我是这样。为了大家好，还为了我自己好，才能正经做事。为了 什么仪式，为了看起来挺对路，我
就混它。我决不为了仪式爱你，我是正经 爱你呢。我一正经起来，就觉得自己不坏，生活也真不坏。
真的，也许不坏 ？我觉得信心就在这里。 我对自己有点信心。我爱你呢，爱你！ 小波 10月29日夜 我
厌恶模式化的生活 银河，你好！ 看了你的信。你呀，总是疑神见鬼的。甚至连太熟悉都害怕。有什
么可 怕呢？连我瞎编的故事都能让你不高兴，那我以后不讲故事给你听了。你知 道故事千万不能是
我们都熟悉的，要是那样就太没意思了。 后来你的那封信还挺有意思的。不过你的比拟太让我伤心：
什么丧失了 名誉的卡杰琳娜呀，马格特啊。你瞧，她们多么狭隘。你说，她们是不是除 生活本身什
么都没有的人？我总觉得她们不是太可钦佩的人。当然我很明白 你的意思，你说得很对。我很知道摆
在一个女孩子面前的道路忧患重重。我 决不肯因为我的缘故使谁陷入可悲的境地，再说我自己对那种
生活丝毫也没 兴趣。 我知道你说的是要从那个可怕的、已经模式化的生活泥坑里爬出来，在 那里人
们的生殖细胞给他们造成无穷的灾难。本来年轻人生就的飞毛腿是可 以从上面跑过去的，不幸那些细
胞给他们坠上几块大石头。总之，社会是不 喜欢飞毛腿的，鬼知道他们要干什么。陷在坑里的要老实
多了——不过你要 知道为什么人要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坠下去，这就是因为没什么好干的，给自 己揽
一桩活。我是绝对不爱这桩活的，我嫌它太脏，尽管我自己也不太爱干 净。不过我觉得仅此还不够，
要是光有这个不就成了无所事事的嬉皮士了？ 当然我什么人物也不是，那么我宁可当个嬉皮士，总之
做好的圈套我是不跳 的，我还有这一分狡猾。 我喜欢你不爱跳这个陷阱，这样你就和我相似了。不
过还干什么呢？我 有点儿希望你有事业。别当一个飞毛腿。不过你要当一个飞毛腿我也要当， 我有
点儿相信我能追上你。不过这样不如有桩别的事情干好。我还见过别的 人声称两个人合搞什么事业，
结果是搞到一起，劣根性上来了，于是滚到一 个坑里去了。这是一种灾难，是不是？ 对了，要说模
式化的生活，我可真腻味它。见也见烦了，且不说它的苦 处。中国人说苦处也就是乐处，这就可以说
明有人为什么爱吃臭豆腐：他们 都能从臭里体验出香来。这可以说明懒于改造世界的人多么勤于改造
自己。 我发誓：在改造自己以适应于社会之前非先明辨是非不可，虽然我不以为自 己有资格可以为
别人明辨是非。当然我净在胡扯，不过你总抱怨我不肯给你 写。你知道写多了就不准是要紧的话，多
写无非是可以让你解闷。我相信你 不会怪我没正经。真的我爱你，我们不能老在一起说大道理，我们
写着玩儿 好吗？ 接着说下去。人们懒于改造世界必然勤于改造自己，懒于改造生产方式 ，对了，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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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进行思想劳动必然勤于体力劳动，懒于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必然 勤于死记硬背，比方说，吃臭豆腐、
大寨、大庆的齐莉莉。中国人对它们以 及她诸多赞美正是香臭不知。比方说你我，决不该为了中国人
改造自己，否 则太糊涂。比方说中国孩子太多，生孩子极吃苦头，但是人们为什么非生不 可呢？我
猜是因为（1）大家都生，（2）怕老了，（3）现在不生以后生不了。 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知道很荒
唐。那么为什么怕老了呢？老了头脑发木 ，要是有孩子的精神力量来激发一下未必没有好处，不过那
对孩子有什么好 处吗？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法律不准老人与年轻人往来。我顶顶喜欢的是自理 生活，
理成一塌糊涂也罢，万万不能有人来伺候，因为那样双方都很卑鄙。 如果我将来老了退化得很卑鄙，
那么现在的我绝不对将来的我负责。这样我 就驳倒了前两项。如果我很相信我的反驳正确，第三项就
不存在了。 可是我很喜欢你，爱你。男孩子只能爱女孩子，可这不是因为——该死 ，生殖细胞，而
是因为她可爱，有很多非爱不可的地方。比方说你对于我， 主要是因为你可爱。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男
人或女人中发现这么可爱的人。先 写到这儿。P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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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人为什么活着》谛听大师的足音，感受智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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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些故事和段子一样好笑
2、哲思
3、“生活就是自己阿。总要无愧于自己才好。比方说我要无愧于自己就要好好地爱你才对。”
4、又一个集合。
如果看过作者其它的杂文集，那么会发现重复很多。
编者有林洙的趋势。
5、看看还是可以的。
6、因为有个小学同学叫王小波，不幸的是他看的笨头笨脑的，所以一直不想全看这个王小波的书，
第一次尝试，还行吧，就是好大一股愤青味道。
7、喜欢啊。可惜英年早逝。
8、找寻自己和意义是一生的命题
9、补。
10、无疑是今年来读的最值的书。
11、犀利且暗讽的语言，时不时就要停下思考下。
12、好书，什么事情都能看的那么透彻不容易
13、斯人已逝，可悲可叹！
14、断断续续地终于读完了。看推荐本以为是和李银河的书信集，谈情说爱其实我是没太多兴趣的，
幸亏后来的内容让人兴奋了起来，明明是上个世纪的社会上个世纪的人上个世纪的现实，现在也完全
没有过时，人还是那样，社会也没改变多少。总而言之，第一本王小波，收获很大。
15、一个理科作家带有逻辑性的写作，讲了他的道理和幸福感，非常认同这种现在看来非常落后的观
念
16、喜欢听小波哥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时而皱着眉头反思自己，时而又噗嗤一笑。一言以蔽之，做
个真实的人，智慧，性爱，和有趣，不要做虚伪的人。
17、杂文集，中亚限免领的，实体书不建议购买。最早在初中读到王小波，当时还未开化，不知道那
只特立独行的猪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后来高中虽然一直在搞事情，但是很庆幸王小波把那些大人
没教的都教了。还因为借图书馆的《白银时代》被班主任没收了逾期未还最后交了7块2的罚金，总好
过看《小时代》智商降到72。就是因为看王小波，后来大学才看了罗素，看了康德，甚至瞄了几眼陀
思妥耶夫斯基。导致现在行文风格自认为就在照着他那样靠。
18、为了思考。遇到有趣的人。欣赏美。
19、虽然读过很多重复的，但即使再看一遍也觉得王小波可爱，和李银河也很甜，讽刺的有趣。
20、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
21、相见恨晚。这是读王小波的第一本书，语言有趣，文笔清澈，有自己的见地和思考。以一种当事
人的角度在谈，不忘几句调侃。
22、人要不断地思考。
23、小波我知道很多事情你说的是很有道理，但是动不动就搬出在外国谈笑风生的经历，有点长者的
感觉啊
24、有很多文章以前在《沉默的大多数》里看过。
25、从思维中找到快乐，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凡事从科学角度思考而不是站在道德高度。
26、我想和小波一样活着
27、第一本开始边读边思考记笔记的书，王小波的书幽默有不失哲理意味，他总是能从生活中思考出
人性的方方面面，教会我用头脑去思考。喜欢王小波的作品。
28、一直以为略带“批判性”的文章有种强烈的感情色彩，不是很喜欢。
然而终于在为了省钱省空间的时候去看了王小波的杂文集之后，发现即使时隔那么多年，那些“真理
”依旧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改变多少。
很赞同西方人注重物质部分，国人则注重情感道德。前者才是激发智慧和进步发展的源泉，后者多半
在啃老，池子若只有那么大，要如何饮到清泉。
所以，人为什么活着呢？反正不能跟大多数的别人一样，不能让他们的愚蠢拉低了你的健全，再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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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自残到与之同流合污啊。。

29、看了几篇发现是从沉默的大多数和爱你就像生命中挑出一些精华又做了一次合集。还好王小波的
杂文永远不会让人腻。
30、大多在《思维的乐趣》里看过，第二次读确能看到点之前忽略的
31、猪会怎么回答？
32、啊，喜欢王小波
33、很鸡汤的题目，好在文章尝着一点没有鸡味
34、大部分读过，温故而知新吧
35、所以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活着呢？
36、家里王小波的书已经好几本，这本是无意中买的，是他的随笔精选。我每次看他的书都会花很长
的时间，他的思维太跳跃，跟不上。他的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像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典型的
黑色幽默。喜欢王小波当然会知道他和李银河，两人的一来二往的书信，看得人脸红。是啊，王小波
的丑脸，因为林银河的出现，他变成了一张会笑的丑脸，而且是止不住的嘴角上扬。
如果没有看过王小波，这本书可以让你慢慢进入他的世界，由于是精选，所以看起来的时候会觉得不
连贯，但是不影响，因为它是独立存在。

37、一个段子反复说⋯⋯散文集。
38、这是一本有智慧的书，但是有些想法倒是与本人相悖，要带着自己的是非观去看别人的是非观。
39、开篇收录了几篇给银河的信，感觉俩人真是灵魂的交流，真想有个我的银河，读着小波写给银河
的那些话，充斥在字里行间的在意跟呵护，真想做你的小波，然，你在哪里...还是推荐大家读一读小
波的作品，读一读这个特立独行的人
40、最喜欢他给李银河的信，我所期待的爱情的样子大概也就是这样了吧
41、王小波也是写情话的达人啊
摆脱童稚状态，还远
中国：伦理 外国：理性
所以人为什么活着？（无愧于己？）
很多在他其他作品里看过，感觉这本算合集
说反话，嘲讽
花剌子模信使问题
国人的责任感仅限于家中
思维的乐趣、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黄金时代、寻找无双、革命时期的
爱情、红拂夜奔
在美国打工经历（装修）有意思

42、⋯为什么我读过全集还要读这个啊 重复内容好多 也是想不通
43、时隔二十多年，读起来仍不觉得过时，或许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吧，老王批判性的思考对我们现在
很有启迪，内容比较杂，不好一一评论，印象最深的一个观点是做一个有智有爱有趣的人。
44、黑色幽默对胃口。虽然确实有的篇目和其它选集重复了⋯但再读一遍也无妨，好看的仍然好看
呀~ 有趣是天生的，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45、看着看着读出声来了
46、有歪理，有真理，有诡辩，有看法，是本不错的书
47、更喜欢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信。
48、书中有些话写的很生动有道理，并且有趣，也了解到王小波对罗素很推崇。但可能是年代比较早
将近二十年前写的东西，所以有些内容不太感同身受
49、沉默的大多数比较全，这本书多了：孤独的灵魂多么寂寞啊、关于贫穷、写给新的一年（1997）
50、百读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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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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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43页

        假设我相信上帝，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烦恼，我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
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

2、《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页

        我真不想有一天我自己觉得我有了足够的智慧，可以够用了，足够明辨是非了。

3、《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45页

        我最赞成罗素先生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4、《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41页

            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
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
行的猪。

5、《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57页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
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种汲取幸福。

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又称为他行动的动力。骑车比走路舒服，坐车又比骑车舒服，结
果是人人买汽车，消耗无数汽油。由此看来，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夺自然的动力。这在
控制论上交正反馈，社会就相当于一个放大器，人首先有某种待满足的物欲，在欲望推动下采取的行
动使欲望满足，得到了乐趣，这都是正常的。

6、《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0页

        “人们懒于改造世界必然勤于改造自己，懒于进行思想劳动必然勤于体力劳动，懒于创造性的思
想活动必然勤于死记硬背。”
以前常听常说，改变不了客观环境就改变自己，王小波的批判也有道理，也许我们根本就没有勇气去
改变世界，根本就没有尝试没有行动，如果努力跟客观环境做了抗争而没有成功，那么“改变自己”
就说通了。
勤于思考可以提高效率，懒的话就费时费力啦。
王小波善于创造，每次都能讲不一样的故事，但对于我，“死记硬背”就不错了，也许有的人连“死
记硬背”也懒得做呢。

7、《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78页

        岁末年初，总该讲几句吉利话：但愿在新的一年，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大家都能做个健全
的人。

Page 12



《人为什么活着》

8、《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04页

        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在人间，
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

9、《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3页

        我不喜欢安分过什么“日子”，也不喜欢死乞白赖地搅在一起。是与结婚不结婚之类的事情我都
不爱去想。世俗所谓必不可少的东西我是一件也不要的。还有那个“爱“、”欠情“之类，似乎无关
紧要。只希望你和我好，互不猜忌，也互不称誉，安如平日，你和我说话像对自己说话一样，我和你
说话也像对自己说话一样。说吧，和我好吗？爱王二，爱他的不羁，爱他的自傲，爱他自己扯出的一
套道道。读起这段文字，感同身受，“世俗”二字太沉重，把人压得喘不过气。其实说来，我根本也
不在乎结婚不结婚，如果能有喜欢，在一起不就很好吗？结婚的必要又在哪里呢？如果我们都能不管
世俗的话，会活得更自由更放荡。

10、《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61页

        人满足物质欲望的结果是消费，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是人避免孤独这一需要的结果。

11、《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8页

        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本身。我们本身不傻，也不斤斤计较大衣柜一头沉。干吗要求我们有什么外
在样子，比方说，规规矩矩，和某些人一样等等。真的，我们的生活是一些给人看得仪式吗？或者叫
人安分守己。不知什么叫“分”假如人活到世上之前“分”都叫人安排好了，不如再死回去的好。

12、《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7页

        过去我们在顶礼膜拜种度过光阴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生活吗？现在我们在一片拜物声中过的
是什么日子啊。我过去和现在都很不好。不过我现要爱你，我觉得我很对，你也觉得我很对，别人于
此有何相干。

13、《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79页

        王小波有很多中外的对比。

中国：学海无涯苦作舟。
维特根斯坦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让我想起p老师说的话：学习哪
有快乐的。p老师有自己的理由，但我不接受，我相信“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

苏格拉底：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孔子：知天命而不逾矩。这个对比显得中国人倒不谦虚，有些人的确是取得一点成就便到处显摆，这
种人让人讨厌，但苏格拉底的话我也不喜欢，这样的人有点假。

14、《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7页

        我认为人不应当忽视自己，生活就是自己啊。总要无愧于自己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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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过去和现在都很不好。不过我现在要爱你，我觉得我很对，你也觉得我很对，别人于此有何相
干。
我一正经起来，就觉得自己不坏，生活也真不坏。真的，也许不坏？我觉得信心就在这里。

15、《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46页

        人经不起恭维。越是天真、朴实的人，听到一种于己有利的说法，证明自己身上有种种优越的素
质，是人类中最优越的部分，就越会不知东西南北，撒起癔症来。我猜越是生活聊无趣味，又看不到
希望的人，就越会竖起耳朵来听这种于己有利的说法。平心而论，不爱恭维。但我又觉得人耳长着就
是喜欢接受各种虚伪的恭维的话，然后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以至于忘乎所以，于是，我才得知，我
也是经不起恭维的。

16、《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73页

        “挤火车和上公共厕所”是我最害怕的事情，个人尊严真是无处放啊。

17、《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2页

        我情愿它永远不沉默，就是它给我带来什么苦难都成。我们都活着，将来我们都活过。我情愿它
沸腾到最后一秒种为止，我永远不希望有一天我心安理得，觉得一切都平稳了。你知道我在世界上最
珍视的东西吗？那就是我自己的性格，也就是我自己思想的自由。

18、《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84页

        有些话仿佛永远说不出口，仅仅是因为别人已经把反对它的话讲了出来。因此这些话就形成了心
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也讲不成话语，甚至不能形成有条理的思路-- 它就变成了郁结的混沌。而已
经讲出的话则被人们一再重复，结构分明的架在混沌之上。

19、《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60页

        “假如说，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倘若说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
我们就希求它，那就是错误的。”万事不强求，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20、《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43页

        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
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地事我想，如
果明年今日我在宁夏的沙漠大战场，应该趁机会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而不是简单地虚度年华

21、《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17页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种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
。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利、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

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钱有一些兴趣，但也不愿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并且把它做好，这就
是我的目标。

根据我的经验，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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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干什么都是好的，但要干出个样子来，这才是人的价值和尊严所在。人在工作时，不单要
用到手、腿和腰，还要用脑子和自己的心胸。我总觉得国人对这后一方面不够重视，这样就会把工作
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乐最主要的源泉，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因之变得灰暗。

22、《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页

        了解一种东西是憎恨的开始

我们的生活是一些给人看的仪式吗

P10,接着说下去，人们懒于改造世界必然勤于改造自己，懒于改造生产方式，对了，懒于进行思想劳
动必然勤于体力劳动，懒于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必然懒于死记硬背。
性冲动是强大的，一受刺激就会自动表达出来

P14,人们给所谓色情作品定下的罪名不仅是腐蚀青少年，而且是腐蚀社会，在这方面中有一个例子，
就是六十年代的丹麦实验。1967年，丹麦开放了色情文学作品。
1969年开放了色情照片，规定色情作品可以生产，并出售给十六岁以上的公民。这个实验有了两个重
要结果，其一是，丹麦人只是在初开禁时买了一些色情品，后来就不买或者是很少买，以致在开禁几
年后，所有色情商店从哥本哈根居民区绝迹，目前只在两个小小的地区还在营业，而且只靠旅游业生
存。作者的结论是，人有多重兴趣，性只是其中一种，色情品又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侧面，几乎没有
人会把性当做自己的主要生活兴趣，把色情品当做自己主要生活兴趣的人就更少见。丹麦实验的第二
个重大发现就是色情业的开放对某些类型的犯罪有重大影响。

P16社会要求每个严肃作家、专业作者把自己的读者想象成十六岁的男孩子，而且这些男孩似乎还不
求上进，随时要学坏的那一种。

P17 这种事情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国家出版事业必须就低不就高。一本书能不能出，并不
取决于它将由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
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的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

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

P25知识分子的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嫉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
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结点现在的只是分
子，以便比较。

P32关于理性，理性，会导致悲观和消极，从理性和乐观两样东西里选择理性确实不容易，理性就像
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还是会回来的。不过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
从逻辑上说，从一个错误的前提什么都能推出来。假如你失去理性，就会遇到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事
物，从此迷失在万花筒里，知道碰到钉子。

思索的人超越了现世与人类。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P50，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是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
下子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
前的年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加入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做的事情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
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Page 15



《人为什么活着》

P53，特别强调的礼，我以为和“文化革命”里搞的那套仪式差不多，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我都经历
过，没什么大意思。对于幼稚的人也许必不可少，但对有文化的成年人就是一种负担。

P54 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子，让我去发现电磁感应，我是发现不出来
的。牛顿、布莱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不佩服，因为人家相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
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力。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好话，但
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
古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象不出来的。

P56 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
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方面差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
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
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P64 我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而是党性原则
。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照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
清的东西还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P72要使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情文学，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嘴不正常的性心理，在这
种情况下，色情文学是对假正经的反击。我认为目前自己尚写不出真正的色情文学，也许是因为对环
境感鲁钝。

P77 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与技能，在方法与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
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

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关，是一种兴趣。

P86 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
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只是分子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
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还不如死掉。
P92 罗素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一种美德吧

P104 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P112几年前，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一本书，送给长者看。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
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中，我
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

P115我的这位意大利朋友是一个汉学家，他说，中国人只重写成文字的历史，不重保存环境中的历史
。

P121西方人认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认得主要情感
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
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迟两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单子
，推一天重车！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
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P122 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人性被逆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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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活着》

后，他也就糊涂了。

P124 佛洛依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加入人生活在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
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骗自己的动
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
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它还有一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以为，人必须吃
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P125我要说我的结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东西，完全
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避害，直截了当地解
决实际中最重要——说实话，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很不像样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
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P129 驴拉碾时候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人推的时候不蒙眼，因为大家觉得这像一头驴，不好意
思，其实人也会晕。

P134 海明威在《钟为谁鸣》里说过这个意思：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行就是你的不幸，所以
，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但这个想法我觉得陌生，我就盼着别人倒霉。五十
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
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雅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众所周知，这里不是纳粹德国，我也不是教师，所以，
这些话我也不想记住。

P155 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共有两种选择：一种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
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种歌颂
虽然动听，但多少有点虚伪——站在荷兰牧场前面，我发现还有第三种选择，对于个人来说，这种选
择不存在，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不仅存在，而且还是正途。

P158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P169 古希腊人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大沙盘，搁在一条大鲸鱼背上，鲸鱼又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成年
扛着这么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这就闹地震。古埃及人认为大抵是个球形，罗素举例
是要说，人们的见识总要受处境的限制，这种限制既不知不觉，又牢不可破，这是一个极好的说明。

P172如罗素先生所说，最大的不平等是知识的差异——有人聪明有人笨，这就是问题所在，这里所说
的知识，聪明是广义的，不单包括科学知识，还包括文化素质、艺术的品位，等等。

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P180《黄金时代》——现在回忆起来，这样写既不是为了找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
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时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
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话题。古人说，食色性也。相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
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
现在严肃小说的读者少了，但读者的水平是大大提高了，在现代社会里，小说的地位和舞台剧一样，
正在成为一种高雅艺术。小说会失去一些读者，其中包括想受道德教育的读者，想看政治隐喻的读者
，剩下一些真正读小说的人，小说也会失去一些作者——有些人会去下海经商，或者搞影视剧本，最
后只剩下一些真正写小说的人。我以为是一件好事。

P184有一本书叫做word is out,虽然我对书里的内容不能赞同，但是我赞同这个题目。有些话仿佛永远

Page 17



《人为什么活着》

讲不出口，仅仅是因为别人已经把反对它的话讲了出来，因此这些话就成了心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
，也形不成话语，甚至不能形成有条理的思路——它就变成了郁结的混沌。而已经讲出的话则被人们
一再重复，结构分明地架在混沌只上，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
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
是把这些讲出来。

P185古人有首咏雪的打油诗：夜来北风寒，老天大吐痰。一轮红日出，便是止痰丸。——有些人的痰
气简直比雪天的老天爷还大，谁能当这枚止痰丸，只有佛洛依德。

P186佛洛依德对于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一种解释，人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就会把这种痛苦看做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过来了。
当然，这种过程因人而异。有些人是不会被逆转的。比如说我吧，在痛苦的重压下，会有些不体面的
想法，但还是不会被逆转。另有一些人不仅被逆转，而且还有了痰气，一听到别人说自由、体面、尊
严等等是好的，马上就怒火万丈，这就有点不对头了。世界上哪有这样气焰万丈的受虐狂？

23、《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0页

        

24、《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7页

        我决不为了仪式爱你，我是正经爱你呢。我一正经起来，就觉得自己不坏，生活也不坏。真的，
也许不坏？我觉得信心就在这里。

25、《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00页

        人要永远做小孩子虽办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办到的。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
—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
什么都不说。一直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信得过的人，是父母吗，是自己所认为的挚友吗？那还是过得轻
松一点，敞开心扉比较好。

26、《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页

        可是我有一个最高的准则，这也算是我的秘密，我从来也不把它告诉人。就是，认识轻易不能知
道自己的，因为人的感官全是向外的，比方说人能看见别人，却不能看见自己；人可以对别人有最细
微的感觉，对自己就迟钝得多。自己的思想可以把我，可是产生思想的源泉谁能把握呢。

人无论伟大还是卑贱，对于自己，就是最深微的“自己”却不十分了然、这个“自我”在很多人身上
都沉默了。

至于我呢，我情愿它永远不沉默，就是它得我带来什么苦难都成。我希望我的“自我”永远“嗞嗞”
地响，翻腾不休，就像火炭上的一滴糖。

27、《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页

        我真不想有一天我自己觉得我有了足够的智慧，可以够用了，足够明辨是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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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一个要求，要是到那时我还是我，你不要拒我千里，还和我做朋友，并且还要温存一，不要诚
心伤害我。

我不喜欢安分过什么“日子”，也不喜欢死乞白赖地搅在一起。至于结婚不结婚之类的事情我都不爱
趋向。世俗所谓必不可少的东西我是一件也不要的。还有那个“爱”、“欠情”之类的，似乎无关紧
要，只希望你和我好，互不猜忌，也互不称誉，安如平日，你和我说话想对自己说话一样，我和你说
话也像对自己说话一样。说吧，和我好吗？

                                                         小波  星期三

28、《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页

        以前看过余光中的《活着》，觉得活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能活着就好了，
 现在没有了希望，日子变得越来越平庸，呵呵，想看看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意义在于。。，，

29、《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33页

        我认为，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
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怎样，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的天性的。

30、《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34页

        “我喜欢千奇百怪的结果---我把这叫做浪漫。”王小波真是一个浪漫的人，一开始看不懂他写给
李银河的信，后来知道他们曾相恋结婚，知道王小波的与众不同，再看他的文字，便有些理解了。

31、《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56页

        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正面说服和黑色幽默结合起来。
一方面同意“痛苦是艺术的源泉”；
另一方面说“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

32、《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64页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
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

33、《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5页

        在此我毫不谦虚地说，我是个高层次的读者，可是书刊检查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

34、《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页

        《人为什么活着》（王小波）
章节：积极的结论
日期：01/29/2015
时间：00:55-1:09=15min
地点：家
“凡不可信的东西就不信⋯⋯。但这一点有时候不容易做到，因为会导致悲观和消极，从理性和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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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样东西里选择理性颇不容易。理性就像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还会
回来的。不过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
“把幽默感去掉以后，从过去的岁月里，我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
而且多少要费点劲儿，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轨道上。”

《人为什么活着》（王小波）
章节：跳出手掌心，思维的乐趣
日期：01/30/2015
时间：10:35-10:55=20min
地点：家

罗素：“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

《人为什么活着》（王小波）
章节：我看国学，东西方快乐区别之我见
日期：01/31/2015
时间：1:50-2:00=10min
地点：家

记得从前学英语，一留英文学专业老师爱极罗素，说他写的散文（句子）特美，断句断的好，逗号用
的不能更美。当时热血下也去拜读，只觉得他确实标点用的很有节奏，像在指挥，读起来别有味道，
从此记了下来。再见到任何与罗素有关的文字，甚至一个名字，大脑直接反应首先是这段回忆。

《人为什么活着》（王小波）
章节：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关于格调，个人尊严
日期：02/01/2015
时间：2:032:15=12min
地点：家

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

《人为什么活着》（王小波）
章节：智慧与国学，我的精神家园
日期：02/02/2015
时间：11:50-12:05=15min
地点：家

“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
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

很多篇之前似曾相识，觉得看过，大约被收录在沉默的大多数里。记忆太不可靠，希望笔记多助。

《人为什么活着》（王小波）
章节：知识分子的不幸
日期：02/03/2015
时间：2:25-2:35=10min
地点：家

罗素：不记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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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活着》（王小波）
章节：关于“媚雅”，居住环境与尊严
日期：02/04/2015
时间：2:13-2:23=10min
地点：家

“中国这地方有一种特别之处，那就是人只在家里（现在却还要加上在单位里）负责任，出了门就没
有了责任感。大家所到之处，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所有的公利公德，全靠政府去管⋯”

《人为什么活着》（王小波）
章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工作与人生
日期：02/07/2015
时间：2:03-2:13=10min
地点：家

记得小时候学的一篇课文讲的就是梁启超或者他的儿子还是弟弟还是其他，姑且称之为梁某，他坚决
反对拆除老北京的城墙，并列举诸多理由反对。但均被驳回，在城墙被拆时他痛彻心扉且哭的凄惨，
深觉被拆的不单单是城墙而是历史本身。当时我极为感动，虽并不理解他举动背后的深意却为他的执
着与使命感深深击中。时隔多年每每去到面目全非的北京，都忍不住想起来当时梁某大喊着“不能拆
”的情景。正巧月前朋友圈里见到中学学发的状态，这是我的学校（初中）（图中一片废墟）这是我
的家（图中又一片废墟）。我虽早已搬离当年上中学的城市，但也不禁唏嘘。

“以小喻大，这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人为什么活着》（王小波）
章节：人性的逆转，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优越感种种，生活与小说，长虫草帽细高挑，
从Internet说起，拒绝恭维，打工经历，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奸近杀，体
验生活，苏东坡与东坡肉，有关天圆地方，椰子树与平等，有关贫穷
日期：02/08/2015
时间：11:00-11:30=30min
地点：家
 
“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

《人为什么活着》（王小波）
章节：写给新的一年（1997），从《黄金时代》谈小说艺术，《怀疑三部曲》序，弗洛伊德与受虐狂
，肚子里的战争，高考经历
日期：02/09/2015
时间：1:48-2:00=12min
地点：家

“我记得人们一直在发明各种诀窍，企图用它们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

《人为什么活着》总结篇
很多篇都被收录在《沉默⋯》里或者别的哪本，之前看过了。又重看一遍，觉得有点儿印象但不深。
杂文毕竟没有主线情节，不易记住。所谓记笔记其实也算是给不靠谱的记忆牵线指路的方法吧。记得
以前看李敖，他自傲能记得书万卷，没别的原因，全在笔记。他的笔记居然只是个文档，复制黏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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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华，然后他只记得大概，并不精准，但笔记目录他记得极清楚。每每要用前只要搜索目录，再调
出文档，便可立即使用。说起记忆，“your mind is a palace” 思维宫殿记忆法也被频频使用。当然这是
我从超感神探与夏洛克里得到的启发，偶尔效果不错，但需要关键词做记忆路标。另外此书是14书单
上的，明天继续望完结《丧钟⋯》拖了半年没看完的尾巴。

35、《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13页

        性是危险的，人是薄弱的，必须控制性来保护人。如果说小波的理论是正确的，那对上文这句话
的反驳也有理有据。过分地压抑性会导致性冲动更强烈的爆发，青春期的人最容易犯错，而中国压制
式的教育更让人不堪，与其这样，不如开放。

36、《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48页

        “一生最善良的时刻”，我想过修建家乡的道路，给初中母校捐个图书室。。。可是自己没有冲
劲去实现，还是太安于现状

37、《人为什么活着》的笔记-第85页

        坦白的说，我也解释不大清楚，只能说：假如我今天死掉，空股票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
：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司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
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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