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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对话》

内容概要

在虚拟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最显著的特征是匿名发言的权利，而在匿名权利之下借助互联网进行的对
话，我称之为“影子对话”——影子和影子之间的对话。我从2006年11月下旬开始进行这种“影子对
话”，至12月下旬满月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将其转化为纸质图书了，因为我和影子们围绕着中国社会
的重大议题展开对话，而这些议题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和思考。概括起来说，我们需要教授是：什么
是“中国问题”的问题意识？进而，我们的世界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基本问题？
影子的身份含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但影子又决不完全脱离影子所属的人，我们总能透过语言来推测影
子的性格和性情，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真实性的结合才造就了“影子对话”的开放性。由于开放，
我们才可以反思过去80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主义”和“急功近利”传统，才可以想想知识如何为
信仰留有余地。
目录：
前言
合作与竞争
最近课程及日常感受
提出问题
对诸友关于竞争与合作关系问题的看法的进一步探讨
关地“嫉妒”或“妒忌”的讨论
学术与人生
问题意识
生活伦理
关于互联网社会的无名氏定理
实践高于理论
乌托邦与传统——永远的徘徊
为什么“边际效用递减”
社会科学学术中心的三个必要条件
《风的颜色》自序
知识与信仰
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
《经纬》发刊词
从读书的“捷径”说到叔本华的认识论
正义与政治
论政治家的品格
关于正义问题
王小波的说与思
社会的官僚化与“公务员热”
关于残雪的作品
把这一主题改造为更有意义的主题——为什么我们没有新闻？
性，性关系与社会发展
三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主义与科学，以及关于中医
略论有知的无知
启蒙意味着为科学划界
“主义”与“科学”
对赞同中医者的看法的赞同
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
中医药的出路
满月的总结：何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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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对话》

作者简介

汪丁丁，1953年5月出生在沈阳，成长在北京，祖籍浙江淳安。
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夏天回到北京。1974年，汪丁丁在北京一家应用电子技术研究
所当工人。1977年汪丁丁进入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1981年，汪丁丁进中国科
学院系统科学所攻读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硕士学位。1985年3月，汪丁丁进入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从
事研究工作并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留在东西方中心做了一年博士
后研究员。
从1991年到1995年，汪丁丁任教于香港大学。1996年，汪丁丁赴德国杜依斯堡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97
年3月汪丁丁任教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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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对话》

书籍目录

前言合作与竞争2006-11-22 最近课程及日常感受标签：凤凰卫视 搜狐 博客 经济学2006-11-24 提出问题
标签：激活 注释 博士论文 问题 定义2006-11-25 对诸友关于竞争与合作关系问题的看法的进一步探讨
标签：世界知识2006-12一05 关于“嫉妒”或“妒忌”的讨论标签：人类心理 社会学 社会资源配置学
术与人生2006-11-27 问题意识标签：技巧 作品 学院派 问题 专业术语2006-11-24 生活伦理标签：韩剧 道
德 情境2006-12-01 关于互联网社会的无名氏定理标签：社会 社区 历史 自由人 互联网2006-12-11 实践高
于理论标签：生活 理论 理解 直觉2006-12-11 乌托邦与传统--永远的徘徊标签：乌托邦 社会蓝图 理性
设计2006-12-11 为什么“边际效用递减”标签：边际效用递减律 好奇心 演化2006-12-11 社会科学学术
中心的三个必要条件标签：问题意识 学术传统 学术殖民地2006-12-13 《风的颜色》自序标签：西方的 
本土的 人文的 自然的2006-12-14 知识与信仰标签：知识 理性 信仰 划界 康德2006-12-15 知识过程与人
生感悟标签：知识不是一堆概念而是一些过程 知识与感悟是不可分离的过程2006-12-16 《经纬》发刊
词标签：生命 思想 对话 乡土情怀2006-12-17 从读书的“捷径”说到叔本华的认识论标签：读书 知识
传统 问题意识正义与政治2006-11-22 论政治家的品格标签：政治 政治家 情感 蜕变 教养2006-11-26 关于
正义问题标签：罗尔斯 原则 社会 正义 交易2006-12-12 王小波的说与思标签：王小波 美感叙事 启蒙理
性2006-12-06 社会的官僚化与“公务员热”标签：官僚化 公务员2006-12-16 关于残雪的作品标签：残
雪 文学 哲学 人生感悟 神秘主义2006-12-15 把这一主题改造为更有意义的主题--为什么我们没车新闻？
标签：边缘题材 无新闻的时代2006-12-17 性，性关系与社会发展标签：创造性 性关系 同性
恋2006-12-18 三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标签：经济 道德 经济的猎德基础主义与科学，以及关于中
医2006-12-08 略论有知的无知标签：中医 西医 科学主义 狂妄理性2006-12-10 启蒙意味着为科学划界标
签：科学 西医 启蒙理性 批判理性2006-12-11 “主义”与“科学”标签：科学 理性 波普 哈耶克 康
德2006-12.12 对赞同中医者的看法的赞同标签：中医 世界观2006-12-15 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标签：科学
在无神文化中容易蜕变为科学主义2006-12-15 中医药的出路标签：中医 中药 中西医结合 游戏规
则2006-12-18 满月的总结：何为“科学”？标签：科学方法论 规范 实证 中医 西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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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对话》

精彩短评

1、感觉挺难读懂的一本书！
2、杂七杂八
3、我想象一下丁丁和老罗就中医的科学性辩论会有何结果。。。
4、丁丁似走向了不可知论者的不归路，很多观点不能同意
但彼从经济学走进哲学，为何选择了这样的世界观值得关注
5、部分读过，形式很新颖，有点难懂
6、过瘾！仿佛跟个智者在客厅里头谈了一下午话一样！
7、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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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对话》

精彩书评

1、作者说相对纸媒的“二维对话”，博客则是“三维对话”，因为有跟帖和链接。但是网络的开放
性很容易淹没文本的命意，还是需要将之转换为纸媒编辑为书籍，其信息文字的聚拢，一时间作者写
作的立意宗旨就凸显出来了。作者有感于中文网页缺乏学术和思想，提出一些好问题与大家对话，不
知他自己如何评价其结果，从书上看，似乎对话讨论还不够展开深入，除了几位好像是作者学生的回
应象那么回事之外，就是筛选到书中的很多跟帖也没什么意思。当然，我推荐的理由还是文章好，有
思想有风格。
2、对话一向是汪丁丁写作的轨迹之一，近年以来，他对于对话的重视与迷恋更是无以复加。从与韦
森、姚洋《制度经济学三人谈》到叶航 罗卫东参与的《经济学3人谈》，惯例是以经济学为起点，话
题不断游移，文风与行文都让人思想起久远的希腊对话体传统。不过，比起上诉著作，这本最新的《
影子对话》更能凸现哈贝马斯强调对话的共同逻辑与情景理性，因为这来自一场场与无数网路幽灵的
自由互动。何谓影子？简单来说就是游荡在广阔网路中的无数ID，他们的履历很多时候只是一张白纸
，个人历史可以随时重新书写，以马甲的形式无数次复活重生。影子和影子之间的对话在匿名权利之
下的借助互联网的对话，汪丁丁称之为“影子对话”，他的同名新书即是汪丁丁博客月记的结集
（2006年11月22日—12月18日），分为合作与竞争、学术与人生、正义与政治、主义与科学四部分内
容。在互动与回应之间，汪丁丁与影子们讨论无数饶有趣味而不乏深意的议程。影子的身份充满不确
定性，但是同时影子的真实性却可以通过话语与情感来识别，这又使得影子对话充满理解与人情。汪
丁丁坚信影子不能完全独立于它们的主人，情感交流和理念认同不会完全因为互联网的匿名性而消失
，影子对话仍依赖于它们的主人所在的真实社会的传统，比如语言、思维方式、意识形态、权力结构
、文化与习俗、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状况。由此，他主导的影子对话的真谛也在于借助对传统的深切了
解，在不确定性与真实性重叠的二元情景中，通过探讨与影子主人所在的真实社会息息相关的重大议
题来走近认识那些影子的主人，体味推测他们的生活。哈贝马斯始终强调对话伦理，要求参与人参加
论辩时没有强加外在因素或力量，也就是所有当局者有平等的机会选择和实施言语行为，不存在外来
权力干扰，如此方可构成理想的言谈情景。当社会交往模式随着互联网起着革新变化时刻，对话的形
式也更加诡异繁复，而与无数影子的对话除了形式上可以突破传统的“二维”空间，更可以在内容真
正接近“嵌入”国人的生存困境。跨学科一向是汪丁丁的特色，他对现代社会膜拜的学科专业化分工
亦不置可否，对“科学主义”和“急功近利”传统更是深恶痛绝，这也可以暗示处他在公共领域内所
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和他的其他对话类似，汪丁丁在影子对话中仍旧以
经济学基本问题始，随着讨论展开，又自由出入到政治学、社会学、生物学等，所以社会正义、市场
经济的道德基础、中医利弊都成为他与影子热衷的话题。在这些看似漫无目标的议程背后，暗中却依
然流动着一贯的逻辑主线，仍旧可以把它归纳到汪丁丁一贯重视的三个基本问题下列：什么样的生活
是值得追求的？中国当代社会的“结构”是怎样的？中国社会是如何演化的？这三个直指终极的问题
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但是按照汪丁丁的思路，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思维方式既继承中国传统文
化，又不可避免接纳了西方理性至上的“科学主义”，那么在一个反思的年代，是否应为信仰留有一
些空间？尽管上述问题听起来类似无解，但是这并不会消减它们的意义。一切哲学都始于批判，终极
真理亦已经随着上世纪而烟消云散。柏拉图认为世界只是一个投射的影像，而在影像中寻求真理无疑
隔了几层。所以，在每一个人都必须成为自我导师的年代，与影子的对话更像一场华丽的冒险，真理
已经成为影子的影子，难以寻觅。幸好，寻求答案已经不再成为唯一目的，正如有人很早说过的那样
：当你提出怎样的问题，就已经表示你希望寻找到怎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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