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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有此理》

前言

　　《岂有此理》一书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抗权威的经典呢？　　作者空空主人运笔如椽，
视一切权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为无物．专门疑人所不敢疑，议人所不能议，甚至
说出了“所谓天下者，君者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人之天下也”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语，这些离经
叛道的文章简直是“疯话连篇”，他竞然为酷吏张榜，视忠臣良将为无物，公开驳斥司马迁．批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他眼中，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贩夫囚徒；大到国家天下，小到马桶牙签
，统统--岂有此理。　　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得出作者独立思索的理性光华。你可以说他的结论太过
武断．他的评价不近人情，但你的思路甚至不得不因其分析而豁然开朗，也不得不佩服作者特立独行
的精神。中国古时文人，如书中所批评过的韩愈、贺知章等。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　　那么．空空
主人是谁？他又是用怎样的方式留给我们这样一本奇书呢？　　要考证空空主人的生平是很困难的，
我们只能大致推测他出生于乾隆中期。此人文字练达、老道，绝非泛泛之辈。像他这种喜欢有话直说
的人和那些“胡说八道‘’的文章当然得不到”今上“乾隆皇帝的欢心，甚至惹得乾隆大为光火。　
　在隐居于山林或是村肆甚至闹市时，空空主人的文章越写越多，牢骚也越来越盛。甚至”荒唐“到
了去咏马桶、咏牙签的地步。日子久了，空空主人将这些与众不同的文章编订成书，因感世伤怀，觉
得天下已有之理不为理，遂名之日《岂有此理》，欲将其暂藏名山，以待传之后世。　　可以想见，
《岂有此理》命运多舛，在乾隆执政的年代根本不可能有印行的机会．谁敢帮助一个”老头子“所不
喜欢、甚至视为眼中钉的人呢？后来，乾隆在当政60年（公元1795年）N-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自己
的儿子嘉庆。本来，空空主人应该能够使自己的书面世了，但是，乾隆是”退位不让权“，自称”太
上皇帝“．亲揽朝政，总理大小事物。嘉庆成了名g，l其实的”儿皇帝“，全不济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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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有此理》

内容概要

空空主人，生平不详，大致生于清朝乾隆中期。文字统达、老道，标新立异；异语惊人，绝非泛泛之
辈。此人文章纵横捭阖；疯话连篇，从帝王将相咏到马桶、牙签、痒痒挠。后空空主人将这些与众不
同的文章编订成书，因感世伤怀，觉得天下已有之理不为理；遂名之日《岂有此理》。
这是一部被清廷多次查禁的奇书，一部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独立辍神的经典。作者以戏滤嘲骂的笔调。
视一切权威为无物，专门疑人所不敢疑，汉人所不能被议，时见“大逆不道”的言辞。在作者眼中，
人（鬼）无高下、事《物》无俱细，统统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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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有此理》

书籍目录

前言 作者原序 子部——天下岂有此理  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人死言善 见识论丑部——正义岂有
此理 退隐论 隐士论 势嘲 资格论 忠奸辨（一） 忠奸辨（二） 人佛之间 考弊 盗亦有道寅部——历史岂
有此理 荆轲论 荆卿诗 史不可信（一） 史不可信（二） 史不可信（三） 史不可信（四） 似与不似之
间（一） 似与不似之间（二） 人殉 咏史卯部——人生岂有此理 溺爱戒 达人知命 活死人说 戒纨绔 知
县念佛 人身小论 书房公赋 好食说 大智若愚辰部——金钱岂有此理 钱能通神说 钱铭 咏钱巳部——文
人岂有此理 画史问答 棋谱铭 象棋源 书以人贵论 书宝 文人相轻 ⋯⋯午部——美味岂有此理未部——
夫妻岂有此理申部——女人岂有此理酉部——神鬼岂有此理戌部——官吏岂有此理亥部——文化岂有
此理

Page 4



《岂有此理》

章节摘录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
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
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则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
欲人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人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
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
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
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
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
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
，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日：“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日：“此我产业之
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
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
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
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置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
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
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虽然
，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
不如我？摄缄滕，固扃■，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
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日：“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
！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
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
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译文】人类社会开始的时
候，人都是为自己谋利益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没有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没有人去除
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把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
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
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就人情而论，这必然不是天下人所愿意的。所以古人对于
君主的职务，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起先不愿就位而最
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普通人的情况
一样啊。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
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为自己谋利益，将自己的大私
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做是最大的产业，把
它传给子孙，世世代代享受没有尽头。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所成就的家业，与二哥相比，究竟谁的
多”，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中已流露于言辞了。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
将君主看做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观在将君主看做主，将天下看做客，凡
是天下没有一处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由于有君主啊。因而在他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使天下的人民
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博取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竞不感到悲惨，说：“我本来就是为
子孙创业呀。”当他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
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祸害
，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为各自谋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原本就是这
样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看成上天，实在是不算过分。如今天下的人，
都怨恨他们的君主，将他看成仇敌一样，称他为独夫，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但小儒浅陋无知
，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难以逃避，甚至像夏桀殷纣那样残暴，竞还说商汤和周武王不
应杀他们，而编造流传伯夷、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看成与死老鼠没有什么
两样。难道天地这样大，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
啊，孟子的话，是圣人的言论啊。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像老天一般的空名，禁止别人窥测君位
的君主，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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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有此理》

是这样，如果后代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这产业，把它永远传下去，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既
然将它看做产业，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有谁不像自己呢？于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但一个人的
智慧和力量，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就在自身，他们血肉的崩溃
，就应在子孙的身上了。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而明毅宗对公主所
讲的话，也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这话真可痛惜啊！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志在占据天下
的雄心，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因此明白当君主的职责，那么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推让君位
，像许由、务光那样的人绝非只有他们二人；不明了做君主的职责，那么就连市井之间，人人都想得
到君位，许由、务光之俦因而绝迹于后世，听不到了。尽管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但用片刻的荒淫享
乐，不值得换取无穷无尽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个道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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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有此理》

编辑推荐

　　一部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奇书，作者被三代皇帝定为离经叛道、视为眼中钉，被迫逃亡
数十载。　　一部被乾隆、嘉庆、道光三代皇帝钦定的禁书。

Page 7



《岂有此理》

精彩短评

1、很有趣！值得一读！
2、喜欢 内容有趣 值得
3、像这样的人太少了~~~那个时代。。。
4、妙趣横生。意犹未尽
5、在当当买了2年的书了，最开始尽是买一些烂书，不过现在我终于练成了火眼晶晶，这本书简直太
喜欢了。
6、痛快
7、读此书当大笑、大哭、大乐、大悲、大哀、大痛⋯⋯作者想来多半遭了嘉庆的毒手，和金圣叹一
样博学、一样诙谐、一样下场⋯⋯
8、难得碰到的一本经典的好书。
9、想知道后来的事情
10、古愤青XD
11、老爸要买的，真正的好书，经典啊，书的质量也很好
12、听起来就很神奇的一本书 特买来看看  无奈纸张不怎么好
13、视角很新颖，想必也是当时的禁书了，看看也挺长见识。
14、硕儒也有直言不讳
15、分原文、注解、译文、点评，比较容易看。
16、真是奇书，真是“岂有此理”！
17、感觉很贫的一本书，呵呵，有趣
18、这书十分犀利～那个年代有这个魄力
19、感觉上蛮不错的，除了没包装。
20、很好，经典中的经典
21、算是我看过的最言之凿凿的禁书了。
22、文字游戏游戏人生
23、全文有些戏谑的感觉。看完此书，你能想象一个三百年前的愤青的样子。
24、可厌的译文
25、很值得没事研读一下，有价值
26、古代的愤青，读起来热血沸腾，文言功底不强的朋友小心购。
27、帮朋友买的，还不知道哦
28、严格讲，这只是一本清代的文史笔记类书，却有大胆的前卫思想，长期属于禁书，可以窥视中国
强大传统思想没有掩盖住的另一面。
29、那个时候的人能有这样的思想，实在是让人意想不到，怪不得被封杀呢⋯⋯
30、除了逆反还是逆反。
31、挺不错的，一个古人的超前思维，书籍挺厚的。
32、很早时候的书，感觉非常不错。
33、这本书也就名字吸引人罢了，其余的倒不怎样的。当然，见仁见智啦。
34、真乃有趣的人。
35、这本书最早是在贸大图书馆看过一遍，深感新奇有趣，所以看见折扣就毫不犹豫收了，值得一看
，个人以为非常有利于开发视界。22070394 愿意跟喜欢读书的朋友交流。
36、内容很好 我爸正看着呢 对它很满意   可是书的纸张质量一般 还有就是新书的侧面已经脏了 好像是
跟其它书摞到一起染了色

37、内容很好，不过我不喜欢注释和译文，觉得多此一举。不过对于10元左右来说，这本书超值了。
38、给同学买的，说是一般
39、很喜欢国产名牌！！！许三观卖血记
40、没啥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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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有此理》

41、经史子集，无不涉及。见解读到，虽有偏颇。
42、“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豪迈洒脱余音绕梁千年不绝的铿锵之语，在其后
几百年的康乾盛世中，被运笔如椽、视一切权威如无物的空空主人，打了一个痛快淋漓的喷嚏。区区
数百字离经叛道的疯话连篇，在冬夜的一盏孤灯下读来，禁不住让人击节叫好！
    玛雅人的日历终结、袁天罡的推背八卦、美国大片《2012》的末世之舟，不过是对未知的穷途末路
一声叹息。天道人伦，各有其势，得“势”方能得“分”！玛雅人、袁天罡、美国的好莱坞，预言的
（暂不论其真实与准确）不过是这一次生命的终结。可，能预言盛颓之道吗？能预言得更远一点吗？
能晓知这一世、下一世、下下世乃至······吗？空空主人，一句“倚·势”，预言盛颓也骂尽
天下人·物！
    方今贵官倚威势，富翁倚财势，富翁倚声势，佳人倚色势，医生倚病势，卜师倚鬼势，吏胥倚虎势
、土豪倚牛势，乡农倚田野势，商贾倚江湖势，武夫倚气力势，儒士倚斯文势，隐逸倚山林势，剑客
倚豪侠势，和尚倚菩萨势，道士倚神仙势，盗贼倚兵力势，乞丐倚蛇蝎势，豪奴倚胁主势，悍妇倚制
夫势，老年人倚阎王势，未亡人倚寡妇势，贪夫倚摇尾乞怜势，贫子倚穷凶极恶势，此人类之大较也
。
    不是如此吗？看看腾讯新闻、想想道听途说、环顾身旁左近，贵官富翁富翁佳人医生吏胥乡农商贾
儒士和尚道士盗贼乞丐豪奴悍妇老年人贪夫贫子，诸世人等，莫不贪势、谋势、倚势、造势、保势，
无所不用其极！（那些不浮躁、不奢华、安然孤独者，已然成圣，脱离了诸世之范畴）
人固有之，物亦宜然，龙倚云势，虎倚风势，马倚蹄势，牛倚角势，熊倚拔山势，狐倚据垣势，羊倚
触藩势，犬倚噬人势，捷猿倚通臂势，狡兔倚营窟势，狸奴倚搏鼠势，螳螂倚捕蝉势，蜂蝎倚毒螫势
，蟋蟀倚门狠势，蚊蝇倚钻刺势，虮蚤倚跳跃势，此物类之大较也。
    较之人类的趋炎附势，物类的势利之焰衰微了N多。坊间戏言：鱼的记忆只有7秒，由此推知，那些
低等的螳螂蜂蝎蟋蟀蚊蝇虮蚤之类，所倚的不过是些雕虫小技，趋利避害之本能而已。愈是脑容量大
的、愈是进化高等有社会性群体性需求的龙虎马牛熊狐羊犬捷猿狡兔狸奴等等，愈是与人相近（这也
从基因染色体学说得到佐证）---贪势、倚势、保势，只不过还没学会谋势、造势！
    由此得知，只要生命形式不假改变，无论前世今世来世轮回，空空主人早已预尽天下人物，比那玛
雅人、袁天罡、美国的好莱坞预言的更加宽泛更加透彻。
    倘有一天，人与物，哪怕“低到尘埃里”也无法倚势，则，是世界终极之末日！

43、观点独立
44、让人感受深刻！
45、这次趁调价买了10多本，还好，都满意。
46、有些道理，常人不知
47、纯翻案而翻，如今看来，已是不稀奇了。正是：聪明太盛防肠断，读书更宜放眼量。
48、偏见中的高见，可以看看！
49、看了势嘲那篇后我就当冷笑话来看了，真欢乐。
50、这清人的思想挺超前的
51、岂有此理，是文言文。真是考验文学素养。
52、有理有理
53、书是一介书生的牢骚一饱
54、虽然个别观点有些叛逆，奇闻异事有些闻所未闻。在今天看来还是值得一读的。
55、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56、出版社真能夸张！把杂凑的几篇文章吹上了天。怀疑后人伪托清人名义。
57、很喜欢这一本~感觉很不错。
58、清代的文史，有闲心可以翻翻。
59、正文非常短，内容浅白，注释、翻译占了三分之二，显系多余。今人的点评也无甚见识。正文主
要是作者的笔记和评点，一是尤喜与古人唱反调，但只是市民阶级读书人的见识，自以为高明，其实
无什么正经观点，又常常误解古人。二是游戏笔墨，作打油诗，模仿古人名篇，虽足以解闷，但也怪
没意思的。总体来说，此书湮没于书海之中，并不仅是因为所谓被禁，而是水平确属一般，绝无书商
鼓吹的“纵横捭阖异语惊人”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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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人说是伪书。也读完了
61、比较另类的书，有个性，有思想。真实，敢想想说。
62、看了以后，深有感触
63、觉得这本书会很好，但是还没有看
64、没意思，不要买，有**的感觉
65、真是岂有此理。
66、岂有此理，很不错
67、书中有些论点新颖，深刻，值得一读。
68、作者独特的视角，精辟的论述，大胆的文风均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69、在一家卖杂货的店里 发现的一部奇书
70、zhengdehenghao !!
71、奇书
72、有意思
73、吊炸天！！！需要细细品读！！！
74、虽然是清朝的，现在读来仍有意义
75、千古吐槽之王！！！！！
76、这里头的文言的翻译太屎了，点评有点小意思。
77、禁书果然都很好看
78、此人才是个真正通达的，一丝迂腐也无．祸水论，钱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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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一部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奇书，作者被三代皇帝定为离经叛道、视为眼中钉，被迫逃亡
数十载。一部被乾隆、嘉庆、道光三代皇帝钦定的禁书。快熟提高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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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岂有此理》的笔记-卯部   大智若愚

               人生在世，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予常惑焉。
　　予近读古智者书，豁然开朗，志之，以启惑如我者。
　　古智者曰：
　　大有若无，大美若丑，大善若恶，大得若失，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益若损，大清若浊，大静
若躁，大新若旧，大是若非，大出若进，大明若愚，大刚若柔，大开若闭，大密若疏，大坚若破，大
张若弛，大缓若急，大锐若钝，大正若奇，大取若舍，大夺若予，大厚若薄，大进若退，大难若易，
大朴若华，大文若质，大贵若贱，大富若贫，大尊若卑，大福若祸，大诚若伪，大公若私，大欣若悲
，大乐若忧，大胜若败，大功若罪，大雅若俗，大勤若懒，大饱若馁，大淫若贞，大倨若恭，大拘若
达，大廉若贪，大谄若诤，大直若屈，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大勇若怯，大智若愚，大忠若奸。
　　呜呼！旨哉斯言。予去岁得一子，取名曰：“若智”。

2、《岂有此理》的笔记-丑部   势嘲

               处世之道，不可无势利之心。然而势者，利之本也。势行，则利无不得。故人欲求利，必先论
势。
　　方今贵官倚威势，富翁倚财势，名士倚声势，佳人倚色势，医生倚病势，卜师倚鬼势，吏胥倚虎
势，土豪倚牛势，乡农倚田野势，商贾倚江湖势，武夫倚气力势，儒士倚斯文势，隐逸倚山林势，剑
客倚豪侠势，和尚倚菩萨势，道士倚神仙势，盗贼倚力兵势，乞丐倚蛇蝎势，豪奴倚胁主势，悍妇倚
制夫势，老年人倚阎王势，未亡人倚寡妇势，贪夫倚摇尾乞怜势，贫子倚穷凶极恶势，此人类之大较
也。
　　人固有之，物亦宜然，龙倚云势，虎倚风势，马倚蹄势，牛倚角势，熊倚拔山势，狐倚据垣势，
羊倚触藩势，犬倚噬人势，捷猿倚通臂势，狡兔倚营窟势，狸奴倚搏鼠势，螳螂倚捕蝉势，蜂蝎倚毒
螫势，蟋蟀倚门狠势，蚊蝇倚钻刺势，虮虱倚跳跃势，此物类之大较也。
　　物犹如此，况于人乎！然则天下无一失势者也。观天下无一失势之物，即可知天下无一失势之人
。知今之天下无一失势之人，即知古之天下亦必无一失势之人也。然莫谓无其人也，吾于古人中得一
人焉。辱被宫刑，幽居蚕室，郁郁不得志，自数千百年以来，第一失势之人也。则请标题其名氏于天
下曰：汉太史公司马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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