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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焉@sars.come》

内容概要

SARS那年，因为儿子出国前无意间留下的两样东西，一个像植物一样娴静而单纯的女人，遭遇了一场
巨大的人生嬗变。一只小狗，刺破了她包裹已久的心膜，品尝了关于生命的爱与疼痛；一台电脑，让
她看见谎言、阴谋与真相，还有如同暗夜电闪般的思想之光，并结识了一批陌生的友人――他们像在
精神之旅中等待了她数十年的生死之交。
那一年，这个中年女人独居数年的生活中，还闯进来一位儒雅的高官，并酿就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
―从精致到疯狂，从梦一般恬美到铁一般冰冷。于是我们看到，那植物一样的娴静单纯之中，还有着
不可拔除的执著与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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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焉@sars.come》

作者简介

胡发云，男，生于一个重大的历史交替时刻。少年爱诗，爱音乐，也爱玩，由于许多机遇，读了许多
同龄人当年不太容易读到的东西。当过知青，工人，企业干部，后来成为一个职业作家。
20世纪80年代后以散文、随笔，中短篇小说为主。散淡、怠情，任由性情，写得不多。希望把生活过
得比小说更有意味一些。近年的主要作品是《处决》、《老海失踪》、《死于合唱》、《隐匿者》、
《思想最后的飞跃》、《驼子要当红军》、《葛麻的1976—1978》、《媒鸟5》、《老同学白汉生之死
》、《射日》等。
《如焉@sars.come》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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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焉@sars.come》

章节摘录

伊拉克正打着，一桩我们自己的事儿，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一个在南方打工的年轻大学生，被非法
收容，然后在里面被活活打死。茹嫣写了《一个母亲在黑暗中的痛》。她写道，深夜，读着这个大学
生的死，心里突然就剧痛起来，那是一种生理上的痛，就好像自己的儿子在承受着那残酷的毒打，每
一下，同时也击打在母亲的身上。然后他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死去，那一刻，自己也要死了一样。她
突然恐惧起来，她害怕也会这样从此见不到儿子——尽管理智告诉她，那不是她儿子，是一个陌生的
年轻人，但她脑子里浮现出的那个年轻人，一直都是儿子的模样。她迫不及待地给儿子打了电话，她
要立刻听见他的声音⋯⋯听见了儿子从遥远的法兰西传来的声音，她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儿子听见她
的啜泣，问为什么。她说，有一个与你同年代的年轻人死了，被一个政府的机构无故打死了。她又说
，只要这样的黑暗的死亡还存在，一个母亲从此就没有真正的快乐。她对儿子说，一定要好好活着，
为妈妈活着，这样，要不然，这个世界便没有意义。文章贴出来，引来许多唏嘘声援。也有几个马甲
说了些阴阳怪气的话，“那么多普通民工被打死打残，没见你痛，一个大学生死了就痛起来？”“自
己的儿子送到国外，假惺惺哭人家农民的儿子。”“别什么事儿都往政府身上扯，你这种人就是当汉
奸的料。”⋯⋯在网上呆了一段时间，也知道这类跟贴几乎是青藤爬墙杂花生树一样司空见惯的，但
是茹嫣还是很难受，她觉得了另一种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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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焉@sars.come》

后记

关于这篇小说，实在不知说什么好。2001年春上，妻子李虹查出胃癌，中晚期。三十年前，在部队的
艰苦生活中落下的痼疾，就这么兀然爆发了。从此，这世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数年间，时
间都给她。看病，住院，旅游，或过日子。我本来就写得不多，在这以后的，每年只写一个中篇，外
加数篇散文随笔，凑够我的差事要求的工作量，也免却妻子的不安，不让她觉得拖累了我。医生说，
要是过了三年，算过了一大坎。三年就要过去了。一切都是这样的好。2003年底，12月17日，几家刊
物和出版社都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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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焉@sars.come》

媒体关注与评论

章诒和：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sars.come》而已。 
崔卫平：我持续在关心思想学术界的发展，也是关注中国命运，关心社会进步。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
的人物达摩，尤其是卫老师，让我觉得，我们的传统仍然在艰难地延续着，借《如焉@sars.come》的
出版，我期待一个传统的复兴。 丁东：中国文学界90年代以后，几乎“毛子化”了。在作家协会系统
有头有脸的作家，值得我们尊敬的很少,回过头来看，2000年到2006年，中国哪一部小说能够成为历史
上站得住脚的作品？我觉得，《如焉@sars.come》就是这一部。 傅国涌：我关心的是在这块土地上，
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把目光关注当下，
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如焉@sars.come》的出现也许就改写了21世
纪初的中国文学史。在前苏联，即使在斯大林严酷统治、格杀勿论的年代里，也有一些作家真诚地写
出了见证那个时代的好作品。前苏联产生了《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产生了索尔仁尼琴、
布罗茨基⋯⋯半个多世纪过了，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拥有什么？在这样一种现实的文学大背景下，
我们来读《如焉@sars.come》，才能真正意识到这部作品的意义，才会发自内心地为这部小说叫好。
我真的非常希望，这是个转折点，是个转弯的地方⋯⋯ 徐友渔：优秀的作家往往比社会科学家更深刻
地洞察社会的实质，反映历史的真相。他会捕捉在宏观层面被忽视的细节，以更多的同情心和理解力
观察生活样态和人际关系，刻画永恒的人性遭遇特定境况时的变态与坚持，尤其通过人物的命运讲述
时代的故事。 刘川鄂：如此全方位的涉及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在当代文坛本不多见。
而其间表现出的有力度的思考，在新世纪文学中更是独树一帜。胡发云本是湖北文坛“思想型作家”
的领军人物，这一作品使他成为当代中国站在思想前沿的先锋作家。《如焉@sars.come》在对当代中
国政治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官员的命运和性格的深入刻画方面，在对政治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并支
配男女情感及其他社会生活的刻画方面，有如法国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 邓晓芒：我对胡发云的
评价，一个是《死于合唱》，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高峰。《如焉@sars.come》这部作品也可以看作一个
高峰，虽然我觉得也许并没有章怡和评价的那么高，但里面有思想，而且这个思想是胡发云作为一个
独自的个体思想者，他有话要说、不得不说，所说出来的话。 我想如果真的有这样一种作家,只要他
在思考，不用追求名声或者知名度，他也会成长起来的。一个作家在当代如果真的有思想的话，他不
会被埋没的。 《江南》杂志主编袁敏：《如焉@sars.come》这篇小说在北京街头已经出现了打印本，
卖到了40元一本，它尖锐、关注现实，之前被多家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盯上，能在《江南》上首发绝对
是对刊物的一种提升！ 《南都周刊》：《如焉@sars.come》像一封神秘的、能量巨大的电子邮件，撞
击、打开越来越多人的心。 《武汉晚报》：《如焉@sars.come》是胡发云的第一部长篇，早在两年前
就已经创作完成，之前一直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在北京街头甚至还出现了40元一本的打印本；2006年
，《如焉@sars.come》作为主打长篇正式发表在改版后的第一期《江南》杂志上，让这个原本销量不
足2000册的杂志，销量猛增至11000册。据悉，小说的单行本将于今年全国书市前出版，有媒体称，《
如焉@sars.com》可能是“2006年最火的长篇小说”。 小说的主人公茹焉是寡居多年的中年女性，她在
同事的介绍下认识了本市的副市长，并与之恋爱。同时，茹焉又在网络上认识了以达摩为代表的几个
知识分子。在SARS暴发之后，原本隐藏的各种矛盾也随之爆发，每个人在遭遇突发事件后，都表现出
了不同的态度。作者朴实沉稳的叙述中，透露出对历史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史的深刻洞察，同
时也展现出作家对于现代生活迅速变化的敏感。 《都市快报》：如今这个时代，居然还有一部文学作
品在用打印本的方式传播，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这部作品叫《如焉@sars.come》（现已经刊登在《
江南》杂志2006年第一期上），而胡发云就是这部不可思议的小说的作者。胡发云的小说《如
焉@sars.come》，被评论说是写了“网络中的人，政治中的人，情感中的人和思想中的人”。除了对
网络的描写，胡发云小说中所描写的官场也让人觉得很特别。他所写的官员在会议上讲的话跟在生活
中的完全不同，而且生活中会有很放纵自己随性的一面。另外，这些官员的无奈，胡发云也写得很充
分。跟现有的官场文学有这么大的不同，胡发云说，是因为他觉得现有的官场文学太脸谱化，里面的
人物一坏就坏到底，一好就好得上下都夸，这样的结果是让老百姓盲目崇拜清官或者加深老百姓对官
员的仇恨。其实他觉得很多官员都有两面性，经常要讲两套话，他要让官员的形象更丰满，更生动一
些。所以，就有了作品中一度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副市长梁晋生，“但他最后还是意识到了他的爱情
不符合官场规则，无奈放弃”。 用诗性文字打捞高贵 ――读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e》 程亚林 《如
焉@sars.come》第七节有这样几句话：“茹嫣是一个对文字特别敏感的人，就像登徒子对女色，熙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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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焉@sars.come》

攘攘的一片人海中，一下子就捕到最漂亮的那位。茹嫣这种能力，常常甚于那些吃了一辈子文学饭的
大评论家大教授，有时看他们褒扬的作品，看几段便看不下去，心里说，这样的文字，怎么也说不上
好呢。” 这是有得之言。真能谈文学的人，全凭对文字的敏感。如果对文字都不敏感了，根本不配谈
文学。但奇怪的是，对文字敏感的人不少，能写出好文字的人不多，能坚持以文字为标准去评论文学
作品的人更少。这就出现了人们喜爱也渴望好文字，但拙劣文字充斥，大评论家大教授经常为其他目
的褒扬狗屁作品的现象，也不排除存在着对文字越不敏感越能当大评论家大教授的情况。这涉及文学
教育、为文心态、非文学目的干预文学的问题，也涉及作家天赋、修养等问题，值得研究。但研究到
最后，结论恐怕依然如《如焉@sars.come》第三十二节所说：“文字感觉，几乎不可学，只可悟。” 
我不敢说自己对文字特别敏感，但依凭直觉，也有取舍：文字好的，一口气读下去，不好的，读几行
就丢开，全凭“望气”决定。《如焉@sars.come》是我在电脑上一口气读完的，认为它文字很好。它
的自觉追求大致可以参照第十四节那些话来总结，“文字很节俭，很收敛，但是很有张力，非常干净
，里面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超然”，“平缓的叙说后面有很深的思想和很浓的情感”，思想“常
潜藏于诗性之中，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坚硬”，所以，读起来毫不吃力，又感到内涵丰富，诗意馥郁，
觉得第三十四节所谓“精致的国语”又不管不顾地悄然登上了文坛。比如，第四十三节写道：“有时
候，两人的手指如天鹅交颈轻轻缠绕，有时候十指交叉热烈地紧握，有时候茹嫣只将自己的一个指头
给他，让他那只大手轻巧地捏着⋯⋯两人一边说着话，两只手却在那一方小天地里悄然演着自己动人
的戏。”就很耐读。 当然，这又牵涉到思想，眼光。我们不能拿“思想家”的标准来要求作者，一来
他不以“思想家”为职志，二来中国思想界目前讨论的问题能否造就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家还是
问题。但作者爱思想，能思想，有思想，却不容置疑。比如，第二十五节说：“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
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的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为什么
有些人宁愿让港台三流歌星的商业演出占领舞台，也不让那些真正能够表达个人或大众痛苦与希望的
歌发出声音。”就很有思想。套用王朔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些人怎么就这么无知无畏，敢把代用品
说成真品，三流说成超一流，而且说得煞有介事，义正词严，一点儿也不脸红，不愧疚啊！更奇怪的
是，越无知无畏，越哗哗来钱，文运亨通。另外，思考几十年宣传教育有无效力，犬儒主义与理想主
义有无必然联系，普世价值与现世功利是否矛盾，我们能否免于恐怖等问题，揭示海外游子与本土草
民的思想差异，苏联歌曲和中国文革样板戏在中外人士心理上产生不同反应等现象，都或有深度，或
独具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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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焉@sars.come》

编辑推荐

《如焉@sars.come》引发思相界和文学界大论战的争议之作。邓晓芒、徐友渔、丁东、谢泳、傅国涌
、解玺璋、刘川鄂、张允若鼎力推荐公共知识分子广泛关注，民间独立评论持续不断2006年最为的小
说，在众多读者热情期盼下卷土重来这部小说最重要的贡献，无疑是毛子这个形象。他在很年轻的时
候热情思考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但后来显然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径，那里充满了现实的诱惑和利
益的计算。他也许是有理由的，但他已经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和勇气。对于作家来说，能
写到这一笔，也就是一种承担。而文学，正因为有了这种承担，才显示出价值和意义。（解玺璋）—
—《中华读书报》《如马@sars.come》被媒体誉为2006年最火的小说，像一封神秘的、能量巨大的电
子邮件，正在撞击、打开越来越多人的心扉。《如马@sars.come》讲述了寡居的中年女性茹嫣(网名如
焉)在其同事、高干子女江晓力介绍下，与副市长梁晋生相识相爱；与此同时，茹嫣通过网络认识了民
间思想者达摩，并由此走近原“青马”(青年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于“文革”期间的一个思想团体)
的一些成员和他们的精神导师卫立文。SARS爆发后，各方矛盾凸现，茹嫣描写SARS生活的文章给梁
晋生的仕途带来威胁，同样爱着梁晋生的江晓力努力拆散茹嫣和梁晋生，并为梁晋生“变被动为主动
”出谋划策。最后梁晋生与深爱着的茹嫣分手，选择了江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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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焉@sars.come》

精彩短评

1、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人格深刻反省的力作。
2、中国文学的良心。
3、作为一部小说，文学性实在不敢恭维，无论结构、情节还是人物塑造。间或有些很勇敢的言论，
可以看出作者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故加一星。
4、导师推荐看的一本书，中年文艺青年的爱情，某些不可描述的部分深觉尴尬，其他部分主要用来
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感受到晚年有狗陪伴即使儿女身在异国也能有所寄托。
5、确实有孤篇压全唐之感~
6、看了大家的评论，确实是应该分成小说技巧和题材内容两方面来评价。兴起之处，真情流露，侃
侃而谈，读者不重要了，记录的是那一代人的故事。
7、有人追求普世价值，有人享受现世功名。
8、很有感触的一本书，但愿中国多谢良知、公知。
9、文笔一般，有些人物真的很幼稚，一篇短文想塞下大量的内容有些消化不良，看来什么书被禁真
的是销货的不二法宝
10、这样的书，今时今日是没法出版了。历史并不总是向前的。
11、当代良心
12、2007年是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多事之秋，因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在出版界的内部的一个
会议上，批评并禁止了八本书，其中包括本书和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消息甫一传出，即遭到章女
士的绝地反击，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声明，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搞得邬副署长们非常被动，中国
的言论出版管制问题再一次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最近，新任署长发表了“多用智慧，少用权利
”高论，给了相关人士一定的期待。在查找《伶人往事》的有关信息时，我了解到《如焉》也是被禁
的书之一。并知道了章女士对该书的高度评价。我在《收获》杂志上浏览过，似有印象。在呼市的书
店我买了，把章诒和写的港版序言也粘在了扉页。我在忙公务的同时，利用几个晚上的时间把它看完
了。和《收获》上刊载的相比，内容是有出入的。书里的政治敏感点就是谈到了“六四”和“非典”
，从侧面反映了这两个事件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撕心裂肺的伤痛。实际这是无须隐瞒的。作
者的文字功底深厚，干净，利落，。人物刻画的也能立起来，活起来，颇传神，给我较大的感染力。
故事裁剪得当，情节发展自然到位。小说属于特别耐读的那个类型的。丈夫去世，唯一的儿子出国留
学，女主人公面临着新的生活选择。通过网络结识了圈外的一帮朋友，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
。新交的副市长男朋友虽然和她有了一定的交往，产生了一定的感情。但，毕竟仕途的升迁更具...诱
惑力，梁副市长在选择了两者的轻重后，和她渐行渐远。相反，她和网上结交的达摩等草根阶层朋友
的心灵却越贴越近，成了名副其实的“死党”。“通过网络，她有机会看向自己的内心，看向自己过
去的生活，看向自己许许多多自己不曾了解的地方。”小说中间穿插了卫老师的这个人物，让人们有
了丰富的联想。一个老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坚定的捍卫者。49年后，在“运动”中打入冷宫，与
死亡擦肩而过。晚年大彻大悟，对专政主义提出了本质上的怀疑和批判。但已不容于那些既得利益者
——党内的新权贵。本来有爱侣陪伴，女儿相认，应该安渡晚年了，却横遇“非典”，被强行与患者
一起隔离，充当了医生“处置失当”的牺牲品。人间悲剧，几集一身，为小说平添了许多悲壮。如嫣
的故事在留学法国的儿子找到了俄罗斯的女朋友时结束。自己的爱情之梦碎了，而儿子的刚刚升起，
是啊，世界是他们的⋯⋯  （2007．5．6） 阅读更多 &rsaquo;
13、           甩掉政治包袱是最大的政治。
14、解禁了吗
15、真实。
16、在朋友的介绍下上网搜寻胡发云的书，结果有货的只有最新的这本长篇。拿上手后，就没放下来
。如题，看完之后俺没有一如平常那样盖上书章记下阅读完毕的时间，因为俺不确定这本书到底要读
几遍才过瘾。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作者揉进去了很多一笔到肉的思想评论，感觉非常有力度。但凡思
想深邃了就难免流于枯燥，但胡发云却能讲得精彩而流畅，深入浅出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喜欢
阅读的人是不能错过这本书滴。
17、茹嫣的那条线读着特别别扭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写得幼稚与刻板
18、盛名之下其实难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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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故事就这样读完了，故事的结局像极了我们。真的像极了。
20、“不是的时候他们说是，是的时候他们说不是”。
21、书的品相好，价格也不错
22、文笔一般，对于人物描写有些吃力。故事的脉络组织的还好，情节较为紧凑。人物设定倒是都很
有代表性，看完之后，我意外的对江晓力这个敢爱敢恨，玲珑剔透的女子产生出了由衷得佩服，如焉
的作太文艺，典型的民国范儿啊。
23、看着《如焉》讲2003的SARS、孙继刚、马加爵，我越看越象2008的地震、瓮安、杨佳⋯⋯看着《
如焉》里的卫老、达摩等一干人，我越看越象我认识的萧瀚、逍遥、红西子等等生活的智者。看着如
焉的爱情领悟，我越看越象一个蜕变中的青春之翼看着如焉的40岁，我越看越像我的20岁
24、很久未有过的好小说，值得收藏！
25、最喜欢卫老师跟赵姨，最后赵姨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回忆了下跟卫老师的相知过程是全书最感动的
地方。
政治是个太过敏感的领域，有观点就意味着独立站队，总是被迫置于主流的对立面，话语并不完全自
由，思想虽没没办法被禁锢，但很多洗脑的东西也是根深蒂固的。
总之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26、文笔也不好，情节也不灵。中老年人的爱情描写得那么细腻有必要么——我居然看着觉得毫无美
感可言，还有点恶心。禁书的话，吸引我翻到底了而已。
27、讲的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年女子没事就去论坛乱发帖导致真爱自己的副市长差点被连坐前途
尽毁的故事。我本来可以给这本书的故事性打两颗星，奈何作者用上帝视角评论说女主是对的是正义
的她是普世价值的传人。活该被禁。
28、小说本身并不出彩。但是题材背景主人公的代表性还有对历史和现实的探讨非常有意义。讽刺的
是2016年读此书不仅没有觉得书中所述的情景过时，反而有种今不如昔的感叹。有些话一语成谶。
29、什么垃圾书都能上架
30、书给老婆在看，据说很有内涵！哈哈！
31、6.5分。枝蔓太多，行文啰嗦，严重干扰了主旨的表达，以及不喜欢将作者的观点用大段的人物对
白讲出来这种表达方式。但那句“不是的时候，他们说是，是的时候，他们又会说不是”真的是振聋
发聩。不禁想起了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明明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妇人，为什么反而搞得大家鸡飞狗
跳显得更蛮不讲理？因为当他们碰到棘手的问题时，第一反应是保全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解决它，所
以一切就复杂化起来。其实，在商场上，何尝也不是如此呢？
32、我很庆幸买了一本好书，很精彩，很有味的书。款款深情，尽在此中。
33、从《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得知此书，甚是好奇。没有买到纸质版，读了电子版，也真是暗合此书
。文笔就是网络小说的水准（比10年后的网络小说强多了），它的出名应该就在于它所反映的现象和
问题，以及其中一些不寻常的观点，但读来并未感觉到书的内容有多么的深刻和尖锐。也许这是十年
后再看的缘故吧。
34、高中时候一位老师推荐的。说能让当局害怕的必有它的过人之处。
35、草根情怀，贵族气质
36、不禁也不会有多少人看。人物塑造得相当苍白，这类概念化的写作还不如直接写散文杂文，根本
没必要写成小说。
37、签名本！
38、如焉是一部好作品。喜欢
39、一年能读上这样的几本好书是幸福
40、喜欢翻来覆去的读，爱情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恋爱中的女人在哪里也是一样的
41、其实文笔很差劲，但是由爱情故事衍生到的几个问题还蛮值得思考的。
42、中学的时候在《江南》上读的。第一次读到国内小说，写近两年发生的社会事件，而且是一件是
非分明，又无人言说的事。触动很深。
43、实在受不了短评中的一些人故作高深［围笑］
44、3.5。总体来说很不错的一部小说，尤其是卫老师达摩等人之间的思想碰撞，闪耀出一些火花。而
败笔是梁晋生如焉江晓力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某些官场故事，将整本书的格调拉低了一个层次。
45、知识分子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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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书的纸质太黄，感觉不值这个价钱
47、没看完。第63节。
48、像暗夜的电光，让人震慑又让人炫目--摘自《如焉@sars.come 》
49、给同事买的，随便看看了
50、书本的质量很好，外观也很雅致。喜欢作者的笔风！还会关注！
51、“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
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
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
52、非常好的一本书，不愿只一人独享，再买一本送给了好友。
53、奔着禁书目录去看的。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54、被禁加一星。
55、分类界定很难，说它是一个中年男女的爱情故事 ，不是，纯政治文学？不是，只是觉得果然不论
什么时候恋爱是恋爱婚姻是婚姻。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被分手的，可能往往是你自己最
想不到的原因
56、看到是禁书去下的，但是没发现禁点，总感觉女主有点中年玛丽苏，就是书中评论的矫情、自傲
以及自私，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江晓力，果敢理性周到。
57、胡发云是高度自觉地书写，与其说是写小说不如是表达自己的看法。成书到现在十年间有多少隔
膜又有多少相似。
58、揭露社会上一些客观存在的事情！书还是很不错的！
59、网友推荐我的，看完颇多感慨，也就是感慨罢了。
60、大学时读的
61、帮别人买的，应该还是不错，不然不会指明要看。
62、其实朴朴实实地反应了一个时代 瑕不掩瑜 还是敬佩的 关于行文和结尾稍显遗憾
63、政治小说，历史小说，思想小说，值得看。
64、很凑合。。。或许期望太高吧。
65、此书不评价 有亮点 但不突出 世界比你想象的复杂 但不是那么复杂 先干好自己的活先
66、多年后重读感受颇深。10年前的故事也是当下的现实。事事不由己，也算是大时代的潮流推动。
67、胡老师的书，老早就想买的。总会读到理所应当却又意想不到的东西。
68、是正版书，比书店便宜很多，包装的也很好。
69、啊，还是好想在一起啊⋯⋯没有close的小伙伴，城市好无趣
70、中年上网故事，有点意思。。
71、知识分子的和而不群
72、看到danyboy的推荐，便找来看了。就文学本身来说确实并非上佳之作，人物都有些脸谱化，无论
是主角如焉、底层思想者达摩、红二代江晓力、老自由派卫老师，都有些像从回忆录中截取的人物片
段。另一方面，从中确实可以看到中国当下的社会与思想的面貌，特别是网络在当代政治与社会中起
到的作用。通过人物大段对话又回顾这种现状的由来，是告诉了读者许多当代史的知识，譬如书中的
某市从49以来的主要干部来源的三派，以及南下干部在数十年中地方政治生态中所起的作用，就比读
一些论文要来得更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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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如焉@sars.come》的笔记-第60页

        没什么想摘抄的内容，关键想说明，自己还比较愿意看这样一本书，也说明自己的确已经生活在
一个过去的时代了。
另外想说明的一点是，潜意识里认为：达摩就是那个叫梁晋生的副市长。不知道猜测得对不对。

2、《如焉@sars.come》的笔记-第134页

        年轻人 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 理想主义激情烧完了 紧接着而来的 就是市侩主义 犬儒主义 利益的诱
惑 对于年轻人来说 更加不可抵挡 当精神的满足 道德的满足不可得的时候 物质的满足 权力的满足 就
是最好的替代品

3、《如焉@sars.come》的笔记-第五部分

        孤寂与黑暗是最好的怀想之乡，怀想最终又总是酿出感伤之酒，然后就把自己弄醉了。

一个人是否幸福，不在于她得到了多少东西，而是她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一件东西。

一个人的幸福，不在得到的时间有多长，而在终于得到，从此不再失去。

不是的时候，他们说是，是的时候，他们又会说不是。——斯卫

这真是一种比大悲大恸地动山摇更令人恐怖的结局。这是一种心灵的凌迟，缓缓的，一小刀一小刀地
割着，血一点一点地流着，不知何时是个止息⋯⋯

4、《如焉@sars.come》的笔记-第108页

        达摩说，是啊，什么事情都要做出美感来才有意思。

5、《如焉@sars.come》的笔记-第1页

        「 这个世界上是有两种诗的，一种是情绪的， 一种是精神的，前者像海涛像流云，后者就是电光
与惊雷。」

「一个人是否幸福，不在于她得到了多少东西，而是她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一件东西。

「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
利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的
满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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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焉@sars.come》的笔记-第1页

        母亲的话，大多是对的，只是需要时间来证明。那是一种人生历练的结局，不用讲道理的。
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利
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的满
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
男人常常在宏大问题上两两认同，女人常常在生活事件中互相亲近。
人其实是一个绵绵不绝的伤痛与悲苦。幸福与享乐，只是这漫漫苦旅中的一个个驿站，让人短短地歇
息一下而已⋯⋯上帝造了人，其实是为了给他更多的磨难。与牛马猪羊不一样，上帝给了人一颗可以
感悟的心，让他一边作恶，一边品尝双重的苦痛。人自诩为万物之灵长，自诩为世界之主宰，劈山引
水，改天换地，看似雄傲不可一世，其实也如花草蚊蝇一样，不堪一击的。
一个人是否幸福，不在于她得到了多少东西，而是她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一件东西。
一个人的幸福，不在得到的时间有多长，而在终于得到，从此不再失去。
想想一个世纪以来，有多少看着看着过不去了的事情，说过去竟过去了。有多少以为刻骨铭心永世不
忘的耻辱与仇苦，说忘掉就忘掉了。用卫老师的话说，时间真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7、《如焉@sars.come》的笔记-第1页

        读如嫣到三分之一，始终觉得这个梁晋升有问题，因为我就不相信独身那么久后，真会有一个那
么符合你理想的人来到你面前，他欣赏你，他想爱你，他也那么自信你会欣赏他，会爱上他。他知道
她的一切，她并不了解他，这种关系太危险，而她已经掉进去了。不过这书，远远不是讲爱情这么简
单，经历爱情并不能让我们成长，了解和理解人性才能。

8、《如焉@sars.come》的笔记-第1页

        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
。利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
的满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

男人们最后总是要说到时政的，这是他们的一道大菜。如果一场聚会下来，这一道菜没上，便会有一
种饥肠辘辘的空落感。

不论在沙皇的俄国，还是在斯大林的苏联，那一块土地上永远都有一批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不顾坐
牢杀头而坚守最后一道底线的作家艺术家，那就是人的高贵与尊严。便是普希金这样的沙俄贵族，也
敢写出《致恰阿达耶夫》、《纪念碑》这样直指专制沙皇的诗篇来。像肖斯塔科维奇，外面是希特勒
的战争，里面是斯大林的高压，他依然写出了像《第七交响乐》这样真诚不朽的作品。卫老师说，在
他最绝望最怯弱的时候，他常常以俄苏的那些作家艺术家自励，他们是自己在黑暗中的一道光。

数十年来，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不堪回首的污迹，就像从泥潭中走来，一路留下脏兮兮的脚印。我曾经
想过，如果没有五五年，如果我依然一路顺风志得意满，我后来会怎样？

　　卫老师说，所以，我感谢五五年，它无意间挽救了一个懦弱无知的文化人，让他歪歪倒倒地走上
了一条不归路。付出数十年代价，作了一次本该极为正常的选择，真是旷古未有的一种荒唐。我想，
另外一些人呢，其实也是像我一样，用数十年时间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归路，哪怕他现在早已心知肚明
，也没有力量改弦易辙了，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悲剧比我更深重。我很自信地知道，我死了以后，是
可以上天堂的，但是他们，从现在开始，就日夜担心别人会鞭尸。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要做的自我
清理还很多，不知道是否天假于年，这倒是我常常恐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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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歌词中有这样两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这样自由地呼吸⋯⋯对于我
们来说，这是一种多么豪迈、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段旋律背后，可能就是一
段阴郁甚至恐怖的经历。就像如今西方人看样板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东方艺术形式，对
于我来说，它的一阵锣鼓，一段唱腔，都会让人想起文革中的那些日子，那些难忘的细节。但是对于
那些在样板戏的乐声中长大的人来说呢，那些旋律那些唱腔，那一招一式的动作，可能就记录着他们
儿时的一段生活场景，那些场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快乐的甜蜜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
非常冷静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批判俄苏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俄苏
音乐，那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的。我想，这种时候
，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音乐，其实只是一卷磁带，它记录着你的一段生命岁月。这里，就出现
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
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
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
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阿赫
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刚才的肖斯塔科维奇⋯⋯许多年之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
样，尴尬地，暧昧地，酸甜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类艺术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
过程。不管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
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
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
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
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
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达摩提出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哼哼曲子唱唱歌的小事，其实真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港
台三流歌星的商业演出能占领舞台，而那些真正能够表达个人或大众痛苦与希望的歌却没有办法唱出
来。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
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愿意看到的。

涉水吟天问，扬天唱广陵。

在一些国家，网络只是许多媒体的一种，没有表达上的特权。它的意义只在它的工具性，就像你到北
京去，可以坐火车，可以乘飞机，也可以自己开车去。但是中国不同，传统媒体，许多事情不许报，
许多话不许说，网络可以，于是网络就不再是工具意义上的区别了。网络的长处在这里，网络的隐忧
也在这里了，一个东西，一旦滑出常轨，就会有副作用。

植物崇拜⋯⋯简直是一种宗教啊，一种大自然中最永恒的宗教，应该让人敬畏的。/达摩说，像这样，
对它们没有一种生命情怀，没有一种感恩和敬畏，人们迟早会把地球上的植物毁光。

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只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
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
法帮你将它割除。

     我知道，这些年你在底层，你的日子过得不顺心，你是这个时代的受损者，有一种民粹主义情绪—
—

　　达摩一笑，说，你别来这一套，居高临下的，悲天悯人的。民粹主义和权贵主义，恰恰是某些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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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左勾拳和右勾拳，轮换着用的。在你的书里，也恰恰是将民粹主义、实用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披
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一盘子端上来的。

      将认真贬低为矫情，也是犬儒主义的一大法宝。这样便可以将实用主义彰显为一种合理的姿态。

     一边研究着人类最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边做着一个空前绝后的犬儒主义者，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
大解构啊!

寻找思想史上失踪者

发乎情，起于思，抵于理。

权场上，谋略远比思想更重要。

我自己就是光着身子混上来的，有什么舍不得丢弃？

人只能自救，在精神世界的问题上，没有谁能救你。

今天，一个人实在太难以战胜声名、钱财、权位的诱惑了。而且几乎全民族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哪怕
是个王八蛋，有了这些，也是令人景仰的。

中国不是没有思想家，不是读书人没脑子，只是有的人被扼杀了，有的人被吓傻了，有的人将自己那
一点才学拿去换了别的好处。要说悲哀，这才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焚心煮骨的痛楚

恐惧，恐惧⋯⋯一个民族，苦不怕，难不怕，饥不怕，寒不怕，如果人人心中都有某种莫名的恐惧，
才是最可怕的。便是今天，吃好了，穿暖了，那心中的恐惧却远远没有消失掉。穷有穷的恐惧，富有
富的恐惧，贱民有贱民的恐惧，权贵有权贵的恐惧，写文章的有写文章的恐惧，连读文章的，也有读
文章的恐惧。

只有面对死，才能将一些问题想清楚。那些干坏事的，都以为自己是长生不老的。

中国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作恶者不说，因为心里有鬼，受难者不讲，是因为那伤痛太深，或作恶者
不让讲。年深月久，历史就给掩盖起来。

有时候，最高的理性来源于人与人的关联，来源于对他人不幸的痛感。

恐慌适宜在吊诡的气氛中生长。就像小时候听妖魔鬼怪的故事，真正害怕了，不是鬼哭狼嚎的时候，
而是大家都不作声了，直了眼，平了脸，悄没声地朝人多处挤。到得故事完了，各自散去，暗夜小巷
中，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恐慌便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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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子说，百年动荡，老百姓要求很低，安安稳稳，有饭吃，有衣穿，仅此，足矣。
卫老师说，老百姓这样，可以理解。知识分子这样，不可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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