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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平时神马浮云只言片语闲谈聊天也不觉得，突然从网页上抄下来集中放在一起，真的使我后怕⋯
⋯子东何德何能，如何有这般知识能力，怎么有这样的文化资格，哪里来这等政治勇气，来谈论这么
多这么广泛的重要敏感复杂的话题？
涉及社会、政治、外交、经济、教育及心理、性别、医疗⋯⋯而且还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好像很有
看法？
！

　　这第三卷，只能称之为“越界言论”。

“越界”的意思，一是从学术研究越界到电视传媒，是从学者工作越界到公民议论；二是书中言论很
可能挑战、冲击、违反了某些界线。
什么界线？
却从来没有明文规定，而且常常在变化之中。
所以“越界”
与否，因时因地而不同。

　　巴蜀烈女、周正龙、打酱油、大阅兵、土地流转、艳照门、中国足球、红十字⋯⋯我的兴趣也许
“与时俱进”，但我的思想一如既往。
前面说的言论可能“越界”
，因为“界线” 常变，无法也不想迎合，所以能够问心无愧的，也只有不合时宜地“固执已见” 了
。

　　本卷中有两篇《方言与政治》、《批判黄段子》，一字不差收录了每期半小时的全部电视谈话内
容。
《方言与政治》我还逐段加上事后的注解，诠释我和窦文涛、梁文道即兴谈话的现场气氛、潜台词及
事后反省。
作为一个普通案例，可以分析“锵锵三人行”
这个中国历时最久的电视谈话节目的生产过程。

　　本卷还收入了我在“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和王蒙、陈丹青、王跃文、刘索拉、吴淡如、查建英等
很多文化人的对话。

　　十年来电视屏幕里出现的那么多忧国忧民、风花雪月的意见，也许言论是我的，但话题是电视台
编导定的，编导又参考了网络上的热点和网民的意见。
所以，归根到底，前面抄录的这很多标题看法，其实是和电视台编导、网站与网民以及这么多朋友，
尤其是和文涛、文道一起“共创”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感伤，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义愤，生活在这
个时代，真不知道有多少东西是个人独特拥有，有多少是时代的压模。
因此，这放在卷末的“自己的故事”，倒成为这本论及政治、社会、情欲、文艺的言论集的一个具体
真实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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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子东，浙江天台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主要著作有《郁达夫新论》《当代文学印象》《当代小说阅读笔记》《为了忘记的集体记忆》《呐喊
与流言》《香港短片小说初探》等。
自2000年担任凤凰卫视“铿锵三人行”栏目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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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949和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
房价问题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三种道德
严法宽行
严法宽行以后
“人民内部矛盾”
信与服
——对话王蒙（1）
给“形而下”磕头
——对话王蒙（2）
官场潜规则
——对话王跃文
阅兵
棋牌规则
对面堵车
拉登之死
关于红歌的传闻
方言政治
房地产符号与公众想象方式
“80后”与“90后”的英雄
人才的“奴才”
人为什么下跪？

北京奥运之后
世博排队有感
第二次抢劫
分类
历时最短的“运动”
新媒体，旧文化，政府管，人民逼
再说“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特殊的爱马仕包
哥本哈根的自行车
网摘语录
入戏太深
建国大业
谁没听到“集结号”
谢晋时代
大话《赤壁》
关于《色，戒》：从小说到电影
电影中的政治学
我看《赵氏孤儿》
后现代情色暴力版红打黑
分红，买楼，做梦
重回电影院
男人的两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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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少数与聚众淫乱
一夫多妻制的“最后霞光”
情欲与创作
——对话刘索拉
权力与春药
关于AV次文化
女性“丑角”的社会需求
剩女、爱情与细节
足球与女人
原始男女的故事
批判“黄段子”
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常识
“文革”是“兄”，今天是“弟”
王朔语言的背后
新白话与简体字
——对话陈丹青（1）
走不出的“五四”
——对话陈丹青（2）
海上文学百家
幸福的“围城”：《我们仨》
重读《活动变人形》
见证的危机
一 二哥的入团申请书
二 另外两个兄长
三 我的造反经历
四 革命风暴
五 抄家
六 天台山下
七 中学时代
八 广昌路上
九 米和柴
十 “同意杀尧毛仔”
十一 开头路
十二 “搞西洋”、
十三 上海图书馆
十四 1976年
十五 轧钢工人
十六 “七二一”
十七 废“铁”从文
十八 第一篇论文
十九 杭州会议
二十 初到香港
二十一 “芝加哥学派”
二十二 UCLA
二十三 慢船回港
二十四 “锵锵三人行”
二十五 两个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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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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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这个繁体字奥妙无穷，里面含有很多中华民族文明的密码。
因此这人就提提案，说我们能不能用十年时间，再把繁体字恢复回来。
这个你怎么看？
）陈丹青：我要看下去，因为这个能够在《南方周末》整版讨论关于简、繁体字的问题，它是一个信
号。
这个信号实际上跟这些年的趋势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在越来越西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现在可能是
一个时候整个返回去想，就百年以前，“五四运动”也好，清末的种种，清末的改革开放也好，当时
是为了强国，为了强国搭进去的所有代价是否太大了，是否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
那这里边根子的根子就是中国的汉字和汉语。
比方说繁体字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它每一个繁体字后面就是一组讯息，而每一个词组后面就是一个
非常完整的一个，怎么说？
意义链。
当你不懂这个繁体字，不会用这个繁体字，你其实丧失的东西比你知道的要多得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文本非常贫乏，非常单面，非常表面了，就是文字回旋余地没有了。
许子东：我觉得应该用“双轨制”。
因为白话文也好，简体字也好，它背后一个驱动力是“富国强兵”，就是我们得争取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
那个时候检讨，为什么伊藤博文和严复两个人去了英国，严复回来就弄成本书，伊藤博文搞成了“明
治维新”。
所以中国人当时是把这个文字看作我们国家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海外有教中文的经验，在美国教中文，美国人开始他们都学繁体字，因为他们觉得台湾的制度是
他们比较喜欢的。
可是学了没多久都转向简体字，因为毕竟比较容易。
对一个使用来讲，它确实比较容易。
所以我觉得简体字现在要废的话也不太合理。
陈丹青：也不太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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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人民”这个概念，最微妙的功能就是，有一些公民，有一些国民，有一些群众，有一些民众，
有一些老百姓，他们可以不是“人民”。
他们为什么不是“人民”，不只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是因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思想
。
　　——《1949和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错本来是有的，犯的人多了，
渐渐就不觉得是错了。
　　大雪就像革命，一夜之间改天换地，雪化了之后发现可能更加丑陋⋯⋯　　——《网摘语录》　
　　　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常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有勇气如实琐碎记下，只是想说明一个过程：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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