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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是的，我决定要写这样一个以普通人开篇写给普通人的序言，为了说服我这套文集的编辑赵婕。
她是我和我妻子许多朋友当中最体贴朋友的一位。
说服她，说服这样一位认真而体贴作者的编辑，特别难。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
这一陈述，包含着太丰富的道理。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虽不像茨威格那样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并目睹祖国的消亡，但也经历了足够丰富的
政治思想运动、开垦祖国零下40℃的边疆、参与“12月党人”那种颠覆性的地下沙龙、参加高考、读
研、出国⋯⋯有了这一番经历，再普通的人，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也不再普通。
所以，我要表达的第一层意思是，我从来不是“天才”。
这也意味着，如果读者有兴趣读我写的文字，那就一定要记住：让我写了这些文字的，是偶然聚拢的
一些机缘。
这些机缘完全可能遇到另一个普通人，并进发出一些类似的文字。
所以，我的第三层意思是，在宏观统计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或许必须产生这些文字，至于由谁来写
，并不重要。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茶——物质生活的维度；和父母兄妹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社
会生活的维度；更高级的诉求，诸如“横渠四句”或“孔颜德行”，是我们传统的精神生活维度。
传统的生活方式，常以“耕读之家”来描写。
问题之发生，是由于工业化势力太大而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
从第一次洋务运动到今天，一百多年了，问题还在这里，挥之不去。
世变之亟，究其本源，转型期中国问题的实质仍然是“为生民立命”，而人生问题仍然是“为天地立
心”。
不同以往，对我们而言，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求解是纠缠在一起的，算是同一根本问题的两面。
    今天，我们日常生活的三个维度，不论要延续哪一个，都很难，因为它们同时陷入相互牵扯着的困
境。
物质生活的延续，称为“经济发展”问题。
要发展我们的经济，例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呢，先富起来的有不少人为富而不仁。
于是要建立更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秩序，否则我们的社会生活势必瓦解。
可是，谁之正义？
何种理性？
在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境里我们应如何做才好？
这类问题将我们带入精神生活的维度，也是人生问题的求解过程。
在这里，我们探讨诸如“何为幸福”或“为何幸福”这类问题。
    在西方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了足够多的年头之后，我意识到西方稳态社会的生活实在平淡而无味—
—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类事件的永恒循环之中，我的意思是，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热闹生活相比。
这种状况有它的制度原理：好的制度使生活趋于平淡，而坏的制度激发我们改造社会的努力。
改造社会常常伴随着疾风骤雨，于是在舞台上可以有人性的伟大表演——善的或恶的。
    改革和开放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极丰富的机缘，新的可能生活如漫山遍野的竹林里雨后出土的春笋
，噼噼啪啪，目不暇接。
生活，从何处下手呢？
这就是选择太多带来的烦恼，可说是“成长的烦恼”。
选择太多，这是市场社会的特征，它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市场化，并患了市场化社会通有的疾病——“
消费主义”。
这是一种行为倾向，将生活的一切环节都视为单纯的消费。
存在论的最早一位思想家祁克果，年青时就对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倾向有所感悟。
他将现代化概括为“图生活之方便”的运动，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追求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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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的代价是什么？
这样的问题，将我们带到生存论的哲学里面，让我们面对一个“不方便”的命题：任何信仰都是某种
不方便。
那么，方便的代价是不再可能有信仰。
推论：人而无信仰，吾不知其可为人。
那么，活着的意义呢？
随之消失。
    生活，只要是真实的，就一定不能仅仅是消费的，它还有其他的意义。
热恋中的人，很容易断定他的爱不是一种消费。
可是在其他隋境里，我们就很难克制消费主义倾向。
谁愿意舍近求远呢？
如果有洗衣机，为什么要用搓板？
如果可以抄袭答案，为什么我要独立完成习题？
如果撒谎带来好处，为什么我们要诚实？
如果可以有更多的钱，为什么我们满足于只要较少的钱？
这些问题围绕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时刻必须选择方便或选择不方便。
处处图方便，最终便会丢失生活的意义。
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孩子，至少他们的绝大多数，从小就学会了寻求方便，而不
是寻求不方便。
我们教育失败的渊源，根据党史学家高华的考证，可追溯到革命年代我们党“急功近利”的教育方针
。
    我以“普通人”自况，因为我有普通人的性格和弱点。
例如，我喜欢美味佳肴，我不喜欢辛勤劳作，于是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另一方面，我也像普通人那样善良。
例如，我喜欢帮助有才华的学生，我不喜欢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校园政治。
最后，我和普通人一样意志薄弱，我和普通人一样在许多事情上想不清楚，我和普通人一样不知道中
国应往何处去。
    所以，这套文集的文字，我由衷希望它们在读者眼里是普通人写的文字。
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在这样伟大的社会转型期，出现了太多太大的问题，迫使我们以普通人的身
份反省和抗争。
结果呢？
我和你们一样茫然无知，或许我们的反省和抗争将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或许使它更糟糕，或许，仅
仅因为我们反省过并且抗争过，我们拾回了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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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针对类似“中医应该被取消”这类打着所谓“科学”旗号的妄语，
深入探讨中医、西医各自的历史起源、现实困境以及未来发展趋向，并且分析中医、西医与东方、西
方这两大文化谱系的内在关系，以及这两大文化谱系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个体维护自身健康的行为影响
。
《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还彰显了启蒙的价值：人，如果在观念上自负，思维的枷锁不打破，脑
袋不属于自己，身体和生命就会被自动绑票，人就沦为自己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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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丁丁，1953年生。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当代深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数学学士、理学硕士、经济学博士。
其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包括：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
出版《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的视角》《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等数十部专著
与文集。
20世纪90年代归国后，在《读书》《财经》等重要媒体就“中国问题”“人生问题”不断发言，近年
身体力行主持“跨学科教育”实验，知行合一，直面“教育问题”。
长期关注“个体生命的自由”，倡导批判性思维，尤其关心青年人的思想成长，与读者互动的搜狐博
客被誉为网上的“柏拉图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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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汪丁丁”这个关键词    汪丁丁这个名字，我初次见到，是在《读书》杂志上。
    汪丁丁夫妇，我初次见到，是在2003年秋天，可怕的北京“非典”终于被遏制住了，社会交往恢复
了。
    那一年在我人生中很特别。
我在做了两年全职母亲之后，重返职场并且由时尚媒体转入出版行业，当时风头劲猛的中信出版社的
宗旨是“提供知识和技能，以应对变化的世界”，希望“以商业思想改变商业时代”。
    “知识”、“技能”、“变化”、“商业思想”、“改变”这几个词语，也是当时我的人生关键词
。
做了母亲，我的世界已经改变了，职业变化让我必须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必须了解商业思想。
我在中信出版社的工作要点之一是联络专家名人，此时，我生命里一个关键词“汪丁丁”出现了。
    他的书《海的寓言》《知识印象》《寻找麦田》《麦田里的歌》先后在中信出版社以“经济学家随
笔”的方式出版，这也是我最早读到的汪氏著作。
    2004年。
我离开中信出版社，回到母校的北大出版社工作。
我要打开新的工作局面，也希望实现自己一些小小的愿望。
比如亲自编辑出版汪丁丁、梁小民等老师的著作。
我与他们都是在中信出版社工作时结下师生缘分的。
梁小民老师说他喜欢读陈平原的书，他和我的导师温儒敏先生在北大曾经是室友，种种机缘吧，梁老
师把他的书稿《寓言中的经济学》给了我，这对北大出版社当时向市场转轨，对我的新工作帮助很大
。
我至今对梁老师仍很感激。
接着我又编辑了陈平原先生的《大学何为》等书。
但到了汪丁丁老师的书《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时，却出了一点波折，这本书最终由世纪文景出版了
。
    2．阅读汪丁丁    但，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波折。
    当时编辑汪丁丁老师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我依赖的是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陈莉博士，再加上
转移出版社，有些环节我无法亲自把关，最后，汪老师专门为这本书的每篇文章写的按语被删除了。
这成了我心中深深的遗憾。
那时，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十多年后中国会面临“毒奶粉”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汪丁丁就开始呼
吁“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
但这个问题，没有引起更多人的警觉，甚至汪老师20世纪90年代那本小书也可能被遗忘了，因此，当
他在十年后为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治已病”时，对照当初“治未病”那些文字写下按语，是非常重
要的。
    由这件事我想到，作为编辑，要编好一位作者的书，要做到对某段文字的增减得当，甚至对某个措
辞的选择，除编辑技能外，必须结合为特定作者“定制”的知识背景、交往经验甚至情感倾向。
    因此，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读完能够找到的全部汪丁丁著作，为将来编他的某一本书做最充分的
准备。
    我去万圣书园，让工作人员把汪丁丁名下的所有著作都替我找出来。
他们甚至到库房去寻找，最后我得到了十几本，包括汪老师签名送我的其他书，我的书架上就占据了
一排汪丁丁的著作。
看这些书，以及追踪他的阅读地图看相关的书，我当时还不知道，它们不只是在养成一个在未来更妥
帖的编辑，而是将要塑造我的人生，包括我的心性、情感哲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美学趣味、对
生命价值的内在判断、对健康的观念、对孩子讲话的语气⋯⋯甚至是一种从此可以安身立命的稳定持
久的状态。
    3．进去容易出来难    汪丁丁的书，因为关心的是“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都是切身相关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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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且无论巨细都有涉及，所以，很容易进入。
他的写作方式也是很发散的写法，行云流水，性之所至，所以也觉得有趣味，有平易近人的表象。
但是，他所有文字背后的支撑，却是深厚的学养，包罗万象的学识，思维高度训练之后不露痕迹的严
密逻辑，以及严肃的思想出发点，庄重的价值追求。
因此，汪氏著作进去容易出来难。
    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对汪丁丁的作品浅尝辄止的话，可能会被其表面的“容易”迷惑，以为这样的
一流学者，不必写某些“琐碎”“散”的东西，误以为大学者都是体系的建构者，殊不知汪丁丁很多
年前就说，他不会为了空洞的体系浪费生命。
也许，这样的段落更有益于理解汪丁丁：“说到通才，我总要联想到顾炎武。
他的学生在《日知录》序言里写过：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
⋯⋯其术足以⋯⋯其言足以⋯⋯，是谓通儒。
相比而言，俗儒的特点是不懂得如何从细节通达天下和人生的根本问题。
”所以，汪丁丁的书，最受有自我完善动力、有思维消化能力的青年人喜欢，这样的青年心胸敞开，
没有想当然的成见，不屑于不懂装懂。
    我是中文专业出身的，再加上，我早年思维训练的缺失，对于汪丁丁的著作阅读就是进去容易出来
难的那一组。
    但直觉又告诉我，宝山已入，不能空手而归。
于是，那种“外行看热闹”的阅读起点，不知不觉变成了一种“内行看门道”的渴望。
就像从未见过海的小孩，把一片蔚蓝当成家门前的池塘，为了奇异的贝壳跳进去，忽然被一个浪头卷
走，又有幸游回了岸边。
这大海带来的新鲜吸引，就让这小孩，一次次蹈海，并不断寻求生还的刺激感。
    对于我来说，这每次的“蹈海”，每次的“生还”，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雕刻，甚至是某种顿悟
带来的一次次局部生命脱胎换骨之感。
    在汪氏著作和思想的汪洋里，我至今还在不断“呛水”，还是出不来。
汪丁丁，谈的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但，他惊人的知识更新能力
，惊人的思想常新的动力，还有他一直遥遥前瞻的习惯，让勤奋的追随者仅靠勤奋是很难跨越彼此之
间的素养鸿沟的。
因此，我常常羡慕那些更为聪明的脑袋，更加敏锐的心灵，以及训练优良的思维者，他们在阅读汪丁
丁的时候，那种从容与深邃的共鸣该是多么壮丽酣畅。
另一方面，在阅读汪丁丁的岁月里，即使我获得的只是一知半解的好处，我知道，我的人生状态，因
此得到的跃迁，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实在是让我感激难言，我有了一种“不分享就是罪
过”的意识。
    4．如果我更早读到汪丁丁    读汪丁丁的书，往往是事半功倍的，就像有人说的“买物有所值的贵重
物品才是最便宜的”；读汪丁丁的书，不仅仅是读汪丁丁的书，他还让你站在他的肩膀上看见古往今
来那些值得阅读的心灵和头脑；读汪丁丁的书，不只是纸面上的思想和常识，他还让你拿这些常识与
思想来雕刻你自己的人生；读汪丁丁的书，你便知道这个时代最新的变化与最恒定的价值是什么⋯⋯ 
  如果我更早些读到汪丁丁先生的书，如果我更早地思考明白汪丁丁究竞在说什么⋯⋯    那么，我的人
生⋯⋯    ——这是很容易出现在我脑子里的假设句。
    比如，读汪丁丁的书，我逐渐知道了批判性思考的意义。
比如，读他的书，我解决了人生的情感困惑问题。
    记得很多年前，我的初中同学就说“情感泛滥的人终究会被情感所伤。
”朋友们喜欢我，但也不得不担待我的纠结内耗。
我的家人一方面知道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但往往也要躲开我某些时刻的锋利，我先生多次提醒我
，你明明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了，但有时候还变成了恶人，一种不智慧的，太“真”而不“美”的“
善”伤害了“善良”本身。
    这样的状况，成了我生命的气候。
我的生活质量、人生状态都被其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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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看多少心理书、励志书，在现实中碰多少壁，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个根本问题解决不
了：我相信感情至上，我蔑视智力、误解智力对于“纯粹情感”的“亵渎”。
比如童年时代在乡下，堂弟掉下悬崖，十岁的我不假思索不顾性命，也跟着滑下悬崖去救他。
幸好我们都掉在了石头缝隙之间的草丛中。
这就是我生命中典型的象征事件。
    阅读汪丁丁，我逐渐懂得汪丁丁夫妇身上所有的一种深赋激情与仁的中道精神、精致自然的行为方
式，让自己和他人都各得其所地美好。
当然，背后自有看不见的对人世间悲欣交集的担待。
    我对汪丁丁的文字很“信”。
我信，汪氏的文字是经过他的生命实践的。
而他的生命呈现出来的元素是如此丰富。
汪丁丁读的书，他愿意推荐出来的书与文字，也是他的一种表达，也是过了他的心，穿越了他的生命
的。
    所以，有一天，汪老师引用的一个简单的句子：“除非我们以智慧面对生活，而非仅以智力或情感
来处理它⋯⋯”，犹如小小的钥匙打开了我尘封的思维之门。
    克里希那穆提的书，我是有很多本的，但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汪老师在一个恰当的情景中，把这句话引用出来，让我瞬间推倒了自己的“盲目情感”哲学，釜底抽
薪，我的困境迎刃而解。
    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情况下就是一座山与一层纸的区别；同一件事情，对于不同的人，也是一座
山与一层纸的区别。
我只是举这个简单的例子。
旁人可以类推，却不必简单对应。
因为我的问题，在有些人那里就不是问题。
    因为汪丁丁的述与作，是“问题导向”与“方法旨归”的。
而我，带着“问题”到他的书中寻找答案，尤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阅读的结果，就是水穿石
一般的塑造，日积月累，一种趋向清明的内在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灵魂，一种不卑不亢的力量带来俯
仰自如，懂得尊重自己与尊重他人是浑然一体的，知道了内在与表达之间的紧密关联。
精神上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就像从风雨不定的春天热烈潮湿的夏天，进入了秋高气爽的季节。
体会到自我解放之后如释重负的轻松，并且在人生的限度与潜力之间找到了恰当的自知之明，然后，
觉得安妥自在。
    5．如果更多的人更早读到汪丁丁    如果更多的人更早地读汪丁丁先生的书，如果更多的人更早地思
考明白汪丁丁究竟在说什么⋯⋯    那么，我们的国家⋯⋯    ——这也是很容易出现在我脑子里的假设
句。
    是的，我们的时代，不再习惯像胡适那一代人那样忍辱负重又意气风发地说“我们回来了，从此不
一样了”，也不再习惯像梁漱溟那样慷慨激昂地说“吾曹不出苍生何”，虽然，我们的时代也不乏“
麦田的守望者”，但，乐观者会说他们是杞人忧天，悲观者会说他们是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聪明者会
嘲笑他们是愚公移山⋯⋯    “这个世界会好吗？
”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自杀前留给梁漱溟这句话。
梁漱溟追问了长长的一生。
    这个世界怎样才能更好一些或者不要加速度地坏下去？
人的幸福是什么？
    这是汪丁丁一直在追问的问题。
他也是在用“知行合一”的方式既言传又身教，诲人不倦言说不断。
这样的问题，既是“人生问题”也是“中国问题”。
    有人说，汪丁丁是先知先觉者，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有人说他有见识，有
情怀。
在很多人眼中，他的知识过程与人生体I吾水乳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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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在流连象牙塔与走出玻璃轿子之间，在王元化那样的老一辈与最年轻
的孩子之间，在古今、中西、文理之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在气魄与分寸之间，在小骂与大帮忙之
间，在知与行之间，在教学与著述之间，他海纳百川的气象已成。
    汪丁丁自己会说：这是为己之学。
    让我们感谢这样的为己之学。
当我们的世界上，有巨大的蔚蓝，有水之王者存在，我们还满足于自己的狭小和停滞，不求上善，不
信水滴石穿，那只是我们自己的遗憾。
    我该如何行动，翻开哪一页书？
    6．出版者的责任    钱穆的母亲曾说，要为钱家留下读书的种子。
中国这个曾经的诗书大国，耕读传家的文化，有天然的生态力量保护民族的读书种子，何况生生不息
的新生者，每一个都是干净的种子。
    并非我们没有种子，我们需要改善的是土壤和播种者的责任心，还要影响人文气候。
    “种子们”的手是会翻书的。
但是，要让他们翻开什么样的书？
    这，就是著述者和出版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像汪丁丁这样的著述者，他的责任是尽到了。
接下来就是出版者的事情了，最后是读者的事情。
    我十分感谢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这个一直致力于协助电大帮助全国350万以上的年轻人，实现
继续学习梦想的教材出版社，在衣食丰足的情况下，进入社科图书出版领域，由“普及终身教育”到
“传播文化精品”，自觉担当更广泛的文化责任。
出版社决策者用实际行动支持独立策划人出好书出精品，以良好的政策为无言鼓舞。
我和马浩楠因此才有幸，能在《汪丁丁·青年对话录》这样的好书上用心用力，能为有幸的读者尽一
份我们的心意。
    这篇编后记够长了，但无论如何不能略去我对以下人士和机构的深深感谢：    感谢李维莲女士、马
浩楠女士、刘臣社长、任岩总编、吴力超主任、韩新生主任、雷宁先生、江单女士、王思飞女士、邹
怡茜女士、王菊萍先生、孙勃先生、刘震先生、舒展先生等对于“汪丁丁·青年对话”第一辑和第二
辑出版与发行所做的各方面的支持工作。
最后还要感谢当当网社科总监王华伟先生经销好书的慧眼和魄力，使得《汪丁丁·青年对话录》第一
辑很快进入门类畅销书前三名，还有在著名的万圣书园，本丛书也进入了畅销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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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彰显了启蒙的价值：人，如果在观念上自负，思维的枷锁不打破，脑袋不
属于自己，身体和生命就会被自动绑票，人就沦为自己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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