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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当今社会，任何一个公民，如果不愿当有奴才性格的人，不愿被人在背后指着骂奴才小人，就请读
一读《奴性与病态》。
作者对二千多年的宦竖人格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
书中以宦官与小人为评述的主要对象，旁征博引，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坐立不安。
　　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介绍了宦竖、宦竖的生理和心理、宦竖人格、佞幸小人。
第二章分析了宦竖的奴性，指出奴性人格的生成与尊卑文化、君主专制制度有密切关系，传统官场是
个大染缸。
第三章分析了宦竖的哲学.认为宦竖的哲学是“忍”的哲学、“变”的哲学、软骨头的哲学、贪得无厌
的哲学。
第四章对宦竖奴性人格进行了扫描，将其归纳为孤辟的、迷信的、自贱的、投机的、附势的、贪欲的
、妒忌的、不安分的、弄权的、倾轧的、淫乱的人格。
第五章从人格视野对宦官人脉进行了探讨，主要分析了宦官与皇帝、皇后、外戚、朝臣、养子的关系
。
第六章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模式与奴性人格的关系，提示了奴性人格对社会的危害，指出了宦竖及佞
幸小人的历史命运。
第七章是从另外一只眼睛看宦官，指出有些宦官出污泥而不染，属于那些值得肯定的宦官。
第八章提出我们需要怎样的新人格，提出要构建君子之学，以优秀的传统道德、崭新的人文精神、时
代的新风尚与新机制，打造我们的国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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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玉德，男，1954年出生.武汉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曾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和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著作有《发生与交融》、《孝——中国家政研究》、《辑佚学稿》、《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神
秘主义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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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关于宦竖　一、何谓宦竖　二、宦竖的生理和心理　三、何谓宦竖人格　四、佞幸小人宦竖的奴
性　一、奴与奴性　二、奴性人格的生成与尊卑文化　三、奴性人格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　四、官
场是个大染缸宦竖的哲学　一、“忍”的哲学　二、“变”的哲学　三、软骨头的哲学　四、贪得无
厌的哲学宦竖人格病症(上)　一、孤僻封闭　二、荒唐迷信　三、自贱自卑　四、投机取巧　五、贪
欲奢侈宦竖人格病症(下)　一、趋炎附势　二、妒忌倾轧　三、为非作歹　四、干政弄权群体视野中
的宦竖人格　一、宦官与皇帝　二、宦官与皇后、外戚　三、宦官与朝臣　四、宦官的妻妾和养子社
会视野中的宦竖人格　一、中国传统社会模式与奴性人格　二、东汉社会：宦官的朝廷　三、宦官与
唐代以后的社会　四、奴性人格对社会的危害　五、官竖及佞幸小人的社会命运另一只眼看宦官　一
、读书治学，多才多艺　二、坚守德操，忠诚耿介　三、中国历史上值得肯定的宦官我们需要怎样的
新人格　一、现代性视野中的官竖人格批判　二、小人之术与君子之学　三、新的时代呼唤新的人格
　四、人文精神：新人格的灵魂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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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种蔑视，在两干多年前就开始了，儒家最瞧不起宦者。
孔子不与宦者为伍，把宦者当做很贱的人。
《孟子·万章上》记载，万章问孟子：孔子在卫国是否住在宦者痈疽家？
在齐国是否住在宦者瘠环家？
孟子矢口否认，说：如果真有此事，孔子何以为孔子。
《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居卫月余。
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过市之。
孔子日：‘吾未见好德之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
”这段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宦者痈疽、瘠环，都是有“疒”字旁的名字，说明这些人的身体是有残缺
的，甚至是受人歧视的。
孔子不与痈疽、瘠环这类宦者交往，他看不起宦者，自恃清高，坚守他自认为的独立人格。
由此可见，孔子在与人的交往中，对残疾人极端蔑视，甚至看不起其他与宦者有交往人。
孔子做得太过分了，比“灵公与夫人”的思想还要保守与偏执，真不知他为什么如此蔑视残疾者。
看来，孔子确实不是完人。
孔子在其他的场所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在这里又看不起宦者，说明孔子是有很大偏见的人。
在孔子那里，谈不上对人的普遍仁爱，更谈不上公平公正。
今天，我们大兴祭孔之风，不要忘记孔子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儒家祖师爷孔子对宦者尚且如此，儒家弟子又怎敢接近宦者？
又怎能对宦者有好感？
特别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宦者的地位更是被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这样一种长期的文化背景，对宦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存在决定意识，何况，儒家的一些名言警
句时刻在宦者耳边回响，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孟子·离娄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世，以显父母
，孝之终也。
（《孝经》）宦者一想到“无后”、“损伤”这些话语，就无地自容，感到无比自卑。
同时，宦者做的是最低贱的事，日夜侍奉主子，端茶倒尿，捶腿揉背，打扫庭院。
他们没有名分，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个人前途，与牛马无异，活得很累，思想空虚无聊，很孤独。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宦者的心理变化，主要来自于社会，特别是来自于儒家文化的歧视。
宦者心理的形成原因，尽管有一定的生理因素，但更多的是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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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从1982年以来，就留心宦官史研究，积蓄了一些资料。
后来写了一本《中国宦官史》，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我一直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对精神层面的宦竖人格有一些体会。
时逢李建中教授相邀拙稿，于是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了这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有感而发，形成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人格是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堕性的消极的负面的人格是影响民族进步的重要原因。
以宦官与奴媚小人作为主要对象，剖析宦竖人格，是本书的主要任务。
奴性人格不仅仅是个人的性格残缺问题，而是关系到民族兴衰的问题。
如果在一个社会之中，有许多人都没有独立的脑袋，没有独立的主见，没有生机的思想，可想而知，
这个民族有多么的糟糕。
因此，这是一个关系全社会的问题，是民族前途的问题。
奴性人格在历史上的等级社会中，也许是一种正常现象，那是时代使然。
但是，如果时代进入到今天——人本主义盛行的时代，有些人还满脑袋的奴性，还自以为得意，那就
大大落伍了，甚至可以说是非人类了。
正如良好的人格是一个人生理上和心理上成熟的良好标志一样，我们认为，任何一个群体或民族，都
有群体人格或民族人格，良好的群体人格或民族人格是每一个国家文明的基本要求。
作为学人群体、官宦群体、商贾群体、工人群体⋯⋯都不仅有本群体应当有的良好操守，还应当共铸
本民族共有的人格美德。
国家是文明共同体，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仅要有良好的物质文明，还要有良好的精神文明。
因此，分析探讨人格，特别是较深入地解剖某一类人群的人格，举一反三，这对于文明建设是必要的
，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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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奴性与病态:宦竖人格(插图本)》编辑推荐：宦竖人格，本质上是奴性的表现。
奴性是一种没有独立性的人格。
奴性人格有内在的思想和外在的现象这两方面内容。
宦竖表面上没有独立人格，在表面上呈现奴性，而骨子里有一种潜在的、扭曲的、顽强的价值取向，
有一种逆人性。
宦竖的奴性人格依据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对象而变化。
对待主子，宦竖就戴上媚谀的面具；对待下属，宦竖就戴上凶狠的面具。
主子走厄运时，下属走鸿运时，宦竖的面具必然变色。
在我国历史上，时时处处不乏宦竖人格，这是普遍的文化现象。
探讨奴性的产生原因，分析奴性的本质与危害，努力根除国民的奴性人格，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任
务。
〈br〉与宦竖人格之奴性相对的是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而后者的核心是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新人格的灵魂，是宦竖人格的克星。
我们要在21世纪倡导人文精神，构建中华民族的新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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