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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秋季的某一天，我坐在北京一间办公室里，挖空心思要为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起一个抢眼的
书名。
    这本书，就是收入本卷之《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这是继《闲话中国人》之后，第二本打算走市场的书。
策划出版事宜的，是我的学生和朋友野夫，他同时也是作家和书商(现在已经只写作了)。
既然走市场，书名就不能不讲究。
但是，我们两人差不多想了整整一天，什么招都使过，也没能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最后只好这样。
看来，走向市场，并不容易。
    那么，为什么要走向市场呢？
    这就牵涉到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有学术，我们又为什么要做学问？
如果是为了谋生，完全可以有别的选择。
比如我想要有财富，就应该去经商；想要有权势，就应该去从政。
哪怕去打工，虽然收入不多，却可以活得轻松一些，不像做学问这么费神。
如果说是为了社会，那么抱歉，学问这玩意，似乎并不像学问家自己讲的那样重要和有用。
请诸位想想，大学里学过的那些学问，有多少在工作中当真派上了用场？
学问家出版的著作汗牛充栋，真正阅读的人又有多少？
既然如此，我们又为什么还要坚持做学问呢？
问得再深一点，在这个社会中，学问和学术，究竟有什么存在价值？
    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事，就不说了。
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的事，也不说。
这里只说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的意义，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文明的延续”，一个是“人文的关怀”。
工作，也有两个，一个是“文化的传承”，一个是“文化的传播”。
传承的意义不言而喻。
没有文化的传承，就没有文明的延续。
没有文明的延续，就很难保证我们大家，都成为文明的人。
这是一个长远的效益，不能算眼前小账的。
    因此，作为社会分工，必须有一批人，专门来做文化传承的工作，包括做一些既没有直接经济效益
，也没有直接社会效益的事情，比如古籍的整理，考古的发现，历史的研究，等等。
这很重要，不可或缺。
做这项工作的学者，甚至不必有什么“创见”。
只要能让人类文明“薪尽火传”，就是成就，就是贡献。
何况传承的过程中，也总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甚至“有所创造”。
这本身，也是延续。
    做这种工作，需要一种态度，即“为学术而学术”。
也就是说，他们做这些事情，不为别的，只为学术本身。
既然如此，那就不需要走向市场，也不能够走向市场。
一旦走向市场，就可能会丧失学术的品位和纯粹。
因此，这一部分学者，应该由纳税人养起来。
养起来，才没有后顾之忧，也才能专心致志于学问。
这个钱，纳税人得掏。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应该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
    然而文化和文明，不但需要传承，还需要传播。
没有传播，文化和文明，就只剩下了博物馆的意义。
当然，纳税人可以去博物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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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博物馆，现在还免费。
这其实也是传播，但有限。
与公众的日常生活，也很难发生直接的关系。
何况大多数学术著作，一般人还是看不到、看不懂的。
这当然无可厚非。
问题是，如果所有的学术研究，都跟广大人民群众八竿子打不着，那么，文化传承和文明延续的意义
，又如何体现呢？
    显然，我们需要“文化的传承”，但不能只有这一项工作。
我们需要“为学术而学术”，但不能只有这一种态度。
至少，我们还需要“文化的传播”。
比方说，把思想文化的遗产和学术研究的成果，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告诉公众。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纳税人的回报。
因为学术研究花的钱，是纳税人掏的。
学者这个群体中，总得有人来报答一下吧？
    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传承也好，传播也好，文明的延续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是为了让每个
人活得更好。
这，才是人文学科的终极目的。
因此，还应该有一部分学者，秉承人类的共同价值，在自己的研究和著作中，表现出“人文的关怀”
，甚至直接以此关怀为目的。
这，就是“为人生而学术”。
    为人生而学术，就要关注人、人性、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环境。
而且，这种关注还不能是居高临下或冷眼旁观的。
研究者必须把自己也摆进去，要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甚至要当作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活法。
只有这样，研究的结果，才可能是从自己心灵深处流溢出来的，带着鲜活的生命和情感，也才可能为
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这就可以走向市场，也必须走向市场。
因为公众是否接受，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他肯不肯掏钱买你的书。
这是公众在“用钱投票”，因此也是一种“民主”。
只不过，学术著作走向市场，经受市场的检验，并不容易。
其中的酸甜苦辣和成败得失，就只能以后再说了。
    2010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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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央视“百家讲坛”热播以来，易中天便一跃成为电视传媒观众眼中的“明星学者”，其畅销作品如
《品三国》系列，“品读中国”书系、《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及续篇《中国智慧》、《国的惆怅》、
《帝国的终结》等，深受全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易中天文集》除了全部收入上述经典作品之外，还将易中天在学术耕耘领域重要的代表作《〈文
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和《破门而入》一举囊括。
此外，以《高高的树上》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以《书生傻气》、《公民心事》为代表的现实关注，全
方位地展现了易中天为人为文的神采全貌。
本书是《易中天文集》第六卷《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易中天文集》第六卷《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以轻松幽默的语言，对中国两性关系，婚姻制度，男
女形象及人格进行了深刻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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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走向市场并不容易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一章  男人  一  奶油小生  二  江湖好汉  三  忠臣孝子  四  大老粗
与小白脸  五  寻找男子汉第二章  女人  一  贤妻良母  二  弱女子与女强人  三  淫毒妇与贞烈女  四  嗲妹
妹与假小子  五  二十世纪新女性第三章  性  一  神圣祭坛  二  从禁忌到贞节  三  从图腾到祖宗  四  等级
与配额  五  设男女之大防第四章  夫妻  一  形式与内容  二  所谓“明媒正娶”  三  无爱之婚  四  无性之
恋  五  恋丈夫与怕老婆第五章  姬妾  一  妻与妾  二  妾之地位  三  “妻不如妾”  四  妒妇与宠姬  五  “妾
不如婢”第六章  娼妓  一  起源与类别  二  青楼的功能  三  “婢不如妓”  四  风雅与才情  五  铜臭与血
腥第七章  情人  一  “妓不如窃”  二  怀春与钟情  三  私奔与私通  四  偷情种种  五  捉奸心理第八章  闲
话  一  荤话与风话  二  微妙关系两种  三  孤男寡女  四  离婚与再婚  五  “窃不如说”初版后记2000版后
记2002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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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类形象，是“无性”的男人。
    这些与前类形象处于另一极端的人物，是所谓“红脸汉子”或“江湖豪杰”。
他们大多高大魁伟，身强力壮，浓眉大眼，美髯长须，在体格上充分显示出男性的性特征。
他们虎胆雄姿，远见卓识，力大无穷，敢负责任，在人格上也不愧为七尺男儿。
总之，他们脸是黑的，血是热的，骨头是硬的，意志是刚强的；敢冲，敢打，敢做，敢为，能建功，
能立业，能驰骋沙场，能闯荡江湖，端的称得上是男子汉、大丈夫、真豪杰、真英雄，在世界任何民
族中，都属于女性渴望崇拜、芳心暗许的对象。
    然而，中国的这些英雄，却似乎不喜欢女人。
    不知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传奇故事，好像有严格的分工和界限：说爱情的专说爱情，说英雄的专说
英雄。
爱情传奇中少有英雄行为，英雄传奇中又难觅爱情色彩。
在爱情传奇中，要么是死去活来地爱，要么是始乱终弃的赖，要么是生离死别的哭，要么是棒打鸳鸯
的坏，都与英雄无关。
在英雄传奇中，有的只是刀光剑影，血迹人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全无半点浪漫温馨。
所以，《红楼梦》通篇说爱情，却一个英雄也不见；《水浒传》遍地是英雄，又半点爱情也难寻。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与西方传奇的有英雄必有美人，有美人必有英雄，英雄救美入，美人爱英雄
的套路也大相径庭。
当然，我们无意混淆两种传奇，爱情传奇中无英雄也没什么不妥。
但是，英雄传奇中没有爱情，却多少让人觉得有点不大对头。
因为“自古美女爱英雄”，咱们中国的英雄，总不成没人爱吧?事实上，李师师就对燕青有意，潘金莲
也倾心于武松，可惜都只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
这不能归结为这类男女关系的“不正当”，因为即便“正当”的男女关系，在英雄传奇中也是不见描
写的。
比如周瑜与小乔，一个是青年统帅，一个是江东名媛，他们的结合，应该是最令人羡慕的事。
仅仅只是苏东坡一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就不知可以激发后人多少联想和神往，然而却
并无故事流传。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他们的风流只在战场，却不在情场。
    因为不知什么时候起，中国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应该而且必须“不好色
”。
    这条规矩，在江湖上似乎特别严。
    宋江就曾说过：“但只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
”所谓“溜骨髓”，也就是“好色”。
在江湖中人看来，一个英雄好汉，可以不守王法，杀人越货，占山为王；也可以转变立场，招安投降
，另攀高枝；但有两条规矩却不可逾越，一是不可出卖朋友，二是不能贪好女色。
    不能出卖朋友好理解，不能贪好女色却有些令人费解。
因为在这里，所谓“贪”、“好”、“近”、“女色”等等，全是模糊概念。
它们既包括“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通奸、强奸)，也包括“正当”的男女关系(婚姻、爱情)。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奸人妻女，固然不是英雄(而且是混蛋)，即便只是与情人幽会，和老婆亲热
，也算不得好汉。
可见江湖上禁止的，并不只是通奸和强奸，而是一切男女关系。
既然一切男女关系都在禁止(或不提倡)之列，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爱情，而那些心中暗暗爱着英雄们
的美女，也就只好被“晾”在一边，没有她们的“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不近女色”的英雄好汉们，也就成了“无性的男人”。
他们或者终身不娶，也似乎不曾有过婚外的性行为；或者娶了妻室也不当回事，好像根本没有性要求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易中天文集>>

比如宋江，初娶阎婆惜时，倒也曾“夜夜一处歇卧”(这后来成了他人生的一个“污点”)，但后来便
“渐渐来的慢了”。
其原因，就在于“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
结果让张文远钻了空子，与阎婆惜勾搭成奸。
卢俊义也一样，虽有妻室，但平日里也“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结果也让李固钻了空子，和他
老婆“做了一路”。
看来，梁山这两个首领，在这一点上都还不算太“过硬”。
比较“过硬”的是晁盖等人，根本就“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
梁山一百零八人中，多半是这一类。
    真正“好色”的只有一个，即矮脚虎王英。
不过这个人一点也不英雄。
个子既矮小粗短，武艺也稀松平常，一点魅力也没有，绝不会像武松那样让女人爱慕倾心，所以他只
好下山去抢女人。
宋江对他的“惩处”，则是把既比他漂亮又比他英雄的扈三娘嫁给他。
这就颇有些像一个笑话：一个将军不吃鸡，部下犯错误，便罚他们吃鸡。
结果，最好色也最不好汉的王矮虎，便成了梁山上最占便宜的一个。
王矮虎是《水浒》男人中的一个特例，扈三娘则是《水浒》女人中的一个特例。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倒正好是“一对”。
P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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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自1996年10月开始写作，今日始告完成。
其中甘苦，惟自知也。
    本书的写作，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最重要的指导性参考书外，许多研究这
一问题的著作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最主要的有：福柯《性史》，莫里斯《裸猿》，唐娜希尔
《人类性爱史话》，费孝通《生育制度》，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闵家胤主编《阳刚与阴柔的
变奏》，吴诗池、李秀治《中国人的婚姻观与婚俗》，姜绪源《中国妻妾》，孔庆东《青楼文化》，
其中尤以刘达临先生的《中国古代性文化》资料最为翔实，极具参考意义。
此外，还引用了周国平《守望的距离》和杨东平《城市季风》两书部分观点。
限于本书体例，参考引用部分不能一一注明，只能依照国际惯例，开列书目在此，并致谢忱。
    本书主要是写给普通读者而非专家看的，许多观点都未能深入展开论证。
读者如有兴趣深究，请参看拙著《艺术人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和《闲话中国人》(华龄出
版社1996年版)。
    本书除对中国人的两性状态和两性关系进行了描述和剖析外，第三章还对人类和中国人两性关系的
历史用作者自己的眼光作了回顾和检讨，第九章则对男女关系以及爱情、婚姻、家庭、人性等问题发
表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因为仅仅只是作者自己的回顾和检讨，观点和看法，所以并不强求读者同意。
知我罪我，一任诸君。
    1997年2月6日    丙子年岁末除夕夜记    新版后记    本书曾于1998年1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这次交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为了同《闲话中国人》等其他三本著作一起，组成我的“随笔体学
术著作”之“中国文化系列”，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读到它。
    事实上本书同《闲话中国人》一书是有关联的。
它们讨论的都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国民性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本书要讨论的只是其中的一个话题。
其实，人格的塑造和两性关系也是有关联的。
既然人类无可回避和无可改变地被分成了男人和女人，则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
们各自的人格。
更何况它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还有那么深的关系，就更让人不敢“小看”。
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本书之所涉及，其实已超出了一般同类著作的范围。
它所要面对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问题。
把它同其他三本书放在一起，显然更为合适。
    本书这次再版，基本上未作修改，除订正个别错漏之处外，只改动了一处地方。
我在原版第161页讲，“文革”中，包括爱情在内，所有美的东西都被毁坏，爱美成了“小资产阶级情
调”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淫乱’并未因此稍减，中国的人口反倒猛增了几倍，而且有不少是私
生子”。
一位我并不认识的读者，江苏省邳州市副市长朱蔚荣读了以后认为不妥。
他指出，1966年，我国的人口是7.5442亿；1976年，增至9.3717亿。
十年增加1.9175亿，增长率25.72％，怎么能说“猛增了几倍”？
这个意见显然是对的，因此借这次再版的机会特地作了修改。
    为此，我还在南京出版的《书与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有这样的读者》的小文章，向朱蔚荣
副市长致谢，也向广大读者致歉。
我在文中说：    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现在看来，我辈文章虽非“千古事”，多半是要“速朽”的，但那得失，却未必只有“寸心知”，还
有“读者知”。
而且，一旦“读者知”，就比“寸心知”厉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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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读者没准比作者更“知”。
既然如此，那么，今后写作时，还敢马虎吗？
    所以我非常庆幸有这样的读者。
有这样的读者，我们可以“宽心”。
因为不必担心自己的著作是“不写白不写，写了也白写”，只有进废品回收站的份儿。
有这样的读者，我们也得“小心”。
因为一不小心，出了错儿，丢面子事小，对不起读者事大。
读者是上帝嘛！
1211让上帝挑了毛病去呢？
    愿以此表示我的一点心意，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提出批评！
    易中天    1999年11月9日    三版后记    借此再版之机，对本书作了一次修订，主要工作是删繁就简，
着重删去了与《闲话中国人》一书重复之处和过于繁琐的论述，顺便对一些错漏作了订正。
改动最大的是删去了第九章。
依照“九九归一”的思维定势，原本是应该有第九章的，但我和责任编辑赵南荣兄都对这一章不甚满
意，重写又不太可能。
与其滥竽充数，不如壮士断腕，金蝉脱壳，宁缺毋滥。
其中尚可保留的内容，将在以后收入其他随笔集或另行处理。
    谨此向读者致谢并致歉！
    易中天    2002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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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女人有母性，有女儿性，所以女人爱英雄。
英雄孔武紧强、成熟可靠，能满足女人的女儿性；英雄爱犯错误、易受伤害，能满足女人的母性。
男人喜欢的也正是一半像女儿一半像母亲的女人。
女人像女儿，可以让男人觉得自己是成功的英雄；像母亲，则可以使他觉得自己是受伤的英雄。
成功也好，受伤也好，好歹都是英雄。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以轻松幽默的语言，对中国两性关系，婚姻制度，男女形象及人格进行了深
刻剖析。
全书涉猎多种学科，援引大量史实，是以随笔体优美文风创作学术性专著的典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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