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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观念与图像的距离　　漫画本来是不需要或者基本不需要文字说明的。
我一直坚持这个传统感觉，总觉得一旦需要文字帮忙，就证明图像水平不高。
但是有一些碰巧和知道做哲学的赵汀阳和画漫画的赵汀阳是同一个人的朋友们。
多次建议我给“精选的漫画配上哲学方面的文字，以便理解和快乐。
虽然这样做了，是否能够因此增进理解，却不知道。
因为在观念与图像之间显然存在着距离，即使在同一主题下，它们也各自表达各自所能够表达的东西
。
加上文字虽然不一定能够增进理解，但如果能够因此增加快乐就好了。
快乐比理解重要。
　　虽然给漫画配上了文字，但是这些文字显然不是真正的哲学讨论，至多是与哲学家有关的议论而
已。
而且，这些文字所涉及的哲学观念也并不都属于我自已的哲学理论。
其实在漫画的时候根本没有以理论。
而是随便碰到什么能够变成快乐图像的事情就给画了。
漫画仅仅是休息，就像有的人以拉提琴或下围棋作为休息一样，是一件与哲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事情。
如果说这些漫画里面往往涉及一些哲学观念。
那是因为哲学观念于我比较现成，是手边的东西而已。
　　在画漫画时往往自自我感觉好像是在画一些实验艺术的草图，特别是一些在真实条件下不能实现
的实验艺术。
我很愿意说。
当代实验艺术的本质是漫画性的。
只是不知道这个看法对不对。
　　这里收集的漫画选自近年来在《读书》、《商务周刊》、《天涯》和Alliage（一个法国人文杂志
）上的专栏，不过有一部分漫画是按照记忆重画的，因为原作被朋友们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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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赫拉克利特、如何使阿基里斯真的追不上乌龟、笛卡儿、黑格尔和辩证法、黑格尔与
绝对精神、尼采与上帝、弗洛伊德发现了巨大秘密、罗素悖论、罗素与逻辑证明、海德格尔与诗人、
海德格尔与死、维持根斯坦与苍蝇、维特根斯坦与治疗法、福柯与精神病人、德里达的解构、哈贝马
斯拯救理性、艾柯迷恋迷宫、格尔滋获得地方知识、纳什均衡、孔子浮于海、孔子反对不学而不思、
老子知足、孟子的浩然之气、王阳明心情、观念与事实的出入、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与本质一样、
知识是改造人自己的力量、认识人自己、倾听自己的心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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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汀阳，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家哲学所研究员。
著有《论可能生活》、《一个或所有问题》、《赵汀阳自选集》等。
自称在画漫画时，感觉似在画实验艺术的草图，尤其是那些在真实条件下不能实现的实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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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福柯曾经宣称人的死亡，他说作为主体的人的概念会失去意义，就像“沙滩上的画像会被抹去一
样”。
由于尼采先前已经宣称了“上帝之死”，福柯接着宣布“人之死”就形成了一种呼应和延续。
这些说法惊世骇俗，也有些道理，但多少也有些华而不实。
其实，我们没有理由说——更不用提证明——哪一种意义是“人”的法定意义，哪一种意义却不可以
是它的意义。
就像“你没有失去角”不能证明“你原来就长着角”，“你原来做梦”也不能证明“你永远只能做梦
”。
因此，人这个概念也不能说因为失去了主体性就不再是人的概念了。
何况主体性　　本来就是个哲学幻觉。
像其他许多现代哲学家一样，福柯在文化界的影响超过在哲学界的影响。
但这绝不是福柯在哲学上的贡献不如在文化上的贡献，而是学院派的哲学家越来越不懂哲学。
现代哲学的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居然把哲学变成了大学里的一个学科，变成一种有着固定程序的知识
生产。
这种把哲学变成了“物理学”而不是“物理学之后”的做法使得哲学很难跟上时代需要。
福柯所研究的课题，诸如精神病人、性、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等等，都不是哲学那些专业化了的问题，
表面上更像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问题，但其实是时代要求哲学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福柯打破学科分界的研究使哲学能够保持在人类思想中的前卫性。
　　福柯和弗洛伊德都特别关注精神病人的问题，但基本上态度非常不同，记得有个朋友有一次给领
导们“通俗扼要地”讲解精神分析时说：弗洛伊德指出，人人都有神经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领导们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
又有一个精神病院的大夫，估计并没有读过福柯，有一次被问到究竟什么人算是精神病人。
大夫很感到挑战，思考良久，郑重地说：与众不同的人就非常可能被算是精神病人。
　　　　据说上帝按照它自己的模样来创造人，于是人也就有了心灵，有了自由意志。
这样的话，即使上帝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可以故意想成别的样子，只要不怕违背自己的兴趣和利益
，你总能让别人包括上帝猜错你的心思。
福克纳有篇小说，大概叫做“赌注”，讲的是有个聪明智慧人所莫及的赌徒与魔鬼撒旦打赌的故事。
他通过故意说反话，例如“我赌你不想让我赢这场比赛”之类涉及逻辑自相关的话，逼得撒旦不得不
老是违心地帮助他赢钱。
撒旦搞不过他，上帝恐怕也不见得更高明。
当然，上帝更高明一些也是可能的，不妨考虑一下我关于“上帝不负责任”的证明：经济学认为人是
理性的，这里“理性”的意思除了自私自利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做事情有着一贯性，而不是
没准没谱的。
于是很容易发现撒旦是理性的典型，因为他一心一意一贯地永远做坏事。
可是我们知道，世界是上帝创造并指挥的，而世界中有好事又有坏事，还忽好忽坏，任凭偶然。
可见上帝既没有是非观，又缺乏一贯性，完全不负责任，根本没有理性，没有道德，所以更有力量。
　　⋯⋯　　　　书摘2　　　　　　　　　　　　　　铁哥们儿　　朋友或者友谊早在古希腊和中
国先秦就已经是个哲学话题，亚里士多德讨论过友谊的伟大德性，中国许多思想家更是推崇朋友之义
。
朋友是解释生活本质的根本问题之一，如果在列维纳斯的“面对面”关系中去理解，就更容易看出朋
友关系是极其难得的一种纯粹人际关系，是一种真正能够满足“面对面”要求的人性交往。
真正的朋友关系就是能够几乎无条件互相帮助的关系，通常的说法是能够“两肋插刀”的铁哥们儿关
系，它可能是使得生活具有魅力而值得一过的一个重要因素。
谁都想要有几个铁哥们儿，他们会使生活具有力量和坚定。
不过，诸如亲情、爱情和友谊这几样最能够表现人性的事情正在被现代的“个人利益”所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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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这一概念是导致生活失去意义的根源，因为它把所有不可分的事情都分开来核算为个人利益
，而像亲情、爱情和友谊这些就其本质而言不能分开计算的事情，一旦被拆开就烟消云散了。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在几乎获得所有利益之后，仍然感觉到心中有些模模糊糊特别热切的欲望始终没
有得到满足的原因。
　　　　　　　　　　帕累托改进的失败范例　　合作对谁都有好处，这一点应该是直观的，几乎用
不着证明。
但是事实表明，合作的确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于是有个令人迷惑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和对自己有好处或有利益的事情过不去呢?这不是怪得很么?
纳什均衡理论是对这个问题的某个方面的回答，但还不是全面的解释。
也许我们很难对这个问题作出彻底的解释，但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还是与“个人”这个利益核算单位有关，以“个人”这个单位来思考问题就比较容易产
生缺乏现实感的想象。
这里的情况很特别，从表面上看，经济人的思考内容当然都是非常实在的利益，从来不考虑什么乌托
邦之类的东西，这似乎很有现实感；可是另一方面，经济人在思维方式上又是不切实际的，他不考虑
他人，只想自己的最大化，所谓利益最大化的想像范围就是“逻辑上可能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
所能够期望的最大利益”，于是总是妄想“通吃”——尽管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但它是坚决要努力的方向——既然想通吃，当然就能不合作就不合作了，即使合作，也是迫不得已的
暂时让步。
　　　　　　　　　　　众望所归的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通常用来表明，在一个社会中，没有
人的处境变得更坏，同时至少有一个人的处境得到改善。
按照更日常的说法就是，没有谁吃了亏，但至少有一个人占了便宜。
这样的社会发展被国家或者统计机构认为是好的，但人们未必都这样看，因为人们并非都这样来理解
“好”。
人们所理解的“好”往往与公正相关，即使没有人吃亏，但有些人总是占便宜，这样的情况仍然属于
“不平”，因为差距会越来越大。
这有些像马克思主义指出的，让人们不满的不仅是绝对贫困，而且是相对贫困。
相对贫困导致心理性痛苦以及社会地位低下，非常大的差距最后会使“没有比过去更差”的人们的生
活完全失去意义。
所以，“不比过去更差”实在说不上是好的。
当然，大多数人所想像的“好”也不至于是平均，而是公正。
不过公正是个更加不清楚的概念，一种可能的想像是“按比例发展”。
比如a原来有一个苹果，b有两个，经过发展变成a有两个，b有四个；另一种可能的想像是“保持差距
发展”。
比如a原来有一个，b有两个，经过发展变成a有两个而b有三个。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学术的需要与事实的需要有多么大的距离，学术只考虑知识生产本身的方便，比
如说生产一些学者自己容易理解和统计的数字，而不管这样的知识有什么意义。
　　　　　　　　　　　　民主投票　　人类在解决意见分歧上没有太多的办法，主要也就是两种，
一是由权威决定，二是由投票决定。
这两种方式哪个更好，这要看情况，而决非像流俗的观念那样以为只要民主投票就是好的。
在涉及到真理和专业知识方面，人类一直听从权威，在这种方面，如果由一大堆人来投票可能是灾难
性。
但在价值判断和利益选择方面，权威制度则是危险的，它可能如海耶克所说的是“走向奴役之路”。
不过，是不是民主投票就更好些，还是难说。
民主至少有三个难题：(1)由于信息不充分、知识不够、思想能力有限等等原因，人们非常可能根本不
知道什么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而且，人们所能够获取的信息有很大比例都有着欺骗性，人们非常容
易被宣传、推销、报道和各种话语所欺骗(即使是新闻报道和历史知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欺骗)，因此
，自己决定的选择在很多时候是在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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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问题在于欺骗是无法避免的，人们总要采取能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率的方法，在允许专
制的时候，人们就选择强权，在不允许专制的时候，自然就选择了欺骗。
(2)在民主投票的技术性方面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即“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指出的，不存在着在每
个方面都公正的民主投票方式。
客观上存在着许多种在程序上同样好的选举方式，但这些方式所各自选出的结果却完全不同，而假如
我们认定只能采取其中某一种方式，这样就又变成了独裁。
（3）即使能够找到了某种具有最大技术优势的选择方式，也仍然不能保证不会产生坏的结果，典型
的难题有所谓“集体暴力”或“多数人暴政”问题，人们可以通过民主方式决定迫害某些人。
这些问题，至今都是无解的难题。
　　　　　　　　　　　国内民主与国际民主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选择原理是这样的：“两害取其
小，两利取其大。
”这虽大致不错，但令人失望的是，能够满足这样简单的选择条件的实际情况却不多，大多数事情的
利害总是不那么清楚而且交织在一起。
制度问题就是利害关系最不清楚的事情之一。
民主与独裁是最主要的制度形式。
对民主和独裁进行比较时，就“两害”而言，民主可能导致的坏处似乎比独裁要小(民主倾向于产生平
庸的结果而不是危险的结果)；但是就“两利”比较时，独裁可能带来的好处却可能大于民主(由于民
主的平庸，所以很少做出伟大的事情)。
这的确不容易选择。
更复杂的是，由于社会是多层面的，当把其他的制度因素考虑进来，事情就更不简单了，比如说，如
果一个民主社会同时是个商业社会，那么民主就非常可能会变成伪装的民主，因为财富能够买断人心
，至少能过买断信息和宣传而买断人心，还有能力操纵各种事情，所以商业民主社会的真正选票是钞
票。
而在国际问题上，民主甚至还可以用来超越民主，比如说一个最民主的国家的人民可以为了他们的最
大利益而民主地决定消灭另一个国家。
这时，“内部的民主”就转换成了“外部的独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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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漫画本来是不是需要或者基本不需要文字说明的。
我一直坚持这个传统感觉，总觉得一旦需要文字帮忙，就证明图像水平不高。
但是有一些碰巧知道做哲学的赵汀阳和画漫画的赵汀阳是同一个人的朋友们，多次建议我给“精选的
”漫画配上哲学方面的文字，以便增进理解和快乐。
⋯⋯加上文字虽然不一定能够幸进理解，但如果能够因此增加快乐就好了。
快乐比理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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