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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著《中国生存启示录》里，作家梁晓声的批判、愤怒少了许多，这位以知青文学
成名的作家近年来逐渐转型，连续出版了多部评论当下社会生活的著作，并因此获封

“平民代言人”。
《中国生存启示录》告别了“郁闷”、“忐忑”，这部以“培育健康价值观”为主题的大

众心灵励志书，多少带着点“心灵鸡汤”的味道。梁晓声在书中提出，中国人应该拥有良
好的心态，用一种人生智慧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告别批判，追求幸福———

梁晓声的生存启示录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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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不是做样子，

是自然而然的举动

《中国生存启示录》集中了作家梁
晓声的人生智慧，他用自己的感悟写下
关于传统文化、文明修养、教育等诸多
问题的思考，力图为大众的现实生活寻
找借鉴，告诉读者他自己的生活感受，
启迪人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现实应该拥
有怎样的生存态度。

当然，梁晓声并没有一味地说教。
作家对人生的独特感悟与讲故事的能
力，让他的这本书在说理时更为形象。
他说文明“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
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
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并列举
了他在法国旅行的例子：梁晓声乘坐
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只不
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过它叫着
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儿
瘸，稍微而已。想必如果在国内，没人
会将这件小事放在心上，开车扬长而
去即可。然而，为梁晓声一行开车的法
国青年却将车停下来，去找养那只狗的
人家，找了半个多小时，没找到。当梁晓
声他们决定在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时，
法国青年依然在找，说如果找不到的话

“心里很别扭”。好不容易找到主人的住
址后，法国青年郑重向狗的主人道歉，
临行前还主动留下名片、车号、驾照号
码。费了很多周折后，梁晓声注意到这
位法国青年回来时一脸释怀，“他心里
不‘别扭’了”。

这件事让梁晓声反思同胞的诸多
行为，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很多行为与
文明底线不符合，做了不文明的事情却
心安理得，缺少“心里很别扭”的感觉。
梁晓声在书中列举了种种国人不文明
的例子：“比如袖手围观溺水者的挣扎，
其乐无穷；比如随地吐痰，当街对骂，从
来不想到旁边有孩子；比如中国之社会
财物的分配不公，难道是天经地义的
吗？”

也正是因为目睹了当下社会生活
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梁晓声特别看重人
文教育“化人”的力量，从而帮助大众培
养健康的价值观。然而让他感到失望的
是，就连被外界普遍认为人文气氛最重
的大学，其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这不仅
是因为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因承受了太
重的学业压力而忽视人文教育，进入大
学后再怎么补课也已经晚了；更因为即
便上大学后，人文教育也受到功利思想
的冲击，“大学生的头脑在一天 24 小时
内，考虑更多的是专业成绩，关心更多
的是证书。若稍微再有余暇，他们只会
选择放松和休息”。在大学教中文的梁
晓声最常遇到来自学生的问题便是“学
中文有什么用”。

梁晓声在书中很感慨地说：西方的
人文教育与我们截然不同，更与我们的

“官二代”、“富二代”的家庭截然不同。
他想到了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的外孙，
这位“名门之后”直到小学四年级才从
课本上知道外祖父曾经是美国总统，
跑去质问他的母亲为何不告诉他，而
母亲告诉他总统人人皆可竞选，这一
职位更多地意味着责任，“权力的本质
是责任，这是我们最缺乏的人文教
育”。

中国老百姓更善于在忍耐中怀抱希望

作家龙应台在《中国生存启示
录》的推荐语里说：“知识分子历来
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
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
上，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
的。”

梁晓声在字里行间仍然难掩
“说真话”的本色。他说，在中国，即使
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普通人及
普通人家的生活水平其实也是非常
脆弱的。往往是一人生大病，全家愁
苦，甚而倾家荡产。现在情况好了一
些，公费医疗、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
保险制度有所加强，但仍处于初级阶
段。粮食一涨价，人心就恐慌；猪肉一
涨价，许多普通人家就奉行素食主
义；而目前的房价，使许多普通人家
的“80后”一代拥有自己住房的愿望
几成梦想……“这使新一代都市年轻
人，看在眼里，心生大虑，唯恐自己百
般努力，却仍像父母辈一样，摆脱不
了普通人的命运”。

这不是他第一次感慨青年的不
易，在之前的著作《忐忑的中国人》、

《郁闷的中国人》中，他也多次说“我特
别心疼现在的青年”，但他也担心“现
在一些年轻人好像‘集体生病了’，喜
欢回望过去，言论中流露出‘我对现
在不满意，但是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从
前’之类的想法。”

梁晓声在《中国生存启示录》中
分析，这与传媒的引导与暗示密不可
分。他在书中说，我们中国的当下主

流传媒有一大弊端，那就是——— 讳言
贫困、落后、苦难和不幸，却热衷于宣
传和炒作所谓“时尚的生活方式”。似
乎时尚的、时髦的甚至摩登的生活方
式，便是幸福的生活。然而，事实上能
过上那种生活的人，在全世界任何一
个国家都是少数。如此这般的文化背
景，对新一代成长中的人，几乎意味
着一种文化暗示，即幸福的人生仅属
于少数不普通的人；而普通人的人生
是失败的，令人沮丧的，难有幸福可
言的。所以他认为，不幸福的人生感
觉人人都会常有，是生存竞争压力对
人的心理造成的负面感觉，不同的人
面临不同的生存竞争压力。但有时
候，也与我们对人生的思想方法有
关。如果能提前对人生多几种考虑、
打算、选择，也许人生的回旋余地会
大一些，压力会小一些，瞻望前途，会
相对乐观一些；那么，不幸福的感觉，
自然会相对少一些。

梁晓声不止一次感慨中国老百
姓的善良与朴实，在《中国生存启示
录》里，他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
界最仁义、最厚道的老百姓。哪个国
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仁
义、更厚道呢？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
中国的老百姓更善于忍耐、更善于
在忍耐之中仍怀抱着不泯的希望
呢？正是因为这样，他不忘提醒：“以
权谋私者，一心只想自己先富起来、
全不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者，是应
该感到羞愧的。”

有“平民代言人”之称的梁晓声
赖以成名的是早期的知青文学，近
年来却将视线转向社会文化生活批
评领域。当梁晓声在1997年推出《中国
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时，外界不乏
批评，其中一个声音是：小说家写非
小说的东西属于不务正业。对此，梁
晓声不以为然，在《中国社会各阶层
分析》一书中，他以自己的阅历，对平
民、贫民、农民工、“灰社会”等各个阶
层做了分析，并对贫富差距的拉大和
阶层的日益分化表达了深深的忧
虑。梁晓声直言，写这本书时他的不
满非常强烈，而他的不满并不是源
于外界所批评的“仇富心理”，“而是
造成咄咄逼人的贫富悬殊现象的种
种体制问题”。

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
武所说，梁晓声的价值和意义其
实在于他创造性地看到了我们看
惯了的高歌猛进的历史的褶皱处
的那些人，他们的命运需要通过
梁晓声的表达浮现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无法遗忘。

此后，转型期人们的生存状态
与心理变迁一直是梁晓声关注的主
题。近两年，他相继推出了《郁闷的
中国人》和《忐忑的中国人》两部新
著。在《郁闷的中国人》的开篇，梁晓
声便直奔主题：中国人的郁闷由来

已久。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郁闷更多
的是源于对生存本身的焦虑，那么现
在的郁闷则更多来自社会转型时期
的阵痛——— 现如今人们不愁吃喝了，
但不知何时起，苏丹红、牛肉膏、瘦肉
精、染色馒头、硫黄姜出现了；学校
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要权钱交易；
入学托关系，住院托关系；豆腐渣工
程频繁出现了，矿难接二连三，瞒报
也接二连三；物价飞涨了，买房买不
起，租房也只能蜗居了……

而在《忐忑的中国人》中，梁晓
声则流露困惑：在国力变得空前强
大的二十一世纪初，国人不分男
女老少，不分农村和城市，不分贫
富，不分官民，简而言之，似乎集
体陷入了焦虑和忐忑。在一次受
访时，梁晓声解释，造成老百姓

“郁闷”、“忐忑”的根源在于分配
不公、腐败和特权，“当下中国人
的郁闷，来源于不公平对待”。

如果说《中国生存启示录》教给
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呼唤一种正
能量的话，那么梁晓声在《中国社会
各阶层分析》、《郁闷的中国人》、《愤
怒的中国人》中阐述更多的是“愤
怒”的价值，如梁晓声一直坚持的观
点：愤怒是推动改革的机遇。就像他
在《忐忑的中国人》里忍不住呐喊：

“改革也要抓住机遇啊！”

“愤怒”是推动改革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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