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有沒有為經常吃外

賣而自責悔恨，或

被24小時在線的社交媒

體綁架而苦惱，又或許

為那些囤在家裏捨不得

扔又用不上的東西唉聲嘆

氣？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副教授王小偉的《日常的

深處》（中信出版集團，

2023年）從這些日常生活中

的問題出發，帶領讀者在深刻

的思考和會心的微笑中，展開了

一次妙趣橫生的哲學之旅。

哲學因其理性常給人冰冷的感覺。作為
一本以哲學思考為主要內容的書，《日常的深
處》卻很讓人共情。

具有共情力的哲學分析
我想，這是因為書中的話題是我們每個人

都曾經歷的。而以高冷的科技哲學為專業背
景的作者對哲學的認識又深接地氣。他認
為， 「哲學如果是一堆概念，把聽眾侃
暈，那哲學家和饒舌歌手是沒有差別
的，拚的主要是語速和憤怒。哲學應
該有另外的樣子，它要不就去找世
界的根本結構」 ， 「要不就去回應
每個人生命中非常具體的真問
題」 。本書的三個部分十二章，從
衣、食、住、行、打印店、錄像
廳、醫院、電視、手機、微信等中
抽取真問題，並加以解讀，在瑣碎
中完成了意義的思考。

比如，書中指出，智能手環 「把
走路本身變成了步數競賽，把行走的內

在價值再一次抽空了。走路變成了鍛煉
身體和炫耀體力的工具，彷彿不為這兩個

目的走路的人就不配走路一樣。這種想要搜
集自己一切痕跡的癖好形成了一種 『量化自
我』 的文化。」 「打印、複印使得文字失去了
這種感覺，文字變成了純工具。」 而在傳統的
書法活動中，字體字形、下墨濃淡、章法安排
本身就傳達着字符以外的內涵。因此，古文讀
起來凝練簡潔，富有韻律感，讓人感到文字本身
具有某種超越性而不僅是可以隨意調用的工具。

同時，作者把自己的生活經驗融入文中。他
回憶了童年時代的電視、錄像廳以及看譯製片、
港台片的經歷，反思在給孩子穿衣問題上和家裏
老人的分歧，從長期通勤的生活中對比大城市
的道路和鄉村田埂小路在人文內涵上的區
別……這些人生故事去今未遠，引導讀者順
着作者的筆重新審視用慣的物品、過慣的
生活。

立足中國文化的現實反思
任何現實的思考或批判總以一

定的觀念或價值為立足點。在本
書中，作者立足的是包括中國人
的宇宙觀、人生觀在內的文化
體系。本書的思考主題是
「人」 與 「物」 的關係，作者
提出， 「東方人對天下萬物抱
有很深的感恩的情懷，物在俗
事上與人交往，而不是純粹地
被拿來使用。」 他認為，中國
人的心靈從來沒有把物僅僅當
作一個簡單的工具，把人和物割

裂在兩個存在領域，而是視人和物為根本上聯繫着
的，彼此虧欠着的。

在討論食物和吃的章節，作者提出了 「宇宙
節奏」 的概念。 「現代人生活在機器節奏中，時間
按照工廠時鐘的方式勻速流逝。但在適應機器節奏
之前，中國人生活在宇宙節奏中。」 宇宙節奏藏在
二十四節氣裏。按此節奏， 「時間不是均勻的，也
並非處處相等、一去不回；時間是一個輪迴，是一
系列物事的指針，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
明……這種描述時常是精準的。 「中國人在這種
宇宙節奏中做着農事，舒緩地生活着。在這樣的節
奏下長出來的食物，味道才可能是真誠的。」 討論
房子和家時，作者提出，中華傳統裏沒有 「啃老」
一說，因為兒孫和老人都是 「香火」 中的一縷，作
為代際承續的一個整體，誰都不是獨立的個體，互
助是天經地義的。

中醫和西醫自近代以來已經爭論百餘年。作
者在書中提出， 「西方醫學泰斗的科學興趣要大過
救人的熱忱。」 被稱為 「醫聖」 的蓋侖提出，做一
名合格的醫聖需先學天文學和幾何學。這兩門課都
事關永恆超越的知識。可見，蓋侖把醫學看作一種
普遍性的知識。 「醫生本應對治療具體的病症感興
趣，哲人才對普遍的知識感興趣。這兩種身份在蓋
侖那裏卻是統一的。」 張仲景是蓋侖的同時代人，
亦有 「醫聖」 之稱。他的趣味始終在治病救人上，
因而他的《傷寒雜病論》在陰陽五行的理論上對疾
病分類和辨證施治作了細緻的闡釋。 「治病的道理
是假的，但相信了假道理，卻有真療效」 。

這些充滿靈光的洞見既照徹日常生活的肌
理，又幫助我們以生活化的方式理解中國文化本
身，促使我們從自己的生活本身出發，重新走入中
國古人的精神世界。

文風睿智詼諧似王小波
通讀全書，我為其中瀰漫的文化鄉愁所感

動。書中有這樣的文字： 「春天和夏天的田埂與秋
天和冬天的田埂，色彩上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土
質的軟硬也大為不同。而如果突降大雪，田埂則會
陡然消失，大地一下變成單數，以白皚皚的整體形
象出現。田埂作為小路具有厚薄、軟硬、乾濕、濃
淡、動靜、有無等多種屬性，比起只有通堵之分的
高速來，要立體得多。」 作者還敏銳地發現，滿大
街跑的共享單車，壓根就沒有後座，也沒有前槓，
它的長相就拒絕載人。而 「當年的二八大槓買回家
當然不僅是為了滿足男性的個人需要。它有非

常堅固的前槓，後座所使用的鋼材也非
常穩固。」 那時的自行車常承載着一
家人。 「在八九十年代的路上，一
個常見的景象是，丈夫騎着車，
媽媽抱着孩子坐在後座上。如果

有倆孩子，還有一個要坐在前面
的大槓上。一家人坐上車，還有

空同時馱一些物品。」 這些內容
提示我們，本書是以20世紀後

半期至本世紀的歷史進程為

背景的，而這也正是中國社會從物質匱乏向豐富大
轉變的時期。因此，作者對物的觀察和思辨，充滿
了歷史意識。從物及其意義的變遷中，他揭示出了
歷史與人文的悖論。在這樣的視角下，前文提到的
自行車將家庭緊密凝聚在一起，它能夠幫助組織生
活關係因而具有意義感，共享單車則喪失了這一功
能，完全成為通勤的工具。

因為歷史意識的介入，本書對流行文化的分
析也有了批判的力度。比如，作者在追溯手機的使
用史後指出， 「現在它早就不是通信工具，手機實
際上是一種平行世界生產機，使得日常生活中的大
部分內容都被數字化了。在這個過程裏，我們當然
獲得了一定的便利性，但是在傳統社會中，現實生
活總是要求我們的身體做物理性的移動和參與。手
機的邏輯卻讓我們認同虛擬現實比物理現實更加真
實。物理諸要素、各種身體性的互動被認為是一種
限制，需要立即割除。」 同時，作者對一些習以為
常的觀念進行了辨析。一般認為，微信等網絡社交
工具促進了 「分享」 。我們在朋友圈裏晒圖、點
讚、評論，並把這些當作分享。但作者認為，這只
是 「炫耀」 。分享的本義是切割、捨棄，不是讓人
羨慕，而是將一部分東西分享給別人，從而形成穩
固的人際關係和社群感。分享的本質是 「在一
起」 。而微信帶來的只是虛假的分享感。 「人們通
過呼朋引伴、互相點讚和彼此吹捧來組織各種活
動，讓人覺得好像並不缺乏真誠的連接。然而，每
個人內心深處所感受到的常是微信所帶來的社交負
擔，而不是分享的愉快。微信並沒有讓我們 『在一
起』 。它對真正分享的替換，就像杜鵑在喜鵲窩裏
下了蛋一樣，一直在到處，並且可恥地發生着。」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文風。且看這些段
落， 「生活真正有趣的活動通常都是過程性的，和
起點、終點無關。比方說吃飯，幾點張嘴、幾點
擦嘴是無關緊要的，重點是吃的過程。如果有人
要把幾點吃完飯當成樂趣，那他不是個獄警，
就多半是個神經病。」 「我在淮北見過一所
佛廟改的學校，看門老頭不知道從哪兒弄了
一段鋼軌，吊起來敲得叮噹響，當作上課
鈴來用。大爺原是駐廟僧人，廟改校後
還俗。以前敲木魚，現在敲鋼軌，實現
了業務無縫銜接。」 不知作者是否受
到王小波的影響，我讀到時頓生讀
王小波雜文之感。實際上，不僅
文風，閃爍在書頁中的睿智詼
諧和人文氣息，也與王小
波相似。而這無疑更讓
本書成為當代中國思
想版圖中的一份重
要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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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的深處》，王小偉著，中信出版集
團。

◀白雲閣本《傷寒雜病
論》，張仲景著，中國
中醫藥出版社。

▼

上
世
紀
八
九
十
年
代
，

﹁
二

八
﹂
自
行
車
常
承
載
一
家
人
。

責任編輯：邵靜怡 美術編輯：馮自培

商務印書館3月暢銷書榜（前三）

《
決
定

性
瞬間
─劉

香成 鏡頭．時代

．
人
》 《

穿

過
迷霧
─巴

菲特投資與經營
思

想
》

新聞界諾獎 「普
立茲獎」 得主劉香成最

新回顧作品集。重回 「動
盪年代」 ，定格時代表
情。珍藏兩百餘幅作品，組
成了橫跨46年的時代畫卷，
從日常生活折射時代變遷，
帶讀者回顧上世紀70至90年
代那個特殊歷史時期的故
事。

《修竹園文》

本文集為陳湛銓後人及其後
學編校對整理。編者收集了陳湛銓

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來，發布
在各大報刊上的五十八篇文章，檢視
校正，轉為電子文稿，並冠以新式標
點。本文集文類豐富，囊括了陳湛銓所
寫的文學評論、學術論文等。文集以寫
作時間排序，有助研究人士了解陳氏在
這五十年內的思想與社會運動的風貌，
並藉此窺探中國近代思想場域的變
動。

本書彙集並
整理了巴菲特多年

的致股東信內容，並
為部分內容提供輔
讀，輔助不熟悉美國市
場文化的華語讀者理解
每一細節，有助正確理
解巴菲特的投資與企業
營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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