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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大白话讲出深刻的道理是最难的。近年来，薛涌在海内外的汉语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这是一种

知识分子反精英主义的现世关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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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林语堂曾不无调侃地说，自己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

文化”。这样的角色后来被人讥讽为“文化贩子”。但实际上，这种“贩卖活动”不仅极为必

要，而且要做得好也非常困难。至少对当今的国人来说，的确很需要更为深入与确切地知道

外国的事情，这多少可以避免一些走火入魔式的崇洋媚外或者“仇洋恨外”。 
  近年来，薛涌在海内外的汉语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其中关于美国政治与文化的评论最

近结集出版，书名为《直话直说的政治——薛涌美国政治笔记》。在如今应接不暇的各种“对

中国人讲美国”的论说之中，薛涌的文字与见识可称是独具特色。首先是其文章风格。薛涌

固执地相信，“稍有学术训练并且诚实的人都知道，用大白话讲出深刻的道理是最难的。”因

此，虽然作者也是学院中人，在耶鲁这样的深宅大院中被“规训”了近十年，但行文立言仍

然坚持直接坦白，丝毫没有故作高深的做作矫情。就公共言谈而论，这种“直话直说”的风

格比起装神弄鬼的高头讲章实在要可取得多。 
  当然，浅白的文字如若缺乏洞见也就无可称道。在对美国政治与社会的观察中，薛涌往

往打破那些人云亦云的惯常成见，在各种纷乱的表象中发掘其背后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协调与

安置的机制，道出许多人所未见的观点。例如，从美国的总统竞选中分析美国政治何以是“精

英治国”又是“平民主义”的；美国的“反智主义”大众文化作为充分民主的产物为什么又

会对民主政治产生潜在的威胁；倡导言论自由的美国又如何面临着新闻管制的阴影。 
  作者的单片散章看似并无系统，但集结一体便会给中国读者引入一个新的可贵的认识视

角：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整体的、同质化的所谓“美国”，一个可以被任意“天

使化”或者“妖魔化”的美国。那样的美国完全是一个幻象，这个幻象对“反美”与“亲美”

的幼稚游戏或许有用，却丝毫无助于真实而清醒地认识美国，无助于理解它的“光荣与梦想”、

警觉其矛盾与危险。 
  作者在后记中坦言，这些文章“写作的动机主要是因为小女出生后家中入不敷出，需要

作点事情维持生计”。对于诚实的作者来说，为谋生计绝不是一个耻辱的动机。薛涌最近的

写作中看得出些许“急就章”的痕迹，也偶尔会出现细节上的失误。但这本文集清楚地显示，

这无疑是一位独具慧眼而又得心应手的作者。 
最早听说薛涌这个名字是在 1980 年代，读他对杜维明教授做的访谈，那时他只有 20



 

 

多岁。10 多年以后我在香港《二十一世纪》编过他关于农业史的论文，读出了一份对专业

学术的沉潜精神。而手上这本评论文集则透露出薛涌的另一个面目，一种知识分子“反精英

主义”的现世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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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the most difficult to use simple words to express profound principles. In recent years, Xue 

Yong published vast number of articles in Chinese Newspaper and Journal overseas. It is a kind of public 

care of intellectuals against eli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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