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作之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写作之夜》

13位ISBN编号：9787531324546

10位ISBN编号：7531324547

出版时间：2002-10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作者：史铁生

页数：22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写作之夜》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史铁生的书面演讲独具魅力，他的沉思和独语不妨看成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演讲，因此他的这
本称为“演讲录”的书有着特别的意义。这套演讲录的出版，将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还原小说家的思
想风度和演说风格，因为有了广大读者的参与，“小说家讲坛”也就有了新的时间、空间和人物。—
—“小说家讲坛”不仅仅是“小说家”的。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
这个讲坛上演讲的小说家堪称是“杰出”的甚至可能是“伟大”的作家。关于“杰出”或“伟大”的
提法，或许暂时不为一些人接受并被非议，或许会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反感并被谴责。但我们相信以
后的文学史会做这样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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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之夜》

作者简介

史铁生，男，汉族，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初中毕业。1969年去陕西延安地区插队，一年种地，二
年养牛，三年后双腿瘫痪转回北京。住院就医一年有半，无功而返，以轮椅代步至今。1974年始在北
京某街道工厂做工，历时七年；其间自学写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始有文学作品发
表，1982年加入北京作协。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1997年肾病加重，终至尿毒症，一年后接受“透析
”，居然保命至今。故为“专业病人”，业余作者。
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老屋小记》、《往事》；长篇
小说《务虚笔记》；散文、随笔集《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其作品多次获奖。某些篇章被译成
外文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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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之夜》

书籍目录

小说家讲坛总序
想念地坛（代序）
一 宿命的写作
二 答自己问
三 自言自语
四 随想与反省
五 爱情问题
六 对话四则
七 随笔十三
八 病隙碎笔五
史铁生主要作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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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之夜》

精彩短评

1、，让我们通过文字深情缅怀他！
2、写作之夜,沉寂之夜,寻找灵魂安详的旅程
3、文字中有生命力
4、可爱
5、我挺喜欢史铁生的但又不是那么喜欢⋯⋯=   =
6、绕晕啦~太哲了
7、史铁生是很具哲学气质的作家

8、有时，读书真的可以抚慰我的忧伤，或许我读这些书，只是为了让我寻找的一丝慰藉。或许我不
是真正的忧伤，我只是让自己表现的不开心，然后不断下一些与之前矛盾的决定，自己感动自己，然
后最终还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对，自己怎么做都好像结果都不是自己想要的，或许得不到的就是得不到
，或许你该努力争取，或许不属于你的抢也没用，然而又有什么卵用，自己不会抢，力也不知道往哪
使，最终还是得不到，自己也没有坦然放下的超凡脱俗，最后还是不开心，然而不开心又有什么卵
用....
9、其实老实交代,我就读过那篇写作之夜.因为不确定这一本里面还有些啥,等俺再去研究一下. 但是那
篇写作之夜相当的推荐!本人很喜欢!
10、史铁生在病床上对着镜头微笑着挥手的照片印象深刻
11、“难以捉摸、微妙莫测和不肯定性，这便是黑夜。但不是外部世界的黑夜，而是内在心流的黑夜
。写作一向都在这样的黑夜里。”
12、包含病隙碎笔，随笔。铁生对生命，性爱，科学与哲学与神学，灵魂与精神，爱情与孤独的一些
独特见解，备受启发，感谢。
13、本未读过史铁生，偶然读罢，发现自己很喜欢
14、史铁生不容易啊～
15、这个能拿自身残疾开玩笑的男人，能不带感情色情，理性，敏锐地思考哲学的男人
16、史铁生的写作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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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之夜》

章节试读

1、《写作之夜》的笔记-1

        傍晚，我常摇了轮椅到这小庙墙下闲坐，看着它，觉得很有一种安慰。但是那庙门、庙堂、庙院
的建筑形式就很能让人镇定下来，忘记失学的怨愤，忘记失业的威胁，忘记失恋的折磨，似乎尘世的
一切牵挂与烦恼都容易忘记了⋯⋯晚风中，孩子们鸟儿一样地叫喊着游戏，在深巷里荡起回声，庙院
中德老树沙啦沙啦摇动枝叶仿佛平静地看这人间，然后一轮孤月升起，挂在庙堂檐头，世界便像是在
这小庙的抚慰下放心地安睡了。我真想不如出家为僧，粗茶淡饭暮鼓晨钟，与世无争地了此一生。

 这朴素绝不是指因不开化而固有的愚钝，绝不是指譬如闭塞落后的乡间特产的艰辛和单纯。那些东西
是靠不住的。孩子总要长大，偏僻的角落早晚也要步入现代文明。真正的朴素大约是：在历尽现实苦
难、阅尽人间沧桑、看清人的局限、领会了“一切存在之全”的含意之时，痴心不改仍以真诚驾驶着
热情，又以泰然超越了焦虑而呈现的心态。这是自天落地返朴归真，不是顽固不化循环倒退。不是看
破红尘灰心丧气，而是赴死之徒上真诚地歌舞。这时凭本能直觉便会发现，玩弄花招是多么不开明的
浪费。

您把您漂亮的妻子拥抱于怀，她就仅仅是您的妻子，您从遥远的地方看她在空天阔野间行走，您才可
能看到一个精灵般的女人。您依偎在母亲怀中，您感受到母亲的慈爱，您无意间看她的背影您也许才
会看到一个母亲的悲壮。小说主要是做着这样的事吧，这样的创造。

我觉得，艺术（或说美——不等于漂亮的美）是由敬畏和骄傲这两种感情演成的。

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跨栏比赛，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作不尽的游戏。无论你干什么，认其为乐不比
叹其为苦更好吗？现在他不再惊慌，他懂得了上帝的好意：假如没有距离，任课怎么走哇？他便把上
帝赐予的高山和深渊都接过来，“乘物以有心”，玩它一路，玩得心醉神迷不羁不绊创造不止灵感纷
呈。这便是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吗？他认为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看来你猜也通禅机，禅说
人是“人而为艺术家的”，是“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当人类举着火把，在这星球上纵情歌舞玩
耍，前仆后继，并且镇静地想到这是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时，就如尼采所说的，他们既是艺术的创造
着和鉴赏者，本身又是艺术品。他们对无边无际的路途既敬且畏，对自己的弱小和不屈又悲又喜，他
们在威严的天幕上看见了自己泰然的舞姿，因而受了感动受了点化，在一株小草一颗沙里上也听见美
的呼唤，在悲伤与痛苦中也看出美的灵光，他们找到了生存的理由，像加缪的西绪福斯那样有了靠得
住的欢乐，这欢乐就是自我完善，就是对自我完善的欣赏。他们不像我这么夸夸其谈，只是极其简单
地说道：呵，这是多么好玩。

“有一天，所有被关在笼子里驯养的野生动物，将远离人类，重现它们在远古时代自由自在的生活，
那一天就是野生动物的节日。”我想，那一天也是人类的节日，人不再想统治这个世界了，而是要与
万物平等和睦地相处，人也不再自制牢笼，精神也将像那欢庆节日的野生动物一样自由驰骋。譬如说
：一只鼹鼠，在地下喃喃自语，一只苍鹰在天上嗤嗤发笑，这都是多么正常，霸占真理的暴君已不复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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