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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有多久》

内容概要

死亡并不是反常的事件，相反，有机会活着才是一个奇迹。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组成我们
身体的这些细胞，以及它们的运作机制，才代表了真正的“完美”。死亡的原因有无数种，机制也各
不相同，作者从中归纳出最常见的几种，并深入浅出地讲解其中的奥秘。你会发现，它离我们那么远
，却又这么近。
死亡不可避免，但人类仍然有十足的可能在非常健康的状态下老去，并最终完全自然地溘然而逝，那
些百岁老人为我们清晰地验证了：短暂利落的死亡，是健康人生的完美句号。更好地理解死亡，坦然
面对，才能更好地享受人生，热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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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活着有多久》

精彩短评

1、举的例大多在别的地方已经了解，但是还是很喜欢作者这种语言与描写方式～
2、看过很震撼
3、本以为是一本哲学思考读物，结果是一本医学科普读物，被副标题骗了
4、非常好的一部医学科普著作，获得许多关于疾病的知识
5、对“新知文库”也是无感。。。
6、Nearly all Kinds of Ways to DEATH.
7、生命绝对是一场伟大的经历
8、当我们认识到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如此繁复脆弱的过程，以及生命发展到我们所见的这个阶段需要
跨过的无穷无尽的障碍，我们只能惊叹自己竟有机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死亡并不是反常的事件或是
荒谬的来源，正相反，有机会活着才是一个奇迹。尽管最终必然会终结于死亡，但生命绝对是一场伟
大的经历。
9、2015年出版，但不知道原书的作者是什么时候写的？感觉在2010年以前。
前九章更像一本生物书。
整本书对死亡的过程和死后的状态，讲述的有点少。
10、一口气读完的小书。神秘感是痛苦和迷惘之源。冷静地观察和了解各种各样的死法，可以减弱神
秘感，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这件每个人无论出身贵贱都只能亲身体验一次并近距离体验若干次的生理
现象。入而立之年，需要多读些类似的书。
11、一般科普，简单易读。
死亡不是最神秘的事物，活着才是。-蒙太朗
12、当医学科普来看的。说好的科学与哲学呢？哲学太少了！
13、能活到今天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人太脆弱了，人生也太短暂了。知道了这些，还不珍惜眼前
的一切吗？
14、科普也不能如此理直气壮的无聊呀。
15、受教
16、一万种死法。
17、意外地有趣。
18、“从我腐烂的躯体中将会长出鲜花，我将在花丛中得到永恒。”
19、除了知道怎么死，更得清楚如何活。
20、逼着我重学了一遍高中生物！
21、从死亡中走来，像死亡走去。
22、非常有趣，春节回家又翻了两三遍。作者热爱生活，懂写作，有百科全书似的举重若轻和诙谐动
人。
23、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24、死亡与老人社会，道家游仙的关联。生死观、家庭观、国家观，你的归属是哪个
25、鼠疫病毒的传播有点儿意思，基本上是靠跳蚤的饥饿传播的。
26、活到死呗
27、很科学地谈论了死亡，虽然人死去无非书中罗列的那四大原因，可还是害怕，更多的是不舍，情
感上的接受要比生理上的无力更难克服。可能还有事情未完成吧。
28、科普
29、好书，从各个方面去谈论探索理解死亡。或许看过之后，你真的会对死亡多那么一点点了解，然
后向死而生。
30、干脆而历时短暂的死亡往往是一个健康人生的最终总结。也许这是我们最终的努力目标。死亡太
沉重，因为里面满满的都是生活。想着活着才是奇迹，就好好珍惜每一天。
31、喜欢这样的解读死亡
32、在宇宙形成以来的几乎全部时期，我们都不曾存在，而再过几十年后我们也会再次消失，如地球
上任何生物一样。
33、被书名误导了，这是一本纯科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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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副标题是关于死亡的科学和哲学，其实大部分都还是科学，科学之于死亡，无非就是惨烈，直白
不加掩饰的现象解释和说明。看过之后必须找点形而上的东西回回神儿。1/25
35、大概人活着的目的就是时刻准备着死亡吧
36、主要是讲生命的。各种科学原理和各种奇怪的事迹，前半本更说教后半本有点泛泛，随手翻翻还
有点意思。。
37、一本从图书馆借出来却全新的书，可以给人生无意义论者一丝薄薄的宽慰。
38、良师益友
39、还是喜欢讲尸体的部分～
40、很多科学，很少哲学，也许这些部分是看完各种科学之后留的思考题？
41、珍爱生命，直面死亡。如果不能让生命永续，就应当毕生辛勤让功业长存。
42、不深入，还不如高中生物课本
43、有意思，有一些和我之前看的书重合了，比如讲脑的部分，讲尸体和死亡的部分，总体还是令人
耳目一新的。科普类的作品，如果都这么图文并茂，也就不觉得枯燥无聊了。希望今年可以再多读几
本新知文库的书。另外，人的一生就是一个死亡的过程，看开点。
44、这本书的文案写得真好。不过原作者的叙述也是深入浅出，不恐怖不生涩。最开心的是终于找到
自己30年前灵魂出窍的答案了。
45、平实的科普书，三联这个系列都还不错。
46、系统地了解一下怎么作死
47、悲伤

48、生命本是一场尘埃的旅行
49、还以为是一本讲存在的哲学书，实际上只讲了关于死亡的科学事实。并没有减少我的不安。
50、死亡是生命唯一合理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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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的大舅是患肺癌去世的。在他最后的那段时光里，我去看过他几次。他瘦骨嶙峋地躺在半自动
病床上，身上的疼痛已经让他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坐在床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想要把全身的
力气通过这只手传递给他。彼时我刚读完《相约星期二》，书中是一位教授充满智慧的垂死之言，所
有的一切都让我的心里充满感伤。然而他实在太痛了，我过于用力的手甚至是一种负担。那个时候让
我困惑的是一本名为《吸引力》的畅销书，还是两年前在大舅家里读到的。现在我们都知道，那是一
本经典的伪科学书籍。可那时我并不知道，只觉得这未免太过夸张。它玄之又玄地告诉我，只要我们
全心全意地想要做成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就一定会按照我们的预想发展。这就是这个宇宙最大的秘密
，即“吸引力法则”。比如一个在战地受了致命伤的人，如何奇迹般生还；比如一个癌症晚期患者，
如何战胜病魔；比如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般人，如何实现人生大逆转。对，他们就是因为不自觉中知
晓这个“秘密”——换言之，拥有强大的意志力。说来可笑，明知是破绽百出的理念，我还是任性地
抓住虚假的稻草。大概是我不希望大舅输给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患者能不能最终活下去并不取决
于体力或是生存的欲望，而是一整套个体因素或临床状态综合起作用的结果。”读到这句话时，那个
冬季已过去了快五个年头。“正常情况下，每种细胞都是在其所在的器官之中，专业地去实现某一种
特定的功能，而变异则摧毁了这种分工特异性而回归到以繁衍为第一要义的无差别状态。这种去异化
或是专业性丧失，标志着最终癌症的形成。这些细胞撕毁与身体其他细胞的君子协定，彻底脱胎换骨
，不再专注于其所负责的专业工序。”这段话中有这么一个词语：“去异化”。那么显眼的悲伤。癌
细胞通过不断转移而扩散，吞噬掉我们正常运作的细胞。举例来说，原本掌管胰腺的细胞变异化后，
消化功能就紊乱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身体俨然一个战场，癌细胞不断攻击我们的免疫系统，原
本正常的细胞也无法发挥原来的作用。我难以想象，去异化的细胞大量增殖时，会对人类的身体造成
多大的摧残。体内大量细胞一齐失去专业功能时，病人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最初，他还能够辨认
出你是谁。可是很快，他会忘记。他失去气力，失去表情，失去记忆。人们喜欢形容在病魔手中死里
逃生的人为“重获新生”。是的。一场战线拖得足够长的疾病，足以带走我们熟悉的一切。而那时，
我竟然责备丧失选择权的大舅，为何不将病魔拒之门外。每当想到这儿，就让我难以释怀。“我”和
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到底什么决定了我是“我”，而不是其他人？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们的感受、
做法、思想和其他人不同，这些特质决定了我们是谁，是我们存在的证明。但现在我没有胆量这么断
言。还在补番的《四月是你的谎言》中的男主角有马公生，孩童时期是有名的钢琴家，因其机械般精
准的演奏而被同期的演奏者称为“人形节拍器”。在那段灰色的回忆中，他的演奏中毫无一丝个人情
感，场下的听众能感受到乐曲本身的流畅，也会震惊于他指法的娴熟，但就像读多了教科书会觉得乏
味一样，同行认可他的天赋，却无法承认他是一名天才钢琴家。一个真正好的演奏者，除了会让身为
倾听者的观众深深为之吸引，还会化身倾诉者。每一个音符都满载着他的感情，然后他不动声色。每
一位小说家，都发着高烧，快要被胸腔中炙热的那团火折磨得癫狂。于是他们写啊写，不停改动，几
近疯狂。文笔再晦涩也是徒劳，反倒玩着最拙劣的躲猫猫。我的右手、左臂、左腿有疤痕，那是我在
小时候因为磕碰而造成的。然而就这几条并不能锁定我这个个体。人们通过我们的长相区分我们是谁
，但假若这世间人人都患有“面孔失认症（一种神经心理性疾病，表现为对熟悉面孔的识别能力降低
或丧失）”呢？耳聪目明的我们接受在斗转星移中逐渐得之改变的模样，但身为大自然造物的我们，
又怎能看穿大自然的把戏。那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经历决定了我们是谁呢？似乎也不对。最近在玩
“极限脱出”系列。在第一部《9小时9个人9之门》的手术室中，玩家需要替换名为“约翰”和“露西
”的两个人体模型的躯干，成功解锁后伙伴之一的四叶以“洛克的袜子”和“特修斯之船”的概念，
质疑人的存在形式。“我们其实也和这模型一样。”“我们身体的细胞一刻不停地进行新陈代谢⋯⋯
”“我左手一部分的营养可能来自于秋刀鱼身上的蛋白质。”“淳平右脚的一部分营养可能来自于牛
身上的蛋白质。”“反之，秋刀鱼和牛身上的蛋白质也可能来自于其他生物，对吧？”“这样一来，
万物产生了联系。”“通过某种‘不可见的介质’⋯⋯”随后，在后面的实验室剧情中，另一位同伴
八代在破解无线连接主机的电脑密码时，提出人脑只是输出装置的假说。“其实正如淳平君所说，计
算的是计算机主机。“但是很久以前的人注意不到这点。”“他们不会想到显示器是用无线连接的⋯
⋯”“搞不好⋯⋯人类与大脑的关系可能也一样⋯⋯”“人类的大脑可能只是输出装置⋯⋯和显示器
一样。”“掌管思考活动的是在其他地方的‘主机’⋯⋯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就像以前的人
们不知道电波的存在一样，我们对传播思想情报的媒介也是一无所知。”“如果是这样的话，塞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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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记忆可能都是存在于主机中的，只是大脑这个显示器出现了问题，
所以想不起来了。”再次回顾这个桥段，我不禁想：倘若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阿茨海默症也是由于
切断了“显示器”的电源，患者的人格特征才会逐渐消失。绕了半天，问题又回来了：构成我们是“
我们”的个性、情感、经历都消失不见以后，我们还是原来的自己吗？《自控力》里关于盖奇的案例
，给了我另一种启发。在被意外刺穿前额皮质后，原本安静、富有耐心的盖奇，变得粗鲁蛮横，“简
直像换了个人”。用作者的话说，“当盖奇失去前额皮质的时候，他也失去了‘要做’‘不要’和‘
想要’的力量。钢铁般的意志力看似是他性格中不可动摇的一部分，却被那根刺穿头骨的钢筋击碎了
。”在作者的介绍中，我明白前额皮质就是掌管“我要做”、“我不要”和“我想要”三种力量的区
域。你一定在电视或是报纸上看到过植物人康复的报道吧？因意外事故而失去意识的植物病人，在家
人持之以恒的关心照顾下，慢慢走向恢复之路。我始终好奇，躺在病榻上的他们是如何苏醒的。在我
一直以来的理解里，患者的家人是通过持续给予对方刺激的方式，唤醒他的机体。病人也许会醒来，
但大脑一片空白。他的爱人心中有的许许多多的共同回忆，已经太遥远得像是沉重的负担。任何人都
会让他倍感陌生。曾经的亲人、爱人、友人，对他而言，比不上日夜相处的医护人员亲密。即便如此
，他的亲友不会放弃他，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他的记忆会在某一日突然复苏。倘若真能如此，自
然是皆大欢喜。可是，如果没有呢？当亲人们脑海中存留的印象和他的现状产生巨大的裂痕时，又该
如何是好呢？比如说，出事前A是一名热爱足球的学生。意外发生后，年轻的身体很快恢复——但他
对足球的热爱，竟不知何时消散了。他不喜欢在阳光下暴晒，反而喜欢躲在角落里看书。他不再爱吃
热气腾腾的拉面，更喜欢粒粒分明的米饭。从A的面影上，再也找不到曾经那个足球少年的模样。那
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现在生活在那个躯壳里的，已经换人，变成文学少年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是重新接纳文学少年，还是苦苦追寻早已无影踪的足球少年？若我们选择后者，文学少年该何去何
从？若我们选择前者，该怎样向足球少年告别？人类总是被记忆束缚。阿茨海默症的患者也好，盖奇
也好，植物病人也好，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都是被切断了“输出装置”的“电源”。从此，失去选
择的权利。一个虚弱的身体，留给患者们选择的余地太少。可是身体康健的人们是怎样的呢？是完全
依靠自己的意志选择人生的吗？读完《自控力》的第一章，使我最受震撼的是这样两句话：“大部分
人作决定时就像开了自动档，根本意识不到自己为什么作决定，也没有认真考虑这样做的后果。最可
恨的是，我们有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做了决定。”接下来作者举了食物的例子。我们每天居然会
做227个与食物有关的决定。这么惊人的数字，你能想象得到吗？大脑是输出装置也好，集中处理器也
罢，它总归是一台精密得超出目前人类认知水平的机器。联想机核“量子破碎—时间杂耍”那期录音
，我的冷汗都要流下来。根据兔子老师的科普，“平行宇宙就是你每一次在量子层面做选择时，这个
次数就会超级大，每一秒钟都会发生N次方的选择，都会诞生出一个平行宇宙，海量地去生产。每次
去选择的一条路，这条路都是备好的，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时间都是已经存在于那里了，只要去取出
来就可以了。这是时间旅行中很量子力学的一种说法，诞生了所有的选择，我们只是选择了其中一条
。我们看起来像是时间旅行，其实你只是像切换跑道一样，换了一种观察视角。”甚至⋯⋯“这个世
界还在运作，而你没有了。想象一下，‘你没有了’这个概念。”《极限脱出》中，主人公会因为错
误的选择击毙同伴、吸入毒气、被乱刀砍死、被炸弹炸死、被浓酸腐蚀致死⋯⋯最残酷的是，他会作
为实验者，再度重生。在重复试验中，唤醒自己最深处的记忆，带着罪恶感和悔恨，回到秩序崩溃前
的游戏中。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程度依赖于什么，那什么就是值得舍弃的。我一直是这么坚信的。可这
句话真正的局限是，这世间还有太多我们所无法观测到的元素。在我们的无意识之中，某种不可见的
介质、上帝视角中的处理器，还有时间所带来的因果关系，都在悄然运作着。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公
交车上的人分为两种。玩手机的人和无聊望向窗外的人。我属于后一种。车窗外的轿车们就像被经过
太阳暴晒的果酱，黏糊糊地贴在路面上。人们习惯于盯着动的东西看，我不禁想。可是静物的变化才
叫惊人呢。比如说植物。它只是安静的立在那里，仿佛永远不会产生改变。可是不久后，它会长高、
开花、结果。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衰亡的？新陈代谢使得我们的细胞比
我们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然而，我们的基因继承于几亿年前，我们也确实不那么年轻。我们赖以
生存的根本，竟存在于我们尚未知晓的世界。《弹丸论破》中，Boss盾子之所以向往绝望，是因为那
个世界对于拥有探知未来能力的她，实在是太过无聊了。空间、时间，还有更多、更多未解之谜。这
么看来，被记忆束缚实在是最轻松的诅咒了。而且，我们这辈子都不会无聊吧。PS.周六那天，我一口
气买下心愿单中最想读的那几本书。因为我想，这个我作为观测主体，也许会在这个世界线中持续存
在。但谁能保证呢。下一刻我的命运如何？这个世界线够稳定吗？我们的Boss够耐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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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32页

        缺氧状态有利于出现幻觉，同时引发大量谷氨酸盐分泌。这种缺氧状态可以扭曲视觉构造、听觉
构造、情绪构造（记忆和情绪）所发出的神经信号，并引致舒适感和快感、通道观感以及感到自己的
人生在眼前一幕一幕地闪过等濒死体验中常见的内容。

2、《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224页

        尽管最终必然终结于死亡，但生命绝对是一场伟大的经历。

3、《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70页

        基督教仪轨的圣餐礼中所能看到的，红酒和面包转化为基督的血和肉这种象征性质变的重要含义
。

4、《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122页

        1957～1959:H2N2，尤其是在中国，这种病毒株在短短的两年内仍然造成了200万人的死亡。这次
疫情的出现刚好与毛时代“大跃进”政策所造成的饥荒处于同一时期，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特别灰暗的
一段时期。

5、《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77页

        预防慢性病的五大金律：1、不吸烟；2、体重；3、水果蔬菜；4、30分钟以上的体育运动；5、减
少高糖高油脂高盐食物消耗。

6、《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85页

        红酒中富含的白藜芦醇就可以活化某些种类的去乙酰化酶，极大程度地延长某些简单生命体的寿
命。探索创造出类似于白藜芦醇的分子以延长预期寿命、是现代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

7、《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43页

        生命是一种个体与外部环境间非平衡的状态，是与万物趋向平衡的自然倾向逆势而行的状态。根
据热力学定律，死亡代表着对这种自然界平衡的回归，因而是不可避免的。

8、《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21页

        几种主要的神经递质：多巴胺，负责调节脑的多个功能区域接受到的刺激，同时也在动机形成中
起主导作用。多巴胺缺失的状态下（帕金森病），神经元的功能障碍会导致一些活动难以实现。反之
，多巴胺过剩时也会导致出现幻觉和神经失常。（可卡因、尼古丁）
血清素，主要参与情绪、焦虑、食欲、性欲、睡眠、痛感、血压以及体温调节等神经活动。血清素低
，会引发各种形式的抑郁；血清素浓度高时，将使人变得乐观而镇静。如百忧解、帕罗西丁。
乙酰胆碱，学习、记忆和注意力的形成过程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体缺乏乙酰胆碱会患上阿紫海默
症（老年痴呆）
肾上腺素，兴奋剂，会引致心跳过速，血压升高，瞳孔放大。体内浓度过高时，会造成精神紧张。
谷氨酸，是大脑中最主要的神经递质，参与了三分之一的突触信息传递过程，同时还在学习和记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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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内啡肽，有镇痛功能。（鸦片、吗啡、海洛因）。糖和脂肪的摄入会引致内啡肽的释放。

9、《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161页

        使用枪械是很难迅速制服一个人的。

10、《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119页

        要想咳嗽时一定得先用肘弯蒙住口鼻

11、《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10页

        将死亡驯服才是充分享受生命的最好方式，不是吗？

12、《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13页

        从根本上导致死亡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即人体器官的维持生命功能由于缺乏供氧而导致生理中止
。

13、《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1页

        献给所有那些死去比活着时教给我们更多东西的人

14、《活着有多久》的笔记-第32页

        单胺氧化酶的A基因经常被认为是“武士基因”，这个称号是对多个历史上拥有暴力犯罪行为史的
家庭进行调查后得名的。经观察，这些家庭的成员在其多代人中都会产生基因变异来抑制这种酶的活
性。因为单胺氧化酶的A基因在突触连接点上对神经递质，包括多巴胺、正肾上腺素、血清素等都起
着抑制作用，当突变引发该基因的失活，多余的神经递质无法削减，有可能通过这些神经递质对神经
回路进行的多与刺激引致行为紊乱，以致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增加了冲动性侵害的可能性。

看了好几遍才看明白，所谓的武士基因，就是因为单胺氧化酶的这种类似神经递质阀门的A基因变异
后的怪东西，因为变异了不听话了，阀门因此松动，导致那些像是多巴胺之类的家伙蠢蠢欲动，躁动
不安，正常人就会变得有些冲动的意思吧。

感觉作为初级科普读物，语言上还是有些艰涩啊，虽然很有趣没错。

15、《活着有多久》的笔记-活着有多久

        如果第一个原始细胞不是去培育生殖繁衍的能力，而是将全部的能量都投入到对抗因时间耗蚀而
导致的损耗上，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我们有可能永远也无法出现在世界上。正是因为可以死亡，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出现。

预防慢性疾病的五大金律
1.不抽烟
2.维持BMI在19-24之间
3.摄取身体所需的足量植物产品，如水果、蔬菜和全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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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天保持至少30分钟的体育运动
5.减少高糖、高油脂以及高盐的食物，特别是快餐食品

当细胞吸收葡萄糖和脂肪时，要把蕴藏在ATP中的能量转换出来，需要要氧分的参与。这个过程中，
会形成一定量的“垃圾”——自由基。自由基具有极强的氧化性，它会对它附近的生物结构发起攻击
，就像金属表面形成锈迹一样。所以，多摄取富含抗氧化物的食品，抗氧化物可以抑制自由基发挥作
用。

摄取较少热量，拥有更长的寿命。减少食物摄入会使得线粒体尽量减少对于氧的使用，并提高ATP中
能量转换的效率，这两种情况的最终结果就会表现为更少地释放自由基。
蔬菜、水果、红酒抗氧化，对抗自由基。

采取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再结合富含植物性食品的饮食结构，会减缓端粒的损耗速度。
要延长寿命，就减缓端粒的损耗速度，而并非要永生不灭，否则就是癌细胞。

肉毒杆菌一般由食物中的毒素引发，通常来自家庭腌渍食品或未彻底灭菌的罐头食品。

威胁生命的病症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将攻击目标锁定在我们生化演进的两个薄弱环节：一是对于作为代
谢能量源的氧气的绝对依赖性；二是大脑为控制整个身体所创造出的一套极端精密的神经递质协同机
制。

一枚子弹在一般情况下最多只能破坏50克左右的组织，只要不是关键器官，这个量对于一个70公斤重
的成人来说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想要用枪立即解决掉某目标，必须伤及其神经系统（大脑或
脊髓），或是通过破坏其血管或心脏造成打出血。
在被一发子弹彻底摧毁心脏的情况下，即使血液流动完全被中断，大脑中仍然会留有足够多的血液，
足够支撑身体自主运动达15秒之久。

我们的消逝将使构成我们身体的元素重新分配，使其他的植物或动物的机体得以增加，并将我们作为
地球生命代表的伟大旅程永远延续下去。通过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个体的存在置于一个更为宏观的
背景下，从而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死亡。

强者易折，柔者长存。
想要让人长生不老，就是想要让一个错误永续无穷。——叔本华
若你想要活着，那你就想要死亡，否则你就没有懂得什么是活着。——Paul Valery
每一个终会走向死亡的凡人都是由两个人组成：一个是过去的他，这个人支撑着现在站着的这个他。
——Henry de Montherlant
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外，真没有什么能让他留在这个世上。——Jules Renard

当我们认识到维持生存所需要跨过的无穷无尽的障碍，我们只能惊叹自己竟有机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死亡并不是反常的事件，相反，有机会活着才是一个奇迹。
死亡是生命得以演化的先决条件。正因为人类出现之前无数生物的死亡，才使我们今天得以行走于天
地之间，我们自己的死去，也使新物种有机会出现。
在宇宙形成以来的几乎全部时期，我们都不曾存在，而再过几十年后我们也会再次消失，如地球上的
任何生物一样。但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很多特殊的临时条件因缘际会地凑在一起，生成了一个独一
无二的生命，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从未在过去出现过，也永远不会在未来再次出现的生命。与其
笼罩在对死亡的恐惧中，不如好好地利用在地球上的短短一生，欢度生命中难得的每一天，庆祝我们
能有机会参与到这场难以想象的历程中来。尽管最终必然会终结于死亡，但生命绝对是一场伟大的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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