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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远行》

前言

我不是一个好动的人，每一次出国的机会都不是自己争取来的，而只是偶然地落在了我的头上，我就
接受了。所以，我的确只是偶尔远行。    虽是偶尔，走得还够远的，最远到了南极的乔治王岛。关于
这次南极之行，我曾写《南极无新闻》一书，由海南出版社于2002年出过单行本。我把这部分内容收
在本书中，作为上编。    下编是我几次游历欧洲的记录。其中，两次到德国访问或讲学，各为半年，
皆顺便游览了欧洲别的国家，两次分别到瑞士和德国短期开会。想到我不大会更多地出国，就觉得这
有限的几次经历对于我自己还是比较宝贵的，便在最近整理了出来。我是依据当时所写日记整理的，
日记有简有繁，大致遵照原样，只在文字上做了一点润饰。    我不善于写游记，事实上这本书也不是
游记，只是我几次在国外的生活和心情的实录而已。

Page 2



《偶尔远行》

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作家周国平先生的首部“出行哲思录”，极其真实详尽地记录了他每一次远离国民的日子
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忆，展现了作者执著而超脱的灵魂之旅。无论花季还是老年，都能从他的文采
和哲思中读取智慧和超然。
书中配有近百幅周国平先生在行走中拍摄的第一手珍贵照片，南极绝美风光、欧洲风情掠影在字里行
间向读者一一展示，美景配美文，读者将伴随着作者充满哲思的文字开始心灵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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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远行》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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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远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几乎是一个地理盲，因为要去南极，才认真查看了一下世界地图。这一看才发现
，原来地球上的陆地都集中在北半球，南半球陆地极少，基本是连绵的海洋。北极无洲，但是被有人
居住的陆地环绕着。南极有洲，但是与有人居住的陆地远隔重洋。难怪南极洲的发现是一件多么困难
的事情了。 最早断言南极洲的存在的是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认为，已知世界的反面必有一块
土地，以维持平衡，他们称之为对应地（Antichtone）。希腊人用Arktos一词指大熊星座，也指其下的
北极地区，于是造出Antarktos一词指相反的地区。 可是，从这个词的存在，到这个词所指的地区的发
现，经过了漫长的两千多年。 一直到十八世纪，又是哲学家率先开始空想，把南半球大陆描绘为新的
伊甸园，一片炎热富饶之地，那里住着纯真、自由、未被文明污染的“高贵的野蛮人”，过着幸福而
又悠闲的生活。 为了寻找这个乌托邦，一批又一批探险家启程了。1773年，英国海军上校库克第一个
穿越南极圈，但是未发现陆地。1819年，俄国探险家别林斯高津到达了离岸比较近的海面，他很可能
是第一个看见南大陆的人。在南极探险史上，挪威的阿蒙森是幸运儿，他于1911年12月首先到达南极
点，那个南纬90度的地方。与此同时，英国的史考特也在向同一地点跋涉，困于暴风雪而迟到了一个
来月。他在极地读到阿蒙森留下的语含得意和讽刺的信：“亲爱的史考特队长，你们很可能是在我们
之后最先到达这里的人，我可以请您把附在此信内的一封信送给哈康七世国王吗？留在帐篷里的装备
，如果还能对你们有点用处，请不要犹豫，取去用吧。衷心祝愿返程一路顺风。”不幸的是，史考特
的返程比来程更加不顺，他和他的同伴都死在了返途上。后来，人们在一顶帐篷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和
一封写给全体英国人民的绝笔信，信中的话语令人肃然起敬：“我并不后悔做这次探险，它证明了今
天的英国人仍能勇敢面对死亡。”为了一窥极地的秘密，多少探险家前赴后继，创下了可歌可泣的业
绩。法国的夏尔科几乎毕生漂流在两极地区，最后终于船沉北冰洋。在探险生涯中，连他自己也对这
种不可遏止的探险热情的来由感到困惑，曾经如此自问：“两极地区荒凉可怕，那空前的诱惑力从何
而来？”哲学家和探险家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人，前者以沉思为人生至乐，后者渴望最直接的行动。现
在，作为一名哲学的学生，我要去一切探险家最向往的那个地方了。这次行动与我以往的全部生活形
成了巨大反差，我不敢断定的是，最后我是否也会领略到哲学家所陌生的和探险家所热衷的那种空前
的诱惑力。 我们的这次行动有一个题目，叫作“极地沉思”。针对于此，常有人问我：“你打算如何
沉思，沉思什么？”我的回答永远是：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打算，不做任
何计划。我无法预先去设计一种“沉思”，尤其是一种在我从未到达过的地方的“沉思”。一切都要
到时候再说。到时候我也不摆“沉思”的姿态，一切都顺其自然。 当然，书是要写的。我应该写，也
愿意写。在那样一个极端环境里，我应该会看见前所未见的事物，获得前所未有的感受。我一定要勤
快地记下我的所见所感，因为那是一笔不该丢失的财富。我从来喜欢思考一些世界和人生的道理，到
了那里，我的思考大约不会中断，我要一如既往地记下我的思考。这些就是我要写的书的素材了。 也
许人们有一种期待：为了这不寻常的经历，你的思考应该发生一个飞跃，你应该写出一本不寻常的书
。不，我不许这个诺。会不会发生飞跃，也要顺其自然。顿悟不可制造，制造出来的决不是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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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远行》

编辑推荐

《偶尔远行》是周国平最新散文图文珍藏版，首部行走人生哲思录。 周国平，1945年生于上海。196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研究员。著有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散文集《守望的距离
》、《各自的朝圣路》《安静》、《善良·丰富·高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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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远行》

精彩短评

1、真实的旅行笔记。
2、人生的独行
3、喜欢这样的游记，信手拈来，让人心灵平静。
4、90年代周老师的欧洲游记，和张佳玮的那本参照起来读，百感交集。20年间，欧洲未变。而中国人
却变了。
5、好羡慕周国平先生有这样的机会到南极旅行！里面的图片棒极了！作为一个理智的哲学家，周国
平先生的文采是毋庸质疑的！
6、个人觉得，和其他散文随笔比起来，稍有逊色。
7、三亚回来看，感觉更好。
8、读的第一部周国平的书，游记类，
9、第一次读周国平的作品，散文慢慢读，慢慢品。
10、还没看完收到书 很厚的一本 纸张质量也很好 彩页的哦书又便宜翻起来感觉又好 最重要的是书的
内容还不错(看到现在为止)喜欢啦 嘿嘿
11、昨天读完了这本书。上篇是《南极无新闻》，下篇是旅欧笔记。
12、文笔非常好。灵魂只能独行。
大概我年级太小，还不能看懂
13、首先，2星并不是完全针对作者。书中出现了配图错误，汉字错误，德语词汇拼写错误，大概3处
，不得不让我坚信以后买书要看出版社。其次，刨去以上因素，我也只能给这本书3星。旅行如果不
是发自内心的想走就千万不要上路，否则就跟这本书一样，中心完全偏离，作者心不甘情不愿，读者
就更是辛苦万分。我是挠着头磨完了这本书。后半部分欧洲行不如完全剥离开，换个封面，便也能用
这个题目而成为本好书了。
14、12年归来的夏天看了一部分，今天看了 欧洲的部分。1里面讲到德国教授收入低于 普通大学生。
原来全世界都一样。2 离婚边缘，还和雨儿旅游了欧洲一次，那时红已出现，这本书简直是《岁月随
性》的补充。3 欧洲小镇太寂寞，中国人不喜欢，但正是我想要的。4德国知识分子 反对电视网络，这
才是我努力的放向。
15、还是去看看哲学专著吧嗯
16、充满哲理性的游记
17、远行无需刻意，有所失有所得，心能云游四海也能安于室，有人爱，有事做，从容对待～
18、你说你不能装的好点啊~全掉了~
19、书本纸质不错，可是很容易脱页，看完，整本书就变很多小本本了，比较郁闷。内容还是很不错
的，很长见识的。
20、主要是南极和欧洲的游记
21、灵魂只能独行
22、还是很有收获的
23、精装本的 很好很好 还有彩图~比我在外面看到的要好
24、无聊时翻翻是可以的，多么好就算了。
25、可以通过笔者的语言，了解国外的世界，同时我欣赏作者书中的一句话，灵魂需要独自去旅行
26、看后特想去南极
27、在火车站买的书果然不靠谱，塑封了不能预读，实在不值得读。上火车二十分钟翻完，上部分是
去南极的见闻，算是科普，这种科普连维基百科都不如，有些还是错误的。下部分是欧洲旅行见闻，
稍微有点文笔的高中生水平就能比这写的有趣。不知道这几年周先生都出什么书，看了几本都不行，
以后要慎重买他的书，比起在大学时代看他的散文差太多。
28、速度是挺快的 就是这本书里有好几页是已经脱了的 其他的纸张也是在脱的边缘 翻阅的时候可能
一翻就掉了 装订超烂的一本 导致我继续看下去的兴致都快没了 很扫兴 希望卓越以后在发货的时候还
是注意下书的装订 不好的就不要发给用户了 这样也影响卓越在外的名声和信誉  希望卓越能保持在顾
客心目中的好形象  以前在卓越也买过些书 包装装订都还好... 阅读更多
29、这本书相对于周国平的其他作品来说文学性强，哲学方面的内容不是很多，游记似乎也有些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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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远行》

帐的感觉，总之内容上不是很让人满意，比预期的收获小。但是书的装帧很好，纸张也是很不错的，
有很多插图。
30、囫囵吞枣翻过，不是我的菜
31、2015年2月
32、能说是中国典型的考查团吗，作者是其中的文人之一。
33、在飞机上的十二个小时里从头到尾读完的。圣经札记里让我感触颇深。游记里也偶有很闪光的句
子。总之不错
34、作者走马观花的写，读者也只能走马观花的看。这本书看不到一个作者对文字的负责，感觉就是
随便写写，大家随便看看。
35、来自心底的声音越来越没法诉说，没处诉说
36、一般给图书三星是底线了，这本书让我觉得熬夜看太不值得。想想看上一本周国平的书是小学读
的《宝贝，宝贝》，那时就不太喜欢他的文风，碍于这两本书都是别人很诚恳送的，也不好多言。但
这本书是读了一大半彻底放弃。除了哲思部分，大部分游记写得太不厚道了，跟放幻灯片似的，和三
毛的《万水千山走遍》比起来，只能望其项背。所有游览的景点描写就像是低级的百度百科，周国平
真是一个让我不太敢妄下定论的作家，文笔乏味，但似乎又能悟到一点东西？我对走马观花的景点简
介提不起兴趣，有那时间看纸上的空谈还不如准备下以后自己去体验呢。最致命的是，看完作者装腔
作势的游记之后一点感触都没有。再也不想读周国平的书了⋯⋯
37、那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旅行的书籍
38、靠~！可以退货吗？纸质超烂 而且而且里面有烂的！！！盗版啊亲~~~！！！！1
39、犯困
40、先点评一下版本，是全彩印刷的，质量还好，但翻阅时还是要颇小心，由于书厚重，容易脱页，
鼎力推荐另附我写的两篇读后感精神之旅——《偶尔远行》读后感段祥翔对于一个安静的学者来说，
远行真的只是偶尔，但即便如此，这种远行却是无比的丰富和绚丽：它超出一般的旅游，而成为一次
精神之旅。在那散漫的文字背后，你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智慧和超脱。作者的智慧体现在这是一次文化
之旅，而超脱则体现在仰慕欧洲，而又超越欧洲之外。作者除了南极之外，出国就只有到欧洲，这欣
许也是源于作者的思想汲取地就是——欧洲。作者在欧洲一般是出于学术性的邀请，但作者每次都不
仅仅进行学术交流和教学活动，每次还真实的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忆，及时的把自己对欧洲的
感受、体悟记录在案，这也就是我手上这本沉甸甸的《偶尔远行》。文化的欧洲通过这些文字呈现出
来，当然这点更多的是依赖于作者的人文精神底蕴。彩版图书读来也真是有些趣味，那湛蓝的底色让
人读其书来不觉困倦，而文字也显得更加的秀丽，插入的图画，则让你更能感受一个跟真实的欧洲⋯
⋯它能让我更加便利的追随作者的思想，去感受那个文化的欧洲。欧洲在作者笔下宁静、优雅⋯⋯欧
洲的环境体现了更多的人文关怀，除却环境优雅的欧洲，在作者笔下更多的就是文化的欧洲，作者访
问的...一般都是文化名地，如名人故居、博物馆等等，并从这些游历中彰显出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对
这些名人的感受⋯⋯总之，在游记中渗入了很多思想和历史知识。通过这些游记，我们间接的和欧洲
的文化名人交流，如尼采、歌德⋯⋯文化的意义，被作者引用的路德维希一世的一句话一语道破：“
政治家的作品是短暂的，艺术家的作品是永恒的。”通过作者的描述，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文化的欧
洲，也是一个永恒的欧洲。作者在旅欧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作者通
过几次学术交流和研讨，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接受欧洲哲学的
过程是：每个人根据中国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对这些哲学进行片面的接受，从而，根本没有掌握哲学的
核心，至今如此。进而阐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有形而上学的传统，而中国仅有实践理性（借
用李泽厚术语，即我们常说的学以致用），所以，欧洲哲学在中国只可能被批判的吸收，失却自己本
来的面目。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比较，包括心态的不同，更多的是国民性的不同，作者对华夏民族
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称中国人对待小孩的面孔是“麻木的华夏面孔”。进而在结尾时，呼
唤我们给后代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旅游结束了，作者却说：“我不相信生活场景的变化会彻底的改
变一个人，改变的只是外部形态，核心部分是难变的。”也是源于此，我们即便在游记中，看到的也
是一个真实的——周国平，他永远都那样的静谧、安详。《偶尔远行》中还包含了《南极无新闻》一
书，但以前已经写过读后感，不在此多述，点击查看《南极无新闻》读后感 那一片光明——《南极无
新闻》读后感  段祥翔  一、偶遇周国平是我最钟爱的当代作家，而以前读周国平的书，往往偏执于哲
学理论的学习，或是追随其人生经验的体悟⋯⋯今天，一本南极游记《南极无新闻》摆在我是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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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远行》

还颇不确认——周国平也写游记？轻松愉快的翻了几页，确认没错，于是，就追随作者去感受了一番
南极的空灵、凄凉、亘古。  二、南极千古的荒凉是南极的主题。在南极那片明丽的天空下，他用简
单的生活来沉思人生，并在笔下叙写那清凉的世界，作者说：“在世界各地的孤岛和广漠上，在晴朗
的的黄昏里，晚霞依然染红天边，可是那一个个美丽的时刻不再属于你，在你的忙碌的日子里不再有
它们的位置。”只有在那种清凉的心境里，才能把那个明丽的世界呈现得如此美丽，特别是在南极速
写那一部分，读来简直是拍案叫绝，那荒凉的南极在他笔下也生机无限，兴致勃勃，大自然的原始、
奇特和绚丽都呈现在眼前。  由于我的读后感太常了，如果大家要查看的话请进入[...] 阅读更多
&rsaquo;
41、偶一点到人性会有亮点，但装订不好，我看书已经很仔细了，但书未看到一半，已经掉了页，他
的书本是需随时翻看的，但也不能一页一页的看吧。大家斟酌。
42、感觉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写的一本。只有关于圣经那部分觉得偶尔触碰精神。
43、纸质不错，粗糙厚实，但装订一般啊，被我翻散了，就看一遍就散了不太喜欢南极部分的文章，
向来对游记理解有点障碍，且书中游记叙述偏多，思想被压缩了。后面的其他文章很喜欢，让人平静
，并思考
44、未完成
45、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读完的，虽累犹欢。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没有个人价值目标的人集合在一
起，集体生活就会成为价值本身。”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集体确实常常吞没个人，对照现实，愈加
明显.。
46、文笔非常好，旅行随记精炼而不乏味是不容易的，融进思想的火花更加难得。可说惊喜的阅读体
验。
47、感觉还不错 就是纸张的质量 有一点点不是很好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很好的
48、没有美丽的文字，但是有深刻的感受。这是用“心”和“脑”去旅行的人，写下的游记。
49、哲人写游记，看着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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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记得大二的时候，在新闻采写课上，任课老师曾经向我们提过“新闻策划”这个概念，大意是“
对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新闻事件如何进行报道，进行分析、构思，优选出最佳报道方案来加以实施
，以达到一定的报道目标的过程。”当时举的例子貌似是“武汉到长沙的高铁即将开通”的案例。那
么我想，作者出游南极的机会就得益于鹭江出版社的新闻策划，出版社出资请一批人文学者访问南极
，以该事件为新闻点，从而进行一系列报道。人文学者出访南极，从各自学科视野找寻南极的独特之
处，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绝对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这有意义吗？我是一个
半路出家的新闻专业学生，专业知识并没有多牢固。新闻的产生源自新闻价值，源自新闻线索。即便
是策划新闻，也要明确宣传目标，确定受众人群。那么此次“人文学者访问南极”的事件，它的目标
在何处？受众又在何处？南极的独特气候决定了它在一定时间内只适合做科学考察。然而人文学者显
然并不是能搞科研的人，值的讽刺的是，周国平先生发现长城站“的全部装备和站上人员的全部工作
都只是服务于站上人员自身的日常生活”。如此说来，倒不如策划一起“向长城站捐赠科研设备的仪
式”来得更加有意义。那么新闻的受众呢？让人文学者去南极，恐怕更大意义上是希望学者们在特殊
的环境里产生灵感，创作出更具价值的人文著作供人传阅吧。可南极本身，真的是催化高品质作品的
决定因素吗？人文思想哪是一朝一夕能够得来，高品质作品的诞生必然要经历一个“厚积薄发”的过
程。尽管歌德有魏玛，里尔克的灵感来自Soglio，但地点从来不起决定作用，只能是催化剂，至少从
书中看来，南极对于周国平先生是这样。真正的好的新闻策划，应该从新闻价值的角度出发。在活动
开始前，反复思忖该活动是否具有满足公共主体需要的特质，三思后行。否则只能沦为“卖点”“噱
头”，毫无新闻的专业性可言。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言“南极无新闻”，而主办方以及一些记者认为“
到了南极的人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没有产生伟大的飞跃就是白去了一次南极”，这种念头实在可笑。
也怪不得在《实话实说》栏目专场，学者们都觉得十分尴尬。“南极无新闻”，给兢兢业业的新闻人
，给向往南极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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