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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somebody should help me.
2、拜读过托尔斯泰的复活
3、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作家
4、离家出走的伟人。。。。
5、几年前灯市口中国书店淘的，84年1版1印，绿皮，两卷。莫德夫妇是托翁作品英译权威，托翁曾对
莫德说：你翻译，我放心。莫德与托翁交往十多年，翻译他作品，去他庄园玩，一起聊天吃饭。托尔
斯泰离家出走前一个月还在看这本传记，在日记里评价道：写的挺逗。书前戈宝权的序也好看。精神
不安浮躁大悲大喜恍神儿时，重读好看的名人传记是良药。
6、资料绝对一手，文笔亦为精到！确实好书！
7、这部传记还是挺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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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由一位早期的赌徒、酗酒者、毫无节制的荡游者，而至一位信奉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忠实圣徒。
他卓越的天才的直觉、诚挚而伟大的情感、顽强坚实的心，非凡的观察人世与万物内心的透彻能力和
清晰、准确、极富感染力的艺术再现力，以及他在内心探寻到的属于自己的真理之时的伟大的献身精
神和需要自我克制之时所体现出的强大的理智，尤其他对再现内心之发现的行为实践时的专注，均令
人惊讶之至。传记的写法，材料难得的翔实与真切无比的情感，如在眼前；对后期的版权之争涉及略
多，有失重倾向，颇为遗憾。2013.1.23
2、在探索生命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和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受完全相同。 　　　　
　　　　　　　　 我走到森林中一块空地上，爬上树顶，清楚地看到一片茫茫的林海，渺无人烟，也
不可能有人烟，我走向密林深处，进入黑暗中，只看到一片漆黑，同样没有人家。 　　　　　　　　
　　　　 于是我在人类知识之林中，在数学和实验科学的光照间，在思辨科学的昏暗中徬徨徘徊。数
学和实验科学在我眼前展现了清晰的地平线，但按其方向不可能找到人家；我在思辨科学领域走得越
远，陷入黑暗便越深，结果我深信，出路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当我
醉心于知识的光明面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过是回避问题罢了。不管呈现在我面前的地平线多么有吸
引力，多么清晰，不管沉浸在这些高深莫测的知识中是多么诱人，我已经明白，它们，这些知识，越
明确对我就越无用，越不能回答问题。 　　　　　　　　　　　　我常对自己说，就算我了解科学顽
强地希望了解的一切，但在这条道路上对于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的。我知道，
在思辨科学领域内，虽然，或者说正因为知识的目的是直接回答我的问题，除了我给自己提出的答案
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答案，即，问：&quot;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quot;答：&quot;毫无意义。&quot;
或者，问：&quot;我的生命会有什么结果？&quot;答：&quot;毫无结果。&quot;或者，问：&quot;为什
么存在着的一切要存在，我又为什么存在？&quot;答：&quot;就是为了存在。&quot; 　　　　　　　
　　　　　 求教于人类知识的某一个方面的时候，我获得非我所问的无数准确的答案，如关于星球的
化学成分，太阳向武仙星座的运动，物种和人的起源，无限小的原子的形式，无限小的、没有重量的
以太粒子的震动；但在这些知识领域中，对于我的问题：&quot;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quot;回答只
有一个：&quot;你是你称之为你的生命的东西，你是许多粒子暂时的、偶然的聚合。这些粒子的相互
作用、变化就构成你称之为你的生命的一切。这种聚合延续一段时间，然后这些粒子的相互作用便停
止，你称之为生命的东西也就停下来，你的全部问题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你是偶然塑成的一块东西
，它在霉烂。这块东西把霉烂称作它的生命。它粉碎以后，霉烂的过程和一切问题便告结束。&quot;
知识明确的一面就是这样回答问题的，只要它严格地遵循自己的原则，它就不可能说出别的答案来。 
　　　　　　　　　　　　看来，这样的答案是答非所问。我需要知道的是我的生命的意义，而生命
是无限的一颗粒子，不仅不赋予生命以意义，而且排除了任何可能的意义。 　　　　　　　　　　　
　 精确的实验科学中带有抽象议论的那一部分做出了同样含糊不清的结论，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发展和
促进这种发展。由于不精确和含糊，这是不能算作回答的。 　　　　　　　　　　　　 知识的另一
面，思辨方面，当它坚持自己的原则，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的时候，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提出的
答案总是千篇一律：世界是一种无限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人的生命是不可知的&quot;一切&quot;的
不可知的部分。我重又排除了处于思辨和实验科学之间的、构成所谓法律、政治、历史等半科学的基
础的那些结论。在这些科学中，同样不正确地引进了发展、完善的概念，差别在于那里讲的是一切发
展，而这里讲的是人的生命的发展。二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在无限的发展和完善既无目的，也无
方向，而对于我的题什么答案也不能提供。 　　　　　　　　　　　　 ⋯⋯ 　　　　　　　　　　
　　 &quot;虚空的虚空，&quot;所罗门说，&quot;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
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甚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已有的事，后必再
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那知，在我们以
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我传道者在耶路撒
冷作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经练的，是极重的
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
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
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quot;（译注：《圣经·旧
约·传道书》第一章。） 　　　　　　　　　　　　 ⋯⋯ 　　　　　　　　　　　　 所罗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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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这些话的人，是这样说的。 　　　　　　　　　　　　 印度的哲理讲出了如下的一番道理： 　
　　　　　　　　　　　 释迦牟尼是一位年轻、幸福的王子，他对病痛、衰老、死亡一无所知。有一
次他乘车出游，看到一个可怕的老人，牙齿全部脱落，流着口涎。在此之前对衰老一无所知的王子感
到惊讶，问车夫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个人落到如此可怜、讨厌和不成体统的地步？当他了解到
这是所有人的共同命运，他，年轻的王子，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他便无心乘车漫游了，命令转回去
，要好好思索这个问题。他一个人闭门思索。后来大概找到了某种慰藉，因为他又兴高采烈和幸福地
乘车出游了。这一次他碰到一个病人。他看到一个四肢无力、脸色发青、全身颤抖眼光浑浊的人。对
疾病一无所知的王子停下来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当他了解到这是疾病，所有的人都会得病，他自己
，一个健康的和幸福的王子，明天也能病成那样，他又无心玩乐了，命令转回去，重新寻求安慰，后
来大概找到了，因为他第三次出去游乐。第三次，他又看到了新的景象。他看到人们抬着一件东西
。&quot;这是什么？&quot;——&quot;一个死人。&quot;——&quot;什么叫死人呢？&quot;王子问。人
家对他说，所谓死人，就是象那个人一样。王子走到死人跟前，打开来端详。&quot;那么他以后会怎
样呢？&quot;——王子问。人们对他说，以后就把他埋进土里。&quot;为什么呢？&quot;——&quot;因
为他大概永远也不会再活过来了，从他身上只会生出恶臭和蛆虫。&quot;——&quot;这是一切人的命
运吗？我也会这样？被埋在地下，发出恶臭，被蛆虫吞噬？&quot;——&quot;是的。&quot;——&quot;
回去！我不游玩了，永远不再出游。&quot; 　　　　　　　　　　　　 释迦牟尼在生活中找不到安慰
，他认定生命是最大的恶，把全部精神用来超脱尘世和普度众生，而且要达到这样的境地，使生命在
人死后也不能复苏，从根本上彻底地消灭生命。这便是整个印度哲理的观点。 　　　　　　　　　　
　　人类智慧在解决生命问题的时候所给的直接答案便是这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095880100lku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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