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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黄永玉
▲ 面对历史和时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忧虑之书
▲倾听莫言、余华、黄永玉、崔永元、迟子建、宗璞、史铁生等人的心声
▲ 有锐度的思想，有温度的关怀
▲ 记录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呈现个人记忆与家国巨变
本书为汇聚国 内文化、思想精英的访谈集，所涉主题聚焦当代生活，钩沉往昔历史，省察社会现实，
彰显公共关怀。作者系资深文化记者，在其十年的职业记者生涯，遍访享有广泛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探究他们的生命旅程，倾听他们对世界的独立观察和个人之思，重现他们对重大公共问题的自由发言
。本书记录时代风云，呈现社会变迁，是一部集结国内各界精英的洞见之书。
如果亿万人只用一个脑袋思考，真辜负了造化孕育了这么多的万物之灵。知识分子若是没有独立之精
神，知识也只是货物而已。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首先是一个诚信的人；行为一路歪斜，遑论独
立。——宗璞
我想要写出我自己经历的那个时代，我的视力所及，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我就怎么样写。——崔永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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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榆，作家、资深文化记者。多次访问海内外思想、文化、政治精英，报道大量具有公共意义的人文
事件，成为记录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文本见证。应邀访问瑞典、挪威、波兰、德国，自2005年起，
多次报道“诺贝尔奖颁奖盛典”。著有长篇小说《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我的神明长眠不醒》《黑
暗纪》；随笔集《黑暗的声音》《白天遇见黑暗》等。获《人民文学》散文奖、新浪潮奖、在场主义
散文奖提名奖、中国报人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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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书值得拥有！
2、每篇访谈都深刻，弥补了我以前的认知。促人深思时代对每个人的影响，历史的车轮是谁也阻挡
不了，凡夫俗子只能顺应时代发展，以求自身生存，在这过程中，如能保持思想独立，那样的人生就
完美了。
3、倾听时代人物的声音，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的色彩，是否如我眼中所见，抑或有别样精彩。
4、沉默里的思考。
5、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看了一本好书，很过瘾的阅读体验。
6、紫色控表示喜欢书封。文风和名字一致，好久不做口述，还是对话看起来轻松。
7、铭记历史，强大祖国。
8、不错的书
9、我们身为一粒微尘也对历史有责任！
10、时代的痛点就是遗忘不敢忘记的
11、曾经，他们都是红得发紫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曾经填满我们的书柜和心灵。如今，他们中的很多
人不再有新作，似乎他们都集体陷入沉默。因而，这些把我们召唤回过去的声音，更加显得弥足珍贵
。
12、我喜欢这类书！好书！
13、每一本书都可以让你学习很多东西！
14、喜欢喜欢
15、史铁生、宗璞、黄永玉、莫言、迟子建⋯⋯这本书囊括了好多好多国内最优秀文化人的访谈，值
得一读！喜欢封面上的“有锐度的思想，有温度的关怀”。
16、面对历史和时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忧虑之书
17、非常精彩的一本书，给人以深思
18、不管生活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19、好的访谈者，首先是好的聆听者。知性而恳切。相比《守望》，《沉默》的访谈对象更加接近我
们，更加凸显近几十年的文化思想脉络的曲折痕迹。
20、有锐度的思想，有温度的关怀
21、值得读
22、好书，值得一读。
23、了解时代特征，构划时代格局，清明自处模式。
24、沉默。
25、夏榆的语气读起来好严肃，但或许这正是我们这个年代在慢慢缺失的那种声音。
26、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因阅读的贫乏，只对读过其作品的作家的访谈感受深刻，比如史铁生，陈
忠实，周国平等。单从作者能采访到这么多人，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另外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作
家名单。
27、倾听这个世界杰出者内心的声音，储存丰饶的精神遗迹。
28、都是沉默的过错
29、有的访谈还蛮好看的 边看边想南周的条件还是好啊
30、读了史铁生的篇目，好几次眼泪冲上来在书店又憋回去，下次接着看——差不多看完了20170307
31、对我来说大概算是八卦鸡汤合集 作者的提问相当厉害 还原历史真相的部分跟wg一些子女回忆长
辈的书籍类似 个人素质导致缺乏了一些东西 这本书最让我意外的是那些高龄作者对华语文学的乐观
态度 这也可能是因为我本人接触的不够 没有感受到那些光辉 这本让我有了补/重读很多旧书的念头
32、大致是一些人物访谈，内容比较深刻，反应出一个时代与制度的变迁，更多的是对社会人文以及
各种思想价值的思考与讨论，值得读多一遍
33、知识分子若是没有独立的精神，知识也只是货物而已
34、是一部集结国内各界精英的洞见之书，想读。我想要写出我自己经历的那个时代，我的视力所及
，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我就怎么样写。——崔永元
35、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文化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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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精彩值得一读
37、思想精英的访谈集，所涉主题聚焦当代生活
38、只不过是普通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39、非常值得看，有深度的书
40、觉得很有深度，很值得一看
41、静静思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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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笔记-第103页

        为什么人都要在自己收到磨难之后才会醒过来呢？

2、《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笔记-第143页

        82 岁高龄的宗璞形容自己是“四余居士”。“四余”者——运动之余，
工作之余，家务之余，和病魔作斗争之余。

3、《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笔记-第322页

        被解放的人与他的灵与肉

4、《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笔记-第214页

        不能回避作家的离心倾向，作家对作协的这个疏离现实

5、《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笔记-第267页

        夏榆：先锋作家一个特征就是对叙述技术的膜拜，技术至上。你现在是不需要技术的作家吗？

余华：现在不需要了。我已经写作20 多年了，假如今天还在追求技术的话，那我就太没有出息了。 我
觉得先锋文学真是属于年轻人的文学，年轻人写小说的时候最好去探索形式和技巧，写得越复杂越好
。我很同意莫言说过的一句话：“年轻的时候最好把小说写得越难看越好，要不断地去探索各种方式
；年纪大了之后要慢慢地把小说写得越来越好看，因为你已经不需要探索技巧了。”所以我说，先锋
文学就是20 到30 岁的人干的活，技巧是一块敲门砖，到30 岁以后，大门已经敲开了，手里为什么还要
拿着这块砖呢？那边已经没有门了，那就是你要往前走的充满了陷阱的路，那块砖已经帮不了忙了，
要把它扔掉才对。后来的过程要越过比写作之初多得多的困难，需要的是力量而不再是技巧。

6、《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笔记-第113页

        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书。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
和没有趣两种。有益和有害的论调是靠不住的。这个时候有益，换个时候就变成有害了。苏联几十年
前出过本《联共（布）党史》，被说成是一本对全人类命运至关重要紧要的最有益的书。怀疑它是有
罪的。现在呢，变成一本有趣的书了。你可以用它去对照国际共产运动的发展，得出妙趣横生的结论
。这是时间转移的结果，由不得谁和谁来决定。一本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价值
和作用完全不同。历史也是这样，正史、外史、野史，来来回回滚，我们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
历史的看法都会有变化。

7、《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笔记-第43页

        每个国家或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学史，有谁来撰写文学史，呈现的文学气象还是迥异的

8、《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笔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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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作家，就是注视世界的人。（苏珊·桑塔格）

9、《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笔记-第284页

        迟子建这样讲述那个黑夜的故事，讲述那个故事中凝结的哀伤

10、《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笔记-第5页

        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在任何灾难的面前都可以再加一个“更”字。

11、《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笔记-第21页

        人是一点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

12、《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笔记-第3页

        我其实未必适合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条路上了

13、《在时代的痛点，沉默》的笔记-第109页

        怎么看过去的生活？世界的历史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人类有几千年前的痛苦，只不过没有记录。
惶恐、折磨，有时候就是人的常态。生活是一个很完整的过程，充满伤痕的生活也是一个完整的生活
，人生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只有新社会的经历，还有旧时
代的体验。现在看当年人性的扭曲，也是应该谅解的。能怎么样？人不愿意宽恕罪恶，不宽恕的最好
办法就是别忘记，但是你可以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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