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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岛》

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
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
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
。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
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
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
长。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
。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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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开始有种很奇异的感觉，有点玄换，可是越来越觉得无聊。。。说实话，我读着不是很喜欢，不
如读其以往小说那么流畅而兴奋
2、批判？反思？
3、我看的版本豆瓣似乎没有...那个是台湾版的,树的排版
4、书的翻译、装帧、印刷和纸张都还不错。这可能是林大师的最后一部小说，他用他的哲学和想象
，在南太平洋上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它既不像乐观主义者的乌托邦
（如太阳帝国）那么完美，也不像悲观主义者的乌托邦（如美丽新世界）那么糟糕。岛上的居民大都
是普通人，会贪财，会畏缩，会热衷，会淡泊，会仁慈，也会残忍。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乌托邦
的想象，儒家的乌托邦是大同世界，道家的乌托邦是小国寡民。正如林语堂先生的思想更接近于道家
一样，他的乌托邦也更接近于小国寡民。这本小说也像他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充满了浓浓的哲学意味
。林语堂通过主人翁劳思之口，不断地发表哲学的论述。如果这是任何其他作者的作品，我会毫不犹
豫的打五星。然而这是林语堂的作品。林语堂先生写出这样的作品本不足为奇。小说的技巧与叙事远
逊于《京华烟云》。小说《京》中，姚老先生是道家的信徒，他更多的使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向别人
传述道家理念。同样的，《奇岛》中的劳思也是道家信徒。而劳思似乎真的老了，老到更喜欢唠叨与
说教了。小说的叙事，远逊于《京华烟云》那史诗般的其实磅礴，情节也并不曲折离奇。小说所包含
的哲学思想，其实也已经在林先前的作品中（如《生活的艺术》、《从异教徒到基督徒》、《苏东坡
传》等），并无突破。所以，对于不太熟悉林语堂的读者来说，这座岛屿略显奇特，而对于略知林语
堂一二的作者来说，这并不是一座奇特的岛屿。
5、博大的中国智慧～～奇岛～～奇书～～
6、读这部时才猛然发现为什么自己会特别喜欢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类型的小说，因为它们是将作者
的思想和精神寓于曲折而生动的故事情节中，并随着故事的发展而逐步升华。可惜奇岛并没有做到，
故事很简单很疲惫，其思想和寓意都是通过人物大段大段的语言直接呈现直接灌输的，也许这部小说
所想体现的东西确实比较特殊吧，但确实有很多别的小说都沦落到这种境界，总觉得这种小说不是最
为成功的。
7、印刷还可以，廉价纸张吧老厚一本了，不过没有瑕疵。
8、看了好久哦~~还是不太懂这“奇”
9、硬着头皮读完的   我也不知道是林老先生的问题 还是翻译的问题  看的我很有便秘导致呼吸不畅窒
息而死得想法   
10、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raymondzhang.blogbus.com/logs/75494810.html
　　
　　某日在南区的庆云书店闲逛，拿起书架上一本林语堂先生的小说《奇岛》，看了四五页，下了一
个“一点点像Lost，一点点像1984”的初步推论之后，还是把它买了回家。今天完整合上书的末页，
却已经是将近一年之后了。
　　
　　这是本似乎该称作“哲理科幻小说”的作品，是林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用英语写作而成的，译
者张振玉。小说讲述的是五十年之后的新世纪（21世纪）之初，三次世界大战战罢，民主世界联邦的
科学研究员奇异到达太平洋深处某奇异的独立于外界的小岛上的一段故事。背景的构建，非常“乌托
邦”。一群由富商和哲学家带领的各色人种，在这座岛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推崇文学、艺术而
轻政治。在宗教信仰上则选取了基督正教为底板的修改版，新进入这个社会的少女尤瑞黛，通过和岛
上各色人等的交谈，聚餐，沙龙等，逐渐了解并爱上这里。通过岛上的精神领袖创始人劳恩之口，林
语堂试图把他对旧世界中的各种体制弊端和人性的丑陋面，进行了批判，同时也阐述他自己对世态万
千的各种哲学狂想。
　　
　　这本书读来非常艰难，一方面原文由英文写作，再翻回中文难免有偏差。另一方面，岛上的背景
和人物对话，包括各种环境背景描写，都是西方社会为底板的，尤其岛上众人之间常见的探讨争论，
各种圣经和古代神话的引经据典层出不穷，让对此并无研究的我颇觉得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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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为什么作为一本小说，它并不是很吸引人继续往下读的原因。哲学的论战和分析，占据了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而情节的叙述和各种背景的铺陈，缓慢而绵长。读完之后，仿佛在听了一场持续
整天的音乐会，但其中的咏叹调，却少的可怜。
　　
　　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咏叹调，就是作者对若干社会生活片段的有趣的哲学构解和深层次思考。比
如：
　　
　　-  一副女性美、优雅、只会的美丽的瞬间映像，也是女性理想的实现。一个成熟、开放，有时候
很聪明的女人，就是处于她的巅峰时期。男人追求那种完美女性的形象，现代人有时候在电影明星中
寻找这种形象。当然，那一切都是暂时的幻象，只是男人将脑海中的映像投射在某几个女人身上而已
。但只要这种幻象存在，就能令人满足，其实实在没有多大区别。现代男人崇拜电影、图片或照片中
的人，而古代男人则在活生生的女人身上崇拜那种形象。
　　
　　-  山是给人凝视、仰望的，不是要人征服的。根据劳恩的说法，登山是北欧白人疾病的象征，是
种精神上的不安，隐藏在一切对现代不满的背后。“不要征服自然，要和它并存。自然对人类不含敌
意，她是你的朋友。不要和山丘比高，要谦逊地仰慕它。⋯人们说要向埃弗勒斯峰或圣母峰挑战。可
是圣母峰永不向任何人挑战；她立在那儿，自得、永恒，像一位安详熟睡的母亲。我可以听见爬阿尔
卑斯山的人处于潜意识的自言自语说‘我不让你情是我，嘲笑我。我将爬得和你一样高，和你拉成平
手，是自己和你平等。’然后他会下山宣布他的‘征服’。而圣母峰甚至不知道她被谁击败，在安详
的睡眠中，连睫毛都未抬一下。
　　
　　-  她（尤瑞黛）坚持人类文明的划分自然落入三种类别：鞋子——文明/凉鞋——半野蛮/赤足—
—野蛮。结果，越多的鞋子就表示更高的文明和经济的繁荣。由一般赤脚的流行可证明印度、印度尼
西亚、非洲和其他一切未开化地区无可想象的贫困。迟到附近的人民没有穿鞋，意味着他们是生活在
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之下。相反地，穿鞋子是居民由填饱肚子的挣扎走向经济盈余的指标。而劳恩并不
同意她的观点，他激动地提出一篇半形而上，半现实的人类罪恶的探讨，从双脚受束缚开始谈起，只
谈到双脚的变形。人类的双足是上帝高贵的杰作，一件神奇的作品，是大自然完美的设计，来应付各
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平衡、优雅、舒适、易动性、易弯性和政法，是的，甚至蒸发的作用。
　　
　　-  研究会扼杀即时的灵感。
　　
　　-  在谋生和达到自己所要的舒适之间，牵涉到整个复杂的经济、贸易、工业、国际商业等组织—
—甚至有船运和保险。现在人就这样被陷住被阻挡住了，他永远超越不过这个范畴，也无法做太多的
思考。仅仅谋生的问题把它压垮，套牢，甚至使他形体憔悴，精神不振，脑子腐化。
　　
　　-  “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往往不需要代价？”“在过去，或许是的。问题是这些东西在现代生活中
不再是不需要代价的了。你公寓的窗口若能看见一条小河的风景，一个月大概要多花十块钱；一小片
天空，五块钱；半个天空，十块；四分之三的苍穹，大概要二十五块之谱；至于像在屋顶小屋所见的
四面围绕的青空——大概只有百万富翁或差不多是百万富翁的人才能享受得起了。”
　　
　　-  孤独对灵魂是有益的。
　　
　　-  “一个人会觉得百分之百的快乐，这在旧世界（在文中指的是小岛之外的现实世界）是不可能
的事情，除非在如痴如醉的状态下——陶醉在酒精或爱情里，暂时忘却社会的罪恶和不完美的感觉，
使人感到神圣。一旦人清醒了之后，他就感觉到他的所有的弱点，他的困惑，他的匮乏和他的罪恶。
我们潜意识里都有罪恶感，没有人百分之百的快乐，罪孽情结存在，不管被压抑或潜伏期来，而且，
从社会意识的层面说来，这正是许多虐待、毁灭倾向的成因，是我们想看到自己或别人受罚。我们在
潜意识中梦想，应该有一个为我们的罪恶而死。这种努力追求神性和完美的理想毁了我们，造成我们

Page 5



《奇岛》

行为奇怪的扭曲和偏左。我们今天唱赞美诗，第二天就会去杀敌⋯⋯
　　
　　总得来说，全书的亮点不多，但是通过文字，依稀可以感觉到林语堂对西方社会、文学、艺术、
音乐、雕刻等领域深厚的了解和独到的感受。文中还夹杂了对孔子的多次引用和阐述，把这个小小乌
托邦奇岛的气氛烘托得非常真实。
　　
　　所以还是给大师一个4分吧。推荐给喜欢看此类哲理短文的朋友看，当然了，这本可不是短文。
11、我想去那样的一个岛。
12、　　我不认为《奇岛》是一部好的小说，但是我却愿意把它推荐给我的朋友。
　　一部好的小说，一定会有鲜明的人物性格和完整的故事构架，否则即使我们通篇读完，也不会对
其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更不用说会受到影响。在这一方面，我个人觉得林语堂先生并没有进行仔细
的雕琢。除了主人公尤瑞黛之外，其他人物角色给我的印象都非常的相似，无论是创造“奇岛”乌托
邦的劳思亦或是人类学家艾玛艾玛。我明白作者想要在小说中创造出一个世外桃源，一个风格近似古
希腊和“浴乎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悠闲胜地，同时我也能想象唯有通过居住于此的人的言
行举止才能真正肯定这种遗世独立的状态，但是若不是对此间的背景有所了解，我们便不会觉得这个
小岛会有多美好。至少当我读完之后，我也丝毫没有产生任何向往此处的想法。奇岛于我而言，与其
说是一个精神家园，倒不如说是一个囚笼和自我逃避的古怪屋子。这里的人们虽然看似与外界社会有
文化思想宗教上的联系，然而实际上却已然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异不从判断它的好坏，只能让人
叹为观止。因此，生活于这个岛上的人，尽管再如何有智慧，却仍然让我产生一种一视同仁的陌生感
。而关于故事构架，此书讲的是一个无意中发现奇岛的女子经历精神感官冲击之后最后选择留在此处
生活的故事，故事本身可能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题材，亦有不少情节可供揣测，然而总体而言，仍然乏
善可陈。
　　作为一个理科生，我对任何形式的封闭系统都抱有一丝怀疑和警觉。我深知没有持续开发与交流
的系统，都会改变，而最悲观的结果是走向毁灭。这是热力学第三定律所告诉我的，这是一条真理。
所以我一开始便不看好林语堂先生架构的这个虚拟世界。如果无法与外界有交流，如此的弹丸之地，
怎么可能一直保持一种欣欣向荣的状态？我隐约觉得这其中是存在问题的，可惜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
，没法细致的分析。书中的某些人物，实际上握有重大的权力，他们难道不会改变？即使他们已经堪
破人类社会的奥义，那么当他们死去之后，下一代的接班人呢？童话故事的结尾都是王子与公主幸福
的生活在一起，但时光流转，王子会变成凶残的暴君，公主会成恶毒的皇后，这样好像才更符合现实
吧。所以当书最后以一场酷刑来结尾时，我们只能说，岛民内心关于侵略毁灭的恶灵，暂时随着死刑
犯的淹溺而离开，却不能保证它永远不会回来。奇岛上的人，其实就是在一条山脊的绝路上行走，两
边皆是万丈悬崖，一不小心，粉身碎骨。而实际上，当我们放大这个概念，人类居住于这个星球，不
也是这么战战兢兢如赴深渊如履薄冰的吗？还是那个观点，若是没有持续地交流和维持，万物就会走
向衰败，直至毁灭。这个物理学定律的潜在警告是，我们必须要为任何可能走入这种绝境的系统开辟
出一条新路。这条路，在奇岛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化身为哲学的思辨，宗教的并存以及对自然的敬畏
和互相的理解与宽容。
　　这就是我为什么还愿意推荐给我的朋友的原因。林语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原因之一就是
他对生活充满着无限的热爱。为了更好地生活，我们是需要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和环境做一些个人
的努力的。且看他借由书中人物表达的观点：“社会学家害怕是与非而只是提出人类社会行为的正确
说明；科学家只关心真而不是善；人类被自己堆积起来的纯知识重压而无法呼吸⋯⋯”这些都深深地
刺痛现代文明的软肋，而借着书中不同人物的低声窃语和高谈阔论，我发现除了作者深刻的哲思，便
是对世间美好事物的由衷珍惜与赞美。仅此一点，奇岛便已经拥有足够的艺术价值了！而当我们结合
那个热力学第三定律，是否会明白，所有世界的美好，若不是棠花一现的话，是否应该尽力去维护呢
？
　　今天是2012年12月25日圣诞节，距离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已经过去了四天。当那个传说中的
“世界末日”慢慢走近的时候，我想大多数人怀着半开玩笑的状态，都会回顾自己此前的生活，有遗
憾有失落有痛苦有哀伤，当然也有那些不怕死的。借由那个契机，我想若是世界末日没有来临，那么
就应该更加珍惜眼前的生活才是。大到这个世界的和平，小的中午的饭菜，都值得用心。我们生活的
这个星球，在这个茫茫宇宙中，不也就是个孤岛么？我们与外界为数不多的交流，便是太阳的光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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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几颗人造卫星，所以说起来，我们若是不珍惜的话，所有的美好，都是会毁灭的。
　　一想起曾经去过的丽江石板街，纳木措的湖水，内蒙的草原；一想起你们这些可爱的朋友和我最
亲爱的家人；一想起我们拥有的艺术瑰宝，雄伟建筑和思想文化，我便想要好好生活，真的。
　　
13、翻译不好
14、很喜欢林语堂的书，非常期待这部小说
15、我真的看过的，就真一点儿都想不起来。。。
16、以小说的结构来说存在很多瑕疵，基本上算是对哲学、生活、艺术、政治、社会的论述
17、看完这本书后，脑海里不断浮现一个词：回归。
18、2.11完成。许多作者的思想。
19、中文实在太晦涩了 
20、不能更无聊
21、一本作者构造的乌托邦世界...大概是我没看懂...总觉得女主被洗脑成功了
22、有点lost的感觉，有点1984的感觉...汗
23、这本书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很震撼，从这里我才真正的领略到林氏的精华所在。其中对景物形象生
动的描述，对人性、人生、哲学等的细致入微的描写，让我真正看到林老先生的幽默、深刻、轻松、
自然，很美很值得读的一本书。如果说红牡丹和风声鹤唳让我在两三个小时内读完的话，而奇岛却让
我在长达五个多小时中仅读完了不到一半。因我是逐字逐字的在细细的品味思考，喜悦。非常非常喜
欢刚才没看清封皮，我在卓越买到的《奇岛》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封皮不同，不知道翻译
是否相同，所以在这里说下
24、柏拉图
25、看了很久，不像其他小说，看起来打不起精神。书中的确反应了林语堂先生的很多思想，不过作
为现实主义者，我飘过。呵呵！
26、我猜我根本没读懂。。。
27、讀了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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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林语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原因之一就是他对生活充满着无限的热爱，以前看过他写的《
生活的艺术》，感觉不错。他借由书中人物表达的观点：“社会学家害怕是与非而只是提出人类社会
行为的正确说明；科学家只关心真而不是善；人类被自己堆积起来的纯知识重压而无法呼吸⋯⋯”这
些都是作者的深刻的哲思，但是，我觉得，这些思考必须在拥有足够生活阅历的人才能够深刻体会，
如果生活阅历不够，这些深刻的哲思有时候会觉得是某种说教，我不喜欢那种让我们想什么做什么的
书。书中一些治国安邦的观点，不是很懂，但是关于生活与艺术的论述，是比较精妙的，人的精神缺
不了艺术，一只在鱼缸里每天饱腹的鱼和在山间快乐游曳的鱼，分别象征的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充实
，很多人心里想当后者，都是实际上默默成了前者，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两者的结合，比如书中的劳
思。每每看林语堂的书，就会觉得生活是如此之美好，有那么多值得去读的书没看，世界各地的美景
你还没有领略，人世间那么多美好的情感你还没来得及经历，你怎么能说生活无聊没意思呢？我们需
要的是敢想的脑袋和敢闯敢做的身体。
2、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
明http://raymondzhang.blogbus.com/logs/75494810.html某日在南区的庆云书店闲逛，拿起书架上一本林
语堂先生的小说《奇岛》，看了四五页，下了一个“一点点像Lost，一点点像1984”的初步推论之后
，还是把它买了回家。今天完整合上书的末页，却已经是将近一年之后了。这是本似乎该称作“哲理
科幻小说”的作品，是林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用英语写作而成的，译者张振玉。小说讲述的是五十
年之后的新世纪（21世纪）之初，三次世界大战战罢，民主世界联邦的科学研究员奇异到达太平洋深
处某奇异的独立于外界的小岛上的一段故事。背景的构建，非常“乌托邦”。一群由富商和哲学家带
领的各色人种，在这座岛上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推崇文学、艺术而轻政治。在宗教信仰上则选取
了基督正教为底板的修改版，新进入这个社会的少女尤瑞黛，通过和岛上各色人等的交谈，聚餐，沙
龙等，逐渐了解并爱上这里。通过岛上的精神领袖创始人劳恩之口，林语堂试图把他对旧世界中的各
种体制弊端和人性的丑陋面，进行了批判，同时也阐述他自己对世态万千的各种哲学狂想。这本书读
来非常艰难，一方面原文由英文写作，再翻回中文难免有偏差。另一方面，岛上的背景和人物对话，
包括各种环境背景描写，都是西方社会为底板的，尤其岛上众人之间常见的探讨争论，各种圣经和古
代神话的引经据典层出不穷，让对此并无研究的我颇觉得难以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作为一本小说，它
并不是很吸引人继续往下读的原因。哲学的论战和分析，占据了本书的大部分章节。而情节的叙述和
各种背景的铺陈，缓慢而绵长。读完之后，仿佛在听了一场持续整天的音乐会，但其中的咏叹调，却
少的可怜。这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咏叹调，就是作者对若干社会生活片段的有趣的哲学构解和深层次思
考。比如：-  一副女性美、优雅、只会的美丽的瞬间映像，也是女性理想的实现。一个成熟、开放，
有时候很聪明的女人，就是处于她的巅峰时期。男人追求那种完美女性的形象，现代人有时候在电影
明星中寻找这种形象。当然，那一切都是暂时的幻象，只是男人将脑海中的映像投射在某几个女人身
上而已。但只要这种幻象存在，就能令人满足，其实实在没有多大区别。现代男人崇拜电影、图片或
照片中的人，而古代男人则在活生生的女人身上崇拜那种形象。-  山是给人凝视、仰望的，不是要人
征服的。根据劳恩的说法，登山是北欧白人疾病的象征，是种精神上的不安，隐藏在一切对现代不满
的背后。“不要征服自然，要和它并存。自然对人类不含敌意，她是你的朋友。不要和山丘比高，要
谦逊地仰慕它。⋯人们说要向埃弗勒斯峰或圣母峰挑战。可是圣母峰永不向任何人挑战；她立在那儿
，自得、永恒，像一位安详熟睡的母亲。我可以听见爬阿尔卑斯山的人处于潜意识的自言自语说‘我
不让你情是我，嘲笑我。我将爬得和你一样高，和你拉成平手，是自己和你平等。’然后他会下山宣
布他的‘征服’。而圣母峰甚至不知道她被谁击败，在安详的睡眠中，连睫毛都未抬一下。-  她（尤
瑞黛）坚持人类文明的划分自然落入三种类别：鞋子——文明/凉鞋——半野蛮/赤足——野蛮。结果
，越多的鞋子就表示更高的文明和经济的繁荣。由一般赤脚的流行可证明印度、印度尼西亚、非洲和
其他一切未开化地区无可想象的贫困。迟到附近的人民没有穿鞋，意味着他们是生活在最起码的生活
条件之下。相反地，穿鞋子是居民由填饱肚子的挣扎走向经济盈余的指标。而劳恩并不同意她的观点
，他激动地提出一篇半形而上，半现实的人类罪恶的探讨，从双脚受束缚开始谈起，只谈到双脚的变
形。人类的双足是上帝高贵的杰作，一件神奇的作品，是大自然完美的设计，来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
情况——平衡、优雅、舒适、易动性、易弯性和政法，是的，甚至蒸发的作用。-  研究会扼杀即时的
灵感。-  在谋生和达到自己所要的舒适之间，牵涉到整个复杂的经济、贸易、工业、国际商业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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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船运和保险。现在人就这样被陷住被阻挡住了，他永远超越不过这个范畴，也无法做太多
的思考。仅仅谋生的问题把它压垮，套牢，甚至使他形体憔悴，精神不振，脑子腐化。-  “生活中最
好的东西往往不需要代价？”“在过去，或许是的。问题是这些东西在现代生活中不再是不需要代价
的了。你公寓的窗口若能看见一条小河的风景，一个月大概要多花十块钱；一小片天空，五块钱；半
个天空，十块；四分之三的苍穹，大概要二十五块之谱；至于像在屋顶小屋所见的四面围绕的青空—
—大概只有百万富翁或差不多是百万富翁的人才能享受得起了。”-  孤独对灵魂是有益的。-  “一个
人会觉得百分之百的快乐，这在旧世界（在文中指的是小岛之外的现实世界）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
在如痴如醉的状态下——陶醉在酒精或爱情里，暂时忘却社会的罪恶和不完美的感觉，使人感到神圣
。一旦人清醒了之后，他就感觉到他的所有的弱点，他的困惑，他的匮乏和他的罪恶。我们潜意识里
都有罪恶感，没有人百分之百的快乐，罪孽情结存在，不管被压抑或潜伏期来，而且，从社会意识的
层面说来，这正是许多虐待、毁灭倾向的成因，是我们想看到自己或别人受罚。我们在潜意识中梦想
，应该有一个为我们的罪恶而死。这种努力追求神性和完美的理想毁了我们，造成我们行为奇怪的扭
曲和偏左。我们今天唱赞美诗，第二天就会去杀敌⋯⋯总得来说，全书的亮点不多，但是通过文字，
依稀可以感觉到林语堂对西方社会、文学、艺术、音乐、雕刻等领域深厚的了解和独到的感受。文中
还夹杂了对孔子的多次引用和阐述，把这个小小乌托邦奇岛的气氛烘托得非常真实。所以还是给大师
一个4分吧。推荐给喜欢看此类哲理短文的朋友看，当然了，这本可不是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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