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

13位ISBN编号：9787536047563

10位ISBN编号：7536047568

出版时间：2007年1月第1版

出版社：广东花城

作者：(英)卢卡斯·博亚

页数：224

译者：徐有镕,陈焱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

前言

以前的丛书，都有弘远的抱负。大部头像“四库”这样的，固然不说了，小的如鲁迅的“朝花译丛”
，也是以“传新知，启民智”为宗旨的。洋的如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liot)的“哈佛古典丛书”，
则为记录2000年来人类进步的痕迹，“给受教育不周备的人，一个袖珍的图书馆，使砥砺思想，陶冶
性灵，跻于文明的传薪者之列”。这是自信、开朗、庄重的时代的往事了。咱们时代的人，性子要阴
郁，精神则萎靡，对善、对美、对进步，抱的都是犬儒的心。书虽然和前人一样，也依然在写，依然
在读，但目的则变了：或为传授、学习生存的兵法，或为生存之余，松一松心里的压力。无论写书，
读书，似都是生存的余事了。求写作、读书而为传薪的人，渺不可得。因此编一部译丛，却以前人的
宗旨为宗旨。这在出版者来说，是“不可”的，在编者是“不能”的，对读者来说，又是可笑的。这
名为“三尺书架”的译丛，是套用了查尔斯·艾略特的“五尺书架”，即“哈佛古典丛书”别名。但
面对它的抱负，我们很惭愧，因此自裁了两尺，以表示不如人家。但“五尺”是汉子，  “三寸”才
是“钉”；之所以裁两尺而非四尺七寸，是我们还有小小的抱负，尚可以自诩。兹略述其意，就教于
读者。选目的标准，是不求经典，但都得是“好铁”打的。也不求读者奉为思考、行动的指南，只在
于让人知道：有过这样的人，想过这样的事，有过这样的体验。这些知识、想法、体验，都是我们曾
有却不清晰的，或想有却没有的。总之不谈奇，不言怪，不故作玄虚与高深，务求知识的平正，经验
的练达，和人情的通脱。常人不愿有的东西，本译丛一概不取。第二个标准，是选书不按知识的分类
，比如从这个鸽笼里，揪出本科学，从那个鸽笼里，掏一本文学。我们只选天上的野鸟，只长得俊，
叫得好，飞得漂亮，那不管它挂的是科学、文学、哲学，或难以类分的标签，都在我们的选取之列。
因为知识有类别，经验是整体的。第三个标准，是文字要有风格，即便不能，也要清晰。无论正说，
反说，斜说，侧说，但句句都得是人话。译文的风格，也以此为追求，至少不让读者掰着手指头，去
数句子的“主谓宾”。一个译丛该有的说明，也就是这些了。简而言之，本译丛的宗旨，是为读者提
供一点有意味的知识、想法和体验。使我们于“兵法”之外，还有人所该有的知识，在平淡的生活之
外，有人该有的更好的体验，在俗常的想法之外。还有让我们感到自尊、自信，感到不枉而为人的想
法。在这犬儒的时代，这就是文明的薪火了，虽不足以“雄”，亦足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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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

内容概要

青春永驻，长生不老，千万年来都是人类所追逐的目标。本书采用宗教、民间传说、文学艺术、科学
等方面的资料，考察各历史时期、各种文化中的长寿记录，千奇百怪的延寿方法以及关于长寿的科学
进展，既有信史，又有荒诞成分，读来趣味横生。
《长生不老》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文化中的人类长寿记录，千百万的延寿方法
，以及围绕长寿的科学进展，剖析各种文化中人类对长寿的追求与探索。
宗教、民间传说、科学与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的资料，既有信史，又有荒诞成分，作者一一信手拈来
，铺陈一个个趣味横生的长寿故事。茶余饭后卧读，既能满足向往长寿的猎奇心理，还能意外收获小
小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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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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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

书籍目录

序言中世纪之前：太初寿星中世纪：天恩普照文艺复兴时期：肉体回归十八世纪：理智产生奇迹十九
世纪：科学乌托邦二十世纪上半叶：空想时代二十世纪晚期至今：健康宗教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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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

章节摘录

可享“高寿”的地方或在时间终极，或在世界尽头，这既流露出对昔日得享高寿的怀旧之情，也说明
要长命百岁是何等困难，更遑论是否有此可能。这些长寿者的生活之地，或异代不同时，或异地不同
处，而他们的体貌特征、生活方式以及相关的诸多细节都显示了他们与我们不同。我等凡人里面的几
个无畏莽撞的家伙总能远航到世界尽头，寻找长生不老之术。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吉加美士确实曾去
寻仙，最终却是空手而返。然而，如果没有了总有一天可实现神话般的永生和长寿的希望，会怎么样
呢？这些都是不能成真的美梦吗？也许吧；若永生和长寿曾经有过，而且如今依然存在于世界某地，
我们就能搜寻得到，进而洞悉这个大秘密，或许还能获得同样的长生不老——至少我们当中的几个天
之骄子或许能高寿和永生。在历史开端，在天地尽头，想象之中就曾经有过万寿无疆，所以对这种欲
望确实无可非议。再者，以前的狂想万一确有证据呢！那么如何才能达到目的呢？以下是些方法。很
多古希腊的神话叙事中，延年益寿、返老还童和长生不老的各种方法中蕴含着两大主题。一是可为新
生婴儿举行让其可永生不朽的宗教仪式，尤以在烈火边进行严酷考验为佳，借以除去所有会引起肉身
腐朽的天性。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阿喀琉斯在幼年时就由母亲西蒂斯倒提脚踵，浸入冥河中。他除了脚
踵外，浑身刀枪不入。可惜正是脚踵让这位英雄在特洛伊战争中丧命。按照公元前四世纪的／35史学
家泰奥彭波斯的说法，要返老还童，一种值得推荐方法就是食用青春树的果子，“任何品尝了果子的
人，都可重获青春”。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变形记》中，巨细无遗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希腊神
话中的科尔喀斯国王的公主美狄亚身怀绝技，让丈夫伊阿宋的父亲埃宋得以重返青春。其技艺用到了
精心调制的药剂(内含上千种成分，其中有各种根茎、种籽和花卉，以及雄鹿肝、狼人内脏等)，还有
有史以来的首次输血手术。美狄亚用利剑切开年老体衰的埃宋的喉咙，让血液全部流干，接着往血管
里输入她预先准备好的液体。只见埃宋的发须立即由白变黑，皱纹消失，四肢百骸恢复了活力，这位
年老的国王顿时年轻了40多岁。很多追寻长生不老术的人推荐的一种方法是超凡脱俗，步入仙界。其
中包括去除肉身。古代亚洲是这方面的领军。据源于中世纪的说法，修炼瑜珈者可活200岁，甚至可
活350岁。他们已经从肉体的束缚里解脱出来，由“心”将其意志施于“物”。到了最高境界，凡人可
成为超人，长生不死。当今现存的一个榜样就是巴巴吉，他是一名印度教领袖，生活在印度北部。这
位圣人的肉身永恒不变；他无须进食，即使进食也只是为了与一起进餐的伙伴同乐；他的肉身躯壳不
会有影子，行走时不会留下脚印，等等，等等。中国道教也有相似的修炼术。道士通过炼气、守一、
修炼内丹，同时辟谷绝粒，得以脱离尘世和引起肉身腐败之物。道教始祖老子认为依照此法修道，可
享寿千年；其后的道士更进一层，有道教典籍坚信神仙可享寿达一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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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

精彩短评

1、读者中暑不会像读正式的文化史那样枯燥，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人类文化的某些东西

Page 7



《长生不老长寿文化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