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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位置》

内容概要

周国平散文作品：安静的位置，ISBN：9787542640321，作者：周国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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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位置》

作者简介

周国平，当代著名学者、作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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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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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岁月与性
情——我的心灵自传》、《偶尔远行》，以及《人生哲思录》、《周国平人文讲演录》等，译有《尼
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偶像的黄昏》等。

Page 3



《安静的位置》

书籍目录

第一辑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第二辑  徘徊在人生的空地上
第三辑  人生寓言
第四辑  记住回家的路
第五辑  活出真性情
第六辑  幸福与苦难
第七辑  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
第八辑  人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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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的浮躁，内心的平静，把自己安放在一个安静的位置，才能理清自己的思想情绪，才知道自
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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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令人安静的书 可反复读
2、死亡的部分没什么兴趣 
3、在来西安的火车上跳跃着看完的，打发了整片无聊时光，是一乐！
4、有些句子写到了心里~~
5、连着读两本周的书，会觉得观点还是那些，会有点重复，还有看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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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安静的位置》的笔记-第93页

        《诗人的花园》

       诗人想到人生的虚无，就痛不欲生。他决定自杀。他来到一片空旷的野地里，给自己挖了一个坟
。他看这坟太光秃，便在周围种上树木和花草。种啊种，他渐渐迷上了园艺，醉心于培育各种珍贵树
木和奇花异草，他的成就也终于遐迩闻名，吸引来一批又一批的游人。
       有一天，诗人听见一个小女孩问她的妈妈：
       “妈妈，这是什么呀？”
       妈妈回答：“我不知道，你问这位叔叔吧。”
       小女孩的小手指着诗人从前挖的那个坟坑。诗人脸红了。他想了想，说：“小姑娘，这是叔叔特
意为你挖的树坑，你喜欢什么，叔叔就种什么。”
       小女孩和他的 妈妈都高兴的笑了。
       我知道诗人在撒谎，不过，这一回，我原谅了他。

2、《安静的位置》的笔记-第207页

        
207 悲观·执着·超脱

       古往今来，诗哲们关于人生虚无的喟叹不绝于耳。金圣叹批《西厢记》的序言中写道：“几万万
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
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我也曾想有作为，但这所作所为同样会水逝、云卷、风驰、电掣
而尽去，于是我不想有作为了，只想消遣，批《西厢记》即是一消遣法。可是，“我诚无所欲为，则
又何不疾作水逝、云卷、风驰、电掣，顷刻尽去？”想到这里，连消遣的心思也没了，真是万般无奈
。
       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虚无，想一辈子也还是那么一回事，绝不会有柳暗花明的
一天，反而窒息了生命的乐趣。既然只有一个人生，世人心目中值得向往的东西，无论成功还是幸福
，今生得不到，就永无得到的希望了，何不以紧迫的心情和执着的努力，把这一切追求到手再说？
       可是，一味执着也和一味悲观一样，同智慧相去甚远。悲观的危险是对人生持厌弃的态度，执着
的危险则是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
       我们不妨眷恋生命，执着人生，但同时也要像蒙田说的那样，收拾好行装，随时准备和人生告别
。入世再深，也不忘他的限度。这样一种执着有悲观垫底，就不会走向贪婪。有悲观垫底的执着，实
际上是一种超脱。
       深刻更在于，无论获得多大成功，也消除不了内心蕴藏的悲观，因而终能以超脱的眼光看待这成
功。如果一种悲观可以轻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断定那不是悲观，而只是肤浅的烦恼。

3、《安静的位置》的笔记-第268页

        268  困惑与觉悟

       人生没有一个终极背景，这一点既决定了人生的荒谬性，又决定了人的自由。犹如做梦，在梦中
一切都是荒谬的，一切又都可以随心所欲。当然，只有知道自己是在做梦的人才能够随心所欲。但在
梦中知道自己是在做梦的人太少了。所以，一般人既不感到人生是荒谬的，也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
       有人说，人生到处是陷阱，从一个陷阱跳出来，又掉入了另一个陷阱里。可是，尽管如此，你还
是想跳，哪怕明知道另一个更深的陷阱在等着你。最不能忍受的是永远呆在同一个陷阱里。也许，自
由就寓于跳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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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我不愿意愿意死

       我总能指出一个我肯定已经不在人世的日子，而当我置身于这个日子去想现在的一切，我、我所
爱的人、因为我而遭受痛苦的人都已不复存在，这一切追求、选择、激情、苦恼是多么无稽。

4、《安静的位置》的笔记-第141页

        149 【超脱：与世俗保持距离】
       事情对人的影响是与距离成反比的，离得越近，就越能支配我们的心情。因此，减轻和摆脱其影
响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立足点，那个立足点可以使我们拉开与事情之间的距离。如果那个立足点仍在
人世间，与事情拉开了一个有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明智的态度。如果那个立足点被安置在人
世之外，与事情隔开了一个无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超脱的态度。

       每个人都正“贪营活计，不知他在图画里。”也许人生应是这两种境界的交替，时而能投入地做
手中的活计，不知自己在图画里；时而能跳出来看人生之画的全貌，也从这全貌出发看一看那贪营活
计的自己。

155【热爱生命】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人生，她是一个对我们从一而终的女子。我们不妨尽自己的力量引导她，充实
她，但是，不管她终于成个什么样子，我们好歹得爱她。

160【亲近自然】
       人是地球的客人。

165【自爱和自立】
       为别人对你的好感、承认、报偿做的事，如果别人不承认，便等于零。为自己的良心、才能、生
命做的事，即使没有一个人承认，也丝毫无损。一个人之所以不爱自己，甚至厌烦自己，是因为缺乏
灵性即精神性。这样的人不够有灵性以自娱，于是赶到无聊，希望在琐碎的日常劳作--所谓为他人生
活--中忘掉这个空虚的自我。

       我走在自己的路上了。成功与失败、幸福与苦难都已经降为非常次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这
条路本身。

       此刻我心中涌现出一些多么生动的感觉，使我确信我活着，--正是我，不是别人，这个我不会和别
人混同。于是我想，在我的生命中还是有太多的空白，那时候感觉沉睡者，我浑浑噩噩，与芸芸众生
没有什么两样。

170【独处】
       世界是我的食物。人只用少量时间进食，大部分时间在消化。独处就是我消化世界。

       我天性不宜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是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
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费劲使自己显得有趣，那都太累了。我独处时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
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需感到不安。

       没有自己独居的处所是多么可怕的事，一切都暴露无遗了。在群居中，人不得不掩饰和压抑自己
的个性。在别人目光的注视下，谁还能坐在那里恬然沉思，捕捉和记录自己的细微感受。住宅危机导
致了诗和哲学的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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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静的位置》的笔记-第36页

        （尼采的酒神哲学。用酒神的智慧来战胜生命的苦恼。）

       对于尼采来说酒神祭的重要性在于那种个人解体而同宇宙的生命本体相融合的神秘陶醉境界，在
于酒神肢解然后又复活所表示的生命不可摧毁的象征意义。他以此来解释悲剧，认为悲剧的快感实质
上就是个体通过自身毁灭而感受到的与永恒宇宙生命合为一体的酒神祭式陶醉。

    
       你要站在你自己的生命之上，高武建甄地俯视它，把它当做你的一次艺术创造试验，这样你反而
能真正地体验它，享受它，尽你所能地是它过得有意义。生命的伟大不在于活得长久，而在于活的有
气魄。战胜生命的苦恼的途径既不是宗教的解脱，也不是长寿的诀窍，而是文化和艺术的创造。

6、《安静的位置》的笔记-第8页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的天性中都蕴藏着大自然赋予的创造力。把这个观点运用到读书
上，爱默生提倡一种“创造性的阅读”。这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当做正文，把书籍当做注解；听别人
发言是为了使自己能说话；以一颗活跃的灵魂，为获得灵感而读书。

       人必须有人格上的独立自主。⋯⋯爱默生：“然而事实是：他早已是一只漂流着的破船，后来起
的这一阵风不过向他自己暴露出他流浪的状态。”

7、《安静的位置》的笔记-第17页

        三 灵与肉

       我站在镜子前，盯视着我的面孔和身体，不禁惶恐起来。我不知道究竟盯视者是我，还是被盯视
者是我。灵魂和肉体如此不同，一旦相遇，彼此都觉得陌生。我的耳边响起帕斯卡尔的话语：肉体不
可思议，灵魂更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是肉体居然能和灵魂结合在一起。
       人有一个肉体似乎是一件 尴尬事。那个丧子的母亲终于停止哭泣，端起饭碗，因为她饿了。那个
含情脉脉的姑娘不得不离开小情人一小会儿，她需要上厕所。那个哲学家刚才还在谈论面对苦难的神
明般的宁静，现在却因为牙痛而呻吟不止。当我们的灵魂在天堂享受幸福或在地狱体味悲剧时，肉体
往往不合时宜地把它拉回到尘世。
马雅可夫斯基在列车里构思一首长诗，眼睛心不在焉地盯着对面的姑娘。那姑娘惊慌了。马雅可夫斯
基赶紧声明：“我不是男人，我是穿裤子的云。”为了避嫌，他必须否认肉体的存在。

四 动与静

       我身上必定有两个自我。一个好动，什么都要尝试，什么都想经历。另一个喜静，对一切加以审
视和消化。这另一个自我，如同罗曼罗兰所说，是“一颗清明宁静而非常关切的灵魂”。仿佛是它把
我派遣到人世间活动，鼓励我拼命感受生命的一切欢乐和苦难，同时又始终关切地把我置于他的视野
之内，随时准备把我召回他的身边。即使我在世上遭受最悲惨的灾难和失败，只要我识得返回它的途
径，我就不会全军覆没。耶稣说：“一个人赚得了整个世界，却丧失了自我，又有何益？”真正的救
世主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便是那个清明宁静的自我。这个自我即是我们身上的神性，只要我们能守
住他，就差不多可以说上帝和我们同在了。

五 真与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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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尚有卸妆的时候，我们却生生死死都离不开社会的舞台。在他人目光的注视下，甚至隐居和
自杀都可以是在扮演一种角色。也许，只有当我们扮演的某个角色露出破绽时，我们才得以一窥自己
的真实面目。
       我不妨和他人交谈，但要更多地直接向上帝和自己说话。我无法一劳永逸地成为真实的自己，但
是，倘若我的生活中充满着仅仅属于我的不可言说的特殊事物，我也就在过一种非常真实的生活了。

六 逃避与寻找

       当一个人无所事事而直接面对自己时，便会感到无聊。在通常情况下，我们 仍会找些事情做，尽
快逃脱这种境遇。但是，也有无可逃脱的时候，我就是百事无心，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做任何事。
       如同蒙田所说：“我找我的时候找不着；我找着我由于偶然的邂逅比由于有意的搜寻多。”无聊
正是与自我邂逅的一个契机。这个自我，摆脱了一切社会的身份和关系，来自虚无，归于虚无。难怪
我们和它相遇时，不能直面相视太久，便要匆匆逃离。可是，让我多坚持一会儿吧，我相信这个可怕
的自我一定会教给我许多人生的哲理。

8、《安静的位置》的笔记-第7页

            我不否认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但我确信其前提是沉默而不是言辞。沉默的性质揭示了一个
人灵魂的性质。在不能共享沉默的两个人之间，任何言辞都无法使他们的灵魂发生沟通。对于未曾在
沉默中面对过相同问题的人来说，在深刻的哲理也是一些套话。一个人对言词理解的深度取决于他对
沉默理解的深度，归根结底取决于他的沉默亦即他的灵魂的深度。所以，在我看来，凡有志于探究人
生真理的人吗，首要的功夫就是沉默，在沉默中面对他灵魂中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重大问题。到他有了
足够的孕育并因此感到不堪重负时，一切语言之门便向他打开了看，这时他不但理解了有限的言词，
而且理解了言词背后沉默着的无限的存在。

9、《安静的位置》的笔记-第119页

               袁中郎一生最爱山水，最爱朋友。读其全集，感到清风徐徐扑面，精神阵阵爽快。“天下有大
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非及
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另一处谈到人生真乐有五，原文太精彩了，不忍割爱，照抄如下：“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
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
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
，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
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
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
五快活也。”
       世人常把善终视做幸福的标志，其实经不起推敲。若从人生终结看，善不善终都是死，都无幸福
可言。若从人生过程看，一个人只要痛快淋漓地生活过，不管善不善终，都称得上幸福了。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曾经有过一个依照真性情生活的时代，那便是童年。孩子天真烂漫不肯拘束自
己。他活着整个儿就是在享受生命。随着童年的消逝，倘若没有一种成年人的智慧及时来补救，几乎
不可避免地会失掉童心。所谓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正说明智慧是童心的守护神。凡童心不灭的
人，必定对人生有着相当的彻悟。“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
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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