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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

前言

　　本书是我从1999年到2002年所发表的文章的结集。我曾出版过两个散文集：《守望的距离》
是1983至1995年散文的结集，《各自的朝圣路》是1996至1998年散文的结集。本书在写作时间上与那两
种书衔接，是我的散文的第三个完整结集。我在大学和其他场合做过若干讲座，最近把讲稿加以整理
，也收在了本书中。　　将近四年的时间，我发表的文字只有十多万字，未免少了一些。不过，我早
就不以发表来估量我的写作，更不以写作来估量我的生活了。当我酝酿和从事一项较大的工作时，我
已能克制自己不去写那些马上发表的东西。当我坐在电脑前忙碌而我的女儿却希望我陪她玩儿时，我
也清楚什么是更聪明的选择。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疲于应付刊物的约稿和媒体的采访。我对那种
状态很不喜欢，但我不是一个善于拒绝的人，只好在内心里盼望一个机会，能够强使我结束这种状态
。1999年，我应聘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任客座教授，在那半年里，客观上与国内的媒体拉开了距离，编
辑和记者们找不到我了。当时我知道，我所盼望的机会来了。回国后，我横下了一条心，对于约稿、
采访以及好事者组织的各种会议一律拒绝，真感到耳根和心地都清净了。据说有所谓名人效应：你越
有名，媒体和公众就越是关注和包围你，结果你就更有名了。现在我发现相反的规律同样成立：你一
旦自愿或不自愿地离开聚光灯的照耀，聚光灯当然是不会闲着的，立刻会有新的名人取代你成为被关
注和包围的中心，而你就越来越隐入了被遗忘的暗处。我不无满意地看到这一“褪名效应”正在我的
身上发生。我的天性不算自信，但我拥有的自信恰好达到这个程度，使我能够不必在乎外界是否注意
我。　　我当然不是一个脱俗到了拒绝名声的人，但是，比名声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我
必须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个自由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保持这样一种内在状态，我在
写作时才能真正品尝到精神的快乐。我的写作应该同时也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
值就要受到怀疑。无论什么东西威胁到了我所珍惜的这种内在状态，我只能坚决抵制。说到底，这也
只是一种权衡利弊，一种自我保护罢了。　　摈弃了外来的催逼，写作无疑少了一种刺激，但我决心
冒这个险。如果我的写作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就让我什么也不写，什么也写不出好了。一种没有内
在动力的写作不过是一种技艺，我已经发现，人一旦掌握了某种技艺，就很容易受这种技艺的限制和
支配，像工匠一样沉湎其中，以为这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甚至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可是，跳出来
看一看，世界大得很，无论在何种技艺中生活一辈子终归都是可怜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充实完整的
内在生活，而不是写作或别的什么。如果没有，身体在外部世界里做什么都无所谓，写作、绘画、探
险、行善等等都没有根本的价值。反之，一个人就可以把所有这些活动当做他的精神生活的形式。到
目前为止，我仍相信写作是最适合于我的方式，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的想法会改变，有一天我会
换一种方式生活。　　上面说的只是近些年萦绕在我心中的念头，事实上未能完全实施，至少我没有
把拒绝一切约稿的决心坚持到底，否则就不会有现在这个集子了。这个集子里的许多文章仍是应约而
写的。不过，我做到了有所节制，拒绝了大部分约稿。当今膨胀的媒体对于稿件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
，如果有求必应，我必完蛋无疑。我要努力做到的是保证基本写作状态的健康，这样来分配我的精力
：首先用于写不发表的东西，即我的私人笔记，它是我的精神生活的第一现场，也是我的思想原料仓
库；其次用于写将来发表的东西，那应该是一些比较大而完整的作品；只允许花最少的精力写马上发
表的东西，即适合于媒体用的文字，并且也要以言之有物为前提。我一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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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

内容概要

《安静(经典散文·珍藏版)》是作家周国平的第三本散文集。《安静(经典散文·珍藏版)》收集了作
者1999年至2002年8月的散文作品。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作者逃离了镁光灯的追逐，为自己的心灵保
留一个自由安静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由此作者笔下的文字也透露出安静的意蕴，让读者
也随之处于一种超脱了世俗的浮躁的状态中，从而对现实、对自己的生存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与
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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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国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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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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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尼采与形而上学》（1990），散文集《守望的距离》（1996）、《各自的朝圣路》（1999）、《安静
》（2002）、《善良·丰富·高贵》（2007），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1996）、《岁
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2004）、《偶尔远行》（2006），随感集《人与永恒》（1988）、《
风中的纸屑》（2006）、《碎句与短章》（2006），诗集《忧伤的情欲》（1991），以及《周国平人
文讲演录》（2006）等，译有《尼采美学文选》（1986）、《尼采诗集》（1986）、《偶像的黄昏》
（198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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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为某报“书人档案”栏目写
精神拾荒三步曲
第二辑　灵魂的在场
智慧和信仰——读史铁生《病隙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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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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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的尊严——山崎章郎《最后的尊严》中译本序
神圣的交流——《亲历死亡丛书》总序
平凡生命的绝唱——《我们在天堂重逢》中文版序言
第三辑　在维纳斯脚下哭泣
在维纳斯脚下哭泣
能使男人受孕的女人
欣赏另一半
爱使人富有
爱情是一条流动的河
可能性的魅力
亲密有问
婚姻如何能长久
恋家不需要理由
夫妻间的隐私
用什么报答母爱
沟通、隔膜和关爱
第四辑　精神寻找形式
写作的理由和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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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景色无限
答《诗刊》杂志问
诗歌创新和诗人使命——在一次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答上海美术出版社舱0意》杂志问
外行的点评
纯粹艺术：精神寻找形式
一个现代主义者对后现代主义的感想
零度以下的辉煌
摇滚的真理——《自由风格》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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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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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圣的心路——《各自的朝圣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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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临终的尊严——山崎章郎《最后的尊严》中译本序　　本书的作者山崎章郎是一位有深切人文关
怀的日本医生，在多年治疗癌症末期病人的实践中，他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积累了很多的疑问。于
是有一天，当他翻开柯波拉·罗丝的“死亡学”开拓之作《死亡与死亡过程》时，他的认识很自然地
发生了一个转折，用他的话说，他到那时为止所认同的医学常识被轻易地推翻了。他的这个转折，简
单地说，就是把对于临终病人的态度由徒劳的救治变成了有效的关怀。在书中，他给我们讲述了他亲
自治疗过的十个病人的故事，转折发生前后的病例各占一半，通过对照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转折的
合理性。　　对于一个患了绝症并且确实救治无望的病人，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这是医生以及病人
的亲属首先会遇到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采取的是隐瞒和欺骗的策略，并辅以空洞的鼓励。山
崎章郎一开始也是这样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病人自己也往往害怕知道真相，不
肯接受近在眼前的死亡。但是，随着病情实际上的恶化，病人必然会对专门给他准备的虚假的说明产
生怀疑，并且终于完全不相信。最后，一个没有人相信的谎言横在病人和世界之间，阻碍着真实的交
流，笼罩在病人四周的这种虚伪的氛围每每把病人逼入至深的孤独之中。事情的确古怪：一个人要死
了，周围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和讨论着这件事，唯有当事人被排除在了外面。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那
个即将死亡的人究竟是谁？山崎章郎确实不断地向自己问了这个问题，他终于得出结论：病人有权知
道与自己的生命有关的重要信息，有权决定怎样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在被告知了真相以后，病人诚
然会感到绝望，但这种绝望要比那种因为被欺骗然后又识破欺骗所感到的绝望好得多，他至少可以由
于受到信任而产生出自己面对死亡的尊严感和勇气，并且有可能在坦诚的气氛中与医生和家人进行正
面的交流了。　　面对患了绝症的垂死病人，医生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尽一切努力来延长其生
命，哪怕只是延长一分一秒？现代医学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它也确实拥有这方面的手段。然而，经
历过许多给临终病人做复苏术场面的山崎章郎越来越确信这种做法的无意义，他甚至批评说，这是在
对一个全无意志的躯体进行迫害，把患者与家人之间最富有人性的死别时刻变成了医务人员一展雄风
的战场，侵犯了濒死者的最后的尊严。复苏术只是一种极端的情形，扩大开来说，就是人们至今仍在
争论的安乐死问题。当绝症患者生命的延续只成了无法解除的持续痛苦之时，在患者自愿的前提下，
是否允许使用医学手段帮助他提前结束生命？山崎章郎没有直接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他的原则是清楚
的，就是主张每个人在拥有做人的尊严的情况下去迎接死亡。作为一个医生，他特别关心除痛对策。
他观察到，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往往会导致患者的人格崩溃。使他愤慨的是，某些医生对病人的兴趣
仅限于病人身上的癌细胞，一旦癌细胞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能力后，他们对病人越来越剧烈的身体疼
痛表现出令人震惊的冷漠，，病人在他们眼里就成了一个光会喊痛的麻烦家伙了。事实上，医学应该
也能够替癌症末期病人做的最好的事情恰恰是尽量替他们解除疼痛，而不是让他们在疼痛的折磨中尽
量苟延残喘。　　很显然，山崎章郎关心的问题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当医学对于绝症末期患者在救
治上确实已经无能为力之时，如何使患者获得临终的尊严。当死亡仍有可能抵御之时，医生和患者自
己当然应该与死亡搏斗，而当死亡已经明显地不可抵御之时，就应该停止这个搏斗，共同来面对死亡
。在这种情形下，患者自己的任务是怎样以尊严的方式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医生的任务是为此创造
条件，包括肉体上的解除疼痛和心理上的克服恐惧，这就是临终关怀的要义。然而，要把立场从救治
转变到临终关怀上来，不是单靠医生改变认识就能做到的，更重要的是必须改变现有的医疗体制。山
崎章郎原著的书名是《在医院死亡》，他在书中反复申述的论点是：现有的_般医院根本不是适合于
人们迎接死亡的地方。一般医院的医疗体系是为救治而设_的，它的全部忙碌都是围绕着那些可以治
愈、至少可以活着走出医院的病人，那些无法救治、注定要死在医院里的末期病人就往往被打入了冷
宫。因此，有必要为这样的病人专门设置安宁病房或安宁医院，其唯一的任务就是临终关怀。在山崎
章郎以及给了他启示的柯波拉·罗丝看来，更为可取的选择是居家死；让病人在临终前回到自己熟悉
的环境中，在亲人的爱护下走向安息。在过去的时代，居家死曾经是常规，现代医学把这个常规打破
得如此彻底，使得相反的情形成了常规。现在，也许是到回归传统的时候了。　　由于本书的研究对
象是临终病人，读这样一本书当然不会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让自己为读它而沉重
一些时间是非常值得的。一个不幸的事实是，我们一生中会不止一次地面对临终的亲人。另一个不幸
的事实是，我们自己也迟早会成为一个临终病人。因此，我们每个人和书中讨论的问题都有逃不脱的
干系。譬如说，如果我们的亲人患了绝症，要不要告知真相？如果绝症到了末期并且造成极大痛苦，
是否采取安乐死？或者反过来，我们自己处于这种境地，我们希望亲人怎么做？对于这类问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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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采取回避的态度，潜意识里是把它们的解决交给了大难临头时的本能反应。然而，由于没有认识
上和精神上的准备，本能的反应往往是盲目和混乱的。也许较好的法子是预先把这些揪心的问题想清
楚了，在亲人之间讨论清楚了，心里有了一个底，到时候反而会感觉一种踏实。我相信这是向除了医
疗体制的决策者和医生之外的普通读者推荐本书的一个理由。我要顺便指出，本书文笔流畅，繁简得
体，加之字里行间透出的体贴和智慧，所以虽然故事本身是伤心的，却仍然很能吸引我们读下去。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仅涉及“死亡学”的某些课题。在西方和日本，“死亡学”的研究已经十分兴旺
，内容包括安宁照顾、安乐死、医疗伦理学、医疗体制改革、末期患者心理、濒死体验、精神解脱等
等。死亡是生命的重要阶段，一种文化越是关注整体的生活质量和生命意义，就必然会越重视对死亡
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涉及面很广，需要哲学家、宗教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医学家等等都加入
进来。我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够起一个推动作用，促使我们把更多的有关著作翻译过来，同时把我们自
己这方面的研究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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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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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这里我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以后也只有我自己会看。我希望可以这样。时间流过的声音，从
翻页声变为了纸笔交融的沙沙声，大家都躺下了，此刻的安静，丰富而无边际，怀着满足的心沉入，
此刻的我觉得自己就是一颗微不足道的沙砾，渐渐沉入静寂无边的湖中。满足引向幸福，这幸福来源
于生活，来源于这安静，可以随心所欲的阅读，写字。周国平先生的文字，同样是以一种欣赏的态度
去品味，有许多哲理安放其中，引我思索。很意外的发现，按周先生的说法，我已学会用“写作留住
似水年华。”进而以周先生的定义，我竟也在不知觉中踏上了写作路！不过若这样就算是踏上了写作
路，我可真想唱一句“敢问路在何方”呢，呵呵。或许只是踏上一条路的话，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
复杂吧。另外，虽然不知路在何方，其漫漫而修远，而我却十分乐意上下而去求索。只是也在对比中
发现许多不足。某种程度上写作还做不到“为己”不“为人”。特别是当自己决定写一篇文章用来投
稿的文章时，总带上许多不自然，最后结果总是文字吵吵闹闹，而灵魂却不愿在场，虽然成文时自己
总免不了欣喜一番，但过些时日再看，斧凿的痕迹却很重，自己也会不喜欢。过分追求词句，乏了精
神，自然也就不真实了。浮夸是小家子气，表现为心态上的卖弄，内容上的虚假，文字上的雕琢。周
先生的这句话着实让我感到羞愧，愿以之而铭，渐渐去改变，记录灵魂的第一现场，最真实的自己。
2、从高中开始就很喜欢周国平，每次读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说说自己对周国平的一些看法。
一非常有才气，不说从很小的时候就各种获奖，成绩斐然，现在作品的行文也充满着一种才气。文字
上一直都比较有天赋。二文字语言精准质朴。这也是周国平一直致力于去追求的。质朴是大家风度，
精准是表达恰当，周国平的文字常常鞭辟入里。三轻松但依然严肃的哲学，周国平虽然不是成体系的
大家，但是对东西方的哲学还是理解深刻全面，写书时广征博引，左右逢源，书读起来非常地大气流
畅。虽然没有观点的罗列，但是散文读得就是一种感受。四倡导精神生活。这在中国现在这个实用价
值体系的世界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通过哲学艺术文学音乐，倡导人们从物质的世界中能够找到一条
回家的路，能够让灵魂得到享受。五批判中国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呼吁纯粹的哲学得到重视。收录
在周国平的《安静》中中国人少什么一辑集中地批判了中国实用主义价值体系，和自孔子以来的政治
哲学和道德哲学，希望纯粹的哲学得到重视。总而言之，周国平是国内一流的散学作者，哲学家和思
想家，虽然还不能盖棺定论，但是其表达出来的境界和眼光已经足够说明了。
3、以前总是读书，但读的都不知是什么书，更谈不上兴趣。直到进入到大学，成年以后，突然便想
知道人生到底是什么？我不知该如何去寻求答案，语文老师向我推荐了周国平老师的书，我到图书馆
看到了《安静》。它改变了我，我更爱书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打开书来到另一个世界，不用想
现实的困扰、没有生活的烦扰。我安静的享受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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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安静》的笔记-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原文开始&gt;我必须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个自由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lt;&lt;/原文结
束&gt;成功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比成功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要拥有内在的丰富，有自己的
真性情和真兴趣，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lt;原文开始&gt;把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做好，尽量做到完
美，让自己满意，这才是成功的真谛，如此感动的喜悦才是不掺杂功利考虑的纯的成功的喜悦。&lt;/
原文结束&gt;

2、《安静》的笔记-朝圣的心路--《各自的朝圣路》序

        我如此为自己解嘲：我写作从来就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让自己有事做，活
的有意义或者似乎有意义。所以，对于我来说，写作何尝不是一种行动呢。越澄澈的心灵越会在不经
意间影响世界。

3、《安静》的笔记-发现的时代

        在此之前，虽然已经知道了世上有死这种现象，对之有所耳闻甚至目的，但总觉得那仅仅与死者
有关，并未与自己联系起来。可是，迟早有一天，一个人将确凿无疑地知道自己也是不可避免地会死
的。这一发现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内心经验，宛如发生了一场看不见的地震。从此以后，一个人就开始
了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和思考。       记得第一次失去亲人还是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死，
只是看到有人躺在棺材里，印象中还拿着当时很时兴的拼装盒子蛋糕问棺材里的那个人你吃不吃。后
来才知道，那是爸爸的爷爷。前几天，姥爷去世了，我才又在回家的高铁上认认真真的想“死”这件
事，虽然只是小时候暑假在姥姥姥爷家住过一段，但那段日子一直记忆犹新。跟着姥爷上山看石头，
坐着驴车下地刨红薯，一群小孩子跑去小卖部买辣条和甜酒，一个暑假回来真真的变成了头上长虱子
的黑乎乎的小泥鳅，想着想着眼泪和鼻涕一齐同涌出。再一次认识到，死的那一刻人的一辈子就这样
结束了，虽然自己还年轻，但将来终究也会有这一天，那时候也会有亲人和孩子们为自己流泪吧。不
过我相信，泪水只是深深的爱，怀念的同时，大家也会为死者将要去美丽的天堂而感到欣慰，对于我
自己而言，希望那一刻没有后悔，没有遗憾。

4、《安静》的笔记-辩论何为

        辩论究竟何为？这个问题始终是一切公共辩论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他
的回答决定了辩论的形式、方法和档次。对于学校里举办的辩论赛，如果能让自主决定辩题自己选择
观点可能会更精彩一些吧。

5、《安静》的笔记-人类的敦煌

        我们已经很当然地认为外国人掠走中国文物是对我们的民族犯罪，有朝一日倘若我们还当然的认
为中国人破坏中国文物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们才算真正从敦煌痛史中吸取了教训        有时候我们会对
别人犯得错误十分介怀，却没意识到自己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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