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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伯维茨的赞歌》

内容概要

“太了不起了⋯⋯让人在不寒而栗的同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时代》
“饱含怒意，极具表现力⋯⋯很棒的故事。”——《纽约时报》
“一个让人兴奋和充满想象的故事⋯⋯绝对力荐。”——《图书馆杂志》
“一部了不起的小说⋯⋯想象力尤为丰富，极富画面感，妙趣横生，具有深刻的理性与道德层面的内
涵⋯⋯除此之外，它还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将会陪伴读者们很多年。”——《芝加哥论坛报》
“雨果奖”桂冠作品
三度荣获“轨迹奖”最佳科幻长篇
读者票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幻小说”之一
令《时代》、《纽约时报》震惊的恢宏巨作
人类社会的数次轮回，文明的种子从未灭亡
那些我们最珍视的，在世界末日里全部被埋藏在废墟里，但当它们重见天日，书籍的光辉将再一次点
亮文 明的火种
从二十世纪的全球性核灾难后六百年到公元3174年，再由另外一场全球性核灾难到公元3781年。三个
看似极为松散的时间段形成了一个令地球文明从毁灭到复兴到再度毁灭的悲怆轮回。而在这轮回中，
莱博维茨修道院的僧侣们，坚守着千年不变的职责：为人类保留文明的火种⋯⋯
人类的道德本性能否战胜科学发达所带来的各种诱惑？是否只有宗教才能守护并救赎人类最后的理性
？
本书配有8张全彩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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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伯维茨的赞歌》

作者简介

小沃尔特·M.米勒（Walter M.
Miller，1923-1996）美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大师，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一生只出版过唯一一部长篇科
幻小说：《莱伯维茨的赞歌》，和数部短篇小说。但仅此一部长篇，就奠定了米勒在科幻小说历史上
永垂不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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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伯维茨的赞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修士再一次不寒而栗。“魔鬼退散！”弗朗西斯向后一闪，甩开食物，不做任何警告地悄
悄从袖子里滑出圣水，打开瓶盖，洒向老头，修士此刻被太阳晒恍惚了，在他眼里朝圣者就是魔鬼的
化身。 这次针对黑暗和诱惑势力的正义偷袭并没有立即产生超自然的效果，却带来了自然的淋洗效果
。朝圣者没有“轰”的一声爆炸，化作一股硫磺味的浓烟，却发出粗重的喘息，脸气得通红通红，一
声怒吼让人的血液为之凝固，他舞着带长钉的拐棍对修士穷追猛打。修士抱头逃窜，碍手碍脚的长袍
害他差点儿被绊倒，还好身上没落下钉子眼。由于老头子忘记穿上拖鞋，一瘸一拐的追击最后变成了
单脚跳。像是突然想起脚下的岩石滚烫滚烫，他赶紧停止追击往原地跑去。弗朗西斯修士回头窥视时
，不禁惊呆了，看到的情景正是朝圣者踮着大脚趾一蹦一跳地回到清凉地。 闻到指尖上残留的奶酪香
味，想到自己失去理性的驱魔行为，弗朗西斯羞愧得无地自容。他灰溜溜地逃回碎石堆里，继续自己
要干的活儿，朝圣者的脚丫子终于凉了下来，一见修士从碎石堆里露出头，他就扔石头发泄怒气。后
来胳膊累酸了，老头子只能装装样子吓唬吓唬修士，来为自己的面包和奶酪愤愤不平。弗朗西斯也渐
渐不再躲闪了。 修士在废墟里晃来晃去，不时搬起一块石头抱个满怀，蹒跚地回到工作点的某个角落
。朝圣者冷眼旁观，只见修士挑选了一块石头，用手比量了一下尺寸，放弃了，接着又仔细地选了另
一块。修士从碎石堆里扒出大石头，费力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抱着它走了几步又放下来，然后一屁
股坐在了地上，把脑袋夹在双膝之间，显然是在防止晕倒。喘息了好一会儿，修士才又站起了身，一
下一下地滚着石头向目标挪去。这个无聊的活动一直持续着，朝圣者懒得看下去，连连打起了哈欠。 
正午，烈日不遗余力地诅咒着这片焦土。对一切湿润的事物布下恶毒的咒符。弗朗西斯不顾炎热继续
劳作着。 朝圣者从水囊里喝了几口水，咽下了最后一点沾着沙土的面包和奶酪。他套上凉鞋，打了个
嗝站起身，蹒跚地穿过废墟，向修士走来。一见老头子靠了过来，弗朗西斯赶紧一溜小跑逃到安全距
离外。朝圣者朝修士挥了挥拐棍，但看起来没有要报仇的意思，只是对年轻人的石头工程感到好奇。
他停下脚步，细细打量修士修建的藏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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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伯维茨的赞歌》

媒体关注与评论

太了不起了⋯⋯让人在不寒而栗的同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TIME》饱含怒意，极具表现
力⋯⋯很棒的故事。——《纽约时报》一个让人兴奋和充满想象的故事⋯⋯绝对力荐。——《图书馆
杂志》一部了不起的小说⋯⋯想象力尤为丰富，极富画面感，妙趣横生，具有深刻的理性与道德层面
的内涵⋯⋯除此之外，它还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将会陪伴读者们很多年。——《芝加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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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伯维茨的赞歌》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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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伯维茨的赞歌》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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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伯维茨的赞歌》

精彩书评

1、这是一本科幻小说，但是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这又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坦率来
说，当读到前面我都没有找到科幻小说的感觉。不管是飞船，新武器还是外星人，这些常见的科幻小
说元素都没有。也就是说这本小说没有什么炫的元素。但是读起来仍然有一种独特的力量让人读下去
。这种力量来自于小说中高亢的宗教精神和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就知道这本小说为什么会是这么个形式
。作者小沃尔特﹒M﹒米勒于1923年生于美国南方。珍珠港事变后，他加入美国空军，成为无线电通
讯员和机炮手，在意大利和巴尔干上空参加五十五次空战，其中包括引起很大争议的对卡西诺山本笃
会修道院的空袭。正是这次空袭，使米勒在十五年后创作了《莱博维茨的赞歌》但与其他几乎所有一
流科幻小说家不同的是，米勒仅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莱博维茨的赞歌》。许多年来，一直
有谣传它会有续集，但是续集至今仍未出现。作者不是一个职业作家，科幻小说仅仅是一个外壳，而
小说的核心集中在对于信仰和文明的沉思上。对于一般的小说而言，这本书的内容可能是比较枯燥的
。但是看看这本书的协作环境就能明白，当时欧美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人类的文明处在高度危机的状
态当中，希特勒就是这么一个文明的毁坏者。因此作者很自然的是利用这本小说在暗喻当时的环境。
一开头这本书就描述了一个乱世中礼崩乐坏的环境。艰难的僧侣们在守护着人类社会残存的文明财富
。小说中细致的描述了当时艰难的生存状态：守护文明财富的僧侣总是不被理解，而末世的人类社会
总是被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守护人类的财富，需要很强的自我牺牲精神才能做到。
因此作者选择了修道院这么一个场所作为存放精神财富的圣地。作为缺少宗教意识的中国人而言，这
本书可谓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基督教本身就是一个有着浓重救世情节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教派。中国
人普遍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基督教有着很强的普及文明意识和传教的动力。从中国的历史上来
说，西方的传教士就承担了很多向中国人传教的职责。基督教有着很强的宗教自信和文明自信，在这
本书中的传教士就能够看出他们对于传播文明火种这个职责的高度自信和献身精神。这本书的时间设
计有点类似于电影《土拨鼠之夜》，总是会在一个时间点回到原点。看了后让人感叹人类文明传承这
么多年，却往往会由于人类的贪念和暴力倾向使得文明总是一次次被摧毁。作者这个设定非常有趣。
一般来说很多人会认为文明会不断的发展，比如法国十九世纪的贵族孔多塞就做过一张文明发展表。
坚信文明会不断进步，但这本书能够让人看到其实文明不一定总是会进步，一把火就能烧为灰烬。这
本书说明了人类的文明自有其尊严所在。从阅读快感上这本书不能给人以飞速奔驰的感觉，但值得细
细品味。
2、《莱伯维茨的赞歌》是一本科幻“老”书，第一版出版于1960年。2004年曾经有一个中文译本，如
今已经很难购得。作者小沃尔特·M·米勒一生只写作过这一个长篇，但是凭此就可以跻身科幻经典
作家之列。科幻小说通常被当作是类型文学，这个称呼暗示它是次一等的，缺乏文学性。科幻经典通
常是那些突破类型的作品，不仅仅扔给读者一两次时空旅行或者几只外星人，而且能承载一些其他体
裁无力承载的思考。《莱伯维茨的赞歌》无疑是这样的经典之作。相对于其他披着科幻外衣的冒险故
事，列入无法归类之列。小说一开始就是公元二十六世纪，一个年轻的修士偶遇一位犹太流浪老人，
因此无意间发现了莱伯维茨的遗迹。多年来，修士所在的教堂都在为这位神父封圣而努力，终于在修
士人到中年时如愿以偿。天主教圣徒从此多了一位圣莱伯维茨。当故事就教堂里的事情铺陈时，读者
了解到，这是一个核战毁灭后的世界，人类文明已经被二十世纪的一场世界大战、和战争后的长久混
乱消耗殆尽。莱伯维茨，一位战前的犹太工程师作为幸存者加入天主教会，领头搜集了大量战前的书
籍。这些资料甚至来不及整理，也难以被理解，只能尽可能的保存、记录、摹写。然而世界已经崩坏
太过，略有文明的地区退回到了封建王侯的统治之下，其他地方干脆是强盗和野兽的地盘。封圣典礼
不久后，第一章戛然而止。看到这里，有着丰富阅读经验的读者可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部反乌托邦
小说，或者至少是那种描述文明毁灭的近未来的小说。然而作者毫不顾忌读者的预期，第二章开始时
，与第一章已经相距数百年，文明正在缓慢的复兴，很多十九世纪水平的科技正在被重新发明出来，
然而新的战争，尽管是十九世纪水平的战争，又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第三章距离第一章已经将近一
千年，人类恢复了，甚至超越了核战争之前的文明，但新的危机却再一次降临。全书贯穿始终的只有
一座天主教教堂，保存了莱伯维茨作品的那一座；和一位犹太老人，全书的末尾读者将知道他的身份
，并为之唏嘘。这是一本有着大量天主教细节的小说，作者小沃尔特·米勒本人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
徒。在这本书里天主教是最大的背景。像是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教会，文明毁灭后，教会又一次担任了
保存典籍资料的重任。科幻小说本身容易用来讨论宗教问题。《麻雀》用一个前往外星文明传教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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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伯维茨的赞歌》

事讨论了文明的冲突和善意引发的恶行。安德系列除了隐现的天主教背景，还讨论了如何定义人类，
如何定义族群的问题。而《接触》则讨论了宗教和科学的关系。米勒的着眼点与以上都不同。对他来
说，宗教不需要拿出来讨论，它就在那里了。相反，他关注的是人类为什么如此贪婪、残暴，总也不
能吸取教训。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把莱伯维茨设计成一位虔诚的教徒，他加入教会的动机是为了挽救文
明，还是出于信仰，作者留下了开放的答案。这不是一部简单的反乌托邦小说，作者无意花太多笔墨
展现坏未来的细节。全书的时间跨度有一千年，前一章的人物在后一章多半被遗忘。书名中出现的莱
伯维茨在书的开头已经去世几百年了。如果小说写作有什么套路，那么科幻小说给了作者莫大的自由
来打破它。多数作者因为这种自由，反而钻进了一个个俗套，而小沃尔特·米勒则决定不按常理出牌
，处处违背读者的预期。但他给读者的感受却不是惊奇，而是悲怆——为什么我们总是重蹈覆辙？为
什么我们总是不能珍惜人类的鲜血，善用我们的理智？要读者看这么一本书就反思，这种反思未免廉
价。《莱伯维茨的赞歌》与其说是对于人类文明的反思，不如说是表达一种深切的忧患，以及——“
诗意”。这是一个横跨千年的故事，大部分场景都发生在一座修道院附近，没有英雄，没有有名字的
恶棍，甚至故事并不是重点。作者留下了足够的飞白，随手将时间前进的速度拨快拨慢，挥洒他独特
的文学技巧。六十年代正是全世界的人生活在冷战危机中的时代。如今核战争的阴影也许已经稀薄了
不少，但是不会消逝的，大约是作者这种忧患意识，和他潇洒精确的表达。原发一财日报
3、儿子从图书馆借的，看完推荐给我看。陆续一个月读完。好，真好。悲怆宿命，人类在贪婪愚蠢
中轮回，只留文明的一点光。故事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故事的设定在未来，科技的发展已经使得文
明崩溃，人类已经又轮回到蛮荒时代。修道院又称为传承知识的地方，修士苦修，一点点保存文明之
光。莱博维茨是科学家，在崩溃时保存了一些史料，被绞杀后被人纪念成立以他命名的修道院。故事
开始时他已经进入历史，是纷纭中的传说，当年他涂鸦的草稿或者电路图都是圣物，大家凭着零星的
知识研究，我觉得也是现时对古代历史的研究的关照吧？也许是当时微不足道的偶尔留存下来的器物
文书现在都当宝贝一样研究猜想，不如此又如何！他们在遥远的未来遥想我们当年那是一个多么丰富
发达的时代啊，有会飞的机器，有机械会跑的汽车。。这是一个修道院里文明的人的生活，修道院之
外是畸形的人，野兽，野人的世界，全凭武力，不讲道义，发现圣物的修士就在路途惨遭杀害，完全
没理由的，只是因为他不是同类。第二段故事又发生在几个世纪之后了，更加倒退的蛮荒，几个世纪
没有电，黑暗之中。修道院还在。他们接待了凡人的研究，修道院外还是几个部落的角力屠杀，文明
之火还只在苦修之中。第三段又是几个世纪之后，科技飞速发展，人们可以奔向太空，但是依旧依旧
，愚蠢贪婪依旧，核武器的威胁一直在掩盖一直在威胁。修道院在毁灭前发射飞船奔向太空，带走了
象征一直文明的大事记。会怎样呢？每次满目疮痍，一次次重来。末世荒凉。我看科幻小说可以停停
了。我觉得他很写实，又无能为力，满心凄惶不知如何是好。看看现在发生的事。好像就是按着既定
轨道飞速向前，谁是我们这世界的真理之光？哪里又是我们的莱博维茨修道院
4、第一个高潮是原以为的主角在P123 被“畸形”射杀，象征知识和野蛮的第一次冲突。P234 学者和
修道院长之间的争辩是第二个高潮，关于科学到底应该先保证其神圣、良善和智识，还是直接拿来为
人类所用即使面临被滥用的风险？前者的代表是“知识搬运工”莱博维兹修道院的修士们，后者是学
者和其服务的政治势力。恐怕将人性的残忍面归咎于野蛮时代的无知无畏并不正确，即使文明发展到
可以离开地球开拓星系，热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冲突争斗杀戮、人类还是专注于排除异己。
我在想人的局限性在哪，也许源头就是有限的生命和脆弱的肉体，人百年已是长寿，理念的贯彻和传
承，copy三代不走样已是极限。分分合合，洗牌轮回，历史一再证明，永远不变的只会是人性的变化
无常。所幸，暗淡的背景下却有一方净土贯穿始终，修道院里的人们千余年做着相似的事，他们从敬
畏知识到合理地利用知识，始终秉持克制和有度。作者虽有赞美宗教之嫌，却教让人看到希望。遵从
圣莱博维兹的指引，我克制越读越涩的烦躁，末了，得到一丝丝的感悟 ，感谢主
:P------------------------------------------------------------------------------------------------以上是前三百页
的读后感，读到后来才觉着作者对墨守基督教义的院长是暗讽的，他要求年轻健康的见习修士殉教，
最后自身却应验了圣史蒂芬式的殉教实质（被巨石砸）...
5、如果有人因为看了这本书而信仰基督我毫不意外，我明白为啥有人说本书是宗教小说了对于我来
说，本书最大的阅读障碍来自对基督和基督教的认识，我显然对此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本书中的那
股悲悯还是深深的震撼了我三段故事，第一段还只能看到人类文明毁灭后从蒙昧中苏醒的不易，第二
段中学者和神父的对峙就触动人心了第三段中神父在末世降临时的一段话语真正甚至可以说是触及灵
魂“考斯医生，使痛苦最小化，使安全最大化自然是驱动社会和凯撒的目标。然而后来，它们不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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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成了唯一目标，成为法律的唯一基础--这是堕落。结果我们在寻求它们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走到
了相反的终点：使痛苦最大化，使安全最小化”文明从毁灭中重生又再次走向毁灭，对本书我觉得我
最多只敢说读懂五成。
6、很不适应阅读这类以宗教当背景、当主题的故事，就像吃美味大餐时要时刻记住并且表达出自己
的宗教情绪一样，世俗的美味在舌尖只留下了只鳞片爪，形而上的东西却充斥脑海。这曲赞歌读得是
浑浑噩噩，感觉也是不温不火，讲不出的感受。宗教不懂，没法理解出作者这本著作到底寓意些什么
。故事分三个单元，核辐射末世后的蛮荒期、进入文明时的启蒙期、再度核辐射末世前的高科技时期
，三个单元都是在浓郁的宗教气氛中展开，几乎讲的都是在同一个修道院发生的各类事件。第一单元
看得很苦，漫漫黄沙中苦难的弗朗西斯修士，最后又是被杀了，众多的苦难和死亡，看上去那么理所
当然和顺理成章。第二单元的人类们又开始起了纷争、互相征伐了，期间，修道院发明了灯泡；第三
单元，人类再次陷入轮回，愚蠢的从极盛走进末世，只有为数不多的逃入太空，去外太空的星球继续
上演这出愚蠢的轮回剧。双头女的故事和描述觉得让人印象较深刻。
7、犹他州的修士被一件射死的时候我还愣了一下，从那一行渐渐看清了本来的迷雾，作者这是要站
在上帝的角度去写人类了。立意不错。但是好像宗教味道是不是太浓了，可能不是西方的读者，对《
圣经》的理解很少，所以总感觉怪怪的，放到东方来估计是类似于佛教或者道教的因素，那倒也能理
解了。《大事记》就好比一道锁，人本身的求知会让人一代一代的去循环毁灭，而最后《大事记》被
带到了外星，也许从某些角度上说，就好比是灾祸的种子，站在修道士的角度上看。

Page 10



《莱伯维茨的赞歌》

章节试读

1、《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161页

        世界有多重？它称量着一切，却从未被称量过。有时候，它用金银来衡量生命和劳动，这样天平
永远也不会平衡。尽管草率而又残忍，它依然继续称量。有时要泼出很多很多生命，又是只要撤去一
点金子。

2、《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311页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什么事情是错误的，出于无知犯了错，那这个人并没有罪，因为他身边自然存
在的理性不足以说服他，那是错的。然而，无知可以成为免罪的理由，却不能成为免罪的借口，因为
这行为本身就是罪过。如果我因为这个人的无知而批准了他的行为，那我便犯下罪行，因为我知道那
行为有罪。

3、《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224页

        无知为王，它退位了很多人就失去利益。不少酒囊饭袋是靠它的黑暗专制才富甲一方。他们是它
的朝臣，以他的名义愚弄民众、统治天下、中饱私囊、把持权力。他们甚至害怕民众识字，以内文字
这种交流渠道，可能让它们的敌人团结一致。他们武器尖锐，使用武器的技巧娴熟。他们的利益一收
到威胁，就会在世界引发战争，暴力无休无止，知道将现存社会结构碾为碎石，新社会拔地而起为止
。我很难过，但据我所见，这是事实。

4、《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294页

        我们所有人，也正站在柴堆上啊。他想，那长年累月作恶所积下的厚厚柴堆，其中也有我的罪恶
，还有亚当的、希律王的、犹大的、汉尼根的。国家这虚幻的巨像，每当达到巅峰，总要给自己描绘
上神性的纱幔，最终还是被上苍之怒击垮。为什么呢？我们总是尽力大声喊——国家也应服从上帝，
如同人服从上帝一样。    不论东方西方，国家朝代的更迭皆是如此。不过将这样的历史轮换放大到人
类文明之上，每个人都显得那样渺小，而历史的教训也因为时代久远失去了约束力。

5、《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234页

        但是既然您承诺要开始重新获取人类对自然的控制，那又有谁来监督权力对自然力量的滥用？谁
将使用？到什么极限？你到时候改如何时时检查？这些问题有待解决。但如果你和你的团队现在不解
决，不就别人替你解决。你说人类会受益。通过让一部分人受压迫来实现吗？而这压迫还是由一个签
名时不会写字，只会画叉额人带来的！等到有一天他发现你对他有用，你相信你的大学还能逃出他欲
望的掌心吗？

6、《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234页

        他跟你一样，也鞥是一个科学家，后来，世界疯掉了，他跑来避难，创建了这个修道院，用来拯
救上个文明留下的记录。“拯救”它们免于什么？又为了什么？看看他所站的地方----看见火堆了吗
？看见书籍了吗？这就是当时的世界有多厌弃你的科学。儿这厌弃持续了一连几个世纪。因此他为我
们的罪孽而死。春说当它们往他身上泼汽油时，他曾向他们索要一杯。他们以为他爸汽油当成水了，
因此大声嘲笑，给了他一杯。他为这杯汽油赐福---有人说那一刻它变成了酒---然后喃喃念道'此杯为
吾血。“念完一饮而尽。接着他们变绞死了他，最后点燃火堆。要我给你念念殉教者名单吗？要我说
说我们为保存记录完好所打的仗吗？抄写室里有多少修士眼睛抄瞎了？还不是为了你们？儿你却说我
们什么都没做，一声不吭的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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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179页

        犹太部落在那时分崩离析，四处飘零，本杰明的子孙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他不知不觉成了无家可
归的浪人，妻离子散的老犹太人可能流浪了一年又一年，也没有遇到一个族人。也许在这无尽的孤独
中，他逐渐认定，他是最后一个，唯一的一个。于是最终，他不再只是本杰明，而成为了犹太民族。
五千年的历史在他心中生了根，不再是茫远的过去，而成了他自己生命的历史。他的“我”和君主口
中的“我们”截然相反。

8、《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130页

        他走到窗前，望着阳光下的这座城市，张牙舞爪，无序蔓延。建筑物大部分都是由另一个年代的
石头堆建而成。井然有序的街道，缓慢地从一堆古老废墟上成长起来，正如某天，也会有别的城市从
这堆废墟上建起来。

9、《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299页

        如果此时此处看不到希望，那就把视野放到远方。

10、《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248页

        答案就在耳边，伊甸园的蛇仍在嘶嘶低语：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这果子，眼睛就会明亮，你们便
如神能知善恶。这位谎言的始祖在混淆真假上可谓聪明绝顶：不涉足邪恶，如何“知”善恶？吃了果
子便如神，可纵使拥有了无尽的力量和无穷的智慧，人也无法获得神性。只因没有无穷的爱。

11、《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88页

        但是在几个世纪的黑暗海洋中，以前似乎都是凝滞的，一条生命所历经的时间，可能只是这时间
汪洋上的小小游祸。生命日复一日，季复一季，一切都单调乏味；疾病伤痛纷至杳来；然后死之将至
，涂油以候①，陷入黑暗而告终一一或者不如说开始。因为到那时，小小的颜抖的灵魂，不管曾被这
乏味折磨揉觸，还是与之相安无事，终于都可以摆脱这漫长的无聊时间，会进入一个充满光明的圣地
，站在上帝面前，炼化在他盛满无限斤倘的火热目光里。而那座上之王将会审判道："来。”或者他说
："去。”正是为了此时此刻，彼时彼刻那些单调无聊的日日夜夜才有了存在的意义。弗朗西斯明白，
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想法—般都如此。

12、《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100页

        看完了第一部分，觉得好像突然断掉了一样。暂时没有兴趣看下去了。

13、《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15页

        国家都没有了为什么还有犹他州的概念呢

14、《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161页

        世界有多重？它称量着一切，却从未被称量过。有时候，它用金银来衡量生命和劳动，这样天平
永远也不会平衡。尽管草率而又残忍，它依然继续称量。有时要泼出很多很多生命，有时只要撤去一
点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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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莱伯维茨的赞歌》的笔记-第347页

        真的，考斯医生，即使是你本意指的那种痛苦，也并不难捱。这种难以名状的恐怖才最难忍受。
这种恐惧，加上与其积极意义的对应之物，如对世界安全的渴望，对伊甸园的渴望，结果就是“万恶
之源”。考斯医生，使痛苦最小化，使安全最大化自然是驱动社会和恺撒的目标。然而后来，它们不
知不觉成了唯一目标，成为法律的唯一基础——这是堕落。结果我们再寻求它们的过程中，无可避免
地走到了相反的终点：使痛苦最大化，使安全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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