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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摒弃浮华人生 追寻生命价值

作者 | 周国平 赏析 | 长孙永健

编者寄语

在一定程度上来看，人生是充满痛苦的。西方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生是一场化装舞会，人生就
像从山上往下奔跑。因此，人是向死而生的，固然，在这个生存过程中，人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于是便
有人一味地追求外在喧嚣，过着迷醉的物质生活，并以此为乐。相反也会有人悲观生活，看淡世界上的一
切，将自己囚禁于内心世界。实质上，每个人都有两个活着的世界，一个是内心深处的梦幻世界，一个是
生存生活的现实世界。只有二者达到了完美的契合，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有价值。

披文入情

挺拔之姿

①生活在今日的世界上心灵的宁静不易得。这个世界既充满着机
会，也充满着压力。机会诱惑人去尝试，压力逼迫人去奋斗，都使人
静不下心来。我不主张年轻人拒绝任何机会，逃避一切压力，以闭关
自守的姿态面对世界。年轻的心灵本不该静如止水，波澜不起。世界
是属于年轻人的，趁着年轻到广阔的世界上去闯荡一番，原是人生必
要的经历。所须防止的只是，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机会和压力去支配，
在世界上风风火火或浑浑噩噩，迷失了回家的路途。

②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的习惯是随便走走。（过渡自然，如
行云流水。）好奇心驱使我去探访这里热闹的街巷和冷僻的角落。（从
自身着笔，由生活琐事引出哲学命题，引导读者的思考。）在这途中，
难免暂时地迷路，但心中一定要有把握，自信能记起回住处的路线，
否则便会感觉不踏实。我想，人生也是如此。你不妨在世界上闯荡，
去建功立业，去探险猎奇，去觅情求爱，可是，你一定不要忘记了回
家的路。这个家，就是你的自我，你自己的心灵世界。

③寻求心灵的宁静，前提是首先要有一个心灵。（段落的总说句，
概括了本段文字的核心内容。）在理论上，人人都有一个心灵，但事
实上却不尽然。有一些人，他们永远被外界的力量左右着，永远生活
在喧闹的外部世界里，未尝有真正的内心生活。对于这样的人，心灵
的宁静就无从谈起。一个人唯有关注心灵，才会因为心灵被扰乱而不
安，才会有寻求心灵的宁静之需要。所以，具有过内心生活的禀赋，

文 章 赏 析

面对机会和压力，人不应该在喧
嚣世界中迷失自我。

评析：将写作的视角直指社会现
实，指出了当下人生活的浮躁，
而这种浮躁容易让人迷失自我。
叙述的话题具有典型性和普遍
性。

人生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
世界，一个是梦想的世界，现实
让我们脚踏实地，梦想让我们充
满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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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养成这样的习惯，这是最重要的。有此禀赋或习惯的人都知道，
其实内心生活于外部生活并非排斥的，同一个人完全可能将生活的收
获变成心灵的财富，缺乏此种禀赋或习惯的人则往往迷失在外部生活
中，人整个儿是散的。自我是一个中心点，一个人有了坚实的自我，
他在这个世界上便有了精神的坐标，无论走多远都能够找到回家的路。
换一个比方，我们不妨说，一个有着坚实自我的人便仿佛有了一个精
神的密友，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个密友，这个密友将忠实地分享
他的一切，倾听他的一切心语。

④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心灵追求，又在世界上闯荡了一番，有了
相当的人生阅历，那么，他就会逐渐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世界无限广阔，诱惑永无止境，然而，属于每一个人的心态，因为那
是人生魅力的源泉，但同时你也要早一些在世界之海上抛下自己的锚，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一个人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只要他顺应自己
的心性，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一心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
得尽善尽美，他在这世界上就有了牢不可破的家园。于是，他不但会
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外界的压力，而且会有足够的清醒来面对形形色
色的机会的诱惑。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怀疑，这样的一个人必能获得生
活的充实和心灵的宁静。

——选自《周国平自选集》 作者：周国平

文章珠玑

①自我是一个中心点，一个人有了坚实的自我，他在这个世界上便有了精神的坐标，无论走多远都能够找
到回家的路。
②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心灵追求，又在世界上闯荡了一番，有了相当的人生阅历，那么，他就会逐渐认识
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类文赏读

精神栖身于茅屋
周国平

如果你爱读人物传记，你就会发现，许多优秀人物生前都非常贫困。就说说那位最著名的印象派画家
凡·高吧，现在他的一幅画已经卖到了几千万美元，可是，他活着时，他的一张画连一餐饭钱也换不回，
经常挨饿，一生穷困潦倒，终致精神失常，在三十七岁时开枪自杀了。要论家境，他的家族是当时欧洲最
大的画商，几乎控制着全欧洲的美术市场。作为一名画家，他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完全可以像那些平

对于人而言，更应该坚守自己的
内心，这样才不会迷失自我。

寻求心灵的宁静，摒弃一切外在
的浮华。而人生最为理想的世界
是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高度契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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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画家那样迎合时尚以谋利，成为一个富翁，但他不屑于这么做。他说，他可不能把他惟一的生命耗费在
给非常愚蠢的人画非常蹩脚的画上面，做艺术家并不意味着卖好价钱，而是要去发现一个未被发现的新世
界。确实，凡·高用他的作品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万物在阳光中按照同一节奏舞蹈的世界。
另一个荷兰人斯宾诺莎是名垂史册的大哲学家，他为了保持思想的自由，宁可靠磨镜片的收入维持最简单
的生活，谢绝了海德堡大学以不触犯宗教为前提要他去当教授的聘请。

我并不是提倡苦行僧哲学。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太看重物质享受，就必然要付出精神上的代价。人
的肉体需要是很有限的，无非是温饱，超于此的便是奢侈，而人要奢侈起来却是没有尽头的。温饱是自然
的需要，奢侈的欲望则是不断膨胀的市场刺激起来的。你本来习惯于骑自行车，不觉得有什么欠缺，可是，
当你看到周围不少人开上了汽车，你就会觉得你缺汽车，有必要也买一辆。富了总可以更富，事实上也必
定有人比你富，于是你永远不会满足，不得不去挣越来越多的钱。这样，赚钱便成了你的惟一目的。即使
你是画家，你哪里还顾得上真正的艺术追求；即使你是学者，你哪里还会在乎科学的良心？

所以，自古以来，一切贤哲都主张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目的就是为了不当物质欲望的奴隶，保持精
神上的自由。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得好：“自由人以茅屋为居室，奴隶才在大理石和黄金下栖身。”柏
拉图也说：“胸中有黄金的人是不需要住在黄金屋顶下面的。”或者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我非常喜欢关于苏格拉底的一个传说，这位被尊称为“师中之师”的哲人在雅典市场上闲逛，看了
那些琳琅满目的货摊后惊叹：“这里有多少我用不着的东西呵！”的确，一个热爱精神事物的人必定是淡
然于物质的奢华的，而一个人如果安于简朴的生活，他即使不是哲学家，也相去不远了。

思考探究

1.“记住回家的路”中“家”指的是什么？
2.“机会诱惑人去尝试，压力逼迫人去奋斗。”面对“机会”与“压力”，作者主张什么？不主张什么？

编者：长孙永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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