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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存启示录》

内容概要

★ 中国 “平民代言人” 梁晓声，继百万级畅销书《郁闷的中国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后，最
新发力之作！
★ 《中国生存启示录》颠覆往日的批判作风，告别“郁闷”“忐忑”，告诉我们如何用一种人生智慧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在浮躁险恶的社会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给我们前行与追求梦想的力量。
★ 梁晓声这一次更加真诚地为老百姓代言！《中国生存启示录》每一句都是肺腑之言，直言中国人生
存真相，呼唤我们遗失的幸福。
★ 梁晓声说：中国人可以在幸福与不幸福中选择幸福
不幸福的人生感觉人人都会常有，是生存竞争压力对人的心理造成的负面感觉，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生
存竞争压力。但有时候，也与我们对人生的思想方法有关。如果能提前对人生多几种考虑、打算、选
择，也许人生的回旋余地会大一些，压力会小一些，瞻望前途，会相对的乐观一些；那么，不幸福的
感觉，自然会相对的少一些⋯⋯
内容简介：
著名作家龙应台说：“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
这一点上，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
梁晓声在他的新作《中国生存启示录》中，把他用心灵发展出的生存智慧反哺到精神境界中，再用他
从社会生活中发展出的知识浸透到心灵里去，为那些生活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寻找一份心灵寄托与
精神生活的充实，以及能够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的方法。他以平常心去思考人生和社会中的常态及潜在
的问题，用从容的心态做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力图为大众的现实生活寻找借鉴，在现实与精神的总
作用下，告诉我们他自己的生活感受，启迪人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现实应该拥有怎样的生存态度。
媒体评论：
活跃在当今中国文坛的作家梁晓声一直被当做平民的代言人，通过他的作品人们看到了生活在社会下
层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追求及幻灭、他们的执著与无奈、他们的默默无闻所孕育的愤怒和反
抗。
梁晓声辛辣讽刺了那些社会转型时期，利用社会背景、职位、权力谋取私利暴富起来的一批“新贵们
”，既揭露了他们致富手段的卑鄙，也揭示了他们精神生活的苍白。相反，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们虽然终日为生计所奔波，但却享受着精神生活上的充实。在这种层面上，反映了梁晓声在“灵与肉
”、“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中的抗争与回归，主张回归质朴、知足、正义的人性，摒弃那冷冰冰
的理性，那装饰得漂亮的诺言。
——《21世纪你应关注的中国人》
与共和国同龄，他用文字见证时代变迁。钟情八十年代，他以知青文学奠定底蕴；悲悯底层命运，他
笔指官僚权贵秉持道义。拒绝浮躁喧嚣，时代却夺去读者耐心；关注现实民生，他为民请愿却无能为
力；现实无奈前行，他辛辣依旧苍劲有力。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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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存启示录》

作者简介

梁晓声

作家、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儿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为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作品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知
青》《郁闷的中国人》等。他的文字兼具作家、学者、思想者、观察家等多个维度，给
人多方面的启发。他以宏大的视野、敏锐的目光直面中国当下，呼唤社会良知，让读者
在现实社会中寻找心灵的家园；他的写作始终坚持自己的操守，禀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
情怀，高扬人文主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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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存启示录》

书籍目录

◆
主要目录
第一部分  共同的底线

人生和它的意义

何妨减之

论民主

民主与爱国

论荣誉

论崇高

论英雄

敬畏为何在中国水土不服？

羞于说真话

权利与金钱

法理与情理

读书与人生

关于不幸、不幸福与幸福

平凡的地位

“理想”的误区

第二部分  个人的提升

培养一个“贵族”是容易的

赏悦你的花季

一半幸运  一半迷惘

初恋杂感

姻缘备忘录

男人是女人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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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存启示录》

女人不是残缺不全的男人

让我们爱憎分明

中年感怀

论代沟

关于母爱

论温馨

论寂寞

论贫穷

论“不忍”

论方法

钉子断想

时间即“上帝”

也论“消费”

第三部分  人文的力量

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

文明的尺度

关于情感教育

论教育的诗性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论大学精神

贵贱论

贫富论

三等智商

传统文化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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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在政治之上

为自己办一所大学

做立体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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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存启示录》

精彩短评

1、像小学做的阅读理解。。。
2、断断续续读了很久，每次拿起此书，都有不同的震撼与感悟~真挚的语言，直率的性情，字字珠玑
，针砭时弊，处处体现着作者对社会、对人文、对民生的切切关怀。现代社会，很难有这种敢于说话
，用心说话的人了，新时代的年轻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极易随波逐流，更需要这种引人深思的书籍来
警示自己。与时俱进不仅仅是向前看，回头看看历史，才能有更深的思考。追梦，努力，进步，然后
一起向前走吧！
3、很久没读这种随笔类的书籍。初读时觉得，一件小事，说这么复杂干嘛！读完后，觉得那么多小
事，能论述的头头是道，能思考这么多，也确实值得尊敬了。
4、关于普通人，平凡人那篇写的不错。但作者的偏见和缺点太清晰，也许这说明作者还是坦率的吧
。
5、“文”的角度，有些不是很懂。很多内容还是比较客观。
6、买了快3年，偶尔想起就翻翻，至今仍没有看完。都是作者的一些随笔及日常感慨，左眼进右眼出
，看过且过
7、一个迂腐的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作为80后很难认同，白花了30块。。
8、大师随笔，必属精品。你又不是大师，很多观点虽然是对的，但是大家也不傻。。迂腐，文笔掉
书袋，传统文人的自命清高，冒充思想家谈古论今的，其实你不够格。这书估计也就老一辈人能看看
，年轻人就不必读了，真的是感觉有代沟。
9、p162 因为靠着思想的能力，无论被置于何种孤单的境地，人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的伙伴，而
那正是他自己。
最大的寂寞，还不是想做什么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可说，是想回忆而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
是想思想而早已丧失了思想的习惯，这时人就自己赶走了最后一个陪伴他的人，他一声最忠诚的朋友
——他自己。
10、作为一名老知青，还是去写写伤痕文学比较合适。现在也真是，只要上了年纪就来写无聊的随笔
了，人生经验很丰富啊。
11、有些观点尚可，有些现在读来迂腐
12、高中暑期补习班，各种机构为了体现自己的师资水平，往往是第一节课试听后再选课交钱。按照
规律，是没有人开设语文补习班的，因为大家往往觉得语文不用学，亦或者学也无用，是无法像数学
、物理一样做习题突击提高分数的。因此语文老师长受冷落，自然也没有外快。因为不要钱，破天荒
的听了一节课，中年男子走上讲台，大书“人文”二字，继后侃侃而谈，台下纷纷睡去，语文补习也
再没有了下文。年龄累积，越发怀念读书时光，也越发觉得曾经的语文老师曾经的语文课上糟了，一
方面书实在是书实在是没几本，一方面是“分段总结段落大意”之类严重限制了后来的成长。一声慨
叹，要把自己民族的字写好，要踏踏实实的读写文字，也许生活应该更美好一些吧。
13、思路有些乱了，有些迂腐了，代沟产生了，不能再看了
14、“那夜失眠，依床而坐，将台灯罩压得更低，吸一支烟，于万籁俱静中细细筛我的人生，看有无
温馨之蕊风干在我的记忆中。” 论温馨这篇最令人感动，直接击穿了我的脆弱、洞穿了我的泪点。
15、这本书让我感受到很多我无法触及的事情，在别人的故事里备受震撼！
16、有些篇幅可以。
17、非常好
18、梁老师说人应在一开始就对自己能够从事的职业进行减法运算，删除掉一眼看过去就无法从事的
，再修剪掉与自身不匹配的，在留下的少数选项中择其一而从始至终。对于头一点我没有异议，比如
说太空宇航员，虽然我非常向往，但只停留在仰望这个程度，不须刻意排除它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
内。
19、我觉得一个小说家真不应该撕开幕布冒充思想家用这种语气谈这谈那。灵巧不如时评，渊博到不
了学术。就算是讲阅历，“何方减之”比山下英子的修行差的可不只一丢丢。谈人生？算了，还是看
季羡林吧。
20、对我启发很大，尤其是在对于人文学科的看法方面。因为这本书，开始喜欢梁晓声了。
21、怎么说好呢，掉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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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存启示录》

22、关于人生的意义不同年龄段的不同人，定义不一样，感悟也不一样，只有经历了岁月洗礼，认真
思考过的人，才能真正意义上给他一个总结。感谢北大图书社赠与。
23、实在是读不下去
24、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并不是因为书中所陈述的文化的现实和对我们的文化所做
出的启示，而是因为，我觉得“烟灰缸”如果依然存在，再多的启示也只能是启示，而这一定不是作
者和我们希望的未来。
25、三观正 有些地方还是蛮深刻的
26、平实的议论自有一种悲哀的腔调，这是文人特有的感觉，但是这腔调并没有一种居高临下，曲高
和寡的意思，反而处处彰显人文情怀，这和一些文笔犀利，言辞激烈的社会学者又不同。一部让人静
静思考的随笔。
27、有一个文人应有的操守，但是后半部分实在太杂，批判这批判那的，看起来挺沉重然而又不够深
刻，其实道理每个人都懂，说得多了也就腻啦。
28、培养一种，健康的生存态度。
29、不想做出言辞激烈的批判，但是读了20%弃了，只能承认真的存在代沟
30、文中对中国社会分析很精辟，值得一读
31、对于一个对自身局限性缺乏清晰认知，在不断试错中成长的人，读《何妨减之》第一感觉心悦诚
服。梁老师说人应在一开始就对自己能够从事的职业进行减法运算，删除掉一眼看过去就无法从事的
，再修剪掉与自身不匹配的，在留下的少数选项中择其一而从始至终。对于头一点我没有异议，比如
说太空宇航员，虽然我非常向往，但只停留在仰望这个程度，不须刻意排除它也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
内。对于第二点，我想怎样才知道什么样的职业是适合自己的呢？倘若没有长辈引导栽培，凭一个少
年的眼界和思想就决定未来的走向，貌似有些困难，所以这一点执行起来难免偏离轨道。因此试错不
可避免，试错不失为个人的成长，试错有试错的价值。只要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的选择以及可能出现
的失误，在一段曲线中亦能感受得失，获得成熟。
32、说话的口气，也是会过时的。老一辈文人的清高，有时确实有那么些做作。
33、丹柯
34、言语生硬
35、并没有觉得特别好 可能还是年代不同了。不过有些问题说得很对，确实是一直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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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存启示录》

精彩书评

1、《中国生存启示录》这个名字我觉得太大，依我看只能算是自传。书中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以梁
先生的亲身经历和个人感悟而已，很难适用于他人，至少跟我这位80末的人的观点很有出入。比如说
关于梁先生要劝儿媳妇不要买奢侈品这件事上，我认为，应该鼓励人有好奇心，可以买，有条件的话
必需买，然后以实例告诉她，奢侈品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衡量利弊过后再给出结果会更好。而且
，书中好的情感例子都发生在过去，不好的都发生在当今，这实在容易让读者只看到当下的丑陋，从
而忽视发展中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东西，一味的批判现在，强调过去，我认为是逃避现实的做法，倒不
如开开心心的接受现状，哪怕是歪瓜裂枣也好，我们也要开开心心地把发展这件事做好，让社会导向
一个健康的方向，成为我们理想中的社会。所以我觉得书中的个人情感色彩太浓，给我直接的感觉是
，梁先生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外界了。确实，从人文发展上看，书中所提到的“社会弊端”是客观存在
的，矫正也是必需的，但这仅仅是一篇思考性的书，论据多的也都只是停留在过去，对于执行者的我
来说，没有太多的指导意义，阅过即忘。批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书中我只看到批判，没有看到发展
。我认为，如果梁先生真想矫正社会弊端的话，应全盘接受现状，分析内在或外在原因，然后给出适
合当下中国人生活的理念和建议，这才符合《中国生存启示录》的主题。
2、说来惭愧得紧，我之前并未度过梁先生的文章，即使他声名早就有所耳闻，但年轻气盛的我似乎
是对这一群大都经历过文革如今已经年逾不惑的知识分子不甚感兴趣。那些中国当代文坛上赫赫有名
的作家们，如莫言、梁晓声、余华、王蒙、贾平凹⋯⋯我都没有认真拜读过他们的作品，只对王小波
、王朔、苏童稍微熟悉那么一点儿。我总觉得我同他们隔着代沟，虽然也曾在图书馆借过几位的代表
作，但最终还是翻了几页就还了回去，或许还是那时候的我太浮躁，难以进入他们笔下这种带着往事
的沉痛和厚重责任感的笔调。直到今时今日，翻开这本封面质朴的《中国生存启示录》，才能深刻体
会到梁晓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反思、体悟、呼吁、痛心、挣扎⋯⋯值得中国所有青年去认
真体会。1949年出生的梁晓声，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他亦不喜出选集之类，因为既然不靠稿费去维持
生活，没必要拿以前的文字凑成一本书拿去糊弄读者。但这一本，大抵是梁先生近些年的所思所想，
集结成一本命名为《中国生存启示录》的书，却是如此适合，看到这本书的读者，又是如此幸运。书
中涉及内容甚广，几乎是款款而谈，如同一位平和的老人坐在读者面前慢悠悠地讲述一个个关于往事
的回忆，又似乎能够感觉到德高望重的长者对迷惘中青年们的孜孜不倦的指引和教诲，它是一位中国
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当下社会、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各位问题的质问和思索，也是对一位青年满怀希
望的师长将自己大半生的关于人生经验的思索和总结的倾囊相授。他谈民主、荣誉、崇高、权利、金
钱、法律、人情、理想、幸福、寂寞、贫穷、文明、文化、感情⋯⋯他谈一切我们密切关注的话题，
往往语言一语中的，令人醍醐灌顶。比如说文明：“文明一定不是可以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实，它应
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生的一件事情。”说到权力时：“权力的本质是责任，我们最缺乏
的人文意识的解读。”甚至有时候语言还很有冷幽默的色彩，在看到说道日本女青年的时候，他说：
“日本女青年脸上有一种单纯，但是那样一种单纯使我震惊，几乎和我们汉语中的‘二百五’没有什
么太大的区别。”——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捧腹大笑了好久，谁说咱们中国大部分女青年的脸上
不时这种看起来很“二百五”的表情呢？梁先生还在书中分享了自己的恋爱和婚姻以及关于女人的看
法，这一点看起来颇为有趣，因为我始终以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不愿意写自己的这些事儿的
。他在书中引用了蒲伯的一句名言“男人，有的平静，有的好斗，但是每个女人都是生活的女王。”
——这使我颇为讶异，我以为，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是不会有这么先进的女性观的，看来，真的是我
对他们误解甚多啊！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无疑便是开头几章中关于人生意义的解读，这一段的内容我
反复看了好几遍，每一遍都不由得感慨，梁先生不愧是梁先生啊，若早点看到这些文字，我或许会在
追寻理想的道路上走得更加顺畅。他主张过减法的人生，使自己的人生删繁就简。说的直白一点，就
是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然后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走下去，排除其他的干扰和诱惑，方能抵达梦
想中的终点。他说：“所谓积极的、清醒的人生，无非是要找到那一种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式。一经
找到，确定不移，心无旁骛。”他拿自己举例，梁先生一心求文，知道自己不善交际，又不会经营，
做不了官，成不了企业家，也曾经有过之类的诱惑，许之以令人眼红的利润，然而他在思考再三之后
仍旧选择了坚持自我。因为他说，文学，是自己唯一想做，并且有能力做好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在面
对“人生的意义”这样的话题时，都曾经迷茫过，挣扎过，甚至很多人终究一生都在为此困惑。哪怕
不考虑这么复杂，仅仅是在面对关于具化到“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这样的问题时，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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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很多人都糊里糊涂。欲望太多，终究不是好事，很多人总是无法认清自己的价值，不知道自己擅
长的领域，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从事的工作，不知道真正感兴趣并愿意为之付出所有也在所不惜的东
西是什么。只是因为，他们想要的太多。想要大房子想要好车想要薪水丰厚却又工作清闲想要伴侣帅
气多金又温柔体贴想要自己有花不完的钱又有大把空余时间去世界各地度假游玩⋯⋯哪里有那么好的
事？我们都很清楚，大部分人，都只不过是庸庸碌碌了此一生，大部分人从未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那
么多曾经的梦想。可是，若是你能够明白自己的长处，懂得合理用，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梦想是什么，
并且愿意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付出艰辛的努力，忍受其他或许更为方便快捷舒适生活的诱惑，哪怕失败
也仍然不后悔——那么，你多半是能够获得成功的。曾经是知青中一员的梁先生，即使是在北大荒也
不忘积极写文投稿，他命运的转折在于一篇文章被复旦某教授看中由此从农村走进了复旦的校门。你
可以说他出奇幸运，但也未尝不是他的坚持与实力的呈现。合上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我是
不是也有一件，我一直想要去做，我相信我能够做好，我能够无怨无悔一直坚持下去的事情呢？是的
，我有，那么，你呢？
3、想看这本书，是因为我关注的一位友邻写了这本书的书评，看完的她的书评，我决定好好看看这
本书。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读书，只是在书中读自己，只是在书中发现自己，检查
自己。读这本书的过程，我一直在发现自己，检查自己。书里讨论的内容很多，我最有兴趣，反复读
了几遍的是关于人生的意义，人生价值观的章节。就像书里写的，关于人生的意义不同年龄段的不同
人，定义不一样，感悟也不一样，只有经历了岁月洗礼，认真思考过的人，才能真正意义上给他一个
总结，而我现在的理解，还停留在自我感受上，还不够让我满意。作者在书中总结了构成人生不幸的
原因：第一，严重残疾与严重疾病。第二，贫困。第三，受教育权利的丧失。第四，由之而沦为社会
弱势群体。“新一代的都市年轻人，看在眼里，心生大虑，唯恐自己百般努力，却仍像父母辈一样，
摆脱不了普通人的命运。”“不幸福的人生感觉人人都会常有，是生存竞争压力对人的心理造成的负
面感觉，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的生存竞争压力。但有时候，也与我们对人生的思想方法有关。如果能提
前对人生多几种考虑、打算、选择，也许人生的回旋余地会大一些，压力会小一些，瞻望前途，会相
对的乐观一些；那么，不幸福的感觉，自然会相对少一些·····”“其实上苍赋予每一个人的人
生能动力是极其有限的，故人生“节目单”的容量也肯定是有限的，无限地扩张它是很不理智的人生
观。·············一种人生的真相是——无论世界上的行业丰富到何种程度，机遇又
多到何种程度，我们每一个人能做好的事情，永远也就那么几种而已。有时，仅仅一种而已。”“所
谓人生的价值，只不过是要认认真真、无怨无悔地去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而已。”这与我前辈在我初
入社会的时候，给我的劝告如出一辙，他说“你不要奢望你能够什么都做好，你只需把你擅长的发挥
到极致就能很不错了。”从另一个角度说，首先要我们从内心先正视自己，正视生活。就好像马始终
站着，当它不再站着的时候，它从精神上就不再对生活有希望了。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无论在什么
环境下，都不会发现美好，培养一种健康的价值观，更有利于我们认知社会，认知生活。
4、有人曾问起过“文学的意义”，文学的相关资料里介绍说文学最大的意义是对文化的自我修正，
但这样的解释是非常抽象的，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障碍在于：首先我们无法想象文化的偏离或病态的
文化对于我们本身和整个社会会有着怎样的伤害，其次我们也无法具象的感知文学对于文化的这种修
正力。毕竟文学的影响是以“文字”的形式扩散开来的，它的影响到达的点是读者，如果能把读者连
成一条线，再组成一个面，有可能对文化是有所影响和启发的，而文化所包括的内容又过于宽泛，包
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人文、习俗、教育，具体到人也包括人的生活方式、三观、思维模式等等。试问在
文学对中国人的影响越来越小的现在，文学又要如何修正如此庞大的中国文化呢？所以我们对文学意
义的解释可能只能停留在读者对于文字的直观感上，对读者的精神、眼界、三观给予了某种引导和启
迪，这可能已经可以证明该“文学”对于“文化”起到了影响了。《中国生存启示录》这本书是写给
中国人看的，这是一句废话，但这样的描述却代表着作家梁晓声在这本书中所倾注的心声，我觉得他
希望掌舵人可以看到它、希望教育者可以看到它、没有理想和追求的年轻人可以看到它、父母可以看
到它、老人可以看到它、善良的和伪善的、真实的和虚伪的、富贵的和贫穷的、中年沉伦的和中年而
立的全都可以看到它⋯⋯作为一个和新中国同年诞生的人，中国的命运几乎可以牵动他的人生，和其
它的作家不同，梁晓声的作品中总会体现某种使命感，而在这本书里这种使命感尤为迫切，对于民主
、对于中国人的追求，对于教育现状、对于贫穷与富裕、对于越发贫瘠的精神世界⋯⋯他都在书中说
出了他的期望和观点，他想要拨出人们心中的钉子，想要让所有的读者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
形态的不足，希望至少读者可以成为一个立体的人，而不是只为单一的追求而疲于奔命的纸片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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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他在对文明社会的描述中写道：“文明的社会不是导引人人都成为圣人的社会。恰恰相反，文明
的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会，文明的社会也是人心低贱的现象很少的社会。
人心只有保持对于高贵的崇敬，才能自觉的防止它趋利而躬而鄙而劣，一言以蔽之，而低贱。我们的
心保持对于高贵的永远的崇敬，并不至于便使我们活得不自然而又不自由。事实上，人心欣赏高贵是
自然的，反之是不自然的，病态的。事实上，活得自由的人首先是心情愉快的人。”这着实是一种启
示，我们所处的社会与描述中的文明社会的距离还非常遥远，自然而自由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在有些遥
不可及，因为每一代人都被某种枷锁束缚着。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束缚里偶尔犯错，但却无法摆脱这些
束缚，因为这个束缚是时代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安装在我们身上的，时代对我们提出的希望让我们无
法跳出那些条条框框，而这些条条框框并不是写在纸上的条例，而是在我们出生时就已经植入了我们
的基因。但是有些话是不可以点破的，有些道理有些人已经明白了但是却又是无法言说的，但作者说
了：“几乎稍有头脑的人都看的分明，我们的当代史、近代史被一段一段遮蔽甚或干脆抹去了，变得
七零八碎面目模糊；我们的现实被不惜成本地粉饰了；我们这个焦虑不安的时代被几乎已经令人讨厌
的歌舞升平所包装了；我们的下一代变得有点傻兮兮的了——怎么全民族仿佛对这一种几乎没有自觉
性可言的文化，竟没了半点儿不适感呢？”这样的不适感我们真的没有么？其实不然，只不过我们对
这样的不适感束手无策，就像被圈在烟灰缸里的蚂蚁，每次向外爬的时候都要经受被烟头烫的苦痛，
也许并不需要太多次，它就不会再向外爬了。我们的文化和我们本身正是被这样的禁锢所制约的，这
样的禁锢让理想主义者只有放弃理想才能够过活，让教育都变成了文化的坟场⋯⋯这些东西像是一种
命运一样被注定着，而我们都在劫难逃。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并不是因为书中所陈
述的文化的现实和对我们的文化所做出的启示，而是因为，我觉得烟灰缸如果依然存在，再多的启示
也只能是启示，而这一定不是作者和我们希望的未来。
5、1.人生的意义由三部分组成：纯粹自我的感受；爱自己和被自己爱的人的感受；社会和更多，甚至
是千千万万别人的感受。有的人为了追求其中的一部分而忽视了其他的部分，有人的缺失了某个部分
却依然可以有活下去的理由。2.世间诱惑太多，做减法，做自己。3.年龄和某些话题是对应的，太超前
了或太落后了都于人生无意。4.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5.崇高是人的本能。6.敬畏自然，敬畏
生命，敬畏法律。7.说真话，办实事。8.做个普通人，挺好。9.幸福有好多方面，不仅在于荣华富贵
。10.丧失贵族气质不需要三代，而培养一个伪贵族，一代就够了。11.社会在不断的发展，每代人都会
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没有哪一代是无比幸福的。12.要有实际能力，而不只是学历、地位。13.知行合一
，随心所欲不逾矩。14.人到中年，成熟而疲惫，忧郁而惆怅。15.长江后浪拍前浪，一浪更比一代强
。16.温馨不必刻意营造，它可以存在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17.思想是知识分子抵御寂寞的驼峰，而读
书是拓展思想的绝佳路径。18.先富起来，再谈别的。19.道义在，不忍在；道义无，不忍无。20.人的
所有财富，是拥有这一世的时间。21.土豪挥霍金钱，是对过去贫困生活的报复式的强暴。22.儒家思想
包含了太多王权对社会思想的暗示，学太多儒家思想反而会丧失思考能力。23.人文教育的缺失会导致
人格的缺失。24.财富能够让人生过得舒服，但是仅仅财富并不能保证人生的质量。25.文化在政治之上
。26.大学如果变成技校，那就自己为自己办一所大学。
6、我承认我的肤浅，的确没获得什么启示，稍微觉得还过得去的也就是“减法人生”、“文化底色
”、“平凡东西”、“思想美感”这几个词，是的，看完全书，也就总结了这么几个词。当然，也许
，我理解的还不一定是作者的意思。启示录，我其实并未感觉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明确启示，更遑论关
于生存这样不轻快的话题。只是，如今的社会，已经见过了太多的公知、先知、批判家⋯⋯各种公众
舆论、公众话题、公众批判层出不穷，算得上是热闹非凡了，但是，但凡关注一下，各先知们观察批
判的角度从来没有变过，更有不少为了批判而批判，由此体现一种永恒的精神？在这个看似嘈杂的环
境里，大声呼喊，愚等披民视而不见，自当汗颜，只是，吼出来的就不是噪音吗？听者亦不觉烦闷？
为什么我们总是存在于所谓“知识分子”的批判面上？声音本身，其存在及其意义，是否依赖于极致
特性的表现？正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只是，仅仅高喊否定，又是否站在被否定却存在的立场上
思考过？又是否神经衰弱或者精神分裂？否定，烘托存在吗？存在，即被批判？“知识分子”何以被
站到了世界的边缘？而不是被拿来议论的证明给论据了。这是现代批判美学潮流么？未见到另一种可
能的存在。PS：此外，对作者这种中学生议论文似的论证方式也不是很喜欢，好处是事例鲜活，但局
限性过于明显。
7、《中国生存启示录》的作者梁晓声是知青文学的代表人物，我大学时期在图书馆有读过他的《今
夜有暴风雪》，那部悲壮而沉郁的作品曾经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对这本新作充满了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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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老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虽然已经年逾花甲，但并没有想像中的老学究做派，《中国生存启
示录》的关注点比如民主、文化、教育、贫富、贵贱、代沟、姻缘等等话题，虽然已经是老生常谈的
内容，但是观点与时俱进，绝不陈旧。梁老师在年轻的时候，因为一次会议上不敢说真话的经历，得
到过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吴伯萧老先生的帮助和指点，而他本人也传承了吴老的教育家精神，对新一
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给予了关注和指点。有同事无意中在我得办公桌上看到了这本书的书
名《中国生存启示录》，大概是有一点说教的意思，问我：这种书你怎么看得进去？我想说，确实市
面上有很多说教类的成功励志类书籍让人看不下去，但是这本书对于迷茫了很久的我，却是起到了掀
开迷雾，眼前豁然开朗的指南针作用。在梁老的笔下，在过去的某个时代即“天”的动乱年代，无论
是农村青年还是城市青年，都需要背负家庭出身、政治鉴定两座十字架。一切人对人生的个人向往和
追求的冲动，几乎最终都以自行放弃转而对时代无怨无悔亦再无激情的服从为结局。人生多姿多彩的
可能性，都在迫不得已的服从之下烟消云散。而现如今的我们，人生的限制性比起从前已经小得多了
，拥有比从前所有时代都更自由的跨国交往与谋求人生发展的权利，学习的权利，择业的权利，人生
观的自由，而生活放回和文化娱乐也比以往更加多元化。可是，虽然时代在进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
着前所未有的美好时代。可是新一代年轻人并没有因此全体得到幸福。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的惠利，永
远不可能像同一锅炉加温的、使人的身体舒适无比的淋浴水，通过同意的莲花喷头遍洒在每个人身上
，而且可以由每个人自己来控制水温。由于青年们家境的不同，个人的先天资质和条件不同，决定着
他们出身以后，不可能在同一起点上开始自己的人生。命运是如基因一样纯粹先天的人生元素，与时
代和社会无涉的，也是难以依赖时代和社会与幸运者们共舞的。于是，绝大多数处于社会奋斗底层的
青年们在对未来的迷茫中，陷入内心痛苦甚至沮丧的境地中，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浮躁”已经成为当年社会的流行词汇。除了极少数毕业时家里就安排好出路，以及部分极为优秀
在毕业前就确定好未来走向的毕业生之外，大批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在毕业之时，毫无头绪，研究生考
试、公务员考试和校园招聘多管齐下，疲惫不堪。究其原因，就是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只
想在毕业之前能够抓住一根能够让自己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过程中不至于沉没的稻草。至于这根稻
草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究竟适不适合自己，则不在考虑范围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梁
老师的回答是：正是因为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头脑里关于人生的“容量”太大太混杂了，结
果连最适合自己的哪一种人生的方式也迷失了。其实上苍赋予每一个人的人生能动力是极其有限的，
故人生‘节目单’的容量也肯定是有限的，无限地扩张它是很不理智的人生观。通常我们很难确定自
己究竟能胜任多少种事情，在年轻的时候尤其如此。因为那时，人生的能动力还没被彻底调动起来，
它还是一个未知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连自己不能胜任哪些事情也没个结论。大多数年轻人，在迷
茫的时候，就会不自觉过上梁老师书中提到的加法的人生，即那种仿佛自己能够愉快地胜任充当一切
社会角色，干成世界上一切事而缺少的仅仅是机遇的想法，纯粹是自欺欺人。反映这一点，比较常见
的现象是，考证热，从大一开始，最基础的英语四六级考试暂且不论，另外还有计算机等级考试，会
计从业资格证，注册会计师，报关员证书，导游资格证⋯⋯不论专业是否需要，不论证书所涉及的专
业是不是自己未来想要从事的职业，先考了再说。也许，多个证书多条路，是许多这一代年轻人真实
的想法。而人生的真相是——无论世界上的行业丰富到何种程度，机遇又多到何种程度，我们每一个
人比较能做好的事情，永远也就那么几种而已。有时，仅仅一种而已。但是我们面对的势利眼文化和
无良媒体们，却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暗示，每一个人似乎都可以凭着锲而不舍做成功一切事情；却很少
传达这样的一种人生思想——更多的时候锲而不舍是没有用的，倒莫如从自己人生的节目单上减去某
些心所向往的内容，这更能体现人生的理智，因为那些内容明摆着是不适合某些人的人生状况的。举
个明显的例子：网上有人说花很少的钱可以穷游世界，你向往他们一直在路上的人生。但是如果你没
有超级能够自理的能力，或者内向得面对陌生人连问路都问不出口，这种明显不适合自己的生活，你
再向往又有何用？而我自己也是个活生生的例子，2010年大学本科毕业，进入一家IT服务类大型企业
上班，这家公司对校招来的应届毕业生统称英才，也給予英才很大的自由和选择的机会。我在刚进公
司的时候，被安排在集团职能岗位做数据分析和后台系统需求分析，日子久了觉得枯燥得要命，同时
跟业务部门的英才比起来，觉得那才是风生水起的人生，而我的工作内容简直就是味同嚼蜡。然后就
死乞白赖得跟领导请求，把我调到业务部门去工作，哪怕不是一线岗位也行。领导果然宽容，我就顺
利地调去了我想去的部门，可是等我真正到了业务部门，接触到了他们的工作内容，手续繁复，盈亏
压力极大，工作氛围紧张，我却开始感慨，这种工作真交给我做我也做不来。所以万分感谢我在刚毕
业的时候接收我的那家公司以及对年轻人十分宽容的领导，给了我机会体验不同部门的工作。也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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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一件事，外表风光的工作，内里的苦你真正扎进去就永远也体会不到。所以，不
要随意就羡慕别人的人生，因为心有向往就不顾一切地选择了未必适合自己的人生。本书中，梁老师
也拿自己的人生举了例子，他在45岁的时候曾经受到过豪车、股份、年薪的诱惑。“那一夜，我失眠
，因为年薪，我所欲也；股份，我所欲也；宝马或者奔驰轿车，我所欲也。然商业风云，我所不谙也
；管理才干，我所不具也；公关能力，我之弱项也；盈亏之压力，我所不堪成熟也；每事手续多多，
我所必烦也。”最后，梁老师当然是扛住了诱惑，依旧继续着文学和教育的人生。他老人家得出的结
论就是，人生，就是无怨无悔地去做相对而言自己比较能做好的事情。而所谓积极的、清醒的人生，
无非就是要找到哪一种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经找到，确定不移，心无旁骛。所以，梁老师对我
们这一代被极度膨胀的多元化社会迷惑住的年轻人提倡，减法的人生。减法人生的真谛，就是将那些
干扰我们心思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我们人生的节目单上减去，减去，再减去。于是令我们人
生的节目单的内容简明清晰；于是使我们比较能做好的事情凸显出来。我们应该自己向自己承认，哪
些事情是自己根本做不来的，不要再往人生节目单上增加种种注定与自己的人生无缘的内容，徒增烦
恼和痛苦。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个话题非常流行：年轻人逃离北上广后又逃回：我们已经回不去。我们
这一代人，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就以毅忍之心孜孜苦学，只因为从小父母老师就教育说，考上好的大学
是你拥有光明前途的唯一出路。如果我们考入的还是北京、上海的大学，仿佛就没有了什么别的退路
，毕业后留在北京、上海的决心，绝对心比金坚！在这里我又成了例子，2006年高考结束，父母都劝
我选择留在武汉的高校就读，诸多优点，比如江城好大学多，选择面很广；离家近毕业之后父母庇荫
方便；房价和物价水平对于家里的条件来说没什么挑战，以后可以少吃苦。可是我却偏偏‘不知死活
’地报考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开始了我的北漂生涯！印象里，我还在校的时候，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
产，带来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等这场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的时候，随之带来的是早我一届毕业
的09届师兄师姐们的就业危机。所以到2009年我开始准备找工作的时候，不管是老师还是师兄师姐传
来的理念就是，能考研的就别工作了，非要找工作的话，你一个本科生也别指望北京户口了，能养活
自己不啃老就是极大的成功了。以至于在我得到户口指标，拿着接收函回学校办理手续的时候，系里
就业办的老师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外星人。可是，即使得到了户口，我也依然只是千千万万北漂人中
最平凡普通的一个。当代年轻人这种留守京沪的决心，在梁老师的眼中，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在
大家的心里，在北京、在上海，一个受过大学高等教育的人，终于成为不普通之人的可能性仿佛比别
处多不少。即使到底还是没有不普通起来，但成了北京和上海这等大城市里的普通人，似乎那也还是
要比别处的普通人不普通。这一种普通而又不普通的感觉追求，往往会成为一种“亚幸福”追求。而
在当今的中国，最难承认的就是这一点就是，普通的人生也可以是不错的人生，也可以是幸福的人生
。中国当下主流传媒的一大弊端，那就是热衷于宣传和炒作所谓的不平凡的、时尚的生活方式才是成
功的，才是幸福的。如此这般的文化背景，对新一代成长中的人，几乎意味着是一种文化暗示，即幸
福的人生仅属于少数不普通的人；而普通的人生是失败的，令人沮丧的。而中国，现在还只是一个发
展中国家，在普遍之中国人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却过分热忱地兜售
所谓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贴画了，这种宣扬尤其广告兜售几乎随处可见。这让我想起来网络上的讽刺段
子：中国的时尚杂志是一群月薪八千的编辑，告诉一群月薪三千的读者，月收入三万的人怎么花钱。
对于这种文化现象，梁老师给出了当头棒喝：当社会还无妨满足普通的平凡人们的基本拥有愿望时，
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提醒着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人
们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们在内的文化界、
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如果当代社会和文化背景创造不了条件，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只能依靠个人的
奋斗和提升个人的修养，来努力放飞和实现自己的理想。梁老师在这本书里，对我们除了指点和关怀
，也有谆谆告诫。比如要坚持阅读，阅读的好处之一，是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地抵抗寂寞的能力。
而寂寞这个词，我想身处于北上广这类热闹都市的年轻人，必然或多或少都有深刻的体会。在书中，
梁老师对寂寞的深层定义——从早到晚所做之事，并非自己最有兴趣的事；从早到晚总在说些什么，
但没几句是自己最想说的话；即使改变了这一种境况，另一种新的境况也还是如此，自己又比任何别
人更清楚这一点。这是人在人群中的一种寂寞。这是人置身于种种热闹中的一种寂寞。这是另类的寂
寞，现代的寂寞。知识给予知识分子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的能力。因为靠了思想的能力，无论被置于
何种孤单的境地，人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的伙伴，而那正是他自己。自己与自己交谈，哪怕仅仅
做这一件在别人看来什么也没做的事，他足以抵抗很漫长很漫长的寂寞。如果居然还侥幸有笔和足够
的纸，孤独和可怕的寂寞也许还会开出意外的花朵。看到书里的这一段让我想到了曾经看过的电影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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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片《昂山素季》，昂山素季是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总书记，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1989年7月20日
，军政府以煽动骚乱为罪名对昂山素季实行软禁。此后多年，她曾经因政治迫害多次被软禁，她甚至
因为缅甸军政府的阻挠而错过了深爱的丈夫阿里斯远在伦敦的葬礼。在她多年被软禁的时间里，她忍
受内心的寂寞和煎熬以及对家人的思念，除了是因为她内心里“争取一个自由的缅甸”的信仰之外，
阅读和思考也一定陪她渡过了那漫长的岁月。再比如，梁老师批判当今之大学，应该为国家培养的是
一批批思想意识上不普通，而有绝不以过普通的生活为耻的人。可现在的情况似乎恰恰反了过来，受
过高等教育于是以过普通生活为耻的人很多，受过高等教育而思想与此前并未发生多大改变的人也很
多。当代的大学，仅仅是向社会输送纯粹的技能型人才，而忽略了人文教育的根本，使得大学的教育
功能降低到了民间匠师的水准了。那么，当代的大学生们，如果学校不能为我们创造合理的人文教育
环境，那我们就要为自己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人文环境。一所大学，再不济也会有属于自己的藏书量还
算丰富的图书馆，经史子集，文学巨著，应有尽有。如果这些还不够，在大城市，例如北京，图书馆
资源就丰富至极，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各区县图书馆基本上遍布京城。存点押金办上一张图书
卡，就可以享受到看之不竭的图书资源。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要感谢我的大学母校。除了有藏书丰富
的图书馆之外，还开设了很多人文类选修课，在很大层面上拓宽了我的视野。比如我曾经选修过的音
乐剧欣赏，电影赏析，交响乐赏析等相关课程，都对我现在的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梁老师在书的
最后，面对“学中文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表达了对中文系教育的忧思。联想到前些天看到的一篇
让大家被中文之美所震撼的文章。文章如下：【中文之美难以言喻，不得不再一次被中文之美所震撼
！英文原文：You say that you love rain,but you open your umbrella when it rains.You say that you love the
sun,but you find a shadow spot when the sun shines.You say that you love the wind,but you close your windows
when wind blows.This is why I am afraid, you say that you love me too.(普通版)：你说你爱雨，但当细雨飘洒
时你却撑开了伞；你说你爱太阳，但当它当空时你却看见了阳光下的暗影；你说你爱风，但当它轻拂
时你却紧紧地关上了自己的窗子；你说你也爱我，而我却为此烦忧。(文艺版)：你说烟雨微芒，兰亭
远望；后来轻揽婆娑，深遮霓裳。你说春光烂漫，绿袖红香；后来内掩西楼，静立卿旁。你说软风轻
拂，醉卧思量；后来紧掩门窗，漫帐成殇。你说情丝柔肠，如何相忘；我却眼波微转，兀自成霜。(诗
经版)：子言慕雨，启伞避之。子言好阳，寻荫拒之。子言喜风，阖户离之。子言偕老，吾所畏之。(
离骚版)：君乐雨兮启伞枝，君乐昼兮林蔽日，君乐风兮栏帐起，君乐吾兮吾心噬。(七言绝句版)：恋
雨却怕绣衣湿，喜日偏向树下倚。欲风总把绮窗关，叫奴如何心付伊。(七律压轴版)：江南三月雨微
茫，罗伞叠烟湿幽香。夏日微醺正可人，却傍佳木趁荫涼。霜风清和更初霁，轻蹙蛾眉锁朱窗。怜卿
一片相思意，尤恐流年拆鸳鸯。编后语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还有第二种语言能像中文这样产生出如此
极具美感的文字来。当我们不假思索地跟随者众人疯狂地学习英语的时候，是否能偶尔停下脚步，回
过头来欣赏一下我们自己的文化呢？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各种无厘头的网络时尚用语时，是否能偶尔静
下心来品味一下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动呢？】我想大家对中文之美的惊叹，也正式是大家
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不知道梁老师如果看到这篇在网络上被大家疯狂转发的短文，会不会略有安慰。
看完梁老师的这本书。我想，在这个压力极大又充满竞争的‘浮躁’社会里，在这个公平只能用‘相
对’来形容的社会里，我们不能仅仅既希望于时代和社会，而是既希望于自身，多多阅读，在修习专
业或者职业技能的同时，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在纷繁杂乱的文化环境中明辨是非，想清楚自己的人
生节目单。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才能最终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人生！
8、初获此书，难掩兴奋之情，一是因为梁先生之名，二是因为从小到大从未有过签名版图书。打开
书后，自然是先看签名，又翻签名的后一页有签字笔阴过来的黑点，觉得特别开心，签名不虚，并非
用印章糊弄。翻开目录，全书由三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由十几篇文章组成，四十余篇数千字的文章
撑起了这本209千字、277页的书籍。这是我看的第一本梁先生的书，全书没有犀利的言语，没有过多
的批判，如和风细雨般将自己的观点娓娓道来。这书在我看来是先生多年来文章的一个合集，大概是
我文化有限，看此书时我居然要借助高中时用的新华字典，翻查了好几个不认识的字的读音和含义，
翻字典时却无意看到“倩”字的含义，让我顿感读书的美好。此书虽谈不上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却
用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俗语、我没看过的书中的观点，好多我不知道的《电影》中的例子。书中有一篇
文章叫《培养一个“贵族”是容易的》，在申请这本书时，我看这本书的简介时就觉得对这篇很感兴
趣，按此文中所提的观点，“贵族”基本可以同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可以批量生产，我当时在想那
如果这样，为什么国外要说三代培养出一个绅士，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国民素质要和发达国家差这么远
，在第三章谈人文的力量时为我解答了心中的疑虑:我们的国家不缺少培养“贵族”的条件和力量，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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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人文的力量，从小学到大学，没有时间让孩子们学习人文，没有人告诉孩子们其实你可以很普通
，家长不会告诉孩子自己也是个普通人。如何将人文力量植入生活之中，读书算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方
法，恰巧前两日在朋友圈里看了一篇名为《杨绛先生语录》的小文，其中一句我感触很深:“你的问题
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吧，我也是其中一个，我想读书能让人
闭嘴，读书越多越知自己浅薄。梁先生在第119页中提到“除了受过两次婚外情感的渗透我没什么‘过
失’ ”，让我对此书顿时好感打了八折，我想世界上本无完人，感情有没有对错，但是有爱情洁癖的
我完全接受不了各种“渗透”。开卷有益，这是一本在我心中打分三星半的书籍，还是值得耐心读完
的一本书。
9、“愤青”是“愤怒青年” 的简称，这个称呼早在1970年代的香港已经出现，当时特指一班对社会
现状不满，而急于改变现实的青年。后来，成为中国大陆网络语言中的专有词汇。积极的定义应该是
：一群有道德、有思想、有理想，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正义、不公平的现状充满愤怒，同时通过自
己的言行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以改变不正义、不公平的现状，实现理想社会为目标，并为之奋斗的
青年人。个人觉得，“平民代言人”梁晓声就是一位“时代愤青”。在尊重的作家里，梁晓声有着我
喜爱的诸多理由：一是著作颇丰。主要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
》、《知青》、《郁闷的中国人》等。二是作品重要。他的作品一类是“知青小说”，表现一代知识
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热情讴歌了在动乱年代和艰苦环境中
的英雄主义精神。《今夜有暴风雪》被视为“知青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整个作品气势雄浑、沉郁
悲壮，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浓郁，这也是梁晓声“知青小说”的整体艺术风格。他的另一类作品
则相对平实，作品取材于城镇、农村、学院、家庭等领域的生活，表现了他开拓生活视野的意向，体
现出鲜明的纪实风格。三是坚持操守。他的文字兼具作家、学者、思想者、观察家等多个维度，给人
多方面的启发。他以宏大的视野、敏锐的目光直面中国当下，呼唤社会良知，让读者在现实社会中寻
找心灵的家园；他的写作始终坚持自己的操守，禀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高扬人文主义的精神。
听着《今夜有暴风雪》的广播小说长大，看着《年轮》的电视剧长大。近几年来，又拜读了梁晓声的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郁闷的中国人》、《忐忑的中国人》，更加尊重了他。当然，也就是
这3部作品，我才称他为“时代愤青”的。1997年，梁晓声出版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反响强烈
。一时间，“仇富”、“伪平民意识”、“新民粹派”⋯⋯一顶顶帽子开始扣到他的头上。这是一部
后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分析。在中国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了解这个社会，只有懂了这个社会，
你才能无往不胜。全书对当代资产者阶层、当代“买办”者阶层、当代中产者阶层、当代知识分子、
中国农民工》、中国当代“黑社会”等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分析。《郁闷的中国人》的内容现实
骇人：现如今人们不愁吃喝了，但不知何时起，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磺姜出现了
；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要权钱交易；入学托关系，住院托关系；豆腐渣工程频繁出现了，矿难
接二连三，瞒报也接二连三；物价飞涨了，买房买不起，租房也只能蜗居了⋯⋯在《忐忑的中国人》
里，梁晓声再次“发声”，深刻力陈社会根本性问题！另类观点透视中国发展中的困惑，中国人为什
么而“郁闷”，为什么而“忐忑”，中国人中为什么充斥着那么多迷惘的青年和无聊的“看客”？书
中直陈社会中种种矛盾和纠葛，挖掘人性背后的心理，文化中的缺失，社会中的“看客”，诚恳的笔
调、忧虑的声音，入木三分地揭示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双方面的压力和忐忑。“我承认，《中国社会
各阶层分析》这本书，确实是感性多于理性。”梁晓声说，“但不正视某些社会现实，则更加危险。
”2010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政协委员梁晓声关注的领是国企高管薪酬和“灰色
阶层”问题。他表示：“我很忧虑中国将出现‘灰色阶层’。”何谓“灰色阶层”？梁委员解释说：
“有一种服装的颜色叫‘高级灰’。在西方，精英们都喜欢穿这种颜色的衣服。这些由各方面精英等
组成的高级社会利益集团就是‘灰社会’。国外的‘灰社会’现象比较明显，但在中国，我觉得是不
是有个‘灰色阶层’呢？”“‘灰社会’是相对于‘黑社会’来说。但黑社会比之于灰色阶层来说，
并不可怕。因为黑社会暴露在公众面前的问题十分明显。但‘灰色阶层’的犯罪行径相当隐蔽，他们
对社会的侵犯不像黑社会那样明显，但是伤害也很大。”愤青，典型愤青！愤青，时代愤青！愤青，
时代需要这样的愤青！凤凰网这样评价梁晓声：“与共和国同龄，他用文字见证时代变迁。钟情八十
年代，他以知青文学奠定底蕴；悲悯底层命运，他笔指官僚权贵秉持道义。拒绝浮躁喧嚣，时代却夺
去读者耐心；关注现实民生，他为民请愿却无能为力；现实无奈前行，他辛辣依旧苍劲有力。”著名
作家龙应台说：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
上，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是啊，不读梁晓声，你怎么看透民生、自由、人性、阶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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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源于看穿，源于热爱，源于责任，责无旁贷。今年初，梁晓声的新书《中国生存启示录》在
北京出版。在这本书中，他一改往日的批判作风，告别“郁闷”和“忐忑”，首次提出中国人应该拥
有好的心态，用一种人生智慧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这本书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以“培育健康价值观”为
专题的大众心灵励志书。梁晓声把他用心灵发展出的生存智慧反哺到精神境界中，再用他从社会生活
中发展出的知识浸透到心灵里去，为那些生活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寻找一份心灵寄托与精神生活的
充实，以及能够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的方法。他以平常心去思考人生和社会中的常态及潜在的问题，用
从容的心态做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力图为大众的现实生活寻找借鉴，在现实与精神的总作用下，告
诉我们他自己的生活感受，启迪人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现实应该拥有怎样的生存态度。梁晓声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自己写作会秉持“好人文化”。还表示现在的社会文化存在一些问题，而文学艺术表达
恰恰要具有“化人”的力量，让社会具有暖度，帮助大众培养健康的普世价值观。梁晓声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在《中国生存启示录》这本书中，把他用心灵发展出的生存智慧反哺到精神境界中
，再用他从社会生活中发展出的知识浸透到心灵里去，为那些生活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寻找一份心
灵寄托与精神生活的充实，以及能够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的方法。他以平常心去思考人生和社会中的常
态及潜在的问题，用从容的心态做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力图为大众的现实生活寻找借鉴，在现实与
精神的总作用下，告诉读者他自己的生活感受，启迪人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现实应该拥有怎样的生存态
度，如何在浮躁险恶的社会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呼唤曾经遗失的幸福。他说：中国人可以在幸福
与不幸福中选择幸福。不幸福的人生感觉人人都会常有，是生存竞争压力对人的心理造成的负面感觉
，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的生存竞争压力。但有时候，也与我们对人生的思想方法有关。如果能提前对人
生多几种考虑、打算、选择，也许人生的回旋余地会大一些，压力会小一些，瞻望前途，会相对的乐
观一些；那么，不幸福的感觉，自然会相对的少一些⋯⋯欣喜地读到《中国生存启示录》这本书，有
思，有悟。 
10、窝着看书，是目前对我来说最幸福的时光了，在书中的世界游曵，开了另外的一扇窗。读《中国
生存启示录》，梁老先生温柔却力透纸背的话语，不锋利却直指问题核心。涉及的范围很是广泛，从
人生价值、民主论到个人情感到传统文化，讲大事也说小情。全书共分为三章 ：共同的底线，个人素
养，人文的力量。总有一种感觉，梁老就在我们眼前，手拿书稿，一句一字讲给我们听，和蔼亲切，
目光中透露出的是不灭的光芒，希望在这转型期的中国，给与我们些许的精神支撑和鼓励，引导我们
在大潮中的方向。印象深刻的是《羞于说真话》这一篇，深刻的分析，一生没有说过假话对任何人来
说都不可能，就像梁老在文章中说的“说真话之难，难在你明明知道说假话是一大缺点，却因为之一
大缺点对你起到铠甲的作用，便常常宽恕自己了。”，细细想来每个人每次说假话的目的不就是出于
内心对自我的保护么，读到此处，不觉微微一笑，对自我亦是一种嘲讽。明明知道一个谎话可能需要
一百个谎话去圆，却没能将自己的真实时时表露，还宽慰自己这是在现今社会生存下去的必备技能之
一，不觉可笑。文章更讲说谎话引向深处——文革，可能一辈子说的假话在这个年代里都说了。让人
不禁反省深思，看过一部分关于那个时期的纪录片，很多的强制措施，上山下乡，对知识分子的“改
造”，对于劳动工人的思想清洗，是内心的一种惶恐更是对于未知的误判。思想上到行动上全社会都
在维护的一个个谎言是多么的汗颜和心寒，更觉得是对民族和历史的不敬。《培养一个“贵族”是容
易的》一文，短小却让人深思。我不由的想起了电影《窈窕绅士》，孙红雷饰演的吴天高为了追求明
星芳娜，要求公关公司经理吴嘉倩对自己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包装。从外形到谈吐，昏昏欲睡的音乐会
，不知所云的名画鉴赏，似乎一夜之间就从一个土里土气的暴发户变成一位富有涵养的谦谦君子。这
样的包装速度真是打破了巴尔扎克那句“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的教养”。文中讽刺意味如此的强烈
也正反映了现在社会上，铺天盖地的速成贵族。甚至于波斯王大帝 居鲁士竟然也以儿子把平民和自己
划分除了清晰界限为豪。只能说我保有我自己的原则在这纷繁的世道，内心的尊贵远远比外表的华丽
要更为的长久，贵族需要的是教养，对自己内心的虚妄的克制，和对万千生物心怀敬畏和爱护。总是
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或者自己的价值，毕业两年，偏居一隅，从都市到县城，经历的是讲堂上不曾说过
的现实。梁老在开篇第一张就谈到了人生的价值，我们不能只关注自己的个人感受，还要考虑爱自己
和自己爱的人感受，还有一部分是我们于这个社会的价值，即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才构成了我
们一个人完整的人生价值。人类社会本就是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我们每个人也因为这种种的关系才构
成了丰富的生活，这样看来视野一下宽广了许多，有畏惧有担当有舍得才是真正人生的开始。如此考
虑这样便会少一些跳楼自杀或者极端的悲剧，多一些的温暖。还有很多的感触，只觉得这本书值得一
读再读，孔子有云“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以后还会和大家分享文章的感受的O(∩_∩)O。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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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他山之石还是沧海桑田，我们的心中总有一轮明月照耀着我们漆黑夜里的路途。在此非常感谢土
豆和兽兽O(∩_∩)O~。
11、评《中国生存启示录》【买书原因】买给迷途的哥哥，满足哥哥看书的小心愿。匆匆的看了一下
商品描述，以为能洗礼和震撼人心，就立即下单了。送给哥哥的是纸版书，自己又顺带买了本电子版
。【书的种类】电子书，以便于随时阅读。亚马逊把它归类为：人生观、为人处世分类之下。【商品
描述】编辑推荐全民阅读活动推荐书目！超级畅销书作家、“平民代言人”梁晓声最新力作，一部面
对现实如何智慧生存的启示录。《中国生存启示录》颠覆往日的批判作风，告别“郁闷”“忐忑”，
告诉我们如何用一种人生智慧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在浮躁险恶的社会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给
我们前行与追求 梦想的力量。梁晓声这一次更加真诚地为老百姓代言！《中国生存启示录》每一句都
是肺腑之言，直言中国人生存真相，呼唤我们遗失的幸福。梁晓声说：中国人可以在幸福与不幸福中
选择幸福 不幸福的人生感觉人人都会常有，是生存竞争压力对人的心理造成的负面感觉，不同的人面
临不同的生存竞争压力。但有时候，也与我们对人生的思想方法有关。如果能提前对人生多几种考虑
、打算、选择，也许人生的回旋余地会大一些，压力会小一些，瞻望前途，会相对的乐观一些；那么
，不幸福的感觉，自然会相对的少一些⋯⋯著名作家龙应台说：“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
唤醒民众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上，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梁晓声在他
的新作《中国生存启示录》中，把他用心灵发展出的生存智慧反哺到精神境界中，再用他从社会生活
中发展出的知识浸透到心灵里去，为那些生活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寻找一份心灵寄托与精神生活的
充实，以及能够解决一些现实问题的方法。他以平常心去思考人生和社会中的常态及潜在的问题，用
从容的心态做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力图为大众的现实生活寻找借鉴，在现实与精神的总作用下，告
诉我们他自己的生活感受，启迪人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现实应该拥有怎样的生存态度。媒体推荐活跃在
当今中国文坛的作家梁晓声一直被当做平民的代言人，通过他的作品人们看到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
人物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追求及幻灭、他们的执著与无奈、他们的默默无闻所孕育的愤怒和反抗。梁
晓声辛辣讽刺了那些社会转型时期，利用社会背景、职位、权力谋取私利暴富起来的一批“新贵们”
，既揭露了他们致富手段的卑鄙，也揭示了他们精神生活的苍白。相反，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
虽然终日为生计所奔波，但却享受着精神生活上的充实。在这种层面上，反映了梁晓声在“灵与肉”
、“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中的抗争与回归，主张回归质朴、知足、正义的人性，摒弃那冷冰冰的
理性，那装饰得漂亮的诺言。——《21世纪你应关注的中国人》与共和国同龄，他用文字见证时代变
迁。钟情八十年代，他以知青文学奠定底蕴；悲悯底层命运，他笔指官僚权贵秉持道义。拒绝浮躁喧
嚣，时代却夺去读者耐心；关注现实民生，他为民请愿却无能为力；现实无奈前行，他辛辣依旧苍劲
有力。——《凤凰网》作者简介梁晓声作家、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儿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现
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作品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
》《雪城》《知青》《郁闷的中国人》等。他被誉为中国的“平民代言人”，他的文字兼具作家、学
者、思想者、观察家等多个维度，给人多方面的启发。他以宏大的视野、敏锐的目光直面中国当下，
呼唤社会良知，让读者在现实社会中寻找心灵的家园；他的写作始终坚持自己的操守，禀持知识分子
的良知和情怀，高扬人文主义的精神。 【目录】第一部分 共同的底线 人生和它的意义 何妨减之 论民
主 民主与爱国 论荣誉 论崇高 论英雄 敬畏为何在中国水土不服 羞于说真话 权利与金钱 法理与情理 读
书与人生 关于不幸、不幸福与幸福 平凡的地位 “理想”的误区 第二部分 个人的提升 培养一个“贵族
”是容易的 赏悦你的花季 一半幸运 一半迷惘 初恋杂感 姻缘备忘录 男人是女人的镜子 女人不是残缺
不全的男人 让我们爱憎分明 中年感怀 论代沟 关于母爱 论温馨 论寂寞 论贫穷 论“不忍” 论方法 钉子
断想 时间即“上帝” 也论“消费” 第三部分 人文的力量 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 文明的尺度 关于情
感教育 论教育的诗性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论大学精神 贵贱论 贫富论 三等智商 传统文化断
想 论文化在政治之上 为自己办一所大学 做立体的中国人  【我的书评】★★☆☆☆     较差看见网上有
人称作者为梁先生、梁老师， 可是看完书之后有些颠覆了北大老师在心中的形象。或许没有不好的书
，只有适不适合而已。在我看来，整本书的语言过于朴实，观点也不鲜明，含金量更是显得有点低廉
、草根。作者的观点也显得过于个人，把书名定的这么宏大，既然是《中国生存启示录》，就应该不
要总拿自己说事，站在自己观点下不辩证的对时代妄下定论吧？从翻书开始到结束，我只觉得整本书
的内容和文字镇不住这庞大的标题，倒把一位40年代出生的值得尊敬的文人给整的过于渺小。怒火攻
心的以最快的速度把书看完，实在是受不了的时候就在摘抄栏里写一些与作者观点有异议的话，或者
吐槽一下，以平复心情。或许有人会问，何以要费时费神玩自虐？呵，其实是因为买书之前方才定下

Page 17



《中国生存启示录》

计划：“把钱花在刀刃上，买来的书一定要看完一本再接着看下一本”。这边梁先生的书便是计划之
后的第一本书，好歹得咬牙坚持吖···“我想尽快把它看完。越读越觉得不合口味，说话很老套，
总让我想起我初中时的某本作文论据书。可是想着亚马逊上好歹是五星推荐，而且花了19.5，心有不
甘。”“前几章还可以，越读到后面越打瞌睡，总想快点看完。” “文字非常朴素，论点不新颖。”
“每一个命题像是给自己布置的作业，思路清晰，但显得浅薄”“像一个普通大学，什么专业都有，
却不是每个专业都有好的师资力量。更像是一本自己对社会的看法，用中国生存启示录，这个标题我
觉得太大了些。梁是个认真的人，看他的书觉得就像是一位老者在发表自己的看法。”真心受不了那
些论这个论那个的论题，那些我高考时才有的政治热议和名人名言。。。整个结构就是高中的标准议
论文结构吧议论文？蒋勋，同是六十多的老头，话语比这美的多。这个认真的糟老头，就像是中国教
育的标准产物。。。不穿贵的，只选地摊货，顽固，不准别人买给他。没有太多新颖的东西去，大多
数时间味同嚼蜡，或者说像鸡肋，看了觉得浪费时间，不看又觉得可惜。“买了就把它看完，这是想
坚持的信念，也不知对不对。”我大概是有高考后遗症吧，看到那么多以林肯，前苏联，马丁路德金
等人为话题，还有那些老掉牙的名人名言，就很想吐槽，看不下去。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才能继续。
“”羡慕嫉妒恨，是夸张手法，ok?又拿南北战争来说事，哎。。。。“”不犀利”整篇文章写的最不
好的地方就是这段：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某一展厅内曾展出过大约三四百根崭新的、一寸多长
的钉子。那些钉子大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被“艺术品”化了的钉子。丝毫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艺术
性陪衬，更没被加工过，就那么尖端朝外一根根呈扇形摆在水泥地上，摆了几组。而且，单独占据一
个不小的展厅。参观者们进入，绕行一圈，默默离去。那一层厅里无人驻足过。我访法时，曾以虚心
求教的口吻问法方翻译：“有什么人看出过其中的艺术奥妙吗？”他摆着头回答：“目前还没有。”
问艺术“创作者”何人？他答曰名气不小。我说我儿子也能摆成那样。他说——但只有一个法国人这
么想：自己既可以认为那就是艺术创作，又有勇气向艺术中心提出参展申请。我说，那么使我感兴趣
的倒非是那些钉子，而是中心艺术审查委员们的鉴赏眼光了。他说，正因为他们的艺术中心鉴赏眼光
与众不同，才有资格作为艺术审查委员啊！据报载，今年艺术中心将一批毫无意义的“垃圾展品”清
理掉了——不知其中是否也包括那些被展出了二十多年的钉子？那些钉子常使我暗想——有时我们人
类是不是太容易被某些“天才”们愚弄了？作者对于艺术史的常识显然是空白的，且为人并不严谨。
所有老百姓都可以在看一副当代艺术作品中评论“我儿子也能这样”，但，我以为北大的老师、出书
的作者不能这么说！对于自己不了解、不明白的事物妄下评论、还要读者花钱买这样不负责的评论简
直就是一种灾难！文中的钉子展品，我没在百度中搜到，但应该是杜尚或同时期人物的展品，以现成
事物为艺术品的行为是艺术史的新篇章，是对传统艺术的质疑，颠覆和新生。现代艺术中，提供给观
众的也再不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了。所以，这是你儿子随便摆弄一下就可以提出来的吗？值得一说的
是，梁先生的目录体系很庞大，谈天说地，完全对得起书名。从人生到理想，谈谈幸福说说女人，聊
一些自己的往事再吐槽一下当今社会。可是，我以为，正因为要说的太多，反而暴露出自己的不足，
很多事物完全是浅入浅出，点评不够精彩，举例也是90年代的一些老掉牙的例子。好几次我都把书翻
到封皮出查找书的出版号，去看看这是不是本出版了很多次的书。比如作者说看过高尔基的《时间》
后，是何等的困惑不解啊！怎么写过激情澎湃的《海燕》的高尔基，竟会写出《时间》那般沮丧的东
西呢？直到很久才明白....这样句式真的很像读书时老师给的作文公式...高考对我的阴影实在深重。可
是，我也真的很想说，人的心情是随着时间、天气、荷尔蒙等不同时期都会出现不同的变化，高尔基
也不是神，同样受七情六欲困扰。直到中年才明白，是时代的原因导致太单纯还是为了写作需要使用
夸张手法来表达，对于人类情绪的变化?书中还评论了一下商业文化“商业文化是什么赚钱搞什么，不
惜腐蚀人的心灵”，由此提到《非诚勿扰》，提到电视台应该体现人文思想，不应存在价值传播。我
却以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国家，更加因为有多元化的文化，有多种声音，想看传播人文思想的人文台
看啊，并不是所有人民群众都有大追求、大理想的。正因为我们所在的国家，从上至下都被国家公器
、同一种声音所引导，所以，《非诚勿扰》的出现，“宁可坐在宝马上哭，也不要坐在自行车上笑”
这样的民众早就知道却难得出现在媒体话语才热受追捧。遭受热捧的各种“成功学”，并不仅仅是娱
乐节目就能引导的了的，整个社会早就无形的接受了、默认了成功不需要过程，只看结果这样的做法
。算了，不批判了。这本书也是有闪光点的，只是我觉得作者有些唠叨，有些老套，不合我胃口而已
。书里还提及了文革时期的小偷情，如何机缘巧合的和一个女人爱上了，这个也是难得看见的。总结
：不要对一个年过六旬的男人要求太高。【摘抄】1.  人生和它的意义“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
从本质上说，是从“现在时”出发对“将来时”的一种叩问，是对自身命运的一种叩问。...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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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一问题，最初肯定源于人的头脑中的恐惧意识。2.  民主与爱国民主是需要用血来
换的中国古代，称平凡的人们亦即普通的人们为“元元”；佛教中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
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庶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3. 平凡的地位
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通的平凡的人们的基本拥有愿望时，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
提醒着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着前者。尤其是，当
普通的平凡的人们的人生能动性，在社会转型期受到惯力的严重甩掷，失去重心而处于状态时，文化
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地位处于社会第一位置的人们了。无论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平凡而普通的人们，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
，都首先是以他们存在为存在的先决条件的。而一个连不平凡的人们都觉得自己们其实很平凡的人们
组成的国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无量的。反之，若一个国家里有太多这样的人——只不过将在别国极
平凡的人生状态，当成在本国证明自己成功者的样板，那么这个国家是患热虚症的。好比一个人脸色
红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结核晕。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
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不平凡”的人士们了，而且，最终往往的对他们的“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
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以至于某些呼风唤雨于一
时的“不平凡”的人，转眼就变成了些行经苟且的，欺世盗名的，甚至罪状重叠的人。   4.  男人是女
人的镜子男人是女人的镜子。通过她所爱的男人，可以判断她大抵属于哪一类女人。 4.《论代沟》真
相往往是这样——当下一代人对社会、对时代的认识还处在较初级的阶段，亦即对自己适应能力尚无
把握缺乏信心的阶段，“代”与“代”之间的偶尔争论是以上一代人的优势为特点的。...从性质上说
，占尽优势的上一代人，在争论中往往表现出压迫的意味。...明智从来是处于劣势时的上策。当下一
代对社会、对时代的认识上升到了中级领导，亦即对自己的适应能力有了些把握、有了些信心的阶段
，于是代与代之间的争论从家庭到单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开始频繁发生。....在上一代人那儿，这时
候代沟仿佛刚刚形成，是自己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而在下一代那儿，他们显然已经忍受得太久
了。....所谓结果，往往已不由对错来决定，而由从家庭到单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谁更强硬一些来决
定。...在下一代心目中，上一代人的主导能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削弱了。通常，下一代人并非总有意
识地非要“冒犯”上一代人，而确实是由于两代人之间的种种分歧日愈加剧，下一代人跃跃欲试，渴
望上升为主导的一代，以自己的理念和方式、方法，充分显示自己的能力。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代”与“代”之间的冲突、摩擦、争论，于是处于“活动期”的状态....在代沟的“活动期”，各种社
会和时代测试的指标表明，两代人共同关注的事物是多的，而不是少的。冲突、摩擦、争论，皆因“
共同关注”。...到了代沟的第三阶段，情形反过来了。共同关注的事物越来越少，各自关注的事物越
来越多了。...于是上一代人猛地发觉，在自己不经意间，下一代人早已疏远了自己，并且在对社会和
时代的适应能力、自主性两方面，令他们惊讶地成长壮大了。从前上一代人每想，下一代人离开自己
可怎么办呢？故有时他们也是完全出于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一厢情愿地掌控着下一代人的活法。
而此时，实际上被“抛弃”的，似乎是上一代人，于是上一代人别提有多么失落。他们连想和下一代
争论，不，哪怕仅仅是讨论的机会也几乎没有了。下一代人早已不愿意再和上一代人讨论什么了，更
不屑于争论什么。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如鱼得水，自得其乐，充分享受由自己的成长壮大而占领
了的“根据地”。...代沟是人类社会一门永远的课程。在这一门课程中没有过一位先生，全人类一代
一代皆是它的学生，谁想逃学、想旷课都办不到。...对前者们，较好的解答方式其实只不过是顺其自
然，以平常心接受并尊重它的真相。同时，并不“媚下”，“媚下”也不配有上一代的自尊。5. 关于
母爱温馨，首先它只能存在于较小的空间...其次，它一定是同暖色调相关的一种环境...也当然的是与
光线相关的一种环境。另类的温馨，它不是设计与部署的结果，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它储存在寻常
人们所过的寻常日子里，偶一闪现，转瞬即逝，溶解在寻常日子的交替中。它虽然溶解在日子里，却
并没有消亡，而是在光阴和岁月中渐渐沉淀，等待我们不经意间又想起了它。6. 论寂寞寂寞是由于想
做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与说；想改变自身所处的这一种境况而又改变不了。...寂寞是对人性
的缓慢的破坏。寂寞相对于人的心灵，好比锈相当于某些极容易生锈的金属。阅读的习惯对人究竟有
什么好处？我回答了几条，最后一条是——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地抵抗寂寞的能力。寂寞还有更深
层的定义，那就是——从早到晚所做之事，并非最有兴趣的事；从早到晚在说些什么，但没几句是自
己最想说的话；即使改变了这一种境况，另一种新的境况也还是如此，自己又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一点
。这是人在人群中的一种寂寞。是人置身于种种热闹中的一种寂寞。劳动者为了不使自己的心灵变成
容易生锈的铁或铜，也只有被逼出了一种能力。而知识者，我以为，正因为所感受到的寂寞往往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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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的，所以需要有更强的抵抗寂寞的能力。而这一能力，除了靠阅读来培养，目前我还贡献不出别
种办法。知识给予知识分子最宝贵的能力是思想的能力。因为靠了思想的能力，无论被置于何种孤单
的境地，人都不会丧失最后一个交谈的伙伴，那正是他自己。而最大的寂寞，还不是想做什么事而是
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可说；是想回忆而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是想思想而早已丧失了思想的习惯
。人啊，为了使自己具有抵抗寂寞的能力，读书吧！人啊，一旦具备了这一能力，某些正常情况下，
孤独和寂寞还会自己调节享受着时光呢！7. 论贫穷人类生活的一切不幸根源，就是贫穷。贫穷是人类
最大的丑恶现象。卢梭说过——贫困使一切做好事的手段显得脆弱。约翰逊说过——贫困使人类幸福
最大的敌人....8. 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思想遗产有如下特征：第一，农耕时代以
农为纲的思想；第二，渴望明君贤主的抱负寄托思想；第三，求稳抑变的保守主义思想，这里指的是
后来成为历朝历代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现象另当别论；第四，道德理想主义思想；第五，
文人实现个人功利前途的特质；第六，唯美主义的思想力倾向。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比较自信只要
自己苦口婆心，是完全可以由他们教诲出一代代好的帝王的。而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却是从古希腊和
古罗马时期散开来的。古罗马帝国是形成过民主政体的雏形的，故在西方古代思想的成果中，“天下
为公”是不需要谁教诲谁的，是人类社会的公理，像几何定义一样不必讨论。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
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9. 关于情感教育情调是后天的，易变的；往往与时尚有关，甚至
某阶段比较刻意的、做作的一种表层面的情感现象，每具有欺人性和自我欺骗性，却又往往是宁愿的
、愉悦的。而情绪，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感的冲动表现。...比之于情调，它是情感的真实流露。不
一定可取，但肯定真实。情绪乃是情感长期堆积于心而形成的意识块垒。通常并无大害，只不过使人
一厢情愿地一往情深，但也可能导致人的情感偏执，于是远离了客观和真实。情操乃是情愫的基础之
上升了的一种情感现象。10. 论教育的诗性一向觉得，“教育”二字，乃具诗性的词。它使人联想到另
外一些具有诗性的词——信仰、理想、爱、人道、文明、知识等。它使人最直接联想到的词是——母
校、学生时代、师恩、同窗。还有一个词是“同桌”——温馨的有点妙曼、牵扯着情意融融的回忆。
我们的孩子们的状态可能是这样的：第一，爱学习，并且从小学三四年级起，就将学习与人生挂起钩
来，树立了明确的学习目标；第二，在家长经常的耳提面命之下，懂了学习与人生的密切关系；第三
，有“资格”不想、也不必怎样努力，反正自己的人生早已由父母服装铺排顺了；第四，厌学也没“
资格”，却仍不好好学习，无论家长和老师怎样替自己着急都没用；第五，明白了学习与人生的密切
关系，虽也孜孜努力，却仍对考上大学没把握。11.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人文教育包括责任、
信任、承诺等基本的价值判断。人文教育不仅仅是学校里的事情，更加是全社会的责任。当社会问题
积累得太多的时候，人文教育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实施。...我们用人文的思想从小教育一个孩子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使他成为良好的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如果社会环境不配合，这个目标也
是很难实现的。“人文”是很温柔、很柔弱的文化品种。12. 论大学精神我愿大学是使人对自己、对国
家，对人类的社会形成理想的所在。若以本科生而论，恕我直言，包括北大学子在内，似乎应 是——
大学者，通过颁发毕业文凭，诚实证明从业能力的所在而已。我对大学精神的第二种看法是——要建
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来说道。又要恪守理想，又要强调现实，岂非自相矛盾吗？我的回答是——当
今之大学，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大学学子跨出校园迈向社会的大学，
其实是在为国家培养一批批思想意识上不普通，而又绝不以过普通的生活为耻的人。可现在的情况似
乎恰恰反了过来，受过高等教育于是以过普通生活为耻的人很多，受过高等教育而思想意识与此前相
比并未发生多大改变的人也很多。不知从哪一年代开始，我们中国人，惯以饮食的标准来衡量生活水
平的高低。仿佛嘴上不亏，便是人生的大福。13. 传统文化断想“传统”一词，未尝不也是时间的概念
——意指“从前的”。而“从前的”，自然在“过去”里。“过去”并没过去，仍多少地影响着现在
，是谓“传统”。以电影为例，这是传统文化中没涉及的。以励志电影为例，这是我们当下之中国，
肯定是需要着力弘扬的一种精神。14. 做立体的中国人学历并不等于文化的资源。没文化却几乎等于没
思想的品味，情感的品位也可能谈得上有多高。
12、我六七岁的时候，爷爷在河北一个县城地税局的传达室工作。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地
税局里工作人员的生活却奢侈的很，听说他们宁可多穿件外套，也要把空调的温度开得很低。地税局
办公楼的后面，净是楼上扔下来的垃圾，爷爷常去挑拣，有一天，他拎回来一个袋子，袋里是一沓几
乎没写过的白纸和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梁晓声先生的《花开的声音》。那时候，能读到的书很有限，
所以我一遍遍地阅读梁先生的文字。之后，他的坚韧，他的骨气，他的温情，他的深刻，都深深地印
在了我的记忆里。现在，带着庄重又亲切的感情，我打开了这本《中国生存启示录》。本书的三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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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次明晰，第一部分“共同的底线”，聚焦在人生意义、人生追求、国家、时代、社会等大命题上
，是价值观念的宏观掌控，风格比较庄重严肃，说理居多；第二部分“个人的素养”，文字风格变得
温暖亲切起来，爱情、家人、母爱等主题，在梁先生笔下一一展开，真诚的记述当中，字字透出梁先
生的细腻情怀，蕴涵着亲人之间的相处智慧；第三部分“人文的力量”，主要关注了人文教育问题，
这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也对个人提升自己、帮助他人都具有指导意义。我明白，依照“共鸣
”来读书是危险的，那只是加深自己的原有观念，而没有思想的冲突和融合，也就无从纠正错谬和提
高判断力。那些读起来没有共鸣的文章，也许恰恰能够接触新的知识领域、审视自身的错误成见、培
养辩证的观点，从而使自己的思想越来越完善。在本书中，梁先生提出了一些与平时生活中大家的普
遍观念相反的观点。比如，我一直很羡慕那些身兼数职的人，觉得人要多做尝试，体验各样的经历，
这样才不虚度生命。而在《何妨减之》一文中，梁先生说：“无论世界上的行业丰富到何种程度，机
遇又多到何种程度，我们每一个人比较能做好的事情，永远也就那么几种而已。有时，仅仅一种而已
。”刚读到的时候，会觉得有些灰心，又有些不服，但思考之后，我想——梁先生是忧虑于当今社会
的浮躁风气，提倡脚踏实地，少走弯路，规避风险，明白广不如精，使人们避免一些不必要、不合理
的付出。我曾读到过一句话，大致是：人必须在抬头的时候,迎住点值得敬畏的东西。关于敬畏，梁先
生与读者分享他的思考过程，见微知著，循序渐进。先生在书中指出，人、民族、国家，若丢失了敬
畏，是很可怕的。他提出“有质量”的敬畏，号召人们敬畏法律、敬畏良心、敬畏生命、敬畏自然。
我想，这敬畏，不是对人的束缚，而是生存之道，立身之本。古语云：“其身正，不令而行。”荣格
说过：“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梁先生的文字力透纸背，展现了正直厚重的人格力量，自有其
强大的影响力。梁先生对目前的纷乱现状有着深深的担忧，但先生通过细致的分析、温暖的安慰和坚
定的鼓励，给人以信心。他敢于说出“非主流”的观点，不强求读者接受，但作为一个参考意见，可
帮助人形成自己的结论；他不教人盲目乐观，而是让读者在认识乱状之后致力于寻求改变，在正确的
观念引导下追求实现自我；他赞扬布衣精神，为平凡“平反”，呼唤纯真，描绘世界喧嚣表层下的心
灵之美、自然之美——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在本书的内容之外，我还想说的是，我觉
得这是一本如今很少见的、非常“实在”的书。它没有双层的封面，没有序言，没有后记，一篇文章
结束不是留下或大或小的空白，而是紧接着开始下一篇的内容，文章实打实地印到书的最后一页。我
想这体现的不仅是简洁之美，更是编写团队的良苦用心——让这本书的含金量达到最高，给读者带来
最大的帮助，从内容到外在，处处与梁先一贯秉持的人文关怀精神圆满融合。（刊于《珠江商报
》2014年3月2日 A7版）
13、这本封面清雅的书，正如龙应台在书腰纸上写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矫正社会恶疾和唤醒民众
的使命，包括基本概念的重建。在这一点上，作家梁晓声先生是令人尊敬的。”作家梁晓声是基于社
会道德底线在呼吁人们的认知及对社会的良知。书分为三部分：共同的底线、个人的素养及人文的力
量。作者在深切低语却期待更多的国人可以早日认识到基本的问题：个人修养的提高、社会状况的改
善、国家的长远发展都离不开人文的高度建设。我想一本书不在好坏，倘若带给读者思考便是它的意
义所在。初读本书第一篇“ 人生和他的意义”就给我带来惊动，便把它指给了同学看。那是因为我们
大概都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不管想的深浅、联系得是否深远，我们在慢慢感悟生活的过程
里、一点点脱离稚嫩奔向成熟的阶段或多或少都有过想弄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作者强调中年
人每每会问“人生有什么意义的“，而其他儿童少年和老年人问的则不多。因为他觉得中年人上有老
下有小，此阶段的人生是有压力的人生。而人生的意义在他们有另一种解释即责任。透过文字，我想
着有朝一日终会到中年能否在那之前让自己变得淡定些、舒心些。我尝试去站在老年人的角度想，试
着能够对以后慢慢变老这件事不那么排斥。知识分子对社会及民众的”沉睡“历来是有唤醒的责任的
，他们以笔代口，深深呐喊也不为过，只是听得冷静且愿意听得人越来越少。我们日益沉浸于俗世定
义的幸福中，却忘了社会的其他角落还存留着贫穷、疾病和苦难。一个人正常的良知竟到了要通过社
会探讨的地步。而我们社会的正常进步必然少不了正常的良知，国家向前跨进一步也必然是为了消灭
更多的贫穷和落后。社会里的真话、敬畏、崇高、英雄；个人的婚恋、寂寞、温馨、消费；文明、教
育、文化⋯⋯读梁晓声的文章就好比听一位熟悉老者的尊尊教诲，又有上课开小差被发觉而感动于老
师没有当面戳穿的意味。我想这是一种回归的味道，我们期待走远，可突然有一天听到久违的乡音却
忍不住开始思念一般。如果看惯了心灵鸡汤文、沉闷的管理法则，不妨听听长者的低语吧。让心灵冷
静一点、多感悟一点并非坏事，多一点对社会的体察与人事的探究，也许有天我们也能够沉稳地跨过
一段段洪流。这些洪流是人生路上的剧变与突袭，是岁月打磨后嘴角平滑的轮廓和笑声里藏也藏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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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鱼尾纹。
14、很多年前就知道梁晓声——是个作家，擅长撰写知青文学。就作家这个头衔而言，在今天大概不
怎么受人欢迎，特别是和上个世纪比，就可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今天的中国作家，大概很难引
起全社会的共鸣，无论是文笔的巧妙，亦或对时代精神的诊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作家的时代并
不为过，纵使今天可以被称之为一个全民写作的时代。第一次读梁晓声，并不是其出名的知青文学作
品，倒是一本题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社会分析著作。一个以写作知青文学闻名于世的作家，
居然要写社会学色彩的学术作品，可以想见，梁晓声到底还是一个追求直接展示对社会的知识性分析
的作家，并不局限于以文学作品的方式间接反映社会问题。这当然是其个人选择。眼下这本书，题为
《中国生存启示录》，名字更是大得吓人，之前的仅仅是“阶层分析”，这里就直接是“生存启示录
”了，真真有些指点迷津的味道。不过翻开这本书，才知道这原来是一本类似散文集的作品，倒没了
“阶层分析”的学术气息。这倒无妨读者去体味作者的用心，反而可以让更多平民读者更加容易接受
作者的看法。这年头，一提到“生存”，往往给人满目疮痍的苍凉感，在一个媚外遍地有，公知多如
狗的时代，做一个中国人，“生存”是多么艰难！也无怪乎余华的《活着》如此经久畅销，中国人的
生存感觉就一直没走出半个世纪之前的大灾大战。真正读了这本书，我才体会到，梁晓声到底是对我
们的国家、社会、人民，带有一种略显严肃的批评，但批评背后，确实一种期待，期待更多得人能够
回归一种各得其所、各有其乐、各享其成的幸福生活之中。如书中这样写道：家庭和睦，手足情深，
亲人健康，工作稳定，收入能够满足一般消费，月有节余，哪怕很少⋯⋯这是一般普通人的幸福观。
他们既为普通人，却并不沮丧于普通的人生，于是他们反而善于在普通的人生中企求普通的幸福，并
珍惜之。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是否也可以给尚处于人生的一无所有阶段，但希望过上幸福生活的大
家一点儿关于幸福的另类参考呢？自然，梁晓声很明白：文化知识程度较高的人，比之于文化知识程
度较低的人，对幸福指数的企求也是高的，即使口头上说自己只不过心存某些一般的幸福要求，综合
起来，那些一般的幸福要求已是很不一般太不一般了。更有的时候，甚至会将幸福误解为一种人生的
完美状态，因而似乎应包含一切人生的美好。而实际情况却是——世界上只有极少极少数人的人生是
接近完美的幸福的人生。这显然是我们今天的真是生存状态，越来越多人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无益
会对生活、对幸福抱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期待。针对这一生存现象，梁晓声给出的启示是：只要
善于理性地把控自己的人生，一步步走在实处，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获得某一部分人生的幸福
。这本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共同的底线”，开始的两篇文章是：“人生和它的意义”、
“何妨减之”；第二部分题为“ 个人的提升”；第三部分题为“人文的力量”，最后两篇文章是：“
为自己办一所大学”、“做立体的中国人”。通过这三个部分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梁晓声首先希
望我们找到共同生活的底线，也就是说人生的意义的根基是什么，找到生活的根基，才能搞清楚，哪
些人生追求其实是不必要的，哪些又是必须的；其次，梁晓声希望我们重视“个人的提升”，只有提
升自我，才能真正夯实人生意义的根基；最后，就提升的办法而言，就需要重视“人文的力量”，这
种重视也特别需要强调自身的能动性，学校生活重要却也短暂，因此需要给自己办一所一生的大学，
学会做立体的中国人。这其实也就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并非忽悠民众的知识分子的良苦用心：只
要善于理性地把控自己的人生，一步步走在实处，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获得某一部分人生的幸
福。这让我想到的是康德的那句至理名言：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确，对幸福的理解离不开理性的
反思，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反思理解幸福的限度。当梁晓声在一个教育普遍化的时代呼吁我们重视理性
的力量时，其所针对的恰恰就是教化造成的对幸福的过分想象。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对
受过教育的我们而言，幸福同样并不遥远，重要的是从最为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合理运用理性，
“一步步走在实处”。
15、我是看着梁晓声先生的《年轮》长大的，即使如今电视银幕上已鲜少有机会能再看到这部电视剧
，但当初带给我的那份震撼及感动一直萦绕心间。《年轮》中北大荒上山下乡的六位知青在轰轰烈烈
的“文化大革命”里，他们激扬过亦失落过；在神奇的北大荒他们热血沸腾过亦迷茫无奈过。在那个
大时代里，他们演绎着属于自己的血浓于水的亲情，义不容辞的友情，还有阴差阳错充满悲剧色彩的
爱情故事。当改革的大潮席卷中国大地时，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已然逝去。但他们凭着坚忍不拔
的意志，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着，用自己的智慧与鲜血谱写着一代人壮美的人生蓝图，刻画出了那一代
人的精神面貌。梁晓声先生被誉为“平民的代言人”可能与先生的著作大多是以知青生活的描写为创
作题材有关。无论是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还是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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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城》等都是写北大荒的知青们在那个年代里有着怎样的痛苦与欢乐，有着怎样的追求与理想。很
多对于父辈们成长时代的知识都是通过先生的著作来得知的。在《中国生存启示录》一书里，先生一
改以往批判的行文风格，告别之前的“郁闷”“忐忑”，继续发扬自己“说真话”的本质。本书由“
共同的底线”、“个人的素养”、“人文的力量”三部分组成，在读书、婚恋、生活状态、情感培养
等方面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也首次提出中国人应该拥有好的心态，用一种人生智慧生存在这个世界
上。在读书方面，先生认为现在凡女孩子，无论是诗歌、散文、书评、影评、日记，几乎都是一个主
题---情爱。凡男孩子，除了极少数还能看到庄重之作，差不多都好像流水线上、复印机上出来的一样
，行文都是“周星驰”式的。先生提出可以看一些性情读物，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而且要看哪种淡泊
名利的。建议老年人多看一些青少年的读物，了解青少年在看什么书，用他们的书来跟他们交谈。老
同志不妨读一点儿童读物，也看一点卡通，同时回忆自己孩提时读过哪些书。在生活状态方面，先生
指出中国的当下主流传媒有一大弊端，那就是----讳言贫困、落后、苦难和不幸，却热衷于宣传和炒
作所谓“时尚的生活方式”。似乎时尚的、时髦的，甚至摩登的生活方式，便是幸福的生活。而能过
那种生活的人，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少数。如此这般的文化背景，对新一代成长中的人，几乎
意味着一种文化暗示，即幸福的人生仅属于少数不普通的人；而普通人的人生是失败的，令人沮丧的
，难有幸福可言的。先生认为日常快乐的多少也往往取决于性格，不见得就是实际生活幸福程度的体
现，好的性格能够大大削弱感觉人生不幸福的烦恼，主张家庭和睦，手足情深，亲人健康，工作稳定
，收入能够满足一般消费，月有结余，哪怕很少。。。。。。。这是一般普通人的幸福。极为普通人
要并不沮丧于普通的人生，反而应善于在普通的人生中企求普通的幸福，并珍惜之。在婚恋方面，先
生认为这个时代生产出了太多除了文凭和学历其他一切方面太差的男人，时代需要的是不但有文凭有
学历而且有实际能力的人。未婚女人择夫的视野要扩放的更宽一些，不将目光盯在那些“只能”当官
的男人身上，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只有一天会明白是很“懊糟”的是，也绝不将目光聚在从“也能”
往“只能”异变的男人们身上。而要选择劳动者中那些聪明的、智慧的、干练的男人。在人权、民主
、代沟等涉及到国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先生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看法，也很适当的给予了建议及结
论。先生曾经说过他关注于底层民众是因为他出身于社会底层，在书中先生用坦率的笔调、细致的思
考，娓娓道出国人们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对社会现状和阶层也适当的进行分析，结合自己的人生
阅历及生活智慧给予了一些参考性的答案，是一本真正的生存启示录。如今，先生已年过半百。等到
浮生半百才开始诉说，先生用宏大的视野、敏锐的目光诉说着中国的当下，呼唤着社会的良知，让读
者在现实社会中寻找一片心灵的家园。
16、尤瑟纳尔（Yourcenar)说：“有些书，不到40岁，不要妄想去写它。年岁不足，就不能理解存在，
不能理解人与人之间、时代与时代之间自然存在的界限，不能理解无限差别的个体。”基于此，梁晓
声老师的这本《中国生存启示录》，可谓是提供了一个正面的榜样。“中国生存启示录”，更具体一
点儿讲，应该翻译成：一本启发指示中国老百姓，如何正确在黄土地上生存的书。它既不叫“中国发
展启示录”，也不叫“中国生存反思录”，这其中，一定有作者自己的道理——不妄谈发展，因为生
存乃发展之基，而大部分人目前还未深刻认识，何为正确的生存；不虚讲反思，因为“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启示就像开门引领，这事靠作者，而反思就像修行打坐，这事靠读者。一先一后，顺
序既不可乱，角色亦不可换。如何生存？这是个好问题。生存不是项本能吗，这打娘胎出身就携带的
技能，蕴藏在坚如磐石的基因骨子里，为何还需他人大挥笔墨，左言右语地扮演诲人的角色？如果生
存就是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困了就睡，一屋一瓦，一箪食一豆羹，或许就不用太过操心。可问题是
，生存确实不仅如“此”，这是其一；其二，哪怕就只谈“此”，目前我们也还无法全面保证人人如
“此”，我们的资源分配仍很不公，我们的贫富差距仍很巨大。谈到钱，谈到财富，再谈中国生存，
就有点儿意思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条从初中
开始就烂熟于心的基本国情，只有经过亲身体验——比如同梁晓声老师一样，从改革开放前走到改革
开放后的今天，见证、目睹、践行那些有关民生的一切变革——也许才能稍微敛一下某些人的愤青性
格，让其明白，那其实并不是政治课本玩忽悠，更可能的，是自己在一厢情愿地咬住现在，既没有伸
出左手牵牵过去，也没有伸出右手扯扯未来。正因如此，这一批人在中国生存得很奇怪。他们因贫穷
而奇怪，又因奇怪而更加贫穷。他们急不可耐地想要撕掉“贫穷”的标签，进而采取了一些偏激的做
法，比如，那些在一顿宴席上掷金上万元的人，就像禁欲过久对异性强暴一样，他们也在对金钱施以
强暴。正如书中《论贫穷》的文章里，梁晓声老师这么说道：“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不难的。使先
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继续参与使别人也富起来的改革是较难的。使许许多多仍存在贫穷生存状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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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眼见别人先富起来的情况下，仍以高度的理性忍耐改革的步骤，这是更难的。”而一旦他们忍耐过
久，他们就会失去理智。所以这一本书，我想也是梁晓声老师的初衷吧。无论是谈及“共同的底线”
，还是“个人的素养”，还是“人文的力量”，仿佛在读书时，我都能若隐若现地看到他声情并茂的
样子：“我的同胞们，让我来用我的经历帮帮你们，帮帮你们如何在这个国度正确地生存，帮帮你们
如何在这个国度培养一种健康的生存态度。”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濂教授说过：“你永远也无法叫醒一
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决定自己醒来。”其实我觉得，可以做一些乐观性的修改：“你可能
永远也无法叫醒一个在思想上装睡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是故意‘装睡’而是‘沉睡’，有个启示
者在旁给他支支力，那么他苏醒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人心不坏，缺的只是指引。毕竟，所谓启示
者，亦可谓师者，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也”。
17、生而为人，并不总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儿，生而为中国人，这种困惑和迷茫就更多一点，如果你
再读过一些书，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喔，那恭喜你，你的迷茫已经到了最高
级。梁晓声的这本《中国生存启示录》，集中描绘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所思、所想。时而叹气，
时而大笑，时而沉思，是读这本书经常会出现的三种状态。中国，尤其是现阶段的中国，速度发展如
此之快，以至于身在其间的我们，被这不断加速所产生的离心力，甩得东倒西歪。最近这几十年的发
展，简直可以编出一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很多有责任感的作家，都试图弄清楚这个庞大的社
会之下，人们的生存状态。我们有幸，拥有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以及龙应台的《野火》。当然
，与这两本书相比，梁晓声的姿态无疑是非常柔软的，如果说前面大声疾呼的两位，是将匕首嗖嗖地
丢过来的话，那么梁晓声则是把刀柄递到读者手上，对于病灶，要不要切除，如何切除，都由你自己
决定。你可以遗憾地说，梁晓声丧志了一种力道。但是同时，你也有可以说，梁晓声拥有一种别样的
力道。这种力道，也许可以用温柔，用慈悲，用清澈来形容。《长阿含》中，晚年的释迦牟尼为肉身
所苦，这时，一个叫波旬的魔鬼蹦出来叫嚣，佛说：“止！止！波旬！佛自知时，是后三月，于本生
处拘尸那竭娑罗园双树间，当取灭度。”于是，魔欢喜踊跃念道：“佛不虚言，今必灭度。”那一刻
，佛是疲惫的，慈祥的，宽容的。他担当的，是人类的软弱。梁晓声在这本书里，时时刻刻流露出这
样的宽容和疲惫，他不是愤怒的斗士，他只是一个经历过苦难，有过迷茫，跌入过陷阱的人，在人生
的尾巴上，围着红泥小火炉，慢慢地讲述着故事。这些故事，既是自己的，也是别人的。既是时代的
，也是全人类的。对于那些莽撞热情，被命运和自己的弱点打败的年轻人，他感同身受。他提出自己
的观点，但并不强迫别人接受，他只是将观点拿出来，摊开在大家面前，看或者不看，观点就在那里
。他论述的，虽然是当下中国的很多关于生存的问题。但并不是一锅发馊的心灵鸡汤，而是一场目光
诚恳的讨论。有人说：“你不能光站在人生边缘去谈论人生，你要去经历它！”梁晓声无疑是做到了
这一点的。他在这本书中的态度，带着点儿赤诚，同时也带着点儿不确定。也是，对人生这么庞大而
复杂的事情，谁敢说自己就一定是对的呢？当然，这本书也有不少地方，尽说些不招人待见的大实话
。年轻或者不再年轻的人们，在平凡、幸福、理想等大词汇之下，生长出来的或虚无，或过分膨胀的
想法，如同吹得过大的气球，被梁晓声用笔一戳，发出噼噼啪啪的爆炸声，简直过瘾。即使包罗万象
如同这本《中国生存启示录》，其实也未能表现出整个社会的全部现状。当然，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如果一个社会条理清晰，简单到一本几百页的书就能分析清楚，那才是一个真正乏味和恐怖的社会
。陈丹青说：“现在的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穷人，一种是刚富起来的穷人。”因此在中国，生
存无论对于谁，都是一个庞大的命题。
18、很想读啊梁晓声在《中国生存启示录》中说：我们中国的当下主流传媒有一大弊端，那就是——
讳言贫困、落后、苦难和不幸，却热衷于宣传和炒作所谓“时尚的生活方式”。似乎时尚的、时髦的
，甚至摩登的生活方式，便是幸福的生活。而能过那种生活的人，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少数。
如此这般的文化背景，对新一代成长中的人，几乎意味着是一种文化暗示，即幸福的人生仅属于少数
不普通的人；而普通人的人生是失败的，令人沮丧的，难有幸福可言的。所以在这本书中，他认为，
不幸福的人生感觉人人都会常有，是生存竞争压力对人的心理造成的负面感觉，不同的人面临不同的
生存竞争压力。但有时候，也与我们对人生的思想方法有关。如果能提前对人生多几种考虑、打算、
选择，也许人生的回旋余地会大一些，压力会小一些，瞻望前途，会相对的乐观一些；那么，不幸福
的感觉，
19、By 亂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率先踏足某一領域，長期從事某項工作，所獲得的最可靠、最直
觀、最細微的經驗，可以讓人不動聲色，便把事情辦得爽利、漂亮。然而，先聞之道、專攻之術，並
不是條單向度的街，而更像條環狀路，它們會反過來約束、鞭策它的擁有者，不要再像剛入行的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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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樣輕飄、孟浪。只有擔起責任，作出表率，拿出先行者、專業人的樣子，才會名符其實，才能贏
得尊敬。作家，嚴肅作家，很大程度上被歸類為知識分子、知識人，長期從事特定領域的前沿思考，
並用嚴謹的文字進行記錄和傳播。既承接故有之優秀傳統，又創前人之所未創、發前人之所未發，往
往能引領一時之風潮，開啟百世之民智，影響社會最深、最廣。同樣，一旦擁有“知識分子”這份榮
譽，便必須履行其所賦予之使命，即如薩義德所言：“全身投入於批評意識，不願接受簡單的處方、
現成的陳詞濫調，或者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權威的說法或用法。”能力越強，
責任越大。作家的聲望愈高，對社會所應盡之批判與警醒，則愈加強烈。很遺憾，當今的中國作家，
如果他們還能被稱為“作家”，多數無法承擔起知識分子的責任，反倒被現實裹脅，要麽沈默不語、
乘桴浮於海，要麽隨波逐流、束帶立於朝，軟綿綿、疲沓沓。以創作知青小說起家的梁曉聲，近年來
專注於中國現實的深層思考，對待不良現象，話語犀利、姿態進擊，是時下中國文壇碩果僅存的硬梆
梆的人物。他的新書《中國生存啟示錄》，以“共同的底線”“個人的素養”“人文的力量”為框架
，既闡釋了其對人生、民主、愛國、榮譽、權利等宏大敘事的理解，也詳述了市井小民在面對戀愛、
婚姻、愛情、親情、寂寞、貧窮等尋常遭遇時應有之態度。當然，不能不說，梁先生的進擊言論，並
不是讀者想象的那樣火力全開，而屬於中國文人式的太極拳法。1.民主喚醒“睡獅”？梁曉聲是作家
，並不是社科領域的專業學者，他對民主的梳理，往往遊走於文學文本，帶有深厚的抒情色彩。也許
，在他看來，這種個性化的敘事方式，絲毫不會影響民主概念的嚴謹表述，而且對於普通讀者來說，
帶入感和說服力更強。身為中國作家，如何在逼仄的言論暗室裏，鑿出幾縷啟蒙的陽光，是多麽不容
易。梁曉聲的《論民主》一文，拿出四分之三的篇幅，從古代中國的禪讓制、孔子的“克己復禮”，
談到英王喬治一世實行圓桌會議、沙俄女皇葉卡捷琳娜的開明專制，再談到古羅馬的“保民官”與元
老院、法國革命與《人權宣言》，概述民主體制在不同歷史時期、文化背景的曲折沿革。一直到該文
的最後一部分，梁曉聲的大圈才繞回來，開始論及中國的民主。他既堅定地認為“人類希望借民主政
體，以使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最大程度地享有公民權——人權。這一種可能性，也已無需證明。
故民主不僅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也是全人類的精神生命”；同時，又不無狡黠地為現實中國辯解
，“在獨裁的、專制的政體和泛民主的、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狀態之間，民主的管理方式，無論對哪一
個國家，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文末，讀者原以為梁曉聲蓄積的批判能量，要在頃刻間爆發了，“
近代的中國之所以長期落後而不自知，首先就是由於統治者的卑鄙，致使國人在思想上集體睡著了”
。誰知隨後他又把稍稍展露的鋒芒，悄無聲息地藏了起來，“所以我們這一頭‘東方睡獅’，當年被
外國人用大炮來轟，起初卻仍一眼開一眼閉，半醒不醒⋯⋯”讀者們不禁要問，梁曉聲先生，你到底
想說什麽？也許，在《民主與愛國》一文裏，大家能找到答案吧：“然竊以為，自詡愛國，但是對民
主卻葉公好龍的那些人，他們的愛國心其實是很可疑的。”2.日本娛樂致死？上世紀90年代早期，日
本的經濟還沒有比較明顯的衰退跡象，但是梁曉聲在訪日期間，已經覺察到日本文化的頹唐和沒落，
並且“非常震驚了”。他親身體驗到的日本社會，與他通過電影《野麥嶺》《望鄉》《寅次郞的故事
》《幸福的黃手帕》《遠山的呼喚》了解到的日本，根本對不上號。梁曉聲認為，“二戰”後的日本
文化由三方面的元素構成，“反思意識”“臥薪嘗膽振興民族的精神”“危機意識”，可是到80年代
後期，日本文化已經推動了精神核心，“處在一種極其頹唐的娛樂狀態”。為了證明這一點，梁曉聲
舉了一個例子。某天晚上，他在一個現場直播的電視節目中，發現日本家喻戶曉的一個青年主持人，
在談論“女性的左乳房和右乳房是不是一樣大”的話題，更令他吃驚的是，“竟有那麽多女性上臺當
場脫下衣服，她們臉上已經沒有了女性的任何羞澀感”，而且這樣不雅的節目竟然“不是午夜12點以
後的節目，而是黃金段的正規節目，大人孩子都可以看”。他不僅抨擊這類電視節目低俗無比，更將
節目中的一臉無辜的日本女青年斥為“二百五”。梁曉聲的學生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村上春樹的書迷
（ハルキスト）。為了摸清這些學生的思想，他很認真地讀了村上的幾本書。結果，他從書中讀到的
是“日本當代青年那樣一種精神上的迷惘、困惑和頹唐”，並由此得出結論，認為這種現象是“一個
國家經歷了最艱難的一段歷史之後，當一個民族開始享受它的經濟、科技、文化成果之後，當這種享
受的過程經歷了十年之後，上一代人的某種精神可能是會蛻變的”。顯然，梁曉聲對日本文化的批判
，與中國主流的日本專家以及不少日本本土學者的觀點很相似。不過，他在日本所看到此類怪象、亂
象後，便武斷地做出以上結論，大而化之地歸結為文化原因，是不是也太過簡單。其實，日本既有雅
文化也有俗文化，雅則雅得極致，俗則俗得徹底。前者如日本人日常的寒暄、敬語的使用、日本書道
和茶道、極簡設計，後者便如日本已經形成產業的成人電影（Adult Video）、成人動漫和雜誌，包括
梁曉聲所看到的“低俗節目”。不過，日本文化的雅與俗都有各自明顯的界限，並由法律作為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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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低俗節目在黃金時間播放簡直是不可思議。日本文化是個萬花筒，到底哪一面才是她的真面目，只
有讀者自己去觀察了。3.知青的初戀《中國生存啟示錄》所含內容十分豐富，既有上述烈火一般進擊
、灼熱的檄文，也有柔水一樣溫潤、細膩的散文。梁曉聲先生通過講述青年時代的親身經歷，為讀者
完整再現了另一種革命時代的愛情。1970年代，波詭雲譎的北大荒。一個是23歲的省會哈爾濱市知青
，一個是27歲的牡丹江市知青。一個是小學老師，一個是衛生所的衛生員。機緣巧合，兩人住處相隔
不遠。一個愛寫作愛思考，一個愛織毛衣愛整潔。一個外出問診，一個必緊緊隨護，相處日久，互生
情愫，卻又發乎情，止乎禮。他為她背自己寫的小詩，背在日記中的思想片斷，她為他疊被洗衣，送
上溫馨的家庭氣氛。相愛，擁抱，親吻，海誓山盟。可是，“愛是掩不住的”，流言四起，蜚語傷人
。領導的一席話，讓兩人相隔百裏。臨別時，淚雨紛紛，相看凝噎。時光流轉，歲月更叠。一個被推
薦上了大學，繼而成了炙手可熱的作家，一個迅速嫁人，早早地守寡，與兩個孩子相依為命。十年後
，他收到一封信，沒有地址，信紙背面有句話“想來你已經結婚了，所以請原諒我不給你留下通訊地
址。一切已經過去，保留在記憶中吧！接受我的衷心的祝福！”“他”就是作家梁曉聲，“她”便是
梁的初戀。大約，那時的梁曉聲還沒有煉就鐵骨柔情，還未擺脫中國文人扭扭捏捏的“多情自古傷離
別”，還不敢或者不甘心為了真愛，違抗組織命令，放棄大好前途。於是，那個溫柔大方的初戀，便
作為其人生的匆匆過客，被時間拋棄，被蒼老俘獲。也許，內心有所負疚，必須著此小文，或感時，
或遣懷，或博得同情。是啊，人家已經來信說明“一切已經過去，保留在記憶中吧”，不然又奈之何
？4.你愛，或者不愛，儒家都在那裏不知是什麽原因，梁曉聲對儒家並無好感，還聲稱“拒做儒家思
想的優秀生”。其實，在《論民主》一文中，他已經將儒家視為所謂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工具，“假
如孔子至今還活著，假如我們問他，周天朝那一套封建秩序和那封建民主，恢復了又怎樣呢”“後來
的君王們倒是都極敬起他的學說來了，但沒幾個真照他的教誨做仁君的，而是要求百姓照他的教誨做
良民”。在《拒做儒家思想的優秀生》一文裏，梁曉聲更是將古代思想家的先知先覺，窄化為技術性
的“修辭學”“接受心理學”。他舉出“天道酬勤，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
載物”這句話，稱其“道理並不深奧，但與天與地進行了修辭聯系，語境宏大開闊”“其修辭暗示顯
然是——且不論你能否做到，只要你願意接受此思想，你仿佛就已經是君子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梁曉聲竟然由此想到，當下的官員們在搞政治宣傳時，話語生硬，缺乏形象生動的詞匯，進而建議
他們“尤其應該向我們古代的思想家們學習”。在這裏，梁先生不僅窄化、曲解了儒家思想，更將傳
統經典與現代官場套語混為一團，簡直是對儒家的侮辱，被指幼稚可笑已經算輕的了。在文章最後，
梁曉聲還對“儒家文化熱”心存憂慮，他覺得歷代帝王“對儒家思想表現出半真半假的禮遇和倚重”
，其實是為中國知識分子下了一個“五斗米”的圈套，使他們“越來越喪失了思想能動力，代代襲承
地爭當儒家思想的優秀生”，不求濟世，只求功名。梁曉聲是知名作家，著書不少，讀書更多，可是
對儒家思想為何存在這樣不可理喻的誤解，真不可思議。其實，也許連梁先生自己也難以否認，儒家
思想已經深入所有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即便中國人經歷了數十年的文化汙染與文化斷絕，即便大家
從來未讀過儒家經典，也都知道“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官員要“在其位謀其政”，遇到困
難時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初到一地心中總會想“既來之，則安之”，事情有變都會自勸“此一
時，彼一時”，如果有人宣揚迷信，總會拿“子不語怪力亂神”做擋箭牌⋯⋯即便是行文鏗鏘卻又質
樸無華的梁先生，也必定知道“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的風度，“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的骨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慨。把
儒家思想僅僅理解為充滿爭議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把儒家貼上“工具論”“幌子論”的
黑標簽，還裝模作樣地杞人憂天，這樣的見識，表面進擊，內裏空虛，只會落得有識者幾聲哂笑。【
約稿、轉載，請直接豆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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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3页

        
世上出版过许许多多解答许许多多问题的书籍，证明一直有许许多多的人思考着许许多多的问题。

叩问“人生的意义何在”，归根结底还是源自于一种恐惧。这是不同于古人的一种恐惧（在古代，体
现为一种对生命脆弱性的恐惧）。这是对所谓“人生质量”尝试过最初的追求而又屡遭挫折，于是竟
以为终生无法实现的一种恐惧。这是几乎就要屈服与“厄运”的摆布而打算听天由命时的一种恐惧。

所谓“人生意义”，它一向至少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纯粹的自我感受；一部分是爱自己和被
自己所爱的人的感受；还有一部分是社会和更多，有时甚至是千千万万别人们的感受。

2、《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82页

        
对于最广大的中国人而言，没有他们那一种付出和努力，欲使自己的人生达到他们那样的程度也简直
是异想天开！

3、《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38页

        爱一物之生，怜一物之死，此曰敬畏生死。

4、《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161页

        
寂寞还有更深层的定义，那就是—从早到晚所做之事，并非自己最有兴趣的事；从早到晚总在说些什
么，但没几句是自己最想说的话；即使改变了这一种情况，另一种新的情况也还是如此，自己又比任
何别人更清楚这一点。

最强大的寂寞，还不是想做什么事而无事可做，想说话而无人可说；是想回忆而没什么值得回忆的，
是想思想而早已丧失了思想的习惯。这时人就自己赶走了最有一个陪伴他的人，他一生最忠诚的朋友
—他自己。

5、《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63页

        
文化也有泡沫现象，我们看到美国人制造了大面积的娱乐文化，引领了全球娱乐文化的时代，但美国
人无论怎样娱乐，智商都不会降低。可能恰恰在娱乐的过程中，他的文化还在提升，智商还在提高。
但是另外一些民族可能是在快乐的过程中仅仅被塑造成了只会娱乐的动物，文化的其他元素和人类的
关系散失掉了，这是应当考虑的问题。

我希望青少年们读一点历史书籍，不一定从源头开始读起，但至少要把近现代史读一读，至少要“了
解”一些，这个了解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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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197页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
事情。

7、《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61页

        61 欧美许多国家，你会感觉到它有着国家精神，它有着不变的，万变不离其宗的价值观念。这个
价值观念是跟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基督教文化的正面，说到底就是自律，平等，博爱跟启蒙时代最朴
素的人文文化部分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有一碗饭垫底，无论多么娱乐，多么商业，都不能
改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底色。西方孩子们并不一定要从书本上接受关于人文，同情，博爱，团队精神
，责任感以及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因为这种文化已经溶解在他们日常生活中。西方的孩子从小就懂
得撒谎，欺骗，计谋，损人利己是不光彩的，可耻的违反道德的。 文化影响是什么？文化是否是基因
的？
（香港的大学不会担心周星驰的电影会影响到校园文化，因为他们会明白电影是电影，生活是生活，
一笑而过后还会回归到校园文化。那为什么周星驰的电影在大陆，校园里却一片无厘头文化不曾回归
呢？文化到底是什么，又是怎回事呢？）
”当库图佐夫大败拿破仑时，后者留下一封信给前者，简短的一句话写的是，“看在上帝的份上，请
对我的法国士兵仁慈一些”
当伫立高坡的库图佐夫，通过望远镜看着冰河中，可怜沉浮徒做挣扎的战败国的士兵，亦不禁地发出
一声叹息：上帝宽恕我⋯⋯” 谁说战争中，杀人是光荣的啊？谁说的？一个北大的高材生说出战争光
荣这样没有底线的话，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真令人汗颜啊！人性呢？良心呢？
除了法律，人类的文化主张还要敬畏良心的谴责。一个人不能界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何找回敬畏
之心，如何找回天良？
满锐
少年朋友们，请看—
高高的山上有青松，
青松的枝头有雄鹰，
雄鹰展翅高飞腾，
声声鸣！
（予：有人担心周星驰的电影一演，会不会影响香港大学里的校园文化。回答是相反的，香港人只把
它当成电影，看了就过去了，然后还是接受大学文化。那为什么在大陆就变成了校园里一片无厘头文
化呢？。。。答案正是大陆文化缺了一碗饭垫底缺了文化的底色，从小就没有养成习惯。所以，看一
个人，先看其父母家教。一个连善恶都不分的人，一个将放屁打嗝喝水吃饭弄出动物声音的没家教的
人来说，没有资格谈底色）

8、《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71页

        我个人认为，幸福的人一定是生活在幸福的家庭里。我至今还不曾认识过一个生活在不幸福家庭
里但是自己感到幸福的人。曾经生活在不幸福的家庭里，但后来另立门户，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以后
，人生开始幸福了的人是有的。但前提是---他或她的小家庭，必是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或曰：幸福只
不过是一种感觉。

9、《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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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不幸福、幸福三类人生状况，几乎是各种各样的人生的“底色”，世界非是固定不变的，人生
更是如此。“底色”不过是最初之色。

某些自认为很不幸的人之所以并不能引起普通人的深切同情，乃因他们的不幸不具有较客观的标准。

家庭和睦、手足情深、亲人健康、工作稳定，收入能够满足一般消费，月有节余，哪怕很少。。。。
。。这是一般普通人的幸福观。他们既为普通人，却并不沮丧于普通的人生，于是他们反而善于在普
通的人生中企求普通的幸福，并珍惜之。

10、《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9页

        
我所谓之减法人生，乃是不断地从自己头脑之中删除掉某些人生“节目”，甚至连参与的信息都不留
存，而使自己的人生“节目单”变得简而又简。总之一句话，使自己的人生来一次删繁就简。

所谓积极的、清醒的人生，无非就是要找到那一种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式。

人生的能动力还没被彻底调动起来，它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连自己不能胜任哪些事情
也没个结论。

所谓人生的价值，只不过是要认认真真、无怨无悔地去做最适合自己的事情而已。

11、《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159页

        
我觉得，定有另类的一种温馨（出去空间大小、色彩种类、明暗光线调节出来的），它不是设计与布
置的结果，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它存储在人们所过的寻常的日子里，偶一闪现，转瞬即逝，溶解在
寻常日子的交替中。它也许是老父某一时刻的目光；它也许曾浮现于老母亲变形了的嘴角；它也许是
我们内心的一丝欣慰；甚至，可能与人们所追求的温馨恰恰相反，体现为某种忧郁、感伤和惆怅。

它虽溶解在日子里，却并没有消亡，而是在光阴和岁月中逐渐沉淀，等待我们不经意间又想起了它。

12、《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66页

        我不喜欢看所谓王朝影视，因为有太多的权谋，我从来不看权谋类的书。我建议，首先女人们不
看这类书，男人们也可以不看。我们的人生真得时时刻刻与权谋有那么紧密的联系吗？可以看一些性
情读物，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而且要看哪种淡泊名利的。你能留给自己的人生还有多少时光呢？建议
老年人多看一些青少年的读物，了解青少年在看什么书，用他们的书来跟他们交谈。老同志不妨读一
点儿童读物，也看一点卡通，同时要回忆自己孩提时读过哪些书。

13、《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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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偶然间在书店翻到“如果一个人只从纯粹自我一方面的感受去追求所谓人生的意义，并且
以为唯有这样才会获得更多更大的意义，那么他或她到头来一定多得极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
知道应该认同还是反驳。因为那时候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对工作、对生活、对生命，那时候我刚好
很想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是我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熬着资历，熬着青春，还是什么其
他的。我的人生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
其实那时候的我对于这种其他的可能性已经有了答案了，我不可能抛下一切去环游世界，至少目前不
可能，我没有那个勇气，也不能忍受穷游的困顿。可是我又不甘心这样的一成不变，因为在这种状态
中我感受到了”老态“。这是万万不可行的。
当我只意识到从”纯粹的自我一方面去追寻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告诉我这并没有更多
更大的意义，我真的很好奇我的人生不从自我方面去追寻，还能从哪个方面去追寻？他人？社会？我
可背负不起这么多。可是我忽略了，除了自己还有家人，朋友。他们为我付出许多，却那么容易就被
我忽略了。可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对家人，家人对我们只是责任上的意义。父母会因为对我们的责
任而默默忍受来自人生意义的拷问？我们是父母的人生意义？
我们是父母的人生意义，所以他们默默承担起了这份责任；还是他们承担起了这份责任，我们我慢慢
地因为这份责任，也成为了他们的人生意义。
我们终有一日会走到上有父母，并且自己也是父母的年纪，如果我的人生意义仅仅是责任是不是太冰
冷了。我若我的人生意义来自于我的家人，我认为应该是我在其中看到了延续，我是父母对人生求索
的延续，我的子女也带着我对人生的求索延续下去。因为这样，我不会因为我的生命有限，而焦急的
去追寻意义，当有了这一种延续以后，我才可以从容地去生活。

14、《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239页

        
贫困自身并不使人必然地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与贫困为伍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
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

我承认财富可以使人生变得舒服，但绝不认为财富可以使人生变得优良。

财富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很多欲望，却难以保证每一种实现了的欲望的质量。

15、《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62页

        现在凡女孩子，无论是诗歌、散文、书评、影评、日记，几乎都是一个主题---情爱。凡男孩子，
除了极少数还能看到庄重之作，差不多都好像流水线上、复印机上出来的一样，行文都是“周星驰”
式的。

16、《中国生存启示录》的笔记-第70页

        日常快乐的多少也往往取决于性格，不见得就是实际生活幸福程度的体现，好的性格能够大大削
弱感觉人生不幸福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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