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铁生散文摘抄(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
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史铁生散文摘抄篇一

最近在读史铁生的作品。这是一位如同骆驼草的作家，虽半
身瘫痪，且患有尿毒症需透析治疗，然而其作品中却洋溢着
强悍的生命力和睿智的哲学思辨力。这是我喜爱他的作品的
原因。是的，作为一名作家，当然应该有较好的驾驭文字的
能力，也有人说作家就是“码字的”；然而我认为作家不
是“工匠”，他的使命感和人生立足点是非常重要的。作家
余秋雨是大家熟悉的，他原先的一系列散文作品的文字风格
和表现技巧我是尤为喜爱的，但最近在网上热议的他撰写的
一篇半文半白的“南京钟山风景区碑文”，却真的是令人不
敢恭维。失掉了“人的气脉”的作品，真的是不看也罢，哪
怕是同一个作家写的东西。

史铁生的作品，是在轮椅上思索、在病榻前写就的。不管是
他的小说、散文和随笔，通篇都是对命运的叩问，对人生的
思考，对生命的解读。其实，要理解他的作品，读一读以下
这段话吧，这是史铁生在为文友曾文寂写的一篇序言里的话：
“人生一世，最后会发现名利财富都是空，人能够拥有的只
有生命本身。但生命的流逝使得它难以实现超越时段的自我
确认，唯有文字能够担当此任，宣告生命曾经在场。经由它
们，我们得以端详生命的纹理，探寻生命的本质与深意。在
那个相对无言的时间与空间，生命被拉长加叠，不但拥有此
刻还拥有过去。而如果能够看着文字和自己一起老去，简直
更是一种温馨愉悦的体验了，就像风雨同舟的终生伴侣，相
互依偎着慢慢衰老，自有一种彻骨的浪漫和甘美。”



史铁生散文摘抄篇二

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我大约两岁多。

我记事早。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
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
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
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
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
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三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
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
是1953年，那年我两岁。

终于有一天奶奶领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端。我一直猜
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
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象什么也没有。谁料，那
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
那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因为有小
吃摊，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
走来的骆驼队。“什么呀，奶奶?”“啊，骆驼。”“干嘛呢，
它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驼铃
一路叮玲铛琅叮玲铛琅地响，骆驼的大脚趟起尘土，昂首挺
胸目空一切，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
给它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那儿是哪儿?”奶奶说：
“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儿呀?”“是城
外。”“城外什么样儿?”“行了，别问啦!”我很想去看看
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我想去城
外”，我说“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蹲在地上
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带你去个更好玩儿
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零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
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啊，大门里豁然开
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



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
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
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正染红了
它的尖顶。

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
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
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儿弹响风琴，琴声飘荡，
满屋子里的阳光好象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
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
走过来，惟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
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
似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
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
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

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地不哭
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
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徒然
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
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都记不大清了，
好象那个大胡子的老头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光线就
暗下去，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在那
片树林里了，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掏出一
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

这时候，晚祈的钟声敲响了——唔，就是这声音，就是他!这
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缥缥缈缈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

“它在哪儿呀，奶奶?”

“什么，你说什么?”

“这声音啊，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



“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

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
没去过。

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块土地上长久
地消逝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
都拆除。我想，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必是想在那幼儿园
也给我报个名，但未如愿。

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40年以后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
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
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他。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澈的
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
有地方，随时都听见他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
慢慢地走，认真地听他，我好象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个世
界都好象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
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
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
到了故乡。

史铁生散文摘抄篇三

我曾经写过：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人与猪的差
别是一个定数，人与人的差别却是无穷大。所以，人与人的
交往多半肤浅。或者说，只有在比较肤浅的层面上，交往是
容易的。一旦走进复杂，人与人就是相互的迷宫。这大概又
是人的根本处境。

我常常感到这样的矛盾：睁开白天的眼睛，看很多人很多事
都可憎恶。睁开夜的眼睛，才发现其实人人都是苦弱地挣扎，
惟当互爱。当然，白天的眼睛并非多余，我是说，夜的眼睛



是多么必要。

人们就像在呆板的实际生活中渴望虚构的艺术那样，在这无
奈的现实中梦想一片净土、一种完美的时间。这就是宗教精
神吧。在这样的境界中，在沉思默坐向着神圣皈依的时间里，
尘世的一切标准才被扫荡，于是看见一切众生都是苦弱，歧
视与隔离惟使这苦弱深重。那一刻，人摆脱了尘世附加的一
切高低贵贱，重新成为赤裸的亚当、夏娃。生命必要有这样
一种时间，一块净土，尽管它常会被嘲笑为“不现实”。
但“不现实”未必不是一种好品质。比如艺术，我想应该是
脱离实际的。模仿实际不会有好艺术，好的艺术都难免是实
际之外的追寻。

当然，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这理想(梦想、净土)只能是一出
非现实的戏剧，不管人们多么渴望它，为它感动，为它流泪，
为它呼唤，人们仍要回到现实中去，并且不可能消灭这惩罚
之地的规则。

我可能是幸运的。我知道满意的爱情并不很多，需要种种机
遇。我只是想，不应该因为现实的不满意，就迁怒于那亘古
的梦想，说它本来没有。人若无梦，夜的眼睛就要瞎了。
说“没有爱情”，是因为必求其现实，而不大看重它更是信
奉。不单爱情如此，一切需要信奉的东西都是这样，美满了
还有什么好说?不美满，那才是需要智慧和信念的时候。

上帝把一个危险性最小的机会(因为人数最少)给了恋人，期
待他们“打开窗户”。上帝大约是在暗示：如果这样你们还
不能相互敞开你们就毫无希望了，如果这样你们还是相互隔
离或防范，你们就只配永恒的惩罚。所以爱情本身也具有理
想意义。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不因现实的强大而放弃热情，
相反却乐此不疲地点燃梦想。

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
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既是锤炼之地，便



有了一种猜想——灵魂曾经不在这里，灵魂也不止于这里，
我们是途经这里!宇宙那宏大浑然的消息被分割进肉体，成为
一个个有限或残缺，从而体会爱的必要。

史铁生散文摘抄篇四

前几天去旧书店淘书，买了一本《史铁生散文》。于我，一
个从小就对语文不感冒的人来说，买散文倒是件稀罕事。说
到从理科转文科，好象是大学之后的事。其实，高三的时候，
就对散文之类的挺感兴趣了。那个时候在准备高考，几乎每
天都要做阅读训练。读的文章要么是大家的作品，朴实无华
却含义隽永；要么是不出名的人写的，辞藻华丽而形式精美。
我渐渐的能从文中体会点儿什么、参悟点儿什么，语文成绩
也越来越好了。其实，一直以来，语文课本上的文章都是经
典之作；其实，按道理说，我应该很早之前就爱上阅读。也
许是课文后面的“背诵全文”让我心生抵触，也许是归纳中
心思想的教育让我只感到枯燥，总之，相比于对趣味数学的
热爱，语文确实受到了我的冷落。也因此，我一直都是个偏
科的学生。语文和数学，两大最最基础的学科，少了其中任
何一科，都只能是个瘸子。如果说数学带给人的是缜密和智
力，那么语文带给人的则是细腻和智慧。好的文章，应该抛
却杂念，用心来读。“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秋天的怀念》文章很短，但是却把母亲的形象刻画得入木
三分。

对于史铁生来说，应该没有一个人比母亲更重要了吧。但是，
直到失去了，他才后悔，怎么以前一直都没发现。“上帝从
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三个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面
前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如果不能再
超越自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么史铁生的不能
跑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
根源。”

——《我的梦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自己的不幸。



在史铁生看来，刘易斯应该是最幸福的人了，但是他也有他
的不幸。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也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围城，确确实实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感觉。什么是幸福？幸福
不是像别人那样，而是不断的超越自己。有多少人能如史铁
生一般的达观，难怪人们都说，虽然史铁生的身体是残疾的，
但是却没有人比他的精神更加健全。“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
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人真正的名字叫
作：欲望。”“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
作。”——《我与地坛》这些话，怎么看都像是出自马克
斯·韦伯之口。你不用急着死，那是早晚的事。你一定想活，
那就是欲望。人的名字叫欲望，在欲望的支配下，人怎么才
能自由？只有把欲望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你想活着，就
别为自己找那些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否则你就是活着的奴隶。
你活着是为了什么吗？不，是为了活着而必须做点什么。活
着不是为了写作，活着不是为了功名，活着不是手段，活着
本身就是目的。如果你真想写作，那就把写作业当作目的吧，
它也不应该是活着的手段。把目的本身当作手段，人才能自
由。“苦尽甜来，对，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好运道。”“过程！
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者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
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的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
壮。”

——《设计好运》其实，痛苦与快乐，其实都是挺好的。快
乐的好，在于曾经拥有；痛苦的好，在于即将得到。痛苦到
了极端，也就只是剩下快乐了。我喜欢自虐，是因为自虐过
后才能达到更上一层的快乐。纯粹的快乐是没有的，即使有
也是无聊的。令人惊叹的是，史铁生居然可以如此有条理有
逻辑的将这样一个道理讲清楚。生命在于过程。生命的起点
是不能选择的，生命的终点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所能决定的，
唯有生命的过程。生活的全部意义，也在于过程。能够有多
少体验，能够有多少收获，都在于过程。每多一份体验，每
多一份收获，都是生命过程的成就。所以我喜欢让心灵有各
种体验，酸甜苦辣，都尝一遍。所以我愿意去尝试任何新鲜
事物，无论容易、困难、舒适、艰苦，都试一下。注：《史



铁生散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xx年3月第一版。

史铁生散文摘抄篇五

文章一：

说实话，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对史铁生的文字了解甚少，只
是对几篇太过有名的小说和散文略有接触。但在这个寒假，
我被他深深出动了，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笔，还有一个残疾人
从黑暗中走出时携带的一切。

《兄弟》是这本书的第一篇，接着是《午餐半小时》，这两
篇文章一度令我陷入了一个误区：史铁生是个悲观主义者。
因为他的文章是如此压抑以至于空气都仿佛被挤在一起，让
人无法呼吸。但这种阴暗文学和我印象中那个激励了无数人
的乐观作家并不相符，于是我继续看着，看着。突然，像过
了迷宫中的一个拐角，我看到了另一个史铁生，那个在大山
里耕地、喂牛，天天盼着下雨，时刻活跃着的年轻人。这是
黑暗中的第一道光：他抛弃了对命运的探索，暂时忘却世界
的不公，去回味最原始最朴实的灵魂。

静，他用自己亲历的体验赋予文章生命，让它们始终带着静
谧的温情和哀缓的悲伤，但也有着对“荒诞”和“宿命”的
抗争。不，这不是抗争，是再一次思索和诠释，是一颗活泼
的心在跃动时所迸发出的力量。“这是自天地返璞归真，不
是顽固不化循环倒退，不是看破红尘灰心丧气，而是赴死之
途上的真诚歌舞。”

我合上书，重新审视着封面上史铁生的黑白照片：一副粗框
方眼镜，上扬的嘴中露出整齐的牙齿，一双眼淡淡地注视之
前方，毫无波澜，只是淡淡地看着云雪雾花，淡淡地看着四
季更迭，淡淡地看着人生百态。不论面对什么，史铁生都只
是微笑着，没有嘲讽，没有轻视，只有对生的仰望，对死的
从容。



这便是我读出的史铁生，一个从黑暗中带出光明的人。

文章二：

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的史铁生，他文字关於生
命的思索给与我深深的感动，他的坚忍使我在遭遇崎岖时亦
能淡定从容。他在病榻上创造出了大量优秀，广为人知的文
学作品。他用他的文章鼓励无数的人，他用残缺的身体，说
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用他的笔，描绘出精彩的人
生。“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这一句话，不仅是史铁生
自嘲的一句话，更是这句话给人带来的感动却是无穷的，他
的事迹给人的影响却是无限的。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
生命完全同构在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他体验到的是
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
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他死了，他的脊髓，
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他的肝脏将捐给需要的患者，他用自
己微薄的力量，点亮了我们精彩的世界。

史铁生一生写作了无数的散文。如，著名的《我与地坛》
《病隙碎笔》等。《病隙碎笔》中。史铁生用生动而通俗易
懂的甚至是优美的语言追求和探索了关於我们人生的书籍和
未知的道理。《病隙碎笔》已不是单纯数量上的又一本散文
随笔集，而是一部充满了生命体验的人生笔记。《病隙碎笔》
是作者以生命的追问方式不断捕捉思想的火花而逐一写成的，
我们不难理解史铁生在书中所说的一句话“生命本没有意义，
是我使我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意义。”他的《病隙碎笔》作
为2002年度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的思考着生
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
并解答了“我”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当
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
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的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
光辉，仍旧坚定的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的与未明事



件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著，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
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在《我的梦想》中，史铁生把母亲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
对於史铁生来说，应该没有一个人比母亲更重要吧。但是，
直到失去了，他才后悔，怎以前一直没有发现呢?这告诉我们
要珍惜眼前人。“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三个
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面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的给每
个人以局限。如果不能再超越自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
幸福，那史铁生的不能跑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
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根源。”

《灵魂的事》中囊括了作者对于生命、爱情和信仰的沉思。
有一回记者问到史铁生的职业，他说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
西。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并终于醒悟：其实每时
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
个“更”字。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
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
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
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
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当多
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
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
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
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
警醒和关怀。

在《命若琴弦》中提到人活一口气，谁也不是漫无目的地活
着，许多人之所以活得很充实，是因为他们有永恒的信念。
对于人生而言，不时调整自己的状态固然重要，但比这更重
要的是要在心中永存梦想、希望。

《毒药》是一篇短篇小说，出现比较多的就是那两粒药。每
次遇到不如意，不顺心时，老人总是很悲伤、，请保留此标



记是想着或许死亡可以解决一切。但当真正的面对死亡时，
死都不怕了，还怕活着吗?心里也就又有了希望和依靠。就这
样，他走过人生。而那些沉迷于养鱼的人们，没有发现自己
的乐趣早已偏离了原来的正道，以养出畸形怪异的鱼为乐。
就好像现实社会中，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离原来的自己越来
越远，无法自拔一样。

在《我与地坛》中说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自己的
不幸。在史铁生看来，刘易斯应该是最幸福的人了，但是他
也有他的不幸。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也不是身在福中不
知福，围城，确确实实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感觉。什么是幸福?
幸福不是像别人那样，而是不断的超越自己。有多少人能如
史铁生一般的达观，难怪人们都说，虽然史铁生的身体是残
疾的，但是却没有人比他的精神更加健全。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

“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

“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

文章三：

第一次都史铁生的散文是他的《我的梦想》。在此之前，我
一直觉得散文总是十分晦涩，好似雾里看花，叫人读不懂，
对散文实在是没有好感。但是《我的梦想》却带给我另一种
感受，没有虚情假意，没有矫情做作，朴实的语言直达心灵。
从此，我记住了史铁生。

开学伊始，作业不算多，闲来无聊，便在此捧起了这本《史
铁生散文》。可能是在青年时突如其来的下肢瘫痪让他对人
生产生了更多的疑惑，更多的思考，在他的文章里，常常是
一个问题连着下一个问题。这些问题串起了文章，虽然这些



问题并不都能够得到解答，有时甚至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
点，但这并不妨碍你在跟随文章一起思考的过程中得到自己
的收获。

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许多文章我还是读不懂(王文洁同学说
《我与地坛》很感人，我还真没这种感觉……差距啊差距)，
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难得地感觉到了放松与平静。一味地
读小说，那些或惊险、或离奇、或喜或悲的故事已经让我们
的心灵过于冲动，过于敏感。不如暂时放缓脚步，静下心来
读一篇这样的文章，放松一下，也为下一次启程做好准备。

关于史铁生的散文，最喜欢的应该是《好运设计》了。如果
我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该多好啊。这样的梦想想必每个人都
做过，但像作者这样规划得如此详细的却是不多见。然而，
当你顺利地拥有一切时，生命似乎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于是，
之前的“好运设计”一项项地被推翻，“设计”了半天，到
头来却发现：享受现在、热爱生命、注重过程，这才是完美
的人生。这个结尾可以算是俗了，但之前的铺垫却让这一切
显得顺理成章，而且富有内涵。

这本书我读的很慢，也不需要读得快，慢慢地读，细细地思
考，才会有所收获。

后记：其实这本来是一篇作业，当时周记没什么可写的，就
打算写篇读后感交上，没想到越写越有感。虽然写完以后才
发现，写得实在很传统……不过，谁让我就是这么想的呢。
各位板砖啥的随便扔。

文章四：

前几天去旧书店淘书，买了一本《史铁生散文》。

于我，一个从小就对语文不感冒的人来说，买散文倒是件稀
罕事。说到从理科转文科，好象是大学之后的事。其实，高



三的时候，就对散文之类的挺感兴趣了。那个时候在准备高
考，几乎每天都要做阅读训练。读的文章要么是大家的作品，
朴实无华却含义隽永;要么是不出名的人写的，辞藻华丽而形
式精美。我渐渐的能从文中体会点儿什么、参悟点儿什么，
语文成绩也越来越好了。其实，一直以来，语文课本上的文
章都是经典之作;其实，按道理说，我应该很早之前就爱上阅
读。

文章很短，但是却把母亲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对于史铁
生来说，应该没有一个人比母亲更重要了吧。但是，直到失
去了，他才后悔，怎么以前一直都没发现。“上帝从来不对
任何人施舍‘最幸福’三个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面前设下
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如果不能再超越自
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么史铁生的不能跑与刘
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根
源。”

《我的梦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自己的不幸。在
史铁生看来，刘易斯应该是最幸福的人了，但是他也有他的
不幸。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也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围
城，确确实实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感觉。什么是幸福?幸福不是
像别人那样，而是不断的超越自己。有多少人能如史铁生一
般的达观，难怪人们都说，虽然史铁生的身体是残疾的，但
是却没有人比他的精神更加健全。“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
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人真正的名字叫作：
欲望。”“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
《我与地坛》这些话，怎么看都像是出自马克斯韦伯之口。
你不用急着死，那是早晚的事。你一定想活，那就是欲望。

人的名字叫欲望，在欲望的支配下，人怎么才能自由?只有把
欲望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你想活着，就别为自己找那些
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否则你就是活着的奴隶。你活着是为了
什么吗?不，是为了活着而必须做点什么。活着不是为了写作，
活着不是为了功名，活着不是手段，活着本身就是目的。如



果你真想写作，那就把写作业当作目的吧，它也不应该是活
着的手段。把目的本身当作手段，人才能自由。“苦尽甜来，
对，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好运道。”“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
在于你能创造者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
够镇静而又激动的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设计好运》
其实，痛苦与快乐，其实都是挺好的。快乐的好，在于曾经
拥有;痛苦的好，在于即将得到。痛苦到了极端，也就只是剩
下快乐了。我喜欢自虐，是因为自虐过后才能达到更上一层
的快乐。纯粹的快乐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无聊的。

令人惊叹的是，史铁生居然可以如此有条理有逻辑的将这样
一个道理讲清楚。生命在于过程。生命的起点是不能选择的，
生命的终点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所能决定的，唯有生命的过
程。生活的全部意义，也在于过程。能够有多少体验，能够
有多少收获，都在于过程。每多一份体验，每多一份收获，
都是生命过程的成就。所以我喜欢让心灵有各种体验，酸甜
苦辣，都尝一遍。所以我愿意去尝试任何新鲜事物，无论容
易、困难、舒适、艰苦，都试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