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望的距离经典语录(大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守望的距离经典语录篇一

近期，我阅读了周国平先生写的《守望的距离》一书，该书
是周国平先生的第一部散文集，记录了他在1983年至1995年
间经历了一系列的家庭变故包括女儿的病死，父亲的离世等
之后所产生的一些对生与死，爱与孤独，执著与超脱等人生
哲学的思考。

该书收录了作者的散文十四辑，分别是第一辑—存在之谜、
第二辑—未知死焉知生、第三辑—徘徊在人生的空地上、第
四辑—绚烂归于平淡、第五辑—智者的心灵、第六辑—淡泊
中的追求、第七辑—守望的距离、第八辑—书与人生、第九
辑—爱的智慧、第十辑—人生寓言、第十一辑—随便走走、
第十二辑—对话和独白、第十三辑—格言的本色、第十四
辑—读元曲随想。全书均以以哲学的眼光和充满人文的思考
融入内涵睿智的文笔，发人深省，使我对人生的理解不再拘
泥于现实中的平庸生活而是上升到了一个对生命，爱情，自
由，成功等无限向往的高度。

书中的语句“我走在自己路上了，成功与失败，幸福与苦难
都已经降为非常次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这条路本
身。”警示着我自己选择的路就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
走下去。

通读全书后，我认为所谓超脱，并非是超然物外，遗世独立，
而只是与自己在人世间的遭遇保持一个距离。有了这个距离，



也就有了一种看世界的眼光。一个人一旦醒悟人生的底蕴和
限度，他在这个浮华世上就很难成为一个踌躇满志的风云人
物了。不过，如果他对天下仍有一份责任心，他在世上还是
可以找到他的合适位置的，而“守望者”便是他的名字。

我们不经意间已经成为了“守望者”，但可怜的是我们自己
却认为我们自己还在成为“守望者”的路上前赴后继！

守望的距离经典语录篇二

《守望的距离》是一本关于人生的散文集，里面每一篇散文
读了都引人入胜，本书写作期间，作者生活中发生了一连串
变故，因而偏多对于人生难题的思考，诸如生与死、爱与孤
独、执著与超脱、苦难与幸福等等。事实上，这些问题是每
一个热爱人生但又难免遭遇挫折的人都会面临的。散文里
说“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的天性中都蕴藏着大自然
赋予的创造力。把这个观点运用到读书上，爱默生提倡一
种‘创造性的阅读下载’。这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正文，
把书籍当作注解；听别人发言是为了使自己能说话；以一颗
活跃的灵魂，为获得灵感而读书”。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
一个宇宙，如果我们自己都放弃了自己，那谁还来拯救这
个“宇宙”呢？我也希望自己成为自己人生的守望者，守望
着自己的人生。人生就像一盘棋，走错了一步就会悔悟终生。
但与棋不一样的是：棋可以悔或重下一盘，可人生不能重来。
所以，我们要认真下这盘棋。

我要做一个幸福的守望者？守望着我拥有的东西，守望着我
的理想，守望着我的朋友，守望这世间美好的一切，守望幸
福。

守望的距离经典语录篇三

假如你只看现在的流行小说或者一些网上作品，那么你恒久
都无法理解有一种文笔叫大师之作，看几页就如三伏天饮山



泉，你很难不被那看似简洁却找不到漏洞的语言折服，你也
很难不看着看着便成为了大师的粉丝。看周国平大师的书你
假如没有静下心来，是体会不到那种超拔凌云的思维深度，
令你整个身心都战战兢兢，仿佛一个不留意便乘风归去，书
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在探讨哲学意义上关于死亡的各种观点，
对于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家及尼采黑格尔等人深化浅出的剖析，
许多深邃晦涩难懂的理论在大师的笔下脉络竟是如此的清楚，
你甚至不须要许多基础性的学问，只要跟着大师的思路去走，
不知不觉间你会发觉我突然懂了这么多，并且都深深的印在
脑海，不行思议。他的散文里没有矫揉造作和装腔作势的东
西，也没有无病呻吟的做作，写得亲切自然随和无比，遣词
用句朴实无华，可谓大拙若巧。文笔更是清爽隽永如临山川，
生死这么沉重以及困难难言的人间大事，在大师笔下也如门
前小溪，寥寥数笔便澄澈见底，有几尾游鱼都一眼望穿。看
这本书我用了很久，每一页基本都有令我惊异的地方，而对
大师的学问储备更是佩服不已，前面已经觉得这是最高山，
谁知下一页便又见喜马拉雅，这种感觉贯穿阅读的全过程，
一次一次的带给我全新的高度及深度，然后恨相识大师太晚。

书的中间写的更接地气一些，终归生死的问题怎么说都太大
了些，但是依旧没有离开哲学，即使其中一篇在写苏东坡的
诗词，但是写到最终还是落到了对于诗与哲学的观点上，那
就是哲学是诗的守护神，很有启发性的思索，文章能下酒在
我从前看来不过是夸大的修饰词，但是现在知道我错了，看
这本书的时候的确是就想喝二两，种种观点都深化我心，并
且没有一点点的说教，春雨润无声。

后面则更是天马行空，男人、女人、爱情、游记、格言、寓
言故事，内容很杂，但也都没有脱离哲学，阅读起来只觉得
舒适和痛快，没有一丝一毫的不畅。什么叫好的文学作品？
这就是，文学性、思想性及艺术性高度统一，散文大师的诗
性真情更是在文中随处可见，讲真，看过大师的.散文，我这
篇文写的都有点忐忑，委实差距太大了，眼前有景道不得的
那种窘迫的确体验了一回，然后方知自身文学素养缺失的不



是一星半点。

本书也可以作为哲学入门，对于哲学的理解大师自有其体系，
在深化浅出的文字后面理解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对于初学
者再合适不过，很适合放在床头，夜深人静的时候读上一两
篇对于人生的思索，找到心灵深处的安静。

守望的距离经典语录篇四

沏一壶香茗，对窗独饮，静思时光之匆匆，岁月之荏苒—题
记不知从何时起，我喜欢独坐在窗前静思，把思绪从现实扯
到十万八千里外的那个地方——天堂。守望一个叫天堂的远
方，难过后依旧要走自己的路。时光稍纵即逝，转眼间，爷
爷已经离开我们六年之久了，回忆在时光中日渐消磨……寒
风吹动，卷起满地黄叶，吹走了无边的往事。大街上，汽车
只是来来回回，行人只是来来往往，有的只是喧嚣！爷爷，
您说您不喜欢喧闹，因此，每日的晚饭后您都喜欢带着牙签
出门，一边剔牙，一边走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任凭小路的
泥泞在您的脚边回旋。我想，您一定把这些过往都毫无保留
地带在了身边，当您无法再亲眼目睹它们时，便可以拿出来
回味，就好像我们还在您的身边一样！家中的墙壁上还挂着
您的照片，美丽的壁画勾勒出了您的和蔼面庞，柔和的`笑容
引发了我们对您无限的回忆。抬头仰视天花板，一片绿色漫
入眼帘，数不清的青藤蔓延在素色的天花板上，古朴而又真
实的回忆在心间慢慢流淌……爷爷，您在世时，不见您照过
镜子，因为您眼角的皱纹已淹没了岁月的痕迹。您说生活太
过于忙碌，为何不忙里偷闲呢？或许是再没有了机会吧！转
眼间，带着回忆，我已来到了马路上，红绿灯不断地变换，
车辆不断地来往，爷爷，在您的那个世界里，应该再没有了
车辆的喧嚣了吧？路边的落叶被车带过，在寒风中轻轻飞舞，
又在不知不觉间静静落地，不知在遥远天堂中，是否也有这
样的景象？我抬起头来远望天堂，思绪渐渐回到现实，刚才
的那一幕幕如梦似幻，记忆仿佛潮汐卷滚的沙粒，只在旭日
斜阳里闪现起落……我只想做一个守望者，静静地守护着这



个与我相隔万里的天堂！这个没有了喧嚣的天堂！这个远离
了凡尘的天堂！

守望的距离经典语录篇五

人生若是执于一念，那将受困于一念;一念放下，也就会自在
于心间。

——题记

紫红的晚霞笼罩着整个天空，血似的夕阳浮镂期间，花一样
的景象像仙境。微风拂过爬山虎翠绿的枝叶发出静人心神
的“沙沙”声。我放下繁琐，重启简约，清蕴一杯泉酿清茶，
眼前游荡的是幽幽的茶气，脑海里是对人生的思考。

人生似明湖畔的大碗茶，其中甘苦，唯其自知;人生似高低起
伏的山路，站在路顶，只能看见上坡;人生似自我二重奏，有
与无，轻与重，灵与肉，动与静，真与伪，逃避与寻找，爱
与孤独。

曾几何时，似乎厌倦生活，厌倦凡事，会想到削发出家，试
图放下一切念想，一心向佛，企盼抛开杂事，解脱苦难，日
日夜夜吃斋念佛，超灵度生。佛教认为世上没有无因之果，
也没有无果之因。为躲避现实而向佛者，心中不免没有根基。
或许执迷者悟，只有亲历者，得出来的结论，才是有说服力
的，这就是为什么传说中的智慧都属于白头发长胡子的老人
的原因吧。智慧，是需要经历和年轮来锤炼的。当发现自己
不够完美，并不是理想中的自己，不要选择逃避，逃避是懦
夫的表现，不屑于漫天的虚无哲学和飘渺的轮回，倔强地脚
踏实地地踏足糜黑现实。

生活是一架天平，有人会认为它是优柔寡断，摇摆不定的，
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这只不过天平在思考，在判断旳必有
的过程，决策一个正确的结论。生活便是如此，不会有任何



是一步到位的，都需要经过时间的冲刷，光阴的涤荡。

生活是一部古籍，幽雅淡然，顿时使人凝下心来，心贴心的
交流，一页页翻过，装饰不多，却显华丽与奢华。莞尔的花
饰、古色古香的书页是道道美丽的风景。

守望，是一种等待，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愈是盼望的东西，
就愈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愈能牵动我们至深的情感。孤独，
使学会了独立。幸福，让心存幻想和期待。

守望的距离经典语录篇六

《守望的距离》刚映入我眼帘时，看这五个字就挺美的，有
守望就有期待，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找到自己的差距。翻看目
录，那一篇篇文章的标题就引人入胜。“未经省察的人生没
有价值”、“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生命的烦恼和创
造的欢欣”、“闲适：享受生命本身”。在很多言辞的背后
闪烁着周国平一个哲学家的特有智慧和对人生的思考。

书里的散文不同于当下流行的美文、文化散文，也不同于余
秋雨类的散文。作者周国平教授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其次才
是作家。他从一段段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平常小事，深化到探
索人生之谜、追索生活价值和意义。文章很耐读，有种说不
清淡淡的冷眼观之感，但始终掩饰不住作者心中对生命的挚
爱之情。读过后与其说有一份感动，倒不如说是对生命灵性
的深切感悟。

“守望者”的职责是与时代适当的距离，守护人生的那些永
恒的价值，了解和关心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而“距
离”两字更耐人寻味，平时我们所说的距离不过只是身体上
的距离，心灵上的距离，而作者想来是他在估量生命体相互
召唤的空间与时间的宽度。

细细咀嚼，蓦然发现在物资化的今天，这种我们曾经拥有的



心境在不经意中逐渐地掩埋了。书中有许多作者对人生的思
考，诸如生与死，爱与孤独、执著与超脱、苦难与幸福等等。
事实上，这种问题是每一个热爱人生但又难免遭遇挫折的人
都会面临的。也许，人生的意义纷繁复杂，并不是我们能够
说的清楚的，但是于万点丛中静觅一份安宁，在浮沉里静享
一份了悟，也不失为一种人生智慧。

作者的确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位北大哲学系出身的学者，
以他特有的独思带领我们走进了人生哲学，就如他所
说：“我的所想所感大多涉及人生，而许多人对于人生也是
有所想有所感的，一旦因我的文字而触发了自己的所想所感，
便会感觉一种共鸣的快乐。”的确，这种对人生无法言说的
共鸣，让我心生敬畏，忍不住去探寻生命的秘密，揭示人生
的哲理。

深深的喜欢上了作者那富含哲理的箴言，让人似有所悟，感
叹于他对人生百态的超然及真切情感的再现，精辟的哲理，
让人流连忘返。他或许并不像某些文人那般执着于名声，对
名誉有着内心的淡然。他或许在经历苦难后并不像某些人那
般苦苦呻吟，对痛苦有着人生的超脱与了悟。他敢于面对人
生的问题，一路思索，找到自己认为的答案。他勇于笑谈生
死，看透失去与拥有，他喜欢宁静的写作，并不孤单寂寞，
因为他了解沉默的价值，寂寞的意义。

守望的距离经典语录篇七

《守望的距离》是周国平先生的一本散文集，里面每一篇散
文读了都让人觉得扣人心弦，每一篇散文都体现了他对待生
活充满着激情与热爱，对待人生充满着睿智与希望！而散文
里那些魅力的近乎格言和诗句的语言，也深深地触动了我的
灵魂，使我不禁思考自己的境遇，关怀自己的灵魂，提升自
己的人生境界。

在本书中，他怀着对生活的深深爱意，谈生活、谈人生境界。



他认为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在现实的利益世界中，
在其中随波逐流。“人必然有人格上的独立自主，不能攀援
在社会建筑和他人身上。”在人的现实生活之中，还应有独
立自主的精神家园。失去精神价值的生活，纵然轰轰烈烈，
也只是浮光掠影的表象，是一种空虚和无聊的生活。

《守望的距离》也是本关于审美的书。审美本身就超过功利，
审美并不仅仅止于欣赏自然或艺术，而是以一种更开阔的眼
光看世界的人生态度，是以自己的理想涂抹生活和周围世界
的'结果。一位西方哲人说过：一个人只要肯有审美的人生态
度，那么他从茅棚中和从宫殿中看日落，其实感受是一样的。
只要用审美的眼光看世界，生活就会变得更美好。

周国平将这本集子命名为“守望的距离”，正表明精神家园
的守望需要恰当的距离。以守望的态度来面对人生，面对生
活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守望代表着一种期待，而这种
期待是守候的，守候是踏实、是不浮躁、是宁静、是信心十
足。我要做一个守望者，守望快乐与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