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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幸福在哪里(代序)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
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
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
这其中，是怎样的一种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
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静吗？
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
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
　  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
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
佛教十五讲》。
他说：&ldquo;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rdquo;　  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
　  &ldquo;您信佛教吗？
&rdquo;我问。
　  &ldquo;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
&rdquo;季老答。
　  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
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
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
也许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
当然，&ldquo;早一天&rdquo;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目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
着屋内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
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三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
，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
间的问题。
　  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
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
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
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
　  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
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
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hellip;&hellip;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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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mdash;&mdash;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
去哪儿呢？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
迫。
我们都需要答案。
　  四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
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
 　  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
，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
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
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
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
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暴力因子也在人群中快速增长，让人更加不安。
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
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
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精神家园在哪里？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象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
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五 　  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
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
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
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
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
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
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
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主，在车挤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
痛骂一番。
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
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
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
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
我们都无处闪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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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持应
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
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ldquo;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
干事！
&rdquo;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
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
 　  七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
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
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这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
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
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
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
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
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
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
没有信仰的孩子。
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
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
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八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连。
 　  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
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
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
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
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
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
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
 　  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
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
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
 　  九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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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
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
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
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ldquo;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
&rdquo;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
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也许短期内房价会表态性地降一些。
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
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
所以，热了《蜗居》。
 　  而《暗算》的另类流行，又暴露着职场中的生存不易，论资排辈经过短暂退却，重又占据上风，
青春，在办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张扬，不大的年龄却老张老李的模样。
 　  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ldquo;外面的世界
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hellip;&hellip;&rdquo;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
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
说服力？
 　  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
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十 　  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
 　  而新闻进步了多少？
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
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
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假如并非如此呢？
 　  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
，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
 　  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 　  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
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hellip;&hellip; 　  希望会否变成绝望？
理想是否成为空想？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
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
 　  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
 　  十一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
 　  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
 　  反思，不难理解。
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
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
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
以真正轻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
 　  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
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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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
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十二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
放在汉字本身。
拆开&ldquo;盲&rdquo;这个字，就是&ldquo;目&rdquo;和&ldquo;亡&rdquo;，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
，这样一想，拆开&ldquo;忙&rdquo;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
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
所以，我已不太敢说&ldquo;忙&rdquo;，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然而，大家还是都忙，都不知为何显得格外着急，于是，都在抢。
在街上，红绿灯前，时常见到红灯时太多的人抢着穿过去，可到了对面，又停下来，等同伴，原来他
也没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抢，这已成为我们太多人的一种习惯。
 　  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人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别说让生活慢下来，能完整看完一本书的人还剩多
少？
过去人们有空写信、写日记，后来变成短信、博客，到现在已是微博，140个字内要完成表达，沟通与
交流都变得一短再短。
甚至140个字都嫌长，很多人只看标题，就有了&ldquo;标题党&rdquo;。
那么，下一步呢？
 　  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
么着急地往终点跑？
 　  十三 　  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
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
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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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幸福了吗》是白岩松写下那本著名的《痛并快乐着》十年之后的最新随笔作品。
是他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期间的心灵成长全纪录。
开篇作者便借用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首诗，勾勒出了全书的轮廓——如何寻找幸福和信仰。
这是对当下光怪陆离的社会的质问，也是对人们久经炎凉而日益麻木的心灵的一种呼唤。
之后，白岩松用他惯有的犀利文笔和审视的目光，回顾了自己十年来在CCTV、名利场的起伏，发表
了自己对近年社会大事件的看法，记叙了差旅各国报道采访的台前幕后故事，也和读者一起分享了书
籍、音乐、电影等等他自己的心灵营养品。
《幸福了吗》其实是“不惑”而“惑”的白岩松又一次对人生的思考。
该书口袋本采用国际流行开本、环保轻型纸张，轻松便携，原书内容完整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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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岩松，42岁，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新闻1+1》节目主持人、评论员。
曾主持《焦点访谈》、《新闻会客厅》《感动中国》等节目，出版作品有《痛并快乐着》、《幸福了
吗》、《岩松看美国》、《岩松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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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幸福在哪里
01　我在CCTV，是主人也是过客
02　身在名利场
03　让敏感的不再敏感
04　中国病了
05　我们都是灾民
06　与泪水相关的故事
07　古老中国的成人礼
08　十年“球事儿”
09　三进台湾
10　靖国神社与垃圾分类
11　美国，美吗？

12　感动，有没?用？

13　我也是“80后”
14　成长的营养：好听的好看的
15　谁，影响并改变着我？

代后记：明天，开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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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沉默的&ldquo;9&middot;11&rdquo;　  2001年9月12日上午，大约十点半左右，一位中年女性很愤怒
地推开我办公室的房门，手指颤抖着指向我的脸，开门见山地质问我：不是说只要有大事就能看到你
吗？
昨天为什么没有看到你？
　  这一瞬间来得突然，我沉默着站立，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也惊呆了，没人回话，沉默进一步在空
间里弥漫。
这一瞬间显得格外漫长。
　  这位大姐看样并不打算久留，只为不吐不快．话音落地，又盯着我看了两眼，气鼓鼓地转身走了
。
　  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在台内办公，而是在电视台西门对面科技情报所的楼里办公，楼外没有森严
的警卫，楼内还有众多其他的办公单位，因此才会有大姐闯入我们办公室的场景出现。
　  这位大姐我并不认识，奇怪的是，我之后也没有再见过她。
或许是被指责时的心虚让我未能记住她的容貌，又或者她只是为谴责而来，平日里并不在这座楼里办
公；甚至，是我根本无法记住她的面容，因为她的话语已经让我终身难忘。
　  这指责有道理，我无从还嘴；或者说，她指责的不是我，是我供职的中央电视台。
　  之所以有这个场面出现，是因为头一天晚上发生了举世震惊的&ldquo;9&middot;11&rdquo;事件，而
在这个事件的传播中，CCTV除去小小的一条新闻，几乎失语。
与此同时，包括凤凰在内的媒体却全程直播，让CCTV陷人尴尬的境地。
　  这该是怎样一种沉默与失语呢？
　  &ldquo;9&middot;11&rdquo;事件发生几分钟之后，我在家中，便接到同学从福建打来的电话，他或
许是从台湾媒体中获取的信息，他告诉我：美国发生了大事，火速关注媒体。
又问：你们会直播吗？
　  我第一时间打开电视，全面搜索了一遍，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开始报道。
　  我马上拿起电话，给两位主任打了过去，一位是时间，时任《东方时空》总负责人，一位是陈虻
，时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
　  电话很简短，更像是请战：美国出事了，看样是真的，如果要直播，请火速通知我，我已准备好
，随时可以出发。
　  电话放下不久，电视上开始出现相关的直播报道，上海东方卫视、凤凰卫视，我印象中还有内地
的一家卫视。
像大片一样震动人心的新闻画面，直白地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为此变得更加着急，直觉告诉我：这
是历史性的大事件，按理说，我们不该缺席。
　  我的家，离电视台五到十分钟的车程，只要定下直播，我会迅速到位。
　  然而，电话却迟迟不响。
新闻事件进一步发展，一分钟的错过，便意味着新闻快速地死亡，正步入历史的阵营。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懂，沉默电话的那一边，该是另一通电话的此起彼伏，争取、说服、焦虑、盼
望&hellip;&hellip;都是新闻人，都有着同样的冲动和担心，我相信时间与陈虻，我也相信中央电视台在
面对大新闻时最本质的冲动。
　  电话依然不响，我打开电脑，网络上已是众声鼎沸，让人痛心的是：几乎一边倒的网上留言都在
幸灾乐祸。
当时，还不知到底有多少生命逝去，也不知这些生命中，会有多少华人。
可能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情才刚刚过去几年，因此，一种愤怒本就无从消解
，&ldquo;9&middot;11&rdquo;意外地到来，给了很多人一种解恨的感觉。
然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绪，在这种情绪之中，又蕴藏着怎样的一种对生命的漠然。
看着这些留言，我在想：如果一会儿直播，我该怎样说，又该怎样去追悼生命？
　  然而，我注定不会有这个机会，&ldquo;9&middot;11&rdquo;事件的直播，将注定不会出现在CC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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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屏幕上，也因此，CCTV将长久背上一个自己根本背不起的重负。
　  电话终于响了，这时，各个媒体的直播已经过去半个多小时，电话是时间打过来的，内容同样很
简短：&ldquo;洗洗睡吧，没戏了，不让直播。
&rdquo;　  我听得出时间的无奈与痛苦，我当然也听得出CCTV人此前的争取与请求，但是，一切都
必须戛然而止。
　  作为一家媒体，即使是CCTV，也天然地对新闻大事件有一种直觉的渴望，它自己要放弃这个报道
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后来成为中央电视台主管新闻的副台长罗明，当时正在美国，事情发生后，他迅速确定事实真伪，然
后便火速与家里联系，希望为有可能的报道提供支持。
　  然而，CCTV必须服从命令，而我更只是一个小小的卒子，请战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或许是有人担心，我们直播会显出我们在看美国人的笑话，因此&ldquo;大气&rdquo;一些，不直播吧
。
但恰恰这一个&ldquo;大气&rdquo;，小气了许多，也错过了一段真正的历史。
　  当然，论及原因，还有另外多个版本的解释：主管领导不在国内，联系不上，无法自己做
主&hellip;&hellip;但不管怎样的版本，结局都是一致的，我们已经错过了直播。
　  那一夜，我几乎无眠，而我相信，那一夜，在CCTV内部，无眠的人，绝不只我一个。
　  八年后的2009年，我去做《岩松看美国》，在华盛顿，有一个新闻博物馆，里面的一个展板上，
是2001年9月12日，也就是&ldquo;9&middot;11&rdquo;发生后的第二天，世界主要国家最主要报纸的头
版。
几乎是同样的选择，不管哪一个国家的报纸，头版都是昨天发生的&ldquo;9&middot;11&rdquo;。
而唯一的例外，是中国的大报纸，头版头条是别的内容，&ldquo;9&middot;11&rdquo;只是一个小豆腐
块，藏在其他的文字之中。
　  这一个&ldquo;例外&rdquo;是如此地刺眼。
看来，美国人并没有领我们&ldquo;大气&rdquo;的情，反而对这&ldquo;例外&rdquo;迷惑不解。
　  那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ldquo;9&middot;11&rdquo;事件，却遗留了一些&ldquo;伤口&rdquo;在遥远
的中国。
然而，也该感谢这&ldquo;伤口&rdquo;，让人们开始集体思考媒体的职责与本分。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大姐对我的指责，是一种期望之后的失望，是一种超越了自身利益的良知与
责任，我将终生铭记，虽然有时，仅仅有我一个人记住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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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幸福了吗？
》是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十年行走、十年思考、十年写作的又一部发力之作！
相比十年前还相对青涩的《痛并快乐着》，该书凸现了白岩松的成熟、睿智以及身在高处，却清醒、
平和的心境，是一部解读&ldquo;一个人和一个时代&rdquo;的重量级作品。
 　  白岩松试图以自己十年来的所见所闻、所事所为、所思所想，解读这个看似简单，却事关人人的
重大命题。
于是，书中几乎无一遗漏，生动深刻地记述了发生在每一个人身边的大事小情。
有影像、有故事、有哲理、有思考，妙语警句，满目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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