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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书从茫茫书海中提炼出大师、先哲的闪光语言，集腋成裘，呈献给读者。
这些名言虽文字简短，却是知识的积淀，智慧的浓缩，可谓一字一珠玑，一句一真谛。
本套书是自我提升的最佳读本，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本书从托尔斯泰的所有著作，如艺术作品、评论、日记、笔记、书简等之中，挑选出代表其各方面
思想的语句，再分门别类，归纳成像辞典一样的托尔斯泰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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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 生、死、爱　　1 生　　真正的生活，要接续过去的生命，促进现在与未来生活的幸福。
要加入这样的生活，人类必须在赋予人子生命之时，贯彻为人父者的意志，因而不得不舍弃自我。
　　——《我的信仰是什么？
》　　在现代世界，所有人类都不能没有真理，不能没有追求真理的意念而生存。
所有不能舍弃的事情当中最不能舍弃的，是探求人类生存的真理，以及坚定地信仰真理。
　　——《我的信仰是什么？
》　　人活着，不是为了期待别人为自己工作，而是为了服务他人。
劳动的人，才是赐予食物的人！
　　——《我的信仰是什么？
》　　水车，为了把粉磨好，是必要的。
人生，为了让生命灿烂发光，是必要的。
　　——《人生论》　　所有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与幸福而求生存。
如果一个人没有追求幸福的欲望，那么这个人可能是不知道自己之所以生存的意义。
也就是说，人如果没有追求自身之幸福的想法，根本谈不上什么人生。
对所有的人来说，所谓生存，就等于追求幸福与获得幸福。
因此，追求幸福与获得幸福，当然也就等于人生。
　　——《人生论》　　首先浮现在人们心中的人生的唯一目标，当然是自身的幸福。
但是，人不能单单只想到自己的幸福，即使人生中好像有幸福。
“只要自己好就是美满的人生”，像这种充满自私的人生，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都一步步迈向
苦恼、不幸、死亡、毁灭，而且会很难停止地向前猛冲。
　　——《人生论》　　人类的生活，是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之间的连贯行为。
人每天必须从自己所能做的无数行为当中，不断地选择自己所能做的事。
　　——《人生论》　　一个人所称呼的人生，就是他出生以后的生存，绝对不是他的人生。
自己从出生到现在的这一瞬间，一直生存下来的这个观念，就好像梦中所见的错觉一般。
这也就是说，在还没有睡醒睁开眼睛之前，并不知道这只是一场梦；当睡醒睁开双眼之时，才恍然大
悟——啊！
这不过是一场梦罢了。
同理，在理性意识还未觉醒之前，人生是毫无意义的。
关于过去之生活的观念，只有在理性意识觉醒之时才形成。
　　——《人生论》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别人的生存，不晓得快乐并不能带来满足，又不了解自己
正一步步迈向死亡，那么，他连自己的生存都无法理解。
　　——《人生论》　　只有抛弃动物性的个人幸福，才是人类生存的法则。
　　舍弃个人的幸福，既非美德，也非美誉，而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对动物来说，不以自己单一的幸福为目的而行动，就是和自己的幸福正面对立，也就是否定了生
存。
不过，人类的情况恰好相反，仅仅指望自己一个人幸福的行动，才是完全否定了人类的生存。
　　——《人生论》　　耶稣基督说：“你们必须重生。
”这句话并非意指有谁在对人下令降生，而是人必然会如此。
为了拥有生命，人在生存当中就必须重生，而每次诞生都是根据理性意识。
　　——《人生论》　　你是否希望所有的人都为你而活？
你是否希望所有的人都比爱自己本身还更爱你？
能适应你这种愿望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为了他人的幸福而生存，所有的人都比
爱自己还更爱他人。
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自己和他人才会得到所有人的爱，并且获得你所盼望的幸福。
只有在所有的人都比爱自己还更爱他人时，才能实现你所盼望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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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这样，那么，作为一个生存分子而存在的你，就必须比爱自己还要更爱他人才行。
　　——《人生论》　　“追求个人幸福就是人生。
”如果用这种人生观看世界，人们会发现，这世界只剩下相互残杀的兽性斗争。
如果承认只有为他人谋求幸福才是人生，那就可以在这个世界看到完全不同的情况。
偶发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争，远比他们互相奉献服务的情形还要多，这是在这个世界看得到的。
人类之间如果不愿互相奉献、服务，这个世界根本不能形成。
　　——《人生论》　　对那些把生命当做真实姿态的人来说，步入风烛之年及对于生命无多的慨叹
，就如一个面对光亮前进的人，越接近光亮，越慨叹自己的影子愈来愈小一般。
相信肉体灭亡即生命灭亡的人，由于物体进入光亮之处而影子消失，便因此相信这是物体消灭的确证
。
这种结论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那些长时间看着影子的人，到了最后，竟把影子当成了物体本身。
　　——《人生论》　　对于不死的信仰，并不是任何人都能领受，都能在内心栽植这种信念。
为了让不死的信仰存在，首先就必须使信仰存在；而为了使信仰存在，就必须使自己在不死的这个方
向上掌握自己的生命。
能够相信来生的人，在他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事业后，便成为这个世界上未能平息之处，唯一能在有生
之年确立对世界之新关系的人。
　　——《人生论》　　人只有在认识“自己绝对不曾诞生，却一直存在，且现在依然存在，以后还
要永远存在”时，才会认识自己的不死；只有在理解“自己的生命不仅是一股波浪，还是永恒的运动
”时，才会相信自己的不死。
　　——《人生论》　　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好好地保护自己，而是为了不停地完成我们的人生事业
。
　　——《人生论》　　高兴起来吧！
人生的事业、人生的使命，都是喜悦；迎向天空、迎向太阳、迎向星夜、迎向草原、迎向树木、迎向
动物、迎向人，都是可喜的。
为了让这份喜悦不致遭到破坏，你要时时监视它。
这份喜悦若是破灭了，那就是你在什么地方犯了错。
找到这个错误，纠正它。
　　——《日记》　　2 死　　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产生于肉体的毁灭及丧失人生幸福的畏怯心理
。
如果人能把别人的幸福视同自己的幸福，也就是比爱自己更爱别人，那么死就如同只为自己而活的人
所想的一般，所谓“幸福与生命的断绝”，他连想都不会去想。
关于死，对于一个为他人而活的人来说，可能不曾想到“幸福与生命的破灭”。
为什么？
因为他的幸福与生命不仅不会随着他所服务的人类生命之灭亡而灭亡，反而会经常由于为他人生命的
牺牲而被加强、扩大。
　　——《人生论》　　越是爱自己，越会跟他人争夺，引起他人的仇视，于是彼此就起而以刀刃相
向。
越是想要逃避痛苦，痛苦就越强烈。
这就如同越是想从死亡线上挣脱，死亡就越显得恐怖。
　　——《人生论》　　所谓死亡的恐惧，并不是指对死产生的恐惧，而是对虚幻的生存感到恐惧。
最好的证据，是人们屡屡因死的恐惧而自杀这个事实。
　　恐惧死亡的人，是因为恐惧死的空虚与黑暗。
他们之所以能看见死的空虚与黑暗，是因为他们看不见生。
　　——《人生论》　　所谓肉体的死亡，是指空间上的肉体与时间上的意识之消失。
然而，构成生命之基础的东西，也就是这个世界与各个存在的生命之间所成立的特殊关系，是不会消
失的。
　　——《人生论》　　死亡的恐惧，由于人们心存的错误观念，使得原本只是局限于生命小角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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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被当做是人生，而不断滋长着。
　　——《人生论》　　生命，是与这个世界的关联。
生活的运动，是要确立与世界的新高度关系。
因此，死亡就是步入与世界的新高度关系之中。
　　——《人生论》　　人类的死亡，是因为人已无从再增加真实生活中的幸福，而不是因为得了肺
病、患了癌症、被射杀，或是处于爆炸事件当中。
　　我们想着，人不该死，却又在当中死去，像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的。
人类的死，只限于对他的幸福是必要的时候。
这就如同一个人会长大成人，只限于对他的幸福是必要的时候。
　　——《人生论》　　只有在人错把肉体上的动物生存的法则当做是人类生存的法则时，死亡与痛
苦才会被看成是一种灾祸。
　　他虽为人类，却沦落至动物的等级——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会看见死亡的痛苦。
　　——《人生论》　　人类赋予自己自杀的可能性，因而人类可以自杀（有自杀的权力）。
因此，人类不断行使这种权力，经由决斗、战争，或者以自我堕落的生活方式，或者用伏特加、烟草
、鸦片等，不停地自绝生命。
　　生存是得不到褒奖的，生命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而死亡只不过能够改变生命的形式，中止在世
生存的状态罢了。
　　——《关于自杀》　　活着与死去一样。
好好地活着，如同好好地死去。
因此，为了好好地死亡，必得努力不懈。
　　——《日记》　　我们知道，雷鸣是在打雷之后。
所以，在雷鸣之时，绝对没有被雷打到之虞。
但是，我们在听到雷声之时，总会震惊、颤抖。
在死亡的场合也一样：不了解生命之意义的人，以为死亡就是完全的毁灭，所以他们恐瞑死亡，并尽
其所能地逃避死亡。
愚蠢的人在听到雷声之后，明明早已没有被雷打到的忧虑，但他仍会想法子躲藏起来。
　　——《人生之道》　　死亡，是将我们的灵魂包藏起来的外壳所产生的变化。
外在的躯壳根本无法与其中的灵魂混合为一。
　　——《人生之道》　　是否有所谓死后的世界？
这个问题就如同——所谓时间，是承受肉体限制的人类思考的产物，抑或对所有的存在而言，是不可
欠缺的条件？
　　对于所有的存在而言，时间不可能皆是不可欠缺的条件。
这可由我们都是凭借自己认识不受时间限制之物，即存在于现在之自我的生命，得到证明。
所以，“是否有死后的世界？
”这个问题，说实在的，与“尾随时间之后的人类观念，以及存在于现在的生命意识，这两者何者为
现实？
”是相同的问题。
　　——《人生之道》　　对死亡所产生的恐惧，和对幻觉所产生的恐惧一样，也就是说，对不存在
的东西感到恐瞑，都相同。
　　——《人生之道》　　不论死亡也好，或是死亡会造访我们每一个人也罢，都不是确确实实的。
也许明天、也许午后夜晚来临之前、也许夏末、也许冬初，死亡即将来临，但那也并不确实。
为什么我们会准备如何过夜、如何过冬，却对死亡毫无准备？
不能不对死亡有所准备。
预备死亡的方法之一，就是好好地过生活。
越是能好好地过生活，死亡的恐怖便会越少，死亡也会变得轻若无物。
对于圣人来说，死亡是不存在的。
　　——《人生之道》　　忘却死亡的生活，与意识到时时刻刻都逼近死亡的生活，两者全然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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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与动物的状态相近，后者则与神的状态相近。
　　——《人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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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简直像一个瀑布，像大自然的巨人。
　　——高尔基　　他是惊世骇俗的圣者。
　　——托马斯?曼（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一个人除非疯掉了，才能设想自己和托尔斯泰比
肩，去较量。
　　——海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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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被众人仰望的伟人们，都在仰望列夫·托尔斯泰，要有多优秀，要有多伟大，才可以达到如此的
高度？
逝者如斯，如今留下的，只有伟人的作品。
《托尔斯泰如是说：大师的叮咛》集托尔斯泰作品之精华，为您展现一个真实的托尔斯泰，带您领略
伟人笔下如大海般恢弘开阔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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