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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所著的一本散文集。
作者在书中详尽地描述了他在瓦尔登湖湖畔一片再生林中度过两年又两月的生活以及期间他的许多思
考。
《瓦尔登湖》以春天开始，历经了夏天、秋天和冬天，又以春天结束，正如一个生命的轮回，终点又
是起点，生命开始复苏。
全书充满了宁静、恬淡、智慧。
其中分析生活、批判习俗处，句句惊人，字字闪光，见解独特，耐人寻味。
读着它，读者自然会感觉到心灵的纯净、精神的升华。

 本书是《瓦尔登湖》修订版。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瓦尔登湖>>

作者简介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年7月12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一个商人家庭。
康科德四季风景如画，梭罗经常喜欢到野外去，独自徘徊在树木花草、鸟兽鱼虫之间，与大自然结下
了不解之缘。
1833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好学不倦，是班里的优等生；1837年毕业后，他返回故乡任教两年(1838
—1840年)，还当过乡村土地测量员。
他毕生酷爱散步、观察与思考，写下了大量日记，积累了他日后进行创作的丰富素材。
他与大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一1882年)相契，于1841—1843年住在爱默生家里，成为爱默生的门生兼助手。
因此，他弃教从文，在爱默生的激励下，开始写诗与论说文，起初给超验主义杂志《日晷》撰稿，随
后也给其他报刊撰写文章。

1845年，他在离康科德两英里远的瓦尔登湖畔亲手搭建一间小木屋，在那里度过的两年多的岁月中，
完成了两部作品《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上一周》和《瓦尔登湖，或林居纪事》(均在他生前出版)。
1847年梭罗返回康科德居住，其后就在故乡从事写作、讲学及观察、研究当地动植物，偶尔也出门作
短程旅行，以扩充见闻，为日后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有时，他还得上父亲的铅笔工厂去挣点钱维持生活。
1862年5月6日，梭罗因患肺结核不幸去世，年仅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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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让我们花片刻之闲就前言所及的大部分生活负累及焦灼忧虑做一点思考，并且看看我们有多大必
要纠缠其中，或至少值得我们牵挂忧心。
即便处身于这个表象文明的世界之中，去尝试一种朴野原始、富有拓荒意味的生活也大有裨益，或许
我们可以借此明白什么是生活的最基本需要，通过什么方式去满足它们;甚或，去翻翻商人的陈年账簿
，看看人们常常都会买些什么，存些什么，亦即，最起码的杂货是些什么东西。
因为，尽管时代在进步，但是它对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却影响甚微，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我们的
肉身之躯跟前人无甚区别的缘故吧。
　　我所说的“生命之必需”，是指在人们付出努力的所有获取中，那些不管一经使用抑或长期使用
，而显得于生命关系甚大，以至于成了没有人能离得开的物品，容有例外，无非因为蒙昧、贫穷，或
是哲学上的缘故。
从上述意义而言，绝大部分生物只有一种需要，那就是食物。
对大草原上的犁牛来说，在它已经觅得密林或山洞借以庇身之后，那便是让它餍足的方寸绿荫和解渴
之水。
所有野外生命的需要不外乎食物和处所两个方面。
而人类，精确言之，在现有的气候条件下，其生命需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那就是食物、住所、衣物和
燃料，因为只有这些方面得到保障，我们方能得以自由地思考真正的人生问题并有望获得结果。
人们不仅创建了住房，并且学会了缝制衣服烹制食物，同时，或许在不经意之间发现了火可以释放热
量，并因此开始利用它，最初自然是一种奢侈享受，最终却沉淀为一种围火而坐的需要，这种“第二
天性”的获得在猫和狗身上也能看得出来。
只要得到适当的住所和衣物，人便足以保持自身正常的体温，但是，当这些设施过度，或者所用燃料
过多的时候，亦即体外热量高于自身热量的时候，这岂不成了一种炙烤行为?博物学家达尔文曾谈到火
地岛居民的情况，他说，当他们一行人穿戴很好，近火而坐，依然感到很冷的时候，他们却极其惊讶
地看到，那些赤裸身躯，离火很远的野蛮人“却汗流浃背，经受着炙烤”。
同样，据说在欧洲人衣物加身尚且瑟瑟发抖之际，澳洲的土著新荷兰人却赤身裸体，泰然自若。
难道野蛮人的韧性和文明人的智识就不可兼得?依照德国化学家里比希的说法，人体好比火炉，而食物
便是让肺中的火焰持续不熄的燃料，所以冷天我们吃得多而热天则吃得少。
机体的热量是一个缓慢燃烧的结果，当燃烧过快时，疾病和死亡便随之发生，而当燃料缺乏或通风不
济时，火焰就会因之熄灭。
当然，维系生命的热量跟火焰不可混为一谈，但两者却有很多可比之处。
因此，综上所述，“机体热量”似乎是“机体生命”的代名，因为，食物可以被视作用以保持体内之
火的燃料——只是加工食物，或者从外部增加机体热量的燃料——而住房和衣物则仅仅用以保持由此
产生并吸收的热量。
　　由此可见，对我们的肉体而言，最切身的需要是保暖，保持维系生命的热量。
所以，我们何其辛苦，不论是摄食，穿衣，营造房屋，还是设置床铺——床铺是我们夜间的衣物——
人类为了搭建窝中之窝而打劫了鸟儿的巢穴及它们胸前的毛羽，这跟鼹鼠在洞穴深处用草木和枝叶筑
巢毫无异致!穷人惯于抱怨这个世界的寒冷，至于寒冷，不管是身体感受还是处身社会的心理感受，都
被我们直接认定为我们绝大部分人生痛苦的根源。
在某些地方，夏天有可能让人们过某种乐园一般的生活，这时候，燃料除了用以烹制食物皆非必需，
因为太阳灼热的光芒足以“烤”熟大量的果实，所有食物常常更为多样，且更易获取，而衣物和屋舍
全然或几乎没用。
当今时代，就本人经见而言，诸如小刀、斧斤、铲子、手推车一类的工具，以及灯火、文具和翻阅少
许书籍的特权，这些被好学之士几乎视作必需的东西，都能耗资无多即可获得。
但是，偏有人愚不可及，而跑到地球的另一面去，花上一二十年时间跟未开化和不健康的人做交易，
为了能在新英格兰生活——其实，就是为了保持惬意的温暖——最后死在那里。
恣意挥霍的富人岂止为了保持温暖舒适，主要是为了不正常的炙热，如前所示，他们是在炙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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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说，这可是时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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