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幸福了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幸福了吗?>>

13位ISBN编号：9787535446329

10位ISBN编号：7535446329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白岩松

页数：28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幸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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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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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岩松，42岁，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主持人，曾主持《焦点访谈》、《新闻周刊》、《新闻
会客厅》《感动中国》等节目，出版作品有《痛并快乐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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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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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老头们必须承认，我喜欢很多老头，也愿意靠近他们，不仅得到智慧与启迪，还可以就近靠近
榜样们。
在我的人生目标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将来成为一个好玩的老头，就像我现在喜欢的好多老头一样。
比如黄永玉。
听说他是全北京最早开私家车的几个车主之一，而且是高层特批的。
在这个故事里，真正让我感慨的是，开车时，他已经过了六十。
后来，各种好车都喜欢，有空就过把瘾，只是到近几年，年纪大了，才只看不开了。
老爷子似乎对好多事情都如对汽车一般感兴趣。
大家一提到他，就会想起画家这称谓，可在我眼里，他是文字第一，木刻第二，画画第三。
这可不是故弄玄虚，不信，您翻翻他的书看一看，从头到尾，你都能找到开怀大笑的机会，然而文章
写的可不都是喜剧，甚至更多是悲剧，但文字中，总能释怀并化解。
当然，湖南人笔下，怎会没有嬉笑怒骂的辣，可各种情绪总是被他调适得很好，让你笑中有泪地完成
一段文字旅程。
甚至我认为，当下中国文坛，各路写散文的高手，超出老爷子的少之又少，更何况，面对黄永玉这个
名字，想占有他一幅画几乎没可能，但花百八十块钱，占有他写的几本书并因此分享他的智慧、思考
与幽默本事，这便宜占大了。
老爷子还写诗，写成一本诗集，然后一本正经地到书店里找一帮老友慢慢地读，退了的李瑞环都来帮
忙，没什么起立握手，大家都玩得开心。
而在北京的东郊外，老爷子大手笔建了一个园子叫万荷堂，时常高朋满座，有重要聚会就由老爷子寄
出亲笔书写的请柬，把游戏也正规对待。
我接到过请柬，但还从未去过，一来机缘不巧，二来也怕搅了老爷子的清静。
然而，一想到他，还会很开心。
这个时候，你不太怕岁月的侵蚀，原来老去，不过意味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甚至你会好奇，岁月中
那么多的苦难，都去哪儿了呢？
写到这里，我该停笔，因为想到老爷子的一幅画，画面上是一只大鸟，这不奇，旁边一行字把我看乐
了：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我估计，这画说的是主持人，所以，话就到此。
丁聪是黄永玉的老朋友，我在十几年前因为采访而走进“小丁”的家，以后就多了一些思念与牵挂。
前些年，一场大病，老爷子进了医院，出来后，我看到他，慰问，没想到老爷子依然笑容满面，“我
该走了，可问了一圈，人家不收。
”于是，我们爷儿俩接着聊，老爷子又一句话把我逗乐了：“住院手术真有好处，你看，我一下子瘦
下来几十斤，这下省心了！
”仔细一看，还真是，老爷子真瘦了太多，但是乐观没变。
其实，这一辈子，折腾他的可不只是病，比如黄金岁月去东北养猪，可回过头，老爷子会骄傲地对我
说：“我养那猪，特肥！
”一想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没点儿乐观真不行。
估计也有不少好老头，被折腾给挡在老年之外，也就靠着乐观与豁达，丁聪们走到人生的终点。
2009年，老爷子走了。
面对这一消息，我没有伤感，既然老爷子用自己的一辈子，把笑容变成了一种力量，那我们干吗不用
笑容来纪念他？
黄苗子、郁风是一对历经苦难的神仙伴侣，老年时，可爱加剧。
有一次，郁风一本正经地问我：“西班牙邀请我去，你说，我去还是不去？
”问话时，老人家还摆出西班牙弗拉门戈舞的造型，神态如少女，而此时，她已年近九旬。
年轻时，她们一群同学向往过西班牙，但后来时代动荡变迁，西班牙终成梦，年近九十，机会来了，
老人的心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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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然回答：“去啊！
”老太太乐了，这时，旁边的黄苗子插话了，“你帮她联系神舟飞船吧，她还想上太空呢！
”大家全都哈哈大笑，谁都忘了这是一对接近九十的夫妇。
再说一位年轻的。
今年七十四岁的韩美林，两年前做了一次大手术，出来后自我感觉“比以前聪明多了”！
其实，他以前就聪明，要不然，不会让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从他手上诞生。
但对待这个作品，他习惯轻描淡写，因为过程中，“不懂艺术的人话太多。
”你看，老爷子的话不比画差吧！
而这样的话多着呢。
做为政协常委，开会时，见很多人好话说尽，老爷子一笑：“各位，咱们到这儿来，是来献计献策，
而不是来献媚的！
”一句话掷地，满屋子的尴尬和沉默，但之后是掌声。
在北京通州，韩美林艺术馆里，各种作品琳琅满目，吸引着人们参观欣赏。
某日，他接到通知，第二天，有大人物要来参观，放下电话，韩美林收拾行李，买了张机票，跑了，
一个沉默的空城计。
写到这儿，可能会出现一个尖锐、苛刻、满身是刺不好合作的老头形象，其实恰恰相反，那得看对谁
。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总是慈眉善目，笑容满面。
虽然一辈子受了太多苦，可他的作品几乎全是乐观的，“因为人民需要。
”这位迎来艺术生涯六十年的大家，最近逢人便讲的一句话是“我的艺术快开始了！
”我同意，大艺术家的境界必回到童年！
提起季羡林，大家都会想到他的严肃与严谨，其实，老人偶尔也会露出可爱幽默的一面。
记得有一次去看他，在聊其他话题的中间，老爷子突然托我转告失眠者一件事。
原来，在二战时，季老正在德国留学，因战事，他十年无法归国，这期间，染上失眠症状，开始吃安
眠药，从此再也扔不了，一吃就是七十年。
老人让我带话：都说吃安眠药不好，我是活例子，都吃了七十多年了，不也没事吗。
告诉害怕的，没事儿！
有一阵子，我这个学俄语的人来了兴趣，报了华尔街英语班，在一次学校迎接老布什的聚会上，我身
边坐着一位老人，看着像六十多岁，其实已过八十，一聊，得知，他是北京友谊医院的前院长。
我很纳闷儿，“您也在这儿学英语？
”老人回答：“是啊。
”我更纳闷儿了，“您是医生，又是院长，英语一定不错啊！
”老人回答：“还行，可我的英语都是学术英语，太老，我想学学这美式英语怎么回事。
”这一番对话，让我永远难忘，记得在那一年的年终回顾节目时，我特意讲了这个故事，一个年过八
旬的老人，依然为了兴趣没有任何功利心地学习，年轻的我们该如何感想？
这，可能正是老人的力量与意义。
以上写到的老人们，我与他们的交往并不多，因而还是有点儿远，但读他们的故事，听他们的话语，
琢磨他们的人生滋味时，却又觉得近。
时常会心一笑，时常感慨万千，于是，他们也像亲人一样，时常在我身边。
写下来，是为了感谢。
话要说回来，一个社会，如果可爱的老头老太多了，这社会必可爱，而对于我自己，一直在想着，几
十年后我这个老头儿会怎样？
我希望是古典音乐摇滚乐依然都听；老夫聊发少年狂，半夜拉着夫人去吃一回冰激淋的事还得干；在
年轻人面前永远是笑容是宽容甚至是纵容，多欣赏多为他们搭台，不固执并继续学习，绝对不摆出这
个瞧不惯那个瞧不起的老夫子样；更重要的是：不能成为时代前行的阻拦者，而依然是社会进步的推
动者，有些话，年轻人顾忌，不好说，就让老头儿来说，夕阳正红，没什么可畏惧的；然后让家中永
远为年轻的人和年轻的事物开放⋯⋯够了，如果我能做到这些，我依然在今天渴望年老，而是否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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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这一切，却并不仅仅取决于明天，今天的中年，决定着老年的诸种可能。
老师们改革三十多年，我们“废除”了很多过去的常用称谓，首先“遇难”的是“小姐”，接下来“
阵亡”的是“同志”，再然后是“教授”，问题是，现在“老师”一词也被泛滥，满大街地使用着，
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写的是真正的老师们。
我成长于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母亲、姑姑、舅舅、舅妈、嫂子⋯⋯都是老师，于是，在这样的氛围
中，我习惯产生一种幻觉，经历过的老师便像是亲人，事实也如此。
现在的父母，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时，是要“择校”的，认为选上一个好学校，一切皆有可能。
可依我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择师”才是最重要的，只不过，校可以择，师，往往不可以择，这才一
门心思去择校。
其实，一个孩子能否健康成长、不厌倦学习，是否养成好的习惯，是否自信，真正的关键，是你最初
遇到了怎样的一个老师。
一路上，你所遇到的老师，从某种角度说，决定了你的一生。
也许是我幸运，上学时成绩虽然起伏巨大，好时名列前茅，差时名落孙山，一路上也挨过老师很多批
评，但只要有成绩，总得到鼓励。
自信，从来未被真正摧毁，反而在老师一路细心的照看下，有勇气向前。
记得高中同学前几年在家乡聚会，临别时，大家一起出门送班主任，拥抱、叮咛之后，老师走了，这
个时候，我们看着老师慢慢前行的背影，突然发现老师真的老了，满头的白发，行走已不敏捷，在孩
子的搀扶下一步一挪。
怎么就老了呢？
在大家的心目中，老师还是那个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都盯着我们，大事要讲小事要管，刀子嘴豆腐
心的利落形象。
可一想，怎能不老？
连我们都人到中年，老师也年过七十。
只不过，回忆，把形象定格罢了。
到了大学，本以为不会再有像中学时那样日积月累的师生情谊，然而八十年代末特有的氛围，还是让
我们难得地有了亲如一家的师生关系，尤其是临毕业时的特殊风波，更是把老师变成保护神，如父母
一样为我们牵肠挂肚。
按理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一拨走了该照顾下一拨，但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在特殊的背景下，
即使已在天南海北落下脚来，此后的成长、变化与境遇，还是让老师们迟迟放不下关注，长久地牵挂
着。
以至于我们的曹璐老师过七十岁生日的时候，同学们依然从全国各地赶回来，几十口子人，真像家一
样，陪着老师热闹了近两天。
而现如今，日子风平浪静，不知道，大学校园里，是不是依然制造着这样的师情画意？
曹璐老师资格老，于是，也有她前面的学生后来当了我们的老师，师生关系就在几代人中传承，像我
们的班主任丁俊杰，就是当初曹老师的学生。
在校园里，这样的几世同堂，更是温馨的画面，不过，有时，也会留下特别的故事。
曹璐老师的一个学生，八十年代中期火透中国文坛和新闻界，他的一篇又一篇关注现实的报告文学横
跨文学和新闻两界，其实也扮演着舆论监督最初的角色。
对于我们学新闻的大学生来说，这个大师哥的名字自然如雷贯耳。
然而没过多久，他真的进入学校，成了我们的老师，讲授报告文学。
说句实话，他的报告文学写得很好，但讲课的魅力似乎不如他的文笔，可有机会让“如雷贯耳”的人
物来做老师，那一个学期的报告文学课很特别。
不过，我们毕业那一年的风波，他似乎陷入其中，之后去了美国无法还家，又是多年之后，他的夫人
终于在带人情味的默许下，去国外和他团聚。
没想到没过多久，喜剧变成了悲剧，夫妇俩开车，在超越前车时，迎面来了一辆大货车，夫妇俩无法
闪避，发生了车祸。
还好，生命保住了，夫妇俩住进同一家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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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位大师哥艰难地爬起来，颤颤巍巍地挪步去相邻的病房看夫人，看到几乎呈现出植物人状态的
夫人时，他含着泪水说出四个字：“我要回家⋯⋯”那一瞬间，没有政治，没有主义，没有恩怨情仇
，只有一个孤独的孩子，在刚刚拥有一个伙伴时，上帝又失手把她打碎了⋯⋯以上的这些内容，都是
我的这位大师哥在写给曹璐老师的信里讲述的。
曹老师告诉我，这越洋的信中，“我要回家”四个字周围，依然清晰地看到泪水的印痕。
而这么多年过去，时代变迁，人心变化，有些话题敏感或危险，但这封信依然能够寄给老师，因为在
老师这里，可以犯错误，可以说委屈，可以坦白交待，可以一如既往地等待点拨。
所以，好的老师，不只代表过去的助推，还是漫长岁月里随时可以找到的避风港。
难怪有人会说：医生与教师这两个职业最为神圣，一个为肉体治病，一个让精神健康。
于是“医”与“师”的后面，都有一个“德”字。
离开校园，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但成长中，身边太多的人依然不断地推动我，其实，他们是接
过“老师”这一棒的人。
从我二十一岁工作到现在，这二十多年里，扮演我老师角色的人太多，不过，感恩，于我，不仅仅是
当面致谢，更重要的是，当自己有机会时，加倍地将过去得到的帮助返还给需要帮助的年轻人。
每个人，不是只能回忆老师，其实，你也有机会做老师，这个时候，你是否会想：我比我的老师做得
更好吗？
同学们人到中年，常听到旁边的同龄人自嘲：老了。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则是：过去的事情一清二楚，而今天上午做了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如果这就意味着老了的话，那自己恐怕早已老去，因为每一次同学聚会，局面都大致如此。
上学的事情，每一个细节都被挖掘出来，知道的不知道的都知道了，然而聚会前后那几天怎么过的，
好像都忘了，因为注意力都在聚会当中。
不知什么因素，一种时尚正在快速地扩张，那就是同学聚会。
儿子与同伴们十来岁已常有聚会，母亲，七十多了，一回老家，最盼的也是老同学聚会。
而我，也经历过，昨天晚上刚刚和高中同学喝完大酒，今天上午十点，小学同学已经在家门口守候，
中午喝之前，还要趁清醒提醒自己：晚上还有初中同学的聚会，万万不可被酒冲昏了头脑，可酒杯一
端，誓言烟消云散。
一个班级，是否可以常常聚会，一来要看上学时期班级的气氛和友情的密切程度，二来要有几个热心
张罗的人，用他们的辛苦与热情点燃那些半推半就欲走还留的同学，第三，还需要组织者拥有取之不
竭用之不尽的智慧，总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聚会的理由。
比如我的高中班级，十年一大聚，五年一中聚，有同学从外地回了老家就是一小聚。
而在北京的中学同学，在日常聚会之外，还开创了每年九月一日必聚的传统，因为“开学了”。
有一次在飞机上，看杂志上一篇对导演康洪雷的访问。
他和我一样，也是内蒙人，每年，他都会回草原，和同学们在一起，不用说《士兵突击》，不用说《
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就说过去，就是大口大口地喝酒，而且行也行不行也行，只要酒下得顺利，
同学们和自己都会很释然：这小子没变，还是咱们的那个老同学。
看到这里，我热泪盈眶，只好合上杂志，再没看剩下的半本。
没办法，感同身受。
大学同学不在草原，不用拼喝酒，但也不少喝。
我的一位天津同学如马三立般留下一个经典感慨：每次咱们班聚会，我都只记得前半截，后半截都是
下次聚会时同学们讲给我听的。
因为每次后半截，我都喝多不记事了。
其实，好多人恐怕都和他一样。
大学入学二十年，我们组织聚会，起名“至少还有你”，用意十分明显，不管怎样世事无常，不管路
途顺还是不顺，不管眼泪多于笑容又或者相反，值得欣慰的是：至少还有你。
在聚会前，我们收集了每个同学提供的校内旧照，稍加编辑，制作成一个大大的专辑。
在聚会的开场，我们几十个中年男女，重新汇聚在校园内原来的教室里，老师们也都请了回来。
一开始，就是老照片播放，二十年的岁月，不要说有时认不出别人，估计连自己都难以辨认，在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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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这是我吗”的七嘴八舌中，慢慢地，开始“老泪长流”，师生都如此。
这时，看着有人带来的孩子依然快乐地在课桌间游戏，突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错觉，这是过去，还是
现在？
二十年时光真的消失了吗？
在同学的聚会中，常常会有笑话。
比如一位男同学对一位女同学敬酒，真诚地借着酒劲说道：“上学时，我一直暗恋你，你叫什么名字
来着？
”满座哄堂大笑，男同学只好干杯为敬。
聚会时，同学们的惯常语是“没变没变”，大家互相陪着慢慢变老，自然觉得彼此没变。
但隔一会儿走进校园，看着校园里年轻的师弟师妹们，正和自己当初上学时年龄一样，大家才哑然失
笑，“没变没变”，纯属自欺欺人。
有聚会就离不开音乐，一次，我们将过去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与舞曲，编辑成二张CD，长达两个半
小时，聚会中的舞会，正是在这过去的旋律中行进的，而在这熟悉的旋律中，大家似乎得以安慰，不
觉年华老去。
还有一次聚会，晚餐也结束了，舞会也结束了，酒醉的人也醒了，大家意犹未尽，就席地坐在外面的
水泥地上，将所有现在能想起来的上学时的歌唱了一遍，直到脑海中一片空白。
2009年就更宏大，毕业二十年，于是组织了全年级的聚会，之前光策划会就开了近十次，最后几百人
云集校园，踢球、跳舞、大联欢会。
组织者尽力，同学尽情，学校尽心，成为又一段难忘的记忆。
以至于一年后，很多同学又要组织庆祝大聚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的聚会。
聚会固然好，然而副作用就是，聚会之后重新回到现实中难。
并且岁数越大越是如此，甚至让你产生幻想：人世间，为什么不能一直上学到永远？
正是在这样的失落中，一天一天，艰难地从纯真校园岁月再回现实的混乱世界里。
而同样难的，是从干干净净的同学友情中，再回到人心隔肚皮的竞争或拥有距离的环境中。
不过，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正因此，才有了同学聚会的价值，也才使同学聚会日益时尚并大踏步向产
业方向发展吧！
对于我们，同学聚会已经像一个信仰，而且有趣的是，分开之后，反而似乎比大学校园里还亲还互相
牵挂。
聚会多了，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岁月的催化下，我们的友情已经变成亲情，每一次聚会，都使得亲
情的成分进一步发酵。
也因同学在那里，聚会在那里，平日里一些日子才不那么难耐，起码都知道，不必担心岁月匆匆，过
去的一切都会模糊，没关系，想不起来的，同学替我们记住。
当然，更重要的是，哪怕未来不再让人期待，至少我们还共同拥有一个温暖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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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成长与困惑                                                                                                                   这个人，也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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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和一个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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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古人聪明，把提醒变成文字。
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
了？
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显然，他在记录时代变迁的同时，更关注个体的命运在其中如何发展，更关注“焦虑”、“浮躁”
“不安全感”等普遍存在的，社会高速发展的“副产品” 。
白岩松的言论，一向以有勇气、有价值著称。
相比十年前，无论他的人还是他的书，改变的是眼界，是心境，是胸怀，而不变的则是无处不在、让
人难以无动于衷的浪漫主义激情。
在涤荡悲喜的故事中，在社会转型的阵痛中，在历史车轮的呼啸中，白岩松字里行间跳脱出来的，是
对当下这个物质时代最迫切的追问：“幸福在哪里？
”以及对每一个焦虑忙碌的现代人最善意的提醒：“你，幸福了吗？
”文字如静水深流，真诚、温暖、撼动人心。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幸福了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