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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吃喝玩——生活与经济》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12月第二次印刷后，在上海举
行了一次签名售书活动。
在这之后，出版社请我吃了一顿饭。
在饭桌上，我即席提出了一件工作，那就是继续组织力量写作并编辑一本她的姊妹作。
社长朱杰人当即表示支持，在座的有邓伟志和周洁。
这本书工作的进行，就在这种情况下初步定下来了。
　　事后，我就找了几位同志商量了一下，提出“生老病死”这四个字，这是人们常用的，似乎可以
此为书名。
不过这有缺点，一个人不能一生下来就老吧！
在生与老之间，应该加一个“长”字，是否可以用《生长老病死》作为书名？
大家同意了我的提议。
接着就进一步讨论作者分工，提出除周洁担任责任编辑、胡冀燕担任我的助手之外，其他同志按照“
生”“长”“老”“病”“死”五个方面各自写文章，其内容，一是个人对生长老病死的看法和做法
，一是社会对生长老病死的看法和做法。
同时参加讨论的七位同志就“生长老病死”进行若干次对话。
把对话记录整理出来收进该书，作为该书的一个部分。
　　这样的做法，主要是我的主张。
回过来看，当时我考虑不周，而且对写作这本书的困难也估计不足。
出版一本书，当然要保证质量，而这是不容易的。
在七个人当中，我和胡冀燕在北京，其他五位在上海，虽然我们利用去上海参加其他活动的机会，想
方设法碰头，讨论了多次，并六次进行了七个人的对话。
但不可能经常讨论，因此进展得比较慢。
　　不久前，2004年10月14日的晚上，我利用乔宽元也去张家港参加智慧学全国性会议的机会，研究
了本书的写作工作。
我考虑了一下，在北京写了一篇《重写生长老病死》，并把此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在上海的同志，
请他们先做准备。
于是在我到上海参加上市公司百强论坛的第二天，即10月21日，开了七人全体会议进行讨论。
讨论的最后是乔宽元代表大家来说的。
大家的意思不赞成重写，说这样做旷日持久，而这本书出版的时间也不能太迟了。
他们主张最晚明年要把这本书出版。
他们知道我毕竟是快满九十岁的人了，要做的事情很多，只要我写好这篇序言，其他的事情少做一点
，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工作上，其他的事情，大家来做，有问题大家来解决。
我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放手，解放了自己。
感谢同志们这样地帮助我。
当然，我还要提供我已经写了的文章，作为编好这本书的基础。
　　回北京后，我立即动手写序。
我考虑这篇序言的内容，应该首先讲清楚我对生长老病死的基本概念和这本书的基本结构。
　　关于人的生长老病死中的“生”，如果理解为一个人的诞生，只是指他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一
员。
这样来理解的“生”，仅是一个“时点”的事情。
它决不是一个诞生者自己做得了主的事情。
书中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
除了社会对他做的事情——“接生”之外，在“生”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讲的话恐怕只是些带有哲
学味道的、对宗教典籍中关于“生”的许多教义的评论的话了。
但是如果把发生在一个“时点”上的“生”和初生儿、婴儿、幼儿合在一起来写，那么由于这不再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长老病死>>

一个“时点”，而是一个“时段”或“时间间隔”的事情，就会有许多话可说。
在初生儿这个“时段”中，他已经具备“人”的基本属性，有了“人”的心理活动，有了某些意识，
有了哭叫的行为表现。
婴儿这个“时段”肯定比初生儿长许多。
在这个“时段”，他的特点是还没有“自我意识”，或者说“自我意识”十分薄弱。
幼儿这个“时段”比婴儿更长。
这时候他会说话，会走路，有了明晰的自我意识。
写初生儿、婴儿和幼儿的事情，内容就会相当丰富。
　　接着写“长”。
在“长”的概念中，本来应该包括初生儿、婴儿、幼儿的成长，不过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可以从大
一点的幼儿写起。
主要写少年和青年，写到他们“长大成人”。
　　在这个时期当中，他不仅长身体，而且长智慧、长知识，他们的活动扩张到社会的更大的领域。
社会生活的内容越来越复杂，发生了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思想逐渐成熟，对人生就有某些感悟，有
了各式各样的愿望、各式各样的意志，性的觉醒也是这个时段的事情。
　　在生老病死四个字中，生老之间那个“长”，时间可以很长，也可以不长。
要说复杂，在讲“长”的这个时段中，恐怕是最复杂的了。
　　接着就是要写“壮年和中年”。
　　“向老年过渡”不属于“长”的概念之内。
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向“老”过渡？
这是在生理学和心理学中是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妇女的更年期比较明显，但恐怕不能说更年期是老的开始。
男性的更年期没有女性明显。
　　书中有对话的部分，因为参加者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经历不同，各有各的知识，各有各的体会
，各有各的思想，可以减少许多缺点。
　　对“生长老病死”这五个字，“生”是要讲的问题的前提，“长”是生的延续，“死”是一个人
的归宿，也可以说这三个字是基本的。
“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至于“病”，一个人从小到大都会有“病”的，这一点是应该说清楚的。
　　最后，我想该讲讲“老”和“死”这两个字。
　　“老”是由于年龄增长达到一定的程度而必然出现的现象。
这时候他的外部器官四肢和内部的五脏六腑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一种特定称之为“老化”的变化。
自然界某些化合物也是会“老化”的。
人的器官老化表现出来，就是感觉和脑筋迟钝，行动不便。
老和衰是相连的。
这两个概念有时合成一个词儿“衰老”。
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当然因人而异，同时有共同点。
衰老表明这个人的身体已经是在走下坡路，健康的思想是以积极的态度适应老年人的这种消极的现实
。
　　“老”并非只有消极的东西。
老年人的劣势是在身体方面。
但是老年人如果在平时努力工作和学习，脑子没有什么病，就会具有经验丰富、交友广泛，在社会上
有比较高的威望这样的优势。
老年人的这种优势，他本人和社会应该使之得到发挥。
　　我在《老年于光远》这本书稿中写了一节“什么是老”，这样的内容应该在这本《生长老病死》
里有。
　　“病”是健康的对词，它指人的身体发生了某种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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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的到来是正常现象，这是“病”与“老”的一个区别。
另一个区别是“病”有各种各样，这也与“老”不一样。
但是一个人总避免不了会生这种或者那种病。
一生没有生过病的人，可以说是没有的。
在这个意义下，“病”与“老”都是人生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可能生病。
只是有的病老年人才会得，有的病年轻时就会得，有的病只有小孩子才会得。
当然也有的病不论男女老少都有可能得。
而“老”，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老的岁数，但是只要活到那样的岁数就可以成为老年人。
“病”和“老”有许多区别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点在书中总是要交待明白的。
　　说“病”，1991年我得了男性乳腺癌，并转移到腋下淋巴。
手术后又因治疗不当，感染上丙型肝炎。
在第一次患重病之后，我还有不服老的思想。
在2003年我又因可疑癌症，动了一次大手术，打开肚皮，从肠子里取出了肿瘤。
所以说，写“病”我有点资格了。
我弄清楚了许多血液指标的意义，能对自己的病情一知半解地做科学研究，由于我能够得到医院的及
时检查与治疗，本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又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虽然对老心服口服，但是我仍认为可以做怎样的工作就做怎样的工作，不但在北京家里如此，还
坐着轮椅全国各地跑。
我很注意心理健康，因而身体总的说来不错。
上面说的老年人的劣势，我能比较冷静地对待，而老年人的优势，我能在自己身上发挥得不错。
我研究自己的长寿之道，研究我的活命哲学，提出信奉“喜‘喜’哲学”，喊出“莫辜负满头白发”
的口号来勉励自己。
我这样的努力反过来又对我的身体起了好的作用。
　　我当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在工作中我就有抓紧时间“做事快一点”的思想。
于是工作内容就有“收摊子”的一条。
这样的工作我正在做。
不过我这个人有时候又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方面在收摊子，一方面又在铺摊子。
　　人到九十，而且有病，不想到死那是不可能的。
“死是人生的归宿”，有生必有死，一切有限的事物都是如此，在多少亿年前开始形成的地球也有它
毁灭的一天，何况人类只有千百万年的历史？
一个人从生到死的这段时间有一个词，叫做“寿命”。
对寿命是需要研究的。
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是人的个体所能达到的寿命的长度；一个是人的个体已经达到了的最高年龄；
一个是人已经达到的平均年龄和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区的预期寿命；一个是本人希望达到的寿命；
一个是我写的“有效寿命”。
恩格斯的一个友人在恩格斯七十岁的时候给恩格斯去信祝愿恩格斯活到九十岁。
恩格斯说，他对友人的祝愿表示感谢，同时他表示“如果那时他和普通人那样变得十分衰老，但愿不
在人间，请求那位友人原谅”。
　　在《老年于光远》这本书稿里有一节《老与寿命》，在这本《生长老病死》当中也应该有这么一
节。
　　有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生命可以通过生儿育女来延长，这样的事情恐怕不能在这本书里详细地写
。
但是似乎应该提到它。
是否如此也需要大家讨论。
　　在这本书中，我想避免不了写我本人的很多体会和感受，但是这本《生长老病死》是讲生长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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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一般，不是一本描绘作者本人状况的书籍。
为了保证这本书的质量，对生长老病死的一般，就要研究得尽量深刻一些。
　　在提出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说这本书是《吃喝玩——生活与经济》的姊妹作，说这话的时候，并
没有认真思考所谓“姊妹作”指的究竟是什么。
对这一点甚至以后也一直没有深究。
不过在某一次对话当中，提到“生活”这个概念的意义，但也只是提到，没有展开。
我希望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
　　总之，生长老病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有许多问题是我们七人都不懂，在这本书
出版前的有限的时间里，以我们七个人有限的力量，是不可能研究解决的。
所以我曾经主张对“生长老病死”要出一套丛书，建立社会学学科中的一个专门的课题。
我希望现在我们写的这本书，能够对这件事情起促进的作用。
　　这篇序言就写到这里。
　　2004年11月4日　　以上是2004年11月4日我为《生长老病死》一书所作的序。
距今已有两年半多一点的时间。
其间，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像《治学方法一百条》和《老年于光远》这样收摊子的工作上。
去年八月，我因患脑血栓住进了医院。
我的身体和精力也大不如前。
这本书拖了这么长时间，与我有关。
日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周洁来看望我，我希望把〈〈生长老病死》一书，作为《吃喝玩——生活
与经济》的姊妹书，继续做好编辑和出版工作，周洁欣然同意。
我也仍主张，把“生长老病死”作为社会学学科中的一个专门的课题加以研究，在适当的时候出一套
丛书。
而本书的出版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于光远　　2007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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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年于光远》里有一节《老与寿命》，在这本《生长老病死》当中也应该有这么一节。
有一个问题，一个人的生命可以通过生儿育女来延长，这样的事情恐怕不能在《生长老病死》里详细
地写。
但是似乎应该提到它。
是否如此也需要大家讨论。
　　在《生长老病死》中，我想避免不了写我本人的很多体会和感受，但是这本《生长老病死》是讲
生长老病死的一般，不是一本描绘作者本人状况的书籍。
为了保证《生长老病死》的质量，对生长老病死的一般，就要研究得尽量深刻一些。
　　在提出写《生长老病死》的时候，我说《生长老病死》是《吃喝玩——生活与经济》的姐妹作，
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认真思考所谓“姐妹作”指的究竟是什么。
对这一点甚至以后也一直没有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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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光远，1915年生于上海。
在大学时学的是物理学专业。
1936年毕业时，已投身革命，不再做大物理学家的梦。
他在长期实践中，成为我国著名的信奉创造性的马克思义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
家。
他热爱工作，热爱生活，善于观察，善于思考。
几十年中笔耕不辍，撰写了两千多万字的文字，以深刻的人文情怀关注着社会和发展和民生的需求。
本书是在他90岁高龄组织并撰写的又一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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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生长老病死生关于“生”《小东的日记》到《非非——我的观赏动物》“终生日记”的厄运八十
岁的我和刚出世的小外孙女长最早的记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发展个性的形成关于幼儿教育研究儿童心
理学，普及儿童心理学《编年故事?二十年前》序（摘录）抬头之必须老服老长命八十万小时《碎思录
》小引八十自勉：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从坐轮椅谈起写在2001年前的给亲友们的贺年信《我要⋯⋯》我
要现代化他已经是跨三个世纪的大学者《老年于光远》序关于“老”的科普我的老年生活和老年哲学
我对老年的哲学思考和我的老年格言老人赋“银发浪潮”面前的思考智力的“返老还童”我睡眠的三
个“比”“三不之道”病病中记趣（四则）癌细胞?白细胞?文学细胞我第一次得重病——1991年做乳
腺癌手术2003年为可疑肠癌做了第二次全麻手术多么坚强的人！
与病床上的韦君宜的一次会晤一苇重病之后记病中的舟萍我总算履行了和冶方互相点名批评的协议任
促夷面对的幽默《微笑面对人生》写在前面拔牙记食道有多长？
心理治疗靠自我爱也是一种药死死后的“殡葬传”和生前的“遗”我几乎丧命在北京王府饭店死——
对它怎样认识和对待它重读鲁迅的《死》悼念钟敬文教授关于平均预期寿命——方舟子《长生的幻灭
》读后老与寿命田家英的悲剧黎澍逝世四周年——他对病和死的一些观点俭者寿面对死亡示儿——假
如我死了打开人体的“黑箱”加强对死亡的研究展望安乐死对话关于“生、长、老、病、死”的对话
　于光远、邓伟志等对话之一对话之二对话之三对话之四对话之五对话之六附录我正进行《生长老病
死》的研究《生长老病死》写作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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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什么是老　　不属于生物的物质中的某些东西，人们也常使用“老化”这样的语言。
我不是说这样的现象，它同我们现在讲的问题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我不想把问题扯得太远，因此只讲生物的“老”的问题。
　　先提一个问题，“老”是不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的现象？
　　生物，总的说来分三大门类：微生物、植物和动物。
我们把生物的这三大门类按这样的次序来排列，是尊重生物进化的历史。
生物起源在地球的原始海洋里，由于地球上出现某种特別的条件，再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从海水中
的碳氢高分子化合物中出现最初的生物。
那是最最简单的、比后来的病毒还简单得多的原始生物。
然后再经过很长很长时期的演化，成为今天地球上的各式各样的微生物。
　　微生物没有“老”只有“死”。
生物，即使最简单的，总比非生物的结构复杂，它的“死”就是它分解了，不再存在与外界进行物质
交换的主体。
会“死”，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现象，但是微生物无所谓“老”。
微生物只要“活着”、还没有死，就只有繁殖和变异，没有什么“老”。
　　写到这里，我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老’是不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的现象？
”写了这一段关于微生物的文字之后，这个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否定式的回答。
因为生物三大门类中就有一大门类微生物不存在“老”，“老”不是“一切”生物“普遍”的现象。
　　当然反命题不能成立。
　　先说生物中第二个大门类植物。
植物同微生物一样也有“死”。
——不妨提前说一句，动物也有“死”。
“死”的确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现象。
同时植物同微生物不一样。
植物有“死”，也有“老”。
　　许多植物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这种植物在一年——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生长季节”中，完成了自己生长、结子，然后枯死的全过
程。
这种一年生的植物，它在死去前的开始枯萎，是它死亡的前奏，我认为可以看作这种植物的“老”。
　　也有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第一年结子后，茎千枯死，而在工中根可以过冬未死。
这时候的茎干枯死，似乎就不好说这种植物“老”了。
　　许多木本植物都可以活许多年。
它们有自己不同的幼年期、青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
不少植物是植物中的寿星。
我在西双版纳拜望过最早的茶树。
长命的银杏我在许多地方见过，京西潭柘寺，我记得就有两株，可以活到千年以上，而且每年都能结
子。
这样长寿的树种大概并不很稀罕。
据说生长在美国加州的刺果松，从它的年轮考察，有的可以达到四千五百年。
　　再来讲动物的“老”的问题。
　　我手边有一本方舟子的《长生的幻灭。
衰老之谜》，其中对动物的老死写得相当多。
　　“老”是否一切动物的普遍现象？
　　这个问题我过去没有想过。
我是一个研究哲学的人，我觉得一切生物都有死这个高度概括的问题，反而比较容易解决，而是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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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动物都有“老”的问题，那是具体的问题，我没有注意过这方面的问题，更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当然也就说不出子丑寅卯、甲乙丙丁了。
　　我认为动物的“老”，总是它的生命史中身体变化的一种趋势、一段由原来的还没有“衰”的状
况变“衰”的过程。
“衰”是一种渐变、量变。
量变引起质变，动物慢慢地变老了。
“衰”和“老”是分不开的。
这两个字经常连成一个词“衰老”。
　　“‘老’是否一切动物的普遍现象？
”这个问题，我看就可以用是否一切动物都有这样的过程来回答。
如果一切动物都有，答案就是肯定式的，如果某种动物没有，就不能说一切动物都有“老”了。
　　方舟子的书中写了一段蜉蝣的故事。
蜉蝣的幼虫在水中可生活几年，一旦成熟，立即交配死亡。
我认为水中的蜉蝣，既然还是幼虫，那时就肯定他们没有“老”。
而它成为成虫之后，完成了交配，它就死了。
这样的动物，我觉得就不好说一定有“老”。
方舟子在书中并没有这么说，也许我的说法不对。
这一点又使我在这本书里写一段“关于‘老’的科普”多了一个理由，便于听到专家的批评，得到专
家的指正。
　　必须指出在这本书里写“关于‘老’的科普”，不是为了写微生物和植物。
也不是一般地写动物。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我们人类的“老”。
人类属于生物中的动物界的脊索动物中的脊椎动物，并且是脊椎动物中的哺乳动物。
在哺乳动物中，“人类”的寿命是最长的，我想“人类”的老年恐十白也会是最长的。
一个人如果不是由于战争、饥馑、传染病、事故⋯⋯活到一定年龄，就会出现衰老的现象。
眼会老花，耳朵会背，记忆力会减弱，体力会下降，动脉会粥状硬化，心血管会有病，骨质会疏松，
性机能会衰退等等。
当然每个人衰老的情况有所不同，即一个人进入老年，不是严格按照年龄一刀切的，本人的具体的身
体和心理状态，会造成人与人是否到了“老”年的某些差异。
　　但是“老”的到来总有一定之规。
人有衰老，这一点似乎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没有任何可以怀疑之处，从古以来人们早就知晓，而且许
多古文献中都有记载。
　　例如《论语·季氏》：“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老”的意思就是与壮相对。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师直我壮，曲为老。
”我赞同这个解释。
这就是说老有两个因素，如果仅仅年纪大一点，而没有“衰”，还可以不说他“老”，反过来仅仅身
体衰弱，但年纪不大，也不能说他“老”。
　　两条中第一条是基本的，这是按照客观规律，人年纪大到一定程度，“衰”的现象就显示出来了
。
　　应该指出，随着社会在很长时期中的进步，“老”的年龄会略向后推迟。
我看《礼记·王制》上面写：“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女人不暖，九十虽
得人不暖矣。
”这就是说在周朝，五十岁的人一般就到了“老”的时候了。
开始衰老的年龄，是五十左右，从那时起，身体越来越差。
不过在《礼记》这本书中，是用胃口和十白冷这样的很原始的办法来表示，并且这也只是贵族老爷能
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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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老百姓哪里能够随便找个女人抱抱取暖。
不过就是有这种条件，到了九十岁，怕冷的问题，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到五十左右进入老年，也许同更年期有关。
女子的更年期在四十五至五十五岁之间，男子也有更年期，但不明显。
不过五十就开始“衰”，还只是中国古代的情况，近代中国就不是这样了。
　　上面说的是从一个人的身体来说什么是老年的问题。
还有一些涉及老年人待遇的问题。
比如在《礼记。
王制》里讲到了“养老”的问题，并且有这样的规定：“五十养子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
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
”就规定一套喝酒吃饭的礼节。
就说在现代，苏联解体以前，“国家领导人”五十岁就可以做寿。
这些就是由人来规定了。
　　这些，再加上不同的人的特异性，我们对“什么是老”的问题的回答，应该说相当周全了。
　　由年龄起主导作用的身体上的“老”，即从自然科学角度来看的“老”是基础。
但是社会上对“老”有各种说法，比方实行离休退休制度，就需要对“进入老年”这件事情有一个年
龄上的规定。
同时城市公共交通、城市公园也就按照年龄给以优待。
在这样的事情上，社会上往往只能按照年龄一刀切。
　　社会上也会对上岁数的人，给予特别的尊重。
就在上面引用的《礼记·王制》那几句话之后，紧接就是这么一段：“五十杖子家，六十杖子乡，七
十杖子国，八十杖子朝。
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
”　　这一段话翻译成当代白话文，就是一个人活到五十岁的时候，他就会在家里拄着手杖走来走去
，受到子孙们特別的尊敬。
到六十岁的时候，他就可以拄着手杖到“乡里”指指点点。
到七十岁的时候，他就可以拄着手杖到各国高谈阔论。
到八十岁的时候，他就可以拄着手杖到周天子那里上殿觐见。
（在中国的语言中，常常把八十岁的老人称之为“杖朝之年”。
）至于对到了九十岁的人（九十者），周天子有什么要问的时候（天子欲有问焉），就要到他的房间
去（就其室），并且随身带着珍贵的礼品（以珍从）。
这表明不但对老人的尊重，而且对不同年龄的老人，还有所区别。
越老，给予越高的优渥。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长老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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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