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老龄化

中国未来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

中国即将进入老龄社会，随着中国

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峻，养老问题受到

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十三五”期间是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的收官

之年，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之际，还是中国

进入深度老龄社会的临近之时。人社部部长尹

蔚民曾公开表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

方面存在隐忧，中国是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又

是一个急剧快速老龄化的国家。德国著名医学

人文学专家史安梅在近日的一次演讲中也表示

了同样的担忧。史安梅认为中国面临的老龄化

问题比欧美发达国家更加严重。中国在国家还

没有累积到足够资源去支撑解决老龄化问题

前，“银发族”的人口已经快速增长。发达国家

在“银发族”形成时已经达到了人均高收入并建

成了养老机构的基本结构。在这两个方面中国

还十分落后。

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峻，养老问题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很多人担心，自己老后

不仅不能老而富足、“优雅地老去”，反而可能因

老致贫，陷入“银发贫困”的窘境。老龄化社会，

老人们将如何养老，以什么方式养老，老人的善

终问题又将如何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业已引

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面对21世纪的中国“跑步式”迈入老龄化社

会的国情，中国老人如何养老？《养老大趋势》（中

信出版社，2014年4月版）在一定程度上回答和

回应了当下关于养老问题的诸多思考与争议，为

破解中国式的养老困局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此

类图书还有《养老有方》（轻工业出版社，2012年1

月版）、《未来我们如何养老》（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年1月版）、《你靠啥养老》（华夏出版社2012

年8月版）等。

日本是最早步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也因

此日本媒体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也比较早。

《无缘社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4月版）是

日本媒体NHK根据其特别节目改编的一部有关

日本老人生活现状的著作。书中那些悲痛和伤

感的故事对即将进入老龄社会的中国具有极强

的警醒和启示意义。

我国为应对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从个人到

国家，各方都在积极筹划，为国家即将进入老龄

化社会未雨绸缪。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审议通过的重要议题“全面放开二胎”已成功落

地，这可算是国家针对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作出

的首个重要政策决议。

临终关怀

尊严地活到生命的终点

中国自古避讳谈论死亡，但只有了

解疾病，参悟生死，才能更加珍惜生命，

热爱生活，过好每一天。

谈到老龄社会，就不得不关注生命的终点

——死亡。当独立、自主的生活不能再维持时，

我们该怎么办？在生命临近终点的时刻，我们该

和医生谈些什么？应该如何优雅地跨越生命的

终点？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缺少清晰的观

念，而只是把命运交由医学、技术和陌生人来掌

控。美国知名医生阿图·葛文德结合其多年的外

科医生经验，用一个个伤感而发人深省的故事组

成了《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

的常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版），对在

21世纪变老意味着什么的议题进行了清醒、深入

的探索。作者选择了常人往往不愿面对的话题

——衰老与死亡，梳理了美国社会养老的方方面

面和发展历程，以及医学界对末期病人的不当处

置。书中不只讲述了死亡和医药的局限，也揭示

了如何自主、快乐、拥有尊严地活到生命的终点，

这对老龄化日益加剧的当下中国社会不无启迪。

作为医生，他们每天都在面对生死，如何面

对，则各有不同。《死亡如此多情Ⅱ——百位临床

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15年6月版）是一部由百位医护人员共同

完成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它用叙事医学的手法

描述了医者亲身经历的临终故事，用大量鲜活的

案例和独特的视角诠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

——生与死。每个人在临终之时，都会看到常人

看不到的风景与人。《当我们回到上帝怀里》（长

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4月版）是美国临终关怀

院护士哈里斯真实记录的44个临终故事。作者

曾经无数次地目睹人的死亡过程，对临终的人会

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也更加清楚并感同身受。中

国自古避讳谈论死亡，但只有了解疾病、参悟生

死，才能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过好每一天。

欧洲犹太裔文化人类学家贝克尔认为拒斥

死亡是人类的终极错觉。贝克尔在《死亡否认》

（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版）中说：“并非自然的

动物本性，而恰恰是对惊恐（panic）的掩饰，让我

们活在丑陋之中。”该书比他的另一部著作《拒斥

死亡》（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1月版）更接近作

者要表达的终极关怀深度。他向世人揭示了一

个颠覆性的真理：死亡并不必然产生恐惧，然而，

恐惧的人生却虽生犹死。作者进一步深刻指明：

人们常常用欲望来掩饰恐惧，殊不知欲望恰恰是

恐惧的结果，如此文饰，相当于饮鸩止渴。因此，

吾人别无他途，唯有直面恐惧，向死而生。

死亡之所以让人们无比地恐惧和排斥，是

因为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敞开心结去认识

它，导致死亡带上了阴沉浓重的黑色面纱。《死

亡课：关于死亡、临终和丧亲之痛》（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是一部让我们近距离

了解死亡的书，它既没有长篇累牍的哲学纠问，

也没有学究式的论证，它凝聚的是几位作者第

一线的工作实践与研究思考。它告诉人们如何

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中，从容应对自身、亲友

乃至陌生人的临终、死亡和丧亲之痛。同样是

谈论死亡，法国母亲佩兰书写的《给我的孩子讲

死亡》（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是作者

与11岁女儿有关死亡话题的对话。生命、临终、

葬礼、死亡选择，她们触及了围绕死亡的几乎所

有可见现象和思考。正如作者所言，只有直面

死亡，而不是回避它，才能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

更好地面对生活。

死亡哲学

探讨哲学就是学习死亡

死亡虽是我们每个人的宿命，但

看待死亡的视角，却可以让人们获得

拯救。

死亡作为一门真正的学问肇始于上世纪70

年代。那时“死亡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在西方

国家刚刚兴起，而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

斯1977年所著的《面对死亡的人》（商务印书馆，

2015年2月版）一书则起了开创性的作用。该书

展现了西方从中世纪早期到1970年代人们对死

亡态度的历史。阿里耶斯的这部著作奠定了一

套对死亡观的话语解释系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

了阐释、修正和取舍的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蒙田说：“探讨哲学

就是学习死亡。”死亡虽是我们每个人的宿命，

但看待死亡的视角，却可以让人们获得拯救。《耶

鲁大学公开课：死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年10 月版）源于最受欢迎的国际名校公开课之

一《哲学：死亡》。作者挑战死亡和许多我们习以

为常或未经深思的观点，邀请读者系统反思死亡

的哲学之谜，以更清晰的概念探讨死亡的意义为

何。有了对死亡的深刻意识，才会有对生命价值

的深刻了解。

如何面对生命，如何理解自己的生命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复旦大学青年教师于

娟在罹患癌症之后，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以日记形

式发布网络，取名“活着就是王道”。在日记中反

思生活细节，并发出“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

发现，任何的加班（长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杀），给

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

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

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

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的感叹，引

起网友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于娟逝世一个月后，

网络日记文字版《此生未完成》（湖南科学技术出

版社，2011年5月版）正式出版。该书甫一面世

即引发热销。于娟在生前的最后采访中说：“我

跟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生病之前被欲望绑架得太

厉害，我希望人们看了我的悲剧之后，能够改变

一下他们的人生轨迹，让我的悲剧不再发生在他

们身上。”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

善。这是于娟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忠告。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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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 刀（书评人）

《拇指一代》[法]米歇尔·塞尔著 谭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5年10月版/29.80元

世界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从依

赖自然变成了依赖科技。该书是一部“虚构的童话”，并对未

来教育进行预言的哲学著作。作者在书中阐述了科技发展对

人类与社会的影响，其引发的变革，以及拇指一代的特性，新

世纪学校和社会的新职责，引导大家思索在危机、变革中的出

路：赋予年轻一代信任，与拇指一代合作，建立新的乌托邦。

该书在法国的首版销量已达21万册。

●第一时间书

前不久，白俄罗斯女记者斯维特

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然而，她的作品在中国面临怪异

遭 遇 ：比 如《切 尔 诺 贝 利 的 哀 鸣》

（VoicesfromCher nobyl）被 换 成 新 名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

后又换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

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

音》；《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你未曾听

过的“二战”亲历者的故事》，其实原名

应该是《战争的非女性面孔》（War’s

UnwomanlyFace）；《我还是想你，妈妈：

你未曾听过的“二战”亲历者的故事》

的 原 名 是《 最 后 的 见 证 者 》

（LastWitnesses）。（11 月 9 日《西 安 晚

报》）

语不惊人死不休。乍看上去这种

书名确实达到了“惊人”目的，但给人

的不是惊叹更多的是惊讶。改造后的

书名隐约中有种“知音体”的煽情味

道；然而，以煽情著称的“知音体”故

事，至今尚未发现有作品超越任何一

部名著的迹象，尽管这类作品噱头十

足，更能吸人眼球。

就事论事地看，《切尔诺贝利的哀

鸣》中的“哀鸣”二字显然更能传达一

种穿透历史时空的情感意境。《战争的

非女性面孔》书名一种被扭曲的人性

形象扑面而来更能给读者以充分的想

象。《最后的见证者》书名虽然通俗，但

也传递出作品力图表达平凡中不平凡

的深邃思想。相比之下，被改造后的

书名虽然表面看可能在第一感觉上更

具冲击力，但这种冲击是抛弃原有书

名的厚重历史底蕴，是简单迎合通俗

口味的“低智”化改造。商业对文学作

品的过度侵入，表面上可能促进销售，

实际上会破坏文学的完整性。

确实，任何翻译都不是对原文机

械地照本宣科，均离不开对原著的必

要提炼和再加工。但这种提炼和加工理当尽可能

与原文深邃思想保持一致，这也是那些著名译作

得以传承的根本原因。有一点我们无法忽视，那

就是在译作出版物泛滥的今天，我们依然特别怀

念当年那些致力于译作的著名翻译家。这种怀念

不仅仅因为历史时期译作的珍稀，更因为一批翻

译者的严谨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著名翻译家傅雷译遍巴尔扎克的著作。好友

楼适夷特别指出，“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

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

极渊博的知识”。而刚刚过世的翻译家草婴曾翻

译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其数十年间在无工资情

况下，独立完成了400多万字的《托尔斯泰小说全

集》翻译工作。草婴“每翻译一本书，他都会先把

原作看过几遍甚至十几遍，弄清楚所有人物关系、

所有情节起源，然后才开始动笔。在译《战争与和

平》时，他还给书中的 559 个人物各做了一张卡

片，注明每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及与其他人

的关系等。同时他还会熟读有关俄罗斯历史、哲

学、宗教、政治、军事、风俗等各方面的书籍，反复

推敲一句话甚至一个词，直到满意为止”。还有，

草婴每天仅译千余字。这样的“蜗牛速度”确保有

充足的时间对字句予以精推细敲，尽可能保证译

作的原汁原味，当然也包括书名的严谨。可以说，

无论是傅雷还是草婴，其声名成就既得益于渊博

学识，更因为他们个人对文学崇拜油然而生的严

谨学术作风。

文学规律告诉我们，越是那些抛却表面浮华

直抵思想深处内核的作品，越可能穿越历史的旷

古时空。换言之，商业当有原则，对文学理当保持

一定的敬畏之心，如果不能坚守，轻易拜倒于庸

俗，让文学书香充斥商业的铜臭，最终只会伤害读

者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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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金媛

●人物
今年87岁的章金媛是江西省第一位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她从

22岁开始从事护理事业，献身护理事业60余年。她几十年如一日服务

百姓，矢志不渝，不改初衷。在章金媛的影响带动下，“章金媛爱心志

愿服务团”秉承“做群众需要的事、家庭关注的事、社会认可的事”的服

务理念，坚持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护理志愿服务，使50余万人受益。

她的志愿团队是新时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体典范。章金

媛更以她的人格魅力和仁心大爱，让人们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美好

和真爱。作为章金媛的首部传记，《天使章金媛》（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生动讲述了她爱与奉献的生命传奇。

老龄社会来袭如何尊严地活到生命的终点

近日，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卖房住进养老院的消息被媒体广泛关注，成为舆论焦点，钱本人也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并被

卷入一场养老问题的讨论。在舆论众声中，既有“为钱老膝下没有子女照料”的扼腕叹息者，甚至有人觉得这是社会对这样一位影

响力巨大的学者的亏欠；也有羡慕“钱老住着100多平米的房间，每月住宿费就要两万元，‘普通人学不来’‘难以复制’”的艳羡者。

房子终是身外之物，自己的晚年生活才是根本。从某种意义上讲，钱理群的养老方式对大众是一个榜样。

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珍贵，但是，大多数时间我们却意识不到，直到我们认真思考过死亡，我们才能意识到人的生命是多么值得

珍惜，值得好好地活着，更加珍惜善良的自己，珍惜温暖的朋友，珍惜这个时常善意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