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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我们在何处停靠？ 

              路求 

 

 

八十年代末，中国的一支考古队

在西北部的大沙漠深处挖掘出一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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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浪漫色彩的故事。考古队员们发现

他们挖出的干尸是一对紧紧搂抱在一

起的男女青年。两千多年过去了，他

们拥抱的激情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

减退，人们仿佛还能听到他们悄悄述

说的情话。整个考古队突然沉默了。

记述者在猜测当时可能发生的情况：

他们是夫妻么？还是一对私奔的情人？

是合法的婚姻？还是发生在古代的一

次婚外恋？他们碰到了什么意外？还

是双双殉情？夕阳的余晖涂抹着远处

的沙丘，戈壁滩上只能听到风的呜咽。

可以想象所有人的心情，特别是年轻

人，更看到了人生的无常，即使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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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热烈的爱情也无法阻止死亡的脚步。 

 

这就是人生！ 

 

我的外婆住在乡下，母亲在工作

繁忙时常常会把我送到外婆家住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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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日子。在北方，农民犁地时孩子们

喜欢跟在他们后面玩耍，因为常常会

有意外的收获。有时候会犁起一段红

薯或萝卜，有时候会突然跑出一只小

田鼠，有时候则会犁出一个死人的骷

髅。乡下孩子胆大，常常会把这具骷

髅的头骨当作足球踢来踢去。我那时

常常会生出一些奇怪的念头，这是谁

的头呢？他是一个官员么？还是学校

的老师？可惜他不能站起来说：“不，

你们不能这样污辱我。”死亡把人生变

成了荒诞！ 

 

和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中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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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关于死亡的探讨。孔夫子用一句

“未知生，焉知死。”就轻松地打发掉

这个沉重的命题。“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大多数人用耽于酒

色的方式躲避生存的虚妄，企图以宴

乐中的欢歌笑语来掩盖死亡临近的脚

步声。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儒家“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等观念

影响，把建功立业设定为人生的归宿，

以此淡忘死亡的存在，所谓“人生自

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只要看

一看古今文人的作品，这两大主题已

成为中国精神的写照。但是死亡依旧

在这些大话和狂话的喧嚣中走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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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手中的巨网。主耶稣在路加福音 12

章 16 节那里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

事：一个财主拼命种粮食又拼命盖仓

库，也正是想用今生的努力和适意的

生活来对抗死亡的威胁。面对这个比

喻，我常常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主的

话真是奇妙，这个看似简单透明的小

故事却浓缩了所有人面对死亡的心态，

成为古今悲剧之最。 

 

我曾有两个极为要好的朋友，一

个是政府官员兼诗人，一个是书法家，

两人在各自的领域都很有成就。我和

妻子常劝他们悔改信主，他们都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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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再说，然而死亡没有给他们拖

延的时日，两人在半年之内相继去世，

还都不到 50 岁。人到中年后有更多

的时候在火葬场送别自己的师友、亲

人和同事，看着那一缕转眼消逝的黑

烟，真是百感交集。二战中，有一种

被犹太人称为死亡列车的专列，列车

的目的地是死亡集中营，我们在为犹

太人唏嘘不已的同时，可曾想过我们

也是死亡列车的乘客？面对火葬场内

的哭声，我会特别感谢我的神，因为

他，我的人生才不会被死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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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说:人的一生仿似一片云，

出现片时就不见了。这句话使古今中

外的经典都失去了份量。当传媒吹嘘

这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网络信息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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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着某种超人时，死神正冷笑着到处

游荡，寻找下一位是谁：你是位作家，

你是位科学家，当你们在各自的领域

里拼命攀登时，你是否想到前面等待

你的是什么？ 

 

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智慧？ 

 

《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

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因你用死

亡的信息告诉我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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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慧，当整个知识界都沉溺在生存

的虚妄中，你让我看到人生结局的不

可避免。这，才是一篇大学问。 

主啊，这是爱的引导！ 

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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