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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生活观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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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物质生活也

越来越丰富，可人们生存的意义却变得模糊，生态环境也却遭到极大的破坏。人类生存的内外根基都失去了平

衡。了解、借鉴梭罗的生活观，追求简单的生活方式，物质简朴，精神丰富，和自然和谐共生，无疑对现代的人类

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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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
1862），作家、思想家、自然主义者、美国超验主义运动

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初见社会工业化发展的负面影

响，毅然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生活之路，与自然共生，

回归自我。今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们在使用工具

的同时，也存在被异化的现象，在忙碌中度过时间，却

不知道个人的价值在哪里，个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梭罗提出的生活观，对当代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意

义，人不仅是为了生存，更要追求精神的自由。
一、梭罗的生活观的来源

（一）教育经历

梭罗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康科德生活。康科德虽

然只是一个小镇，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他的母

亲经常带着孩子们出去旅行，接触大自然。这对梭罗

生活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1833 年至 1837 年，

梭罗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除了去教室和图书馆之

外，梭罗还经常跑去野外，记录看到和听到的关于自
然的一切。在哈佛求学期间，梭罗有幸见到对他影响

一生的重要人物———爱默生。
（二）爱默生的影响

爱默生被认为是超验主义的先驱者，认为“自然

是精神的象征”，鄙视外部权威，强调个人的经验直

觉，依靠个人的精神能直接与上帝交流，主张回归自

然，在自然里追求精神。梭罗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到

康科德，住在爱默生家里，做爱默生的助理和管家。在
这两年半的时间里，爱默生为梭罗提供一个阅读的环

境，同时鼓励指导梭罗的写作。爱默生作为梭罗的朋

友和导师，对梭罗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促进梭罗的
思想走向成熟。后来，梭罗选择到瓦尔登湖生活，经常

被认为爱默生理论的实践者。
（三）其他文化的影响

清教主义作为美国文化的主要来源，对美国各方

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清教主义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

等，人可以直接和上帝进行交流，同时他们相信现实

生活，倡导禁欲，自省的生活。清教主义在美国的影响
难免也会影响梭罗对生活态度的选择。

梭罗吸收儒家的部分思想，同样认为，人心的迷
失大都是因为放任自身在世俗生活中去堕落，但是人

性是有可能返归纯洁的，必须将修正自我的机会把握

好，将自己的本心恢复，从而推己及人。[1]主张节俭的

生活，过一种更自律的生活，追求更高的道德修养。
梭罗也受到道家无为的思想的影响，离开现代文

明，离开群体，回到大自然过一种朴素的生活，鼓励人

们过着自然的生活，寻求精神的自由自在。
林语堂说:“就其整个人生观来说, 梭罗在所有美

国作家中最具中国情趣。作为中国人,我感到与梭罗

心心相通。” [2]

二、梭罗的生活观

（一）简朴的物质生活

1845 年三月末，梭罗搬进康科德郊外的瓦尔登

湖自己修建的小木屋。他说，我发现，一年只要工作六

个星期，就已经足够应付所有的生活开支。[3]35 在梭罗

“生活必需品”的清单上，我们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最

基本要素金钱。[4]
对梭罗来说生活的必需品，食物、遮蔽衣着、燃

料。在食物方面，人也可以和动物一样只吃几样简单

的食物，就能够维持生命，不必依靠买卖交易，自己就

能够实现自足。在住宿方面，自己借来一把斧子，自己

建造木屋，足够满足简单的需要就可以。在衣着方面，

梭罗认为衣服是用来保暖和遮蔽，无需多华丽才能够

满足需求。过多的占有其他东西，反而是浪费生命。
他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都很低，却感到比一个

农民还富有，不仅是因为收成比任何一个农夫都要好，

还因为不像农夫被房子或农庄拴住，可以每时每刻都

随着自己的性子来。大部分的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
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的进步大有

妨碍。说到奢侈和舒适，智者们一向过着比穷人更简

单更朴素的生活。[3]7
（二）丰富的精神生活

在梭罗看来，只有简朴的生活，才能滋养出丰富

的领会；只有简朴的生活，才能带来最大的精神自由。
大多数人，即便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也因为纯

粹的无知和误解，而沉醉于无谓的操心和干不完的粗

活，而错过了采摘生命中最美好的果实。[4]
过简单的物质生活，对物质的需求只须满足基本

的生存，把生命中最宝贵的时间拿来做真正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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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本的劳动之外，梭罗并没有虚度时光，休闲的

时间给他更多的自由，用来阅读、写作、思考、散步，和

自然交流。
梭罗认为早晨是最宝贵的，好好阅读是一件了不

起的事，把早晨的时光奉献给有关他们的篇章。阅读

不仅是让我们参照也困扰着前人的问题的解答，也是

使我们的心胸更加开阔。如大自然般深思熟虑地度过

一天。冥想而不做任何工作，梭罗认为是值得的。我爱

在生活中留有更多的余地。在那些夏日的清晨，惯常

的沐浴之后，我坐在洒满阳光的门廊前，沉醉于狂想。
从日出到正午，在松树、山核树和漆树之间，完全不受

打扰，完全静止，鸟儿在四周欢唱，或静悄悄地出没于

房舍周围，直到日落西窗，旅行者的车子在远处隆隆

驶过，我才觉察到时光的流逝。我生长在这样的季节

里，度过了比任何体力劳动更好的时光，如玉米在夜

间生长。这时光不仅未从我生命被减去，还大大超过

了我日常应得的份额。[8]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隐逸自然的生活实践是为了

证明一个人如果能够满足于简单的生活,他就能通过

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并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

从事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9]
（三）与自然和谐的共生生活

是什么药使我们如此健康，如此宁静、满足？不是

你我曾祖父的，而是我们的大自然曾祖母的，普遍适

用的、纯天然药物，她就是靠这个让自己总是这么年

轻，活过了她那个年代的众多派尔们。[10] 通过回归自

然，梭罗以这种方式寻找精神的自由。人不该只把自

然当做是实用价值、经济价值，自然还有更重要的价

值———精神价值。自然是与人类平等，人与自然是一

种互相关联的关系。回归自然，恢复人的本性。梭罗认

为要热爱自然并归隐自然，就必须学会抑制并放弃物

质的追求,因为对物质的过分追求会导致人本性的迷

失。梭罗相信通向精神自由之路存于自然之中,而非

在城市的经济生活之中。[9]
回归自然，不仅是人回归自己，寻求精神上的自由，

也是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方式。
在梭罗看来,自然是有生命的,生命是平等的。人对

待自然应该像对待自己一样。梭罗曾自责为了得到栗

子而用石头击打栗子树:“对喂养我们并给我们遮荫的

树木施加不必要的伤害,不但粗野,而且是犯罪。”一位

邻居砍了康科德惟一的一棵朴树,梭罗感慨道:“如果有

人因为虐待孩子而被控告,那么,其他人也应该因为虐

待交给他们照看的自然的面孔而被控告。”[12]
大自然与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可以从自然中直

接感受生命的真谛与自然的情感。在梭罗心中，只有

自然最能体现世界之美，有了自然美才有世界之美。
在梭罗看来，自然之美本于生命，将自然和人平等对

待，自然作为独立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必
须是一种“温柔的”“人际关系”，[12]为了宁静而成功的

生活,我们必须和宇宙合而为一。
他们力求摆脱当时功利主义思想的束缚,与大自

然为伴,在与大自然的直接对话中发现真理和人生的

真谛,从而获得精神的愉悦和灵魂的拯救。[9]

三、梭罗的生活观的现代意义
（一）当代的社会状况
工业文明的影响下，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

观成为主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导致环境污
染，资源浪费，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紧张，也造成
人自身的危害。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越来越高，却没感到更幸福，反而感到人生的迷茫，内
在精神世界的枯萎，。人们思虑多体验少，心理问题越
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个人心灵得不得安宁，迫切希
望找回精神家园。

（二）梭罗的生活观的借鉴意义
在梭罗的时代，美国正处于从农业时代转到工业

的时代，人们拥有比以往更多的物质，却也产生新的
问题，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的精神失落。今天是个信
息化的时代，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生活的
节奏也越来越快，物质更加丰富，精神的失落却形成
鲜明的对比，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今天我们疲于奔波，浪迹于各种社交活动，唯独
害怕孤独。梭罗说：“我觉得在大部分时间里独处是很
有益的”。如果说非社会性格是一个弱点，不能忍受孤
独的人，是灵魂的缺陷。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里，人
们更应该留给自己独处的时空，反思自己，保持精神
的自由，摆脱物质欲望，尽可能简化生活，既可避免自
己成为工具的工具，为人生指明方向，又有利于维护
自然环境的平衡。

回归自然，在自然里寻求心灵的宁静，从而更容
易地接触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感受，寻求个人的精神自
由，也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方式。

（三）结语
梭罗所处的 19 世纪，是美国商业化开始的年代，

人们见识到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社会整体以追求物
质财富为主流，却丧失生活的意义。自《瓦尔登湖》出
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但梭罗的生活观并
没有过时，反而更加显出它的可贵。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与人的关系更冷淡，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疏离，我
们的物质越来越丰富，却不容易满足，不觉得幸福，甚
至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梭罗的生活观，给我们提供一
种生活方式，追求简朴的物质生活，丰富的精神生活，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从而真正走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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