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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余华是当代中国先锋文学的典型作家。虽然先锋派小说是以反传统的立意走向中国文学的神坛，但是余

华的小说中也体现了以儒家、道家、佛家为代表的中国生命哲学思想，本文以《活着》为例，分析余华

小说中闪耀的中国传统文化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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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 Hua is a typical write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vant-garde literature. Although avant-garde 
novels go to the altar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an anti-traditional idea, Yu Hua’s novels also re-
flect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life represented by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This ar-
ticle takes To Liv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shining ligh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Yu 
Hua’s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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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人从古至今对于生存意义的探索从未停歇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生命哲学的思想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伟大的作家，余华便是其中之一。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一大批作家对小说的形式进行

了新的实验和探索，这一批作家之中诞生了余华，他的一系列作品独具风格，为引领先锋文学的兴起作

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余华先后创作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闪光文学作品，

本文以其代表作《活着》为例，分析余华作品中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吸收，意在为加深中国传统文化

的生命哲学与以余华为代表的先锋文学之间的关系理解。 

2. 顺应天命、承受苦难的儒家思想 

儒家学派代表着以孔子为首的思想家对人性的思考，而非对神的思考，孔子对于神的态度有着矛盾

性，充满了怀疑的态度。儒家学派认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比生命更为重要，例如仁、

义、礼、智、信等等，其与传统西方哲学理论中认为物质生命优先性不同，孟子认为人的精神生命是超

过物质生命的重要性而存在的。儒家思想强调从现实出发，重视人的生命，而不轻生，是知死而生。故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上下午五千年的文明中，儒家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言行为，儒家思

想从显示的人出发，虽然重视人的生命，是意识到死亡地活着，这和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思

想有相通之处，儒家学者重视的是生前而不是死后，强调人活着就要肩负责任，弘扬的人生观是一种积

极入世的态度。《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

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对于普罗大众来讲，立德建功是件困难的事，但是儒家学派强调必须要有这种

精神，强调精神的生命比物质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人活着就必然要

走向死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活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这也正是《活着》的主人公福贵在命运

的捉弄下仍然坚强活着的原因。儒家思想建立的生死观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同时也影响着一批又

一批的作家，先锋派文学代表作家余华便是其中之一。 
孔子对于道德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他关于道德的名言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孔子所提

倡的理论到的、宽恕忠信、自我修养等成为大家追求的共同理想境界。在《活着》中，富贵说：“做牛

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人织布，哪有牛不耕田？”又说：“做人不能忘记四条：

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走错，口袋不要摸错。”这些话都体现出了儒家的道德观，此外，

小说中的父子之情、母女之情等等也符合儒家的道理伦理观。 
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大多都受到了来自宿命的控制，从而故事的情感大体上也呈现出悲惨的基调，

故事的主角难以逃脱死亡的宿命，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命”思想一脉相承[1]。尽管小说《活着》

与《许三观买血记》不像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那样笔锋锐利，但是在他迄今为止的所有小说中都贯穿这

样始终如一的主题，那便是不可抗拒的“宿命”。从这一点来看，余华给作品奠定的是悲观主义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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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不体现了作家自身在面对“宿命”时的态度与心理，不过，这种苦难与力不从心的对抗又正是余华

向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一种表现。因此，即使所有的亲人都礼福贵而去，精神世界已然崩塌的福贵

仍能以超然的境界面对荒芜的人生，与一头老年伴着死亡继续前行。福贵在面对周遭的亲人相继离去时，

似乎有了很多理由选择死亡，然而他仍然选择了活着，他的一生都是在于死神斗智斗勇，他明明知道死

亡不可以回避，却主动选择了承担家庭和封建道德赋予他的责任，用苍白的有些令人心痛的方式体现着

对家族的爱，作者在这里塑造了一系列的死亡的目的并不是让读者产生对福贵的同情或怜悯，而是希望

用死亡来烘托活着的真实意义，死亡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应该珍惜或者的每一天，肩负起生活的责任，

积极入世，这正是儒家思想传递给我们的内容。显然，《活着》中福贵及其亲友的人生观、世界观体现

着明显的儒家思想痕迹。 
纵观福贵的一生，他经历了太多的悲剧，但是他依然选择了活着，如同余华在序中写到，“活着”

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

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福贵这一形象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

的孕育下，坚守着“恕”，“智，仁，勇”，“逆来顺受”等品质，一步步地走向生活，任何苦难、任

何艰险都压不倒坚强的中国人。 

3. 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 

道家创始人老子曾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从老子的观点出发，人应该

顺应生命的规律，按照“道”的变化使自己适应周遭的环境，无法思考一个恒定的标准。道家学派另一

位对于生命有着独到见解的思想家便是庄子，庄子认为；“夫大块(自然)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

息我以死”，具体地阐释了人从生下来到青年，从青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从老到死是一个顺着自然

发展的过程，万事万物都是随着自然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事物的存在与发展以及灭亡，人的生死，要

任其发展，任其自生自灭。道家思想体现了人从生下来就面临着生命以及存在的种种威胁，人们应该呈

现出一种应战的状态来应对生命的挑战，这就是所谓的生存问题[2]。人要想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生存

就必须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则，即适者生存的规则。顺其自然的态度外化于行就表现出了一种随遇而安的

生活态度，道家的基本思想提倡“返朴归真”、“抱素见朴”。 
我们翻开一本《庄子》，到处可见“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人之生也，与

忧惧生。”“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生死存亡，穷达

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道家的观念认为人生充满忧患，人无法逃脱

命运与死亡，在人类亲手创造的文明世界中，到处都是混乱、死亡和痛苦，这就是人生的真实境遇。这

种对人生悲剧境遇的理性认识，正是道家人生哲学的基点。 
《活着》中主人公福贵对于死亡的态度，以及余华在其中渗透的生死观正体现了中国道家学派中超

然生死观的思想。这部小说中，福贵年轻时不务正业且赌博成性，将原本富裕的家败地倾家荡产，最终

气死了自己的亲爹，那一刻，福贵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精神打击，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重拾了自己善良

朴实的品格，并且认识到了人生在世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虽然在后面的人生当中，福贵的生活非常

不幸，但他的视野、胸襟却变得开阔了，然而死神并没有在福贵这里手下留情，并且一个个地带走了他

所深爱的人，福贵对于生活带来的痛苦只能选择承受，因为“这就是命”。在亲人的相继离开后，福贵

并没有表现出悲痛欲绝的状态，他对于生活给予自己的苦难表现出一种超然的平静，像是在诉说别人的

故事，其实这正是一种麻木的表现，体现出了道家思想中国的被动接受苦难的态度。因此，我们说福贵

的活着是一种被动的适应性生存[3]。《活着》中曾三次提到“这就是命”，“命”的概念在小说中被余

华推向了极致，在命运面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显得苍白又无力，这些充分体现了命运的深不可测与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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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作者在书中写到：“人活着就是活着，只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不为之外任何事物而活着。”诚

然，诸如“庄子鼓盆而歌”此类都在示意如何对待生命、看待生命。我们要正确理解余华作品中剥去苦

难外衣下那种对生命的尊重，那种什么也不能阻止人活着所迸发的巨大的力量。活着的时候努力积极地

活，死的时候安安心心的死，也就是所谓的“向死而生”。 
道家所追求的和《活着》中体现的主题一样，都是一种忘怀得失、超越时空，从而达到宁静的境界，

道家早对于生命的悲剧有所解释，认为面对时间无可奈的苦难，与之抗争是没有意义的，乐知天命才是

正确的处事态度。福贵在苦难面前安之若命的态度平常人所无法达到的，用坦然的态度去面对不期而至

的苦难和死亡是道家最理想的境界。《活着》全篇都在讲述苦难，但是主人公福贵却没有从苦难走向更

深处的死亡，而是使得灵魂达到平静和从容的高度，正如小说的结尾，福贵和老黄牛在土地上唱着悠扬

的歌谣，作为宇宙中的一部分，与天地达到“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 
对于福贵这样普通小人物，人生本就是没有伟大的追求，生活最低的底线就是活着，他虽然没有宗

教信仰，但是却有着对于生命信仰，对于活着的执着，他的一生不是对命运的不公自暴自弃或怨天尤人，

更不是通过死亡以示反抗，而是无声无息地顺从，用活着面对来自死亡的挑战，《活着》让我们明白，

面对生活我们无法自行选择，只能不断前行，在过程中感受生命的意义，看到生命的光辉。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样，其中道家和儒家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两大流派，他们从根上稳固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如果文学作品是鲜艳的花朵，那么文化就是培养花朵的土壤，不同的土壤培养出不同

的文学作品，文学的意义正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夏孕育而成的。虽说“活着”这一概念在世界文学中有不

同的表达方式，但是先锋派作家余华所表达的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索是根植于中国民间土壤的。虽然说作者

并没有刻意追求对于传统文化的表达，但是在作品所所展现得多精神品格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 

4.“生”与“死”的佛教思想 

《活着》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福贵家族的死亡史，更是福贵的苦难史。在经历了亲人的相继离世后，

福贵反而变得更坦然、平静，富贵在面对这一切时所体现的生活态度充分展现了中国佛教文化对于生与

死的理解。 
中国佛教思想认为，“死”是人们在六道轮回中的众生之一，不论是当下还是过去，一个人不仅有

一生一死，还有无数重生死，人们在无穷无尽的轮回生死中受苦受难。既然生命是苦痛的，而人又不能

摆脱这种痛苦，那么人生就是顺其自然的过程，“顺”是中国佛教思想里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佛眼里，

“顺”有两层意思，一是要顺应佛教主张的无我和无常的真理，这个真理在暗中主宰着人的命运；二是

要益世，即从事对世界有益的事情，以此赋予自己的人生意义，从而达到善的境界[4]。总结起来，“顺”

的境界要做到苦行、善行、乐观。《活着》是一部典型的苦行主义小说，“苦行”贯穿于主人公的一生，

福贵的大半生都在苦难中前行，但他在丧失七个亲人后仍然能顺从的看待命运的安排。他默默承受着命

运的打击，追求的仅仅是活着。他对自己的命运有着清楚的认知，因此他总以一种平常的心态生活。其

实福贵的这种心态和他父亲颇有几分相似。当父亲知道他输光了家产后，虽然表现得很痛苦，但是处理

起来却很轻松。 
“从前，我们徐家的老祖宗不过走养了一只小鸡，鸡养大后就变成了鹅，鹅养大变成了羊，再把羊

养大，羊就变成了牛。我们徐家就是这样发起来的。到了我手里，徐家的牛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鹅。

传到你这里，鹅就变成了鸡，现在连鸡也没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余华为读者们树立起的苦行的偶像，

也是该角色的灵魂。 
佛在教诲众生时强调要达到梵我合一的精神境界，在余华的笔下，福贵、许三观等人并没有这种追

求，他们追求仅仅是活着，但是就是仅仅追求活着这种状态与佛的修行，即苦行、正行、同情等，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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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归根到底都是“善”，余华笔下的小人物都是以苦为开端，以善为结束的[5]。“善”不仅仅是佛家

的追求，也是整个社会追求的理想状态，在福贵所生存的社会，到处充满了动荡与饥饿，福贵的“善”

就显得尤为可贵，比起李血头、孙广才等人的“恶”，福贵的“善”显得更独特和稀缺。在小说中，春

生想要轻生时，福贵的妻子家珍却说：“春生，你要活着。你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

在他们夫妻失去一切的时候，仍然能用一句温暖的话去试图挽救别人的生命。余华用一种调侃和轻松的

语调描写福贵等角色修炼成佛的感觉，渗透了主人公对生活的佛性理解。 
《活着》中充满了佛教的宿命论色彩，角色的死亡成为了小说发展的主线。在小说中，福贵、许三

观这类代表着“善”的角色都能活到最后，而孙光平、李血头等代表“恶”的人却不得善终。正如学者

夏中义所说，“福责所以会被余华奉为偶像，究其原因是余华骨子里也颇多宿命论。这从他 20 世纪 80
年代写的《鲜血梅花》《两个人的历史》《命中注定》《世事如烟》等小说中可以见出，而写《活看》

已是极致。”佛教中还有“因果”的说法，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以此形成因果报应，余华

的小说题目也体现了这样的思想，如《死亡叙述》《命中注定》《劫数难逃》《偶然事件》等，而潜在

的因果宿命论也在《活着》中展现出来，开始龙二耍花招，赢了福贵的家产，后来却遭到了政府的镇压

命丧黄泉。在当代众多作家中，涉及到佛教思想的有很多，而先锋派作家余华不着痕迹的表露方式，却

是独一无二的，他在作品中渗透的佛教观念，大大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贯穿于其小说的还有一个问

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而活着，这是历史上所有哲学家都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而在他的作品背后总是

隐含着关于生命的意义思考。 

5. 结语 

如今我们所处的饥寒无忧的时代，是福贵一生所渴望追求的，如他，上帝关了门也并没有打开窗，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种旷世的孤独感在小说的结局体现的淋漓尽致，身旁人一一离去，福贵和

牛仍然伴随着死亡而活着。 
不管是《活着》还是后来同样经典的《许三观卖血记》，余华都在用一种冷酷到几近无情的笔触在

尽其所能地渲染苦难，主人公福贵的一生都在与死亡相伴而行，在接二连三的死亡中，人在其中完全不

可掌控，苦难并不是由某种社会现实带来的必然，而更像是一种带有偶然性的宿命，它摆脱了古典小说

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限制，而是蕴含了一个更加哲学性的问题：如果人类的命运是苦难，终点

是死亡，我们应该如何活着？ 
很多读者认为《活着》中的主人公形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适用，放在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

身上也不会违和，其实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家，他们的思想都是经过本国文化熏陶

形成的，尤其是余华这样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不论其作品中反映出多少反传统的内容，中国五千年的文

化在他的作品中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种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从其早期先锋文学一直到后期文学作

品都深刻地蕴含其中。因此，我们不能够笼统地割裂余华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而应正确地看待余华

作品中传统文化和生命哲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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