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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跳进那个世界之前，我依然暗示着自己要怀着理智

来阐述自己想说的心情，客观地评价这部作品。直到我翻完

最后一页，我却在余华沉静的笔墨中渐渐失去了耐心，我甚

至迫不及待地想要写点什么，不需要充满张力的语言却也能

让别人感受到此时此刻我的满腔热情。 

我记得有人说过：当我们知道苦难是生命的常态，烦恼

痛苦总相伴人生时，我们便没有必要自怨自艾。而我在《活

着》中看到了不同于曹文轩笔下的苦难，那是伴随着福贵的

一生、连结着身体一部分的东西，甚至比吃的用的还重要。 

书中的福贵一出生就是富家少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应该说他衣食无忧享尽了人生的富贵荣华，但由于他游手好

闲、好逸恶劳、嗜赌成性败光了祖辈留下的所有家产而成为

了农民，但最让他绝望的是他身边的七个至亲他母亲、父亲、

儿子、女儿、女婿、妻子、孙子都相继离世，对他来说失去

了生命中最值得牵挂的人，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中失望，

最后只剩下老了的福贵和叫“福贵”的老牛与他相依为命。

余华灵巧地转动着笔尖，一次又一次将福贵的生活推进巷口

拐角。当你以为他将会重新开始生活时，命运这时却跳起了



舞。我时常在想，上帝若是为你关上了门必会为你打开一扇

窗，因此我便常常在遇到麻烦时等着好运的来临，当做是生

活给我的补偿。直到我尾随着福贵，走在那条洒满了盐的路

上，触碰到他那几乎僵直的脊背，我才明白所谓生命的常态

便是那些突然间就横在面前的碎石子。它害你摔了一跤流了

血却提醒着你，你还活着。 

小说里有一段这样的话；“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

模样的人，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甚至

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在经历了生生死死这样的事

之后，福贵或许也已经明白，人能到这世上走的这一遭就足

够了。庄子在妻子病死的那一天，盘腿坐地，鼓盆而歌。诚

然生死本为一体，我们既不必为新生而欢乐，也无须因死亡

而痛苦。身边的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即便抓的再紧也总是

免不了会从指缝里溜走。福贵一路颤颤巍巍地走来，经历了

亡家丧妻白发人送黑发人最终和一头老牛做了伴。我似乎天

马行空地在福贵的过去里自由的穿行，但合上书时我的心中

却仍旧隐隐不快。我知道是我身子里年轻冲动的血液在沸腾，

因为在这个美好的年代，我们所厌倦的恰恰都是福贵一生都

渴望追求的。 

有许多人说余华的言语冰冷，但在我看来《活着》也有

它温情的地方。余华给了福贵一个朋友；他们互相感激，同

时也互相仇恨，却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

怨对方。这就是命运。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



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因此人爱反省，反省着前一

秒的自己并从自省中界定事物的对与错。我们可以为了失去

爱情失去依靠而纵身一跃，却无法清醒地接受任何亲肤之痛。

在为他人的看法苦恼时却忘记了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

以浪费了。这并不是什么消极自私的想法，我只是想在余华

的笔墨里寻到一点对自己有用的道理。我不希望等到自己像

福贵那样老了，才明白为人的道理。岁月的年轮转的飞快，

与其被外界的事物束缚困惑，消耗光阴，我更愿意多一点顺

其自然地与生活融为一体。好与坏、开心与悲伤、希望与失

望通通都可以照单全收，宠辱不惊，悲喜不形于色不动于心，

站在与自然万物同等的位置上看自己，其实一切真的都十分

简单。 

我们因为活着，所以才能够分一点心去顾虑生活，去追

求自己想要的。但是很多时候却将这二者混淆不清，我们需

要的首先是生存然后才是生产、生活。所以当你需要的或是

想要的没有实现时，不要轻易地沮丧和失落。因为你已经做

到了为人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那便是——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