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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讲诉了在大时代背景下，

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

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人生路途崎岖坎坷，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过得都不轻松，

生活艰难，对谁都是一种沉重，一番艰辛，一份责任。人生有太

多的不如意，我们要学会坚强的活下去，如同《活着》的主人翁

一样历尽世间磨难，尝遍人间悲苦，依然乐观积极的对待生活中

不平等的事情，欣然坚定地活着！ 

    《活着》主要讲述了中国旧社会一个地主少爷富贵悲惨的人

生遭遇。富贵嗜赌如命，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他的父亲

被他活活气死，母亲则在穷困中患了重病，富贵前去求药，却在

途中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经过几番波折回到家，却发现母亲早

已去世，女儿也因为发高烧没能及时医治，从此变成了聋哑人，

妻子家珍含辛茹苦的养大两个儿女，此后更加悲惨的命运一次又

一次降临到富贵身上，他的妻子、儿女和孙子相继死去，最后只

剩富贵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孤独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本书是以一个老人的回忆展开的，书中以平淡的语调叙述着



一个似乎微不足道又壮烈的故事，道出了一个普通人平凡而曲折

的 一̀生，主人公富贵生活在那个纷乱而又特殊的年代，经历了战

争、杀伐以及一系列的动荡生活，经历了家庭的兴衰，经历了亲

人一个个陆续死去，最后只剩下一头老牛与他作伴！他的人生是

凄惨的，但福贵依然平静的生活着，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离别

使福贵，更使我们看清了活着的意义。 

    作者在书的后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

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其实活着本身就是很

美好的了，因为活着我们就拥有着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一一生命。 

    《活着》这本书让我懂得了生命的厚重与沉痛，带给我深刻

的反思，去思索活着的价值，去担当生命的责任。活着虽然充满

了苦难，但路还得走下去。余华在书中写道：“活着的力量不是来

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

的责任。”生命是宝贵的，他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不论活着多么

痛苦，你都要活下去，为了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活着这件事本

身也是你的责任。人生在世，孤独是常态，困难是正常的，活着

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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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还沉浸在这种情感中，《活着》演奏了一首悲惨命运

的交响曲。我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讲述了布恩迪

亚家族几代人的悲惨命运。《活着》也以福贵为主角讲述了这个

家庭几代人的命运。不同的是一个产于南美，一个产于中国，但



都给我带来了正确的东西。 

    生悲苦命运冷静的沉思。 

    我内心渴望这样的作品，就像《平凡的世界》、就像《穆斯林

的葬礼》、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作品能将人带到内

心的深处，给你带来一种冷静沉思的心境。我的生命需要安静、

我的心灵需要沉思。 

    此时我感谢余华，感谢他写出这样的作品，这部作品很吻合

的满足了我内心的 渴̀求，我的沉思让我与书籍之间产生了一种

独特的默语，而这样一种沉默的交流让我的心灵获得了一份踏实。 

    人生在岁月里磨砺，命运没有给谁画什么界限。 

    人生在岁月里磨砺，命运没有给谁画什么界限，也没有给谁

预设了什么苦难，生活的艺术就是不管经历哪一条街道，相逢什

么人，别忘了几分宽恕，几分看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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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领导同事大家下午好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我

国当代作家余华的作品《活着》，有人说看活着这本书第一遍觉

得是故事，看第二遍是历史，第三遍是励志，第四遍是关于一生

的前尘往事陪你走到最后的不是人不是景而是淹没在一路上的

痕迹，这本书看完大概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但是看完以后要理解

其中的深意需要俩天，俩个月，俩年，甚至一生。 

    这本书讲述了主人公悲惨的一生，福贵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

的'家庭，但却因为嗜赌如命败光了所有家产他的父亲被活活气



死，母亲也因为在穷困中患上了重病去世，在他被抓去当壮丁的

时候，妻子辛苦养大了儿女，本以为回来后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

过上好日子，儿子却在献血的时候因为失血过多去世了，女儿也

在生下外甥的时候不幸去世，只剩下外甥和自己相依为命，可没

想到小外甥却因为吃豆子被活活撑死，老人埋葬了所有的亲人后，

与一头老牛相伴孤独的活着。 

    虽然生活很苦但可能活着的意义就像书里说的“人是为活着

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如果在现

实生活中你正在经历很多苦难对生活染不起热情那么这本书一

定会告诉你活着的力量来自于忍受，去忍受生命当中赋予我们的

责任和现实现实当中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就像千钧一发让一

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量它没有断。大家有时间的可以去看一

下这本书，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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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以外的任何事物

而活着。――余华 

    电影以福贵、家珍（福贵的妻子）、二喜（福贵的女婿）、馒

头（福贵的孙子）四人吃饭的情景结束，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终止

观众继续了解福贵接下来的人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依然

会好好活下去，尽管他们可能会因为时代，命运的不幸而失去生

命，但是这种继续活下去的念头不会改变。 

    有人说余华的小说透露出一种悲剧刻意堆砌，可是我在观影



的过程中却觉得无比真实。是时代的悲剧，也有命运的不公，更

是生命的常理。福贵的好赌使得房子易人，父亲被气得离世。母

亲病重却没有医治的物质条件，更盼不到儿子的到来。解放战争

后，福贵回家了。家庭的苦难累倒了有庆，偶然的意外令其离世。

此后家珍也开始生病。文革斗倒了医院老教授，凤霞因生产大出

血去世。所幸电影的结尾还是给了一点生命的温存，小说的 结̀尾

却也只有福贵和他的老牛一直活着。 

    刚开始房子没了的绝望淹没着福贵和电影外的我们，但随着

生活不断变好和家人的不断离世，我们似乎也觉得房子没了，钱

没了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了。只要人在，希望就在。人不

在了，还得活下去，生活还得继续，还得活着。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霸王别姬，同样是时代的缩影，同样是历

史的故事，但这部片子更为生动真实丰富全面地展示那些时代，

那些人，那些生活。虽然没有经历过，但是能从影像和文字中感

受到那些有苦有乐的时代故事，那些过往只能从教科书上看到的

只言片语。 

    我想看完这些充满历史感、充满苦难、充满反思的故事，更

令我们了解我们的现在。为什么要铭记历史，为什么要不忘过去，

为什么要感恩现在。这真的是一种感受生命的珍贵和充满希望的

力量。无法诉说，只能感受。 

    时代是进步的，但也是充满苦痛和灾难的。无论旁人看来苦

难多么不可承受，但是人总能承受下去的，人不是被灾难所打倒，



而是被自己所打倒。 

    在余华（小说《活着》的作者）在给麦田写的序里提到，“”

为何我当初的写作突然从第三人称的角度转化为第一人称？现

在，当写作《活着》的经历成为过去，当我可以回首往事了，我

宁愿十分现实地将此理解为一种人生态度的选择，而不愿去确认

所谓命运的神秘借口。为什么？因为我得到了一个最为朴素的答

案。《活着》里的福贵经历了多于常人的苦难，如果从旁观者的

角度，福贵的一生除了苦难还是苦难，其他什么都没有；可是当

福贵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讲述自己的一生时，他苦难的经历里

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他相信自己的妻子是世上最好的妻子，

他相信自己的子女也是世上最好的子女，还有他的女婿他的外孙，

还有那头也叫福贵的老牛，还有曾经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们，还有

生活的点点滴滴。“” 

    福贵所受的苦难超于常人，任何一个旁观者都认为是不可承

受的，而这苦难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苦难的缩影。其实苦难落到别

人的头上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难以想象与接受，这个人的人生在

你心中的代名词基本就被他所承受的苦难所占据。其实真正落到

自己的头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不仅仅是苦难，总能够挨得

过去。 

    “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每天都在发生着灾难。可是，通常的情

况是，当灾难没有落到我们自己头上时，作为旁观者，我们往往

不敢设想这灾难落在自己头上怎么办。然而，事实上，一旦这种



情形发生──它完全可能发生──你就必须承受，往往也就能够

承受。”王子说的话是一个真理：“凡是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

头上，谁都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最低限度，

生命本能会迫使你正视和迎战灾难，不让自己被灾难打倒。“ 

    有时候会觉得历史离我们特别远，其实是我们自己离生活特

别远，活在网络上的空洞与数据的繁复中，让我们有时失去对某

些纯粹的实在的思考与理解。 

    历史和现实能让人知道人很渺小，但也很伟大。在灾难前显

得无力，但却也在灾难前显得无比珍贵。生命也是，爱也是。 

    相关启示：电影《切尔诺贝利》《无问西东》，小说《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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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应该怎样活着？在老师的推荐下，我在暑假阅读了余华创

作的《活着》，那质朴的语言和近乎光怪陆离的情节让我为之折

服，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如听惊雷，如沐春风。 

    小说的讲述扣人心弦，让人为之动容。全文以作者与一位名

叫富贵的老人的聊天展开，当作者和老人见面时，这位老人早已

年近八旬，夕阳的余晖照在老人黝黑的脸上，似乎每一条皱纹都

充满着沧桑与故事，他将自己的过去向作者娓娓道来。老人年轻

时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生命本该大富大贵，然而他却不

思进取，凭着父母辛苦打拼来的财产肆意挥霍，俨然是因为执挎

子弟，并且在不久之后输光了家中的所有财产。他父亲在死前为

他做了最后一件事；把祖屋和地契卖了，替他还债。终于，福贵



在无尽的.忏悔中彻底醒悟了，他开始尝试着做农活，虽然一家人

的生活饥寒交迫，但也非常踏实。 

    千万不要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作者以如此平淡的

结尾收场，那他就不是余华了。或许是年老的缘故吧，福贵的母

亲因经受不住苦难的折磨，在与命运的抗争中撒手人寰；紧接着，

他的妻子也得了软骨病，追随他的母亲去了天堂；而他的儿子则

在唯他人输血时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女儿在生下一个男孩“苦根”

后，便一睡不醒。看到这里，我真的很无奈，很痛惜，而福贵却

仍然在与狰狞大笑的命运抗争着，从未放弃。但是死神并未眷顾

他，反而令他家唯一的血脉苦根在吃东西时噎死了。  

    整本书以戏剧性的一幕收尾了，只留下读者仍在原地呆呆地

站着，回想刚刚所受的心灵洗礼，内心不尽感慨万千。“以笑的方

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作者如是说道，是的，是一本充满

血和泪的书，通过中国农民的生活去告诉人们只要用自己的勇气

和活着的决心来承受巨大的苦难，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就像“千钧

一发”，用一根头发承受三万斤的重量也不会断。其实，绝望是不

存在的，我本不信，但在看完这本书后，我不得不说确实如此。 

    福贵的生活方式值得我们学习，时间的漫长与短暂，时间的

动荡与宁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明显地体现着，但他用学会了适

应。也许，他的一生悲苦地让人感到窄若手掌，可是他的一生却

又十分顽强，宽若大地。这是个矛盾的问题，福贵在命运面前看

似弱不禁风，实则顽强抵抗，用苦难安慰疲惫至极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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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叙述了一个人在漫长的时间

中，如何挣扎地、拼尽全力地活着。 

    故事以大时代为背景，仆人公福贵诞生地主家庭，年少时嗜

赌成性，输光了家中全部的产业。 

    此后，随着内战、三反五反、等间续爆发，福贵和妻子家珍

就这样在时代的裹挟下，身不由己地活着。苦难、鲜血、死亡，

仿佛无穷无尽，悲剧一桩桩一件件上演。生命的黄昏，一切过往

的人都已不在了，只剩下老了的福贵伴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

忆着往昔。 

    作家余华用他平实而浑厚的笔调，以一个人浓缩整个时代，

带着我们洞穿时间、活着、死亡与生命的意义。没有什么比时间

更具有劝说力了，由于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转变一切。在这

个世界上，再没有比时间更残酷的了，它公正，公正到冷血。它

从不为任何人停留，它总是在你猝不及防间拿走你生命中的很多

东西。同千万年如斯不变却冲刷毁灭埋藏一切的时间相比，人真

的很渺小。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由于不得不来；最终我们

离开这个世界，是由于不得不走。其实无论是诞生，还是死去，

我们都是同样地毫无还手之力。 

    检验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看他把时间放在了哪儿。我们总说

时间无痕，其实时间是有痕迹的，它就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

心里。你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努力过什么，消磨过什么，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

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或许我们都曾有意无意地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不辜负

父母，为了不辜负爱人，为了不被人瞧不起，为了被.承认。我们

可以有千百种答案，但最终极的答案只有一种：为了不辜负自己，

为了不辜负这仅有一次的生命。 

    你千万别糊涂，死人都还想活过来，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

死。同死去相比，活着是更不简单的一件事。一个人在某一个特

别的时刻，或许应当怀有死去的士气，比如为着心里某些更珍贵

的东西。可这并不代表生命不宝贵，比起死，我们更该有活着的

士气。 

    牺牲了的是英雄，努力而坚韧地活着的，又何尝不是英雄？

那样漫长的一生，那样的荆棘重重、千沟百壑，那样多的苦痛、

挫折、忧愁，你敢不敢英勇地走，走过？ 

    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在

我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很在意别人的 感̀受。由于内心莫名

而来的自卑，由于迫切的对平安感的渴求，由于可怕被孤立，我

总是习惯了妥协，习惯了讨好别人，习惯了委屈自己。后来我慢

慢懂得，每个生命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星球，哪怕彼此挨得再近，

也依旧是两个个体。你的哀痛也好，欢乐也好，能真正体会到的

只有自己。或许成长的意义，就是一个慢慢走向孤独的过程，你

会渐渐了解到，每天发生在我们身上 99%的事情，对别人来说毫



    生命就是那样一辆咆哮而过的列车，而你是唯一掌舵的人，

别的人间或搭乘上这列车，却终会在某一站离开，都是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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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从田间惊扰“我”睡梦的老人的吆喝声开始，他正在开导

一头老牛：“做牛耕田，做狗看家，做和尚化缘，做鸡报晓，做女

人织布，哪只牛不耕田？这可是自古就有的道理，走呀，走呀。”

而牛听到老人的吆喝声后，竟然“仿佛知错般地抬起了头，拉着犁

往前走去。”仿佛人与牛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之间可以自在地

交流。而老人再一次的吆喝更令人惊讶：“二喜，有庆不要偷懒；

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而在看到老人的解释后，我不

禁笑了――“我怕它知道只有自己在耕田，就多叫出几个名字去

骗它，它听到还有别的牛也在耕田，就不会不高兴，耕田也就起

劲啦。”这哪里是在和牛说话呢，老人分明把牛当成一个孩子，需

要人讲道理，需要人哄着去干活，而不是通过鞭打。为什么老人

与牛会如此亲近？他们之间有过什么样的故事，存在着什么样的

关系？初读到此只觉得老人可爱，而回过头来看才醒悟老人的这

种天真憨厚背后所沉淀的是什么。用来骗老牛的二喜、有庆、家

珍、凤霞、苦根，竟都是老人死去的亲人的名字，而老牛的名字，

便是老人自己的名字，福贵。 

    “我”醒来上前搭话后，老人便讲起了自己的故事。此后，“牛”



贯穿了整部小说。除了出现在老人的故事里

作为自己生平的一部分来讲述，它还出现在老人讲述的间隙，我”

跳出来和老人面对面时。而这种时刻，往往就是读者被悲伤袭击

得忍不住要落泪的时候。第一次是老人讲到自己年轻时一夜之间

输光家产，爹被气死，妻子也被丈人接走的时候。老牛以“蹲在池

塘泛黄的水中，只露出脑袋和一条长长的脊梁”的姿态出现了，池

水正拍击着它的脊梁。这让人不禁想到彼时几为苦痛所淹没的一

夜落魄的旧日公子哥，痛苦时时撞击着他如水拍打着牛。所幸他

没有沉沦，牛那条露出水面的脊梁似乎预示了他后日的站起来。 

    第二次是老人讲到自己被抓壮丁抓走，从战场的生死线上捡

回自己的命回到家却发现娘已去世，而赢去了自己家产的龙二也

因其财富被枪毙的时候。此刻牛正在悠然的啃着青草。跟着福贵

一路走过死亡地带的读者，在突然看到这样一幅宁静的画面的时

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仿佛久久笼罩的阴霾悄然散去，我们发

现阳光是那么温煦，眼前的 池̀塘、柳枝、青草都是那样的生机勃

勃，饱经风霜的老牛是那么宁静安然，恰如老人的生存状态。我

顿有一种被生命紧紧拥住的暖然与踏实，而眼前的一切都那么来

之不易，值得珍惜。那些伤痛已经无所谓了，重要的是，他还活

着，我们也都还活着。老人给牛套上了犁，生活还将继续。  

    第三次出现是老人讲述到有庆被抽血过度而死，自己背着重

病的妻子家珍来到儿子坟前的时候。这一次没有对牛的正面描写，

牛正在犁地，它周围是浑身散发着生命力的在田间劳作或休息的



做人的道理”的当儿向牛吆喝了一声，

他说：“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

踏错，口袋不要摸错。”这就是他朴素却深邃的人生哲学。与周围

热闹的人群相比，牛显得安分而踏实，浪子回头后的福贵也正是

如此，他没有被困难压垮，更没有在自己遭不幸后向社会报复，

他不偷不抢不怨天不尤人，他只是默默地承当生命所赋予他的一

切，负重前行。 

    最后一次是在文章的末尾，亲人一一离他而去，最后他剩下

的唯一的亲人，他的孙子，那个一心等着买牛的苦根，也死了。

老人讲述自己怀揣着钱，买下了一头即将被宰的流着眼泪老牛。

这不就再仅仅是生活的需要，也不仅仅是对死去的孙儿的承诺，

更不是对“把鸡养大了变成鹅，鹅养大了变成羊，羊大了又变成牛”

的家族复兴的执着。牛的眼泪让他看到了对生之眷恋，在死亡面

前再无所求，只想简简单单地活着，无论那需要承担的是什么。

我想正是这与自己毫无二致的生命意志，深深触动了他，让他把

它牵回了家，并取名福贵。至此，故事结束，老人的讲述与现实

合而为一。而从故事中走出来读者，将以新的眼光审视眼前的世

界和我们的生存状态。 

    我们不难看到，作为一个贯穿全文的意象，“牛”一方面在结

构上起了结构全文的作用，每一次出现都是一定阶段的结束，新

一阶段的开始，新的故事又即将展开；另一方面，从叙事上说，

作者安排将镜头从故事中切换到有着安静悠然的姿态的牛身上，



让我们得以舒缓一口气，而不至于

在故事中沉湎太深而陷入绝望，将我们拉回现实，让我们更加感

受到现实生活真实的美好；此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牛”有着

它深刻的象征意义，每一次出现，都是这种象征意味的凸显。“牛”

的意象在中国本身就有着深刻的内涵，比如勤勤恳恳，比如踏踏

实实，比如默默无闻，比如忍辱负重。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一部分。老牛第一次出现时暗

示的生命的坚韧，以及后来让我们感受到的对苦难的忍受与超脱，

对生命的珍视，都在主人公身上得以体现，向我们传达一种生命

哲学。牛还与泥土紧密相连。福贵对牛的感情也暗含了对这片生

于斯长于斯的大地的感情。比如文章开头福贵赶着牛用粗哑的嗓

音唱着：“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这里头的自鸣得

意，对荣华富贵最质朴的轻蔑，对当下生活的真诚的欢喜，与酸

腐文人的自命清高是那么不同，把中国人自古以来浓浓的乡土情

结仅以一个浅薄的“路远迢迢”来解释，这种朴实憨厚、生命的张

力，让人忍俊不禁却又深深感动。福贵如此爱着生命本身，我想

也一定是由于这广阔的温柔的土地的召唤。 

    有批评者认为，福贵的活着只是一种麻木的存在，没有幸福，

也没有尊严，他让老牛与自己同名正是将自己物化，将自己的生

命状态等同与动物的表现。作者的意图在于“企盼自己乃至中国

人皆能像福贵那样‘温情地受难’” 。这种说法我是无论如何也不

能同意的。且不说那些被他点点滴滴铭刻在心的人间温情，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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