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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全文约12万字，书中写了大
量的死亡。

“我罗列了一下，小说共写了10个
人的死亡。最早是福贵父亲的去世，因
为福贵把家产输光，父亲被他气死了。
接着福贵被国民党抓壮丁到了战场，他
和春生、老全躲避战争，老全因为去抢大
饼被炸死了。第三个死亡者是龙二，龙
二因为赢了福贵的田地成了地主，在‘土
改’中被枪毙了。然后是福贵母亲的死，
以及他儿子有庆的死。还有春生的自
杀、哑巴女儿凤霞的死、妻子家珍的死以
及女婿、外甥的死。”洪治纲说，小说题目
叫“活着”，写的却是“死亡的盛宴”，这已
然呈现出一种张力。而一部12万字的
小说要写10个人的死亡，其实是很难
的。“因为每个人的死在情节上需要有逻

辑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显得很假，
这就需要很好的叙事技术。”

再看这些死亡的人，他们与福贵不是
亲人就是朋友。“家庭的血缘亲情，是一个
中国人生存的最核心的依赖。这个核心
圈子消失了，意味着福贵成了一个很惨的
孤寡老人。让最核心的亲人一个个死去，
就意味着彻底动摇了福贵活着的信念。”
而且，小说中的大部分死亡，都是非正常
死亡。“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最容
易摧垮一个人的意志。”洪治纲说，《活着》
所要展示的，是死亡对活着的人的考验。
死亡是容易的，活着却非常艰难。“余华本
人曾说，《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
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这个‘眼泪’不是
绝望、委屈，而是一种韧性和意志的体现，
展示了生命活着的柔韧与宽广。”

文学博士，杭州
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
长、教授，著名评论
家，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入
选者，浙江省“钱江学
者”特聘教授。主要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与批评，出版有

《守望先锋》《余华评
传》《无边的迁徙》《中
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
群研究》等个人专著
10 多部。曾获第四
届全国鲁迅文学奖。

10月24日下午，
洪治纲做客宁波图书
馆“天一讲堂·云讲
堂”，主讲了《温情的

〈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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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活着》
是作家余华的代
表作，自 1992 年
问世以来，各种版
本的《活着》在中
国 大 陆 已 发 行
1000多万册，“这
还不包括大量的
盗版、网络上的在
线阅读等，如果把
这些也计算进去，
估计应该有2000
万册了。这是一
个非常大的发行
量。”洪治纲认为，
《活着》讲了一个
简单的故事，为什
么28年来一直能
畅销不衰？这个
现 象 很 值 得 思
考。他从死亡与
活着、历史与个
人、亲情与苦难、
倾听与讲述四个
方面，详尽分析了
《活着》的不同凡
响之处。

1.《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
作者：朱良志
出版社：中华书局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阐述中

国传统艺术审美特质的通俗读
本。作者深入浅出，从听香、看
舞、曲径、微花、枯树等十个方
面，饶有意味地讲述了中国传统
艺术所蕴含的美学观念及其实
践方式，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绘
画、书法、音乐和文学的内在审
美趣味，会有很好的帮助。这本
书非常适合阅读，并能有效提升
我们对传统艺术的评鉴能力。

2.《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作者：（法）古斯塔夫·勒庞
译者：冯克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有关大

众心理研究的通俗读物，也是一
部社会心理学的经典之作。作
者通过大量的事例，说明了在群
体性的社会中，任何个人的才情
秉赋、独立思想和价值取向，都
会被悄无声息地削减，并让集体
无意识巧妙地取而代之。但是，
群体性品质很多时候却是盲目
而愚蠢的，具有破坏性的，而这
常常成为集体无意识的内核。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随大流
的从众心理会导致很多悲剧的
产生。

一、《阅读温暖人生——〈方
雨的书架〉主题阅读分享会》

时间：10月31日（周六）10:00
地点：宁波图书馆新馆一楼

报告厅
嘉宾：艾伟（浙江省作家协

会主席）；方雨（浙江之声《方雨大
搜索》《方雨朋友圈》节目监制、主
持人，“金话筒”奖全国百优节目
主持人）；陈继东（高级工程师、宁
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筑香书馆”发起人之一）。

二、《女性隐秘的情感与成
长——从那不勒斯四部曲谈起》

时间：11月7日（周六）14:00
参与方式：宁波图书馆微信

公众号线上直播（ID: ningboli-
brary）

主讲人：陈英，四川外国语
大学副教授，欧洲语言文学（意大
利语）专业硕士生导师。北京外
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学硕士，意
大利马切拉塔大学语言学博士，
曾在意大利执教。主要研究语言
学、现当代文学以及翻译，译作有

“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
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
下的》和《失踪的孩子》。

记者 俞素梅

■洪治纲荐书

问世28年来一直畅销不衰

小说《活着》因何吸引读者？

■讲座预告

洪治纲认为，《活着》最感人的地方
是对亲情的描写。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福贵在叙
述中经常用到一个词——懂事。”洪治纲
说，余华是浙江人，“懂事”也是南方人
经常用的一个词，含义很丰富。“我们批
评孩子，有时候会说怎么这么不懂事！
什么叫懂事？它其实包含着亲情之间
的相互理解、宽容、奉献、牺牲。余华就
捕捉到了这么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很亲
情化的载体。”

在福贵的叙述中，他家所有人都以
牺牲的方式爱着这个家庭，都非常懂
事。如妻子家珍，任劳任怨，偶尔也会生
气，因为福贵赌博把家产输掉，她跑回了
娘家，但她本质上是爱着这个家的。“小
说通过福贵的叙述，不是在展示苦难本
身，而是展示苦难背后的温情。我们可
以想一想，像福贵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

没有矛盾？但小说通过福贵的自我叙
述，把生活中的家庭矛盾全回避了。也
就是说，福贵在亲人一个个去世之后，他
记忆中最深刻的全是亲情，而不是矛
盾。”从某种意义上说，福贵是天下最不
幸的人，因为所有亲人都先他而去，但福
贵又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因为所有亲人
都深深地爱着他。

《活着》整体叙事非常简练，但很多
细节还是写得蛮铺张的，而所有铺张的
地方，其实都是在写亲情。“小说的开头，
福贵对着老牛，一会叫这个名字，一会叫
那个名字，几乎把家里所有人的名字都
安在老牛身上，这说明他觉得亲人都在
他身边，他依然活在亲情的世界里。”洪
治纲说，福贵忍受了历史的劫难，但因为
亲情弥漫在他的每一个毛孔中，使他获
得了巨大的情感支撑，这种支撑就是小
说所要彰显的主题。

《活着》从福贵年轻时是个喜欢赌博
的纨绔子弟写起，一直写到上世纪80年
代初的分田到户，展示了福贵40多年的
人生历程。

这40多年的中国历史可谓风云激
荡，“余华只用了12万字，就把这段漫长
而复杂的历史都写进去了，很多重大事件
他一笔带过，写得更多的是历史在福贵这
个小人物命运中的具体体现。”洪治纲列
举了小说中的很多情节，比如解放战争
中，福贵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在淮海战

役中成了解放军的俘虏，获得几块钱后回
家了；三年困难时期，福贵全家陷入饥荒，
度日如年……“作者通过叙述的巧妙对
接，把很多重大历史都融入到福贵的普通
生活中。福贵的苦难命运是与那一段跌
宕起伏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洪治纲认为，余华把宏大的历史不
断地落实到普通人身上，其实传达了一
种观念：真正的历史是个人化的，是由无
数卑微的生命来承担的，而不只是我们
常常看到的英雄史。

“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小说的叙
述方式。”洪治纲介绍，余华在小说中设置
了两个叙述者，一个是“我”的叙述，另一个
是福贵的回忆。特别是福贵的回忆，像一
首长调，包含了浓郁的温情和对生命久久
的眷念，有别于其他小说的单纯控诉。

福贵的自我叙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功能，就是突出什么、屏蔽什么，都由他
的个人情感来决定。因为人的记忆可以
对客观事实进行重构，而这个重构直接
关系到作者要表达什么。“让福贵来控诉
行不行？也可以，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
格调的小说，那样的小说我们看得太多
太多。”洪治纲说，福贵没有控诉，他的回
忆给了小说温暖的底色，这是《活着》最
感人的地方。

小说中的文化馆员“我”，是一级叙
述者，福贵是二级叙述者。福贵叙述时，

“我”就变成了一个倾听者、记录者。“我”
也是小说叙述节奏的调控者，把福贵的
自我叙述分成了五个部分来完成。“这一
设计的最大作用，就是增强了小说的真
实感和带动性。”

“《活着》体现了我们活着背后那些
非常重要的亲情的力量、温情的力量、情
感的力量，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血缘亲
情核心结构中的支撑性力量，这个力量
恰恰是我们在现实中不容易看到的。所
以我们在阅读中很容易获得一种情感补
偿，补偿我们对生活的内在诉求，这也是
《活着》这么多年为人们所乐于接受的核
心原因。”洪治纲总结说。

通过苦难和死亡来展示人间的温情

福贵的苦难里承载着各种历史的劫难

以死亡来写活着体现生命的柔韧与宽广

独特的叙述方式增强了真实感和带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