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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讀後感 

    早對余華先生這本《活著》一書略有耳聞，恰有餘遐，

方閱畢此書，感悟頗深。 

    全書以一名地主少爺——福貴的一生貫串了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中國。他嗜賭成性，輸光家產，變

得一貧如洗，故不幸從年少輕狂、意氣風發的少爺，慘致

家道中落，更甚令父親氣死，自己淪落街頭。幸運地，他

獲贈一箱皮影戲工具，他得以靠這一門手藝養家活口，自

己亦浪子回頭。可當一切方步入正軌時，他意外被抓進軍

隊，妻子一人含辛茹苦養大子女。到戰爭後中年回來時，

才驀然發現母親已離世，女兒亦患病，不幸成了聾啞人。

兒子機靈活潑，卻也難逃死神的魔掌，在一次輸血給校長

的時候被抽血過多致死。妻子傷痛不已，鬱鬱而終。在這



雪上加霜的狀況下，福貴連女婿和孫兒也無情地被奪去了

生命，自此他孑然一身，孤苦伶仃。只在晚年跟一隻老黃

牛漫漫渡過後半生。 

    闔上書本之際，一股茫然若失的情緒油然而生，可再仔

細回憶書中細節，愕然發現作者並沒有用什麼煽情的字句，

而更多是用普通的直述句向我們娓娓敘說福貴跌宕的人生。

可正正就是這種毫不帶有感情的描述，偏偏能悄然渲染心

緒，令人產生感觸。 

    福貴晚年選擇跟牛耕田過日子，平靜地迎接死亡，這倒

敘性的開頭好像在隱喻著人與一條牛沒有甚麼分別，似乎

皆為一種無意義的存在，「人是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

是為了活着之外的是任何事活着。」福貴這一生命途多舛，

先後經歷父母雙亡、家道中落、兒女喪命等一連串悲慘的

遭遇。可余華筆下的福貴並沒有怨天尤人，更沒有自尋死

路，而是選擇了忍耐與沉默。因為他明白到死亡皆不由自

主，死神總愛在措不及防間，奪走我們身邊一份份的温情。

而與其暗自神傷，倒不如接受現實，默默地等待死亡的來

臨。 

    人活著只為活著本身而活，不為其他身外物而活，只有

如此，才能平靜接受世間一切人難以掌握的變故，感受生

命本身。但這種關於生命的深刻思考，作為生活在這斑斕

社會的我們，又怎能輕易參悟呢？當今世代，死亡這個字

好像總是縈繞耳邊，「要是我今次不合格，我就去死」、

「給我錢，要不我死給你看……」，可是和一生都與死神



相伴的福貴相比，此「死」又似非彼「死」。學海無涯，

難免會遇上大大小小具挑戰性的測測驗考試，有時候當你

從老師手中接回那份血淋淋的試卷，是不是瞬間感覺絕望

襲捲全身，更衍生輕生念頭？想以死亡去逃避這一切，把

死亡當作解脫的學子，不在少數。學海無涯，漫漫讀書路，

對比起福貴接二連三的悲苦遭遇，考試的失意可謂微不足

道，但現如今學生的價值觀每每與分數掛帥，只有成績才

代表學生生涯是否合格，學子將分數欄的紅字視同於生命，

殊不知這些所謂的痛苦對比起世間種種苦難，例如與家破

人亡，舉目無親的福貴相比，都不過輕如鴻毛罷了。 

    總有些悲觀主義者，苦苦求索生命的意義，面對世間千

種無奈、萬般艱辛，無論如何終將一死的命運，疑惑我們

為何還要活著。這個問題的回答，可能僅僅是「我想活著」

這個樸素的願望罷了。活著或許對我們來說是再容易不過

的事，但戰火之中人命如螻蟻，多少人苟延殘喘只求能活

下來，再次看看這世界？惡疾纏身纏綿病榻的臨終者，他

們又多麼想明天能再一次睜眼看看世界，哪怕簡單如天空、

樹木，他們都甘之如飴？而生活在發達地區的人，擁有優

越生活的人，卻總是如此輕易結束自己的生命，使人扼腕。

又或者，有些人一生營營役役，都在追求生命以外的名聲

與金錢，將這些身外之物看成重中之中的事，好像一離開

了它們，自己亦沒有活下去的意義了。反觀福貴命途坎坷，

一度傾家蕩產，由原來的大戶人家太子爺變成命運多舛的

勞苦人民，福貴所做的只是安於接受，平靜接受自己任何

一刻還能擁有的，感受自己明天「還能活著」的生命重量，



並沒有將自己沉醉於失去的傷痛之中。所以在苦難來臨之

時，我們能做的，更多的就只是如福貴一樣，默默地忍耐

著、接受著，而不是哭天搶地完便了結生命。正如癌末的

病人，如果他們在生命最後一段路只懂得怨天尤人，那麼

他們餘下的短暫生活也只會在痛苦中消亡，在埋怨中死去，

那麼，何不淡然接受生命的一切安排，感受最後與家人、

與世界的連結呢？我們來世界這一遭，不是來索取，不是

來爭名奪利，不是來滿足物慾，而僅僅是來感受作為「人」

的喜怒哀樂，體驗「活著」本身的力量罷了。 

我想，作為年輕人的我們，真的應該透過閱讀與遊歷，

多看看世界上不同的苦與樂，珍惜自己所擁有的，珍惜只

有一次、須臾即逝的短暫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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