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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2013 年山东卷：《活着》

作者 | 余 华 赏析 | 宿艳
【编者寄语】

活着本身很艰难，延续生命就得艰难地活着，但没有比活着更美好的事。余华的风格简
洁而有力，直抵人心。本文节选自他的《活着》一书。老人富贵在亲人纷纷离去的孤寂中，
依旧平静安然地活着。小说的结尾令人难忘，年老体迈的老人给他的老牛也取名叫福贵。叙
述者看着老人和老牛在暮色苍茫中慢慢消失，留下他独自一人。老人在生命的黑暗中寻找一
点灵光和温暖，并给人们带来生命的感悟和心灵的抚慰。

【文本研读】

活 着

我遇到那位名叫福贵的老人时，夏季刚刚来到。

那天午后，我走到了一棵有着茂盛叶子的树下，看到

近旁田里一个老人和一头老牛。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
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
述了自己：

以富贵为叙述者，讲述他自
己一生的故事。顺应情节发
展，塑造的人物更加贴近生
活。

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去了，过得平平常常，我
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年轻时靠着
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可寿

命长，我家里五口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一个
被苦难不断蹂躏的生命，最终选择活着。体现了对生命价
值的肯定和对人文价值的关怀。）

“我”遇到福贵，福贵为“我”
讲述他前半生的经历。

孙子死后的第二年，看看自己还得活几年，我觉得牛
还是要买的。牛是半个人，它能替我干活，闲下来时我也
有个伴，心里闷了就和它说说话。牵着它去水边吃草，就

跟拉着个孩子似的。

买牛那天，我把钱揣在怀里走着去新丰，那里有个很
大的牛市场。路过邻近一个村庄时，看到晒场上有一群人，

走过去看看，就看到了这头牛，它趴在地上，歪着脑袋吧
哒吧哒掉眼泪。旁边一个赤膊男人蹲在地上霍霍地磨着牛
刀，围着的人在说牛刀从什么地方刺进去最好。看到这头

老牛哭得那么伤心，心里怪难受的。想想做牛真是可怜。
累死累活替人干了一辈子，老了，力气小了，就要被人宰
了吃掉。（叙述语言冷静简洁，对牛一生的总结，体现出生
活中简单而朴素的道理。）

福贵想去买牛，遇到屠夫要
杀老牛。

我不忍心看它被宰掉，便离开晒场继续往新丰去。走
着走着心里总放不下这头牛，它知道自己要死了，脑袋底

下都有一摊眼泪了。

我越走心里越是定不下来，后来一想，干脆把它买下
来。

体现福贵内心仁慈，保留温
情。

我赶紧往回走，走到晒场那里，他们已经绑住了牛脚，
我挤上去对那个磨刀的男人说；“行行好，把这头牛卖给我
吧。”

赤膊男人手指试着刀锋，看了我好一会才问：“你说什
么？”我说：“我要买这牛。”



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提升语文核心素养

2 / 6

他咧开嘴嘻嘻笑了，旁边的人也哄地笑起来。我从怀

里抽出钱放到他手里，说：“你数一数。”赤膊男人马上傻
了，他把我看了又看，还搔搔脖子，问我：“你当真要买？”

我什么话也不去说，蹲下把牛脚上的绳子解了，站起

来后拍拍牛的脑袋。这牛还真聪明，知道自己不死了，一
下子站起来，也不掉眼泪了。我拉住缰绳对那个男人说：“你
数数钱。”

那人把钱举到眼前像是看看有多厚，看完他说：“不数
了，你拉走吧。”

我便拉着牛走去，他们在后面乱哄哄地笑，我听到那

个男人说：“今天合算，今天合算。” 福贵心地善良，买下老牛。

牛是通人性的，我拉着它往回走时，它知道是我救了
它的命，身体老往我身上靠，亲热得很。我对它说：“你呀，

先别这么高兴，我拉你回去是要你干活，不是把你当爹来
养着的。”

我拉着牛回到村里，村里人全围上来看热闹，他们都

说我老糊涂了，买了这么一头老牛回来，有个人说：“福贵，
我看它年纪比你爹还大。”

会看牛的告诉我，说它最多只能活两年三年的，我想

两三年足够了，我自己恐怕还活不到这么久。谁知道我们
都活到了今天，村里人又惊又奇，就是前两天，还有人说
我们是“两个老不死”。

坦然面对生死，老人和牛至
今仍活着，出乎意料。体现
了生命的坚韧。

牛到了家，也是我家里的成员了，该给它取个名字，
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叫它福贵好。定下来叫它福贵，我左看
右看都觉得它像我，心里美滋滋的，后来村里人也开始说

像，我嘿嘿笑。

福贵是好样的，有时候嘛，也要偷偷懒，可人也常常
偷懒，就不要说是牛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让它干活，什

么时候该让它歇一歇。只要我累了，我知道它也累了，就
让它歇一会，我歇得来精神了，那它也该干活了。

老人说着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向池塘旁的

老牛喊了一声，那牛就走到老人身旁低下了头，老人把犁
扛到肩上，拉着牛的缰绳慢慢走去。

福贵和牛相依为命，坦然面
对生死。福贵讲完故事，准
备离开。

两个福贵的脚上都沾满了泥，走去时都微微晃动着身

体。
老人和牛相互扶持，描绘了
一幅温馨和谐的画面。

老人和牛渐渐远去，我听到老人粗哑的令人感动的嗓
音从远处传来，他的歌声在空旷的傍晚像风一样飘扬。

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
后消隐了。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男人挑着
粪桶从我跟前走过，扁担吱呀吱呀一路响了过去。慢慢地，

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霞光逐渐退去。（一语
双关，既指霞光消散，也指福贵和牛的生命最终也会消散。）

福贵和牛离开，天色渐晚。

作者：余华

节选自余华《活着》，有删改

【知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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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标题是标明文章、作品等内容的简短语句，可以使读者了解到文章的主要内容和主旨。

小说标题作用的分析角度包括：

①标题本身。点明写作对象，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标题本身的语言风格、修辞手

法；标题蕴含的意境特点。如《少男》《书匠》交代小说写作对象。

②情节结构。统领全文，概括故事情节；作为线索，贯穿文章始终；与文中内容呼应或形

成对比。如“活着”同福贵亲人接连逝去形成对比。

③内容主旨。表达情感；是精神品质的载体；象征意义；揭示哲理。

④人物塑造。突出人物性格或形象。如“活着”概括了老人、老牛的生存状态。

⑤表达效果。设置悬念，激发读者阅读兴趣；渲染氛围，营造意境；生动形象，耐人寻味。

【试题解析】

1.小说中老人与牛的形象有哪些相似之处？请结合文本作简要概括。（4 分）
【参考答案】：①老迈年高；②饱尝活着的痛苦和艰辛；③表现出生命的韧性。

【解析】：重点考查总结、概括形象特点的能力。
通读全文，按顺序分析提炼，由表及里，同时注意结合文本。本题从老人与老牛形象的相似处
设题。从“看到近旁田里一个老人和一头老牛”“两个老不死”，可以得出他们都老迈年高；从

“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可寿命长，我家里五口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累死累活替人干了一
辈子，老了，力气小了，就要被人宰了吃掉”等说明活着的痛苦与艰辛；“谁知道我们都活到
了今天”等说明生命的坚强与坚韧。

2.分析文中画线的两个句子的表现手法与表达效果。（4分）
（1）牵着它去水边吃草，就跟拉着个孩子似的。（2分）
【参考答案】：运用比喻，将牛比喻为自己的孩子，形象生动地体现老人对亲人的渴望。

（2）两个福贵的脚上都沾满了泥，走去时都微微晃动着身体。（2分）
【参考答案】：细节描写，通过“沾满了泥”“微微晃动”等细节表现出老人与牛的老态和劳作
之后的疲惫。

【解析】：重点考查语句的表达手法与表达效果。
（1）“跟拉着个孩子似的”使用比喻手法，将牛比喻成孩子，说明老人渴望亲情而不得，老人
也需要个伴，借牛以慰藉。此句要结合画线句前面的“牛是半个人，它能替我干活，闲下来时

我也有个伴，心里闷了就和它说说话”进行理解。福贵已经将牛当作半个可以陪他解闷、说话
的人。
（2）动作细节描写，“两个福贵”显得亲切，“都沾满了泥”说明劳苦，“晃动着身体”说明老

态之状，表达了老人与牛的甘苦依存。结合前文“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让它干活，什么时候该让
它歇一歇。只要我累了，我知道它也累了，就让它歇一会，我歇得来精神了，那它也 该干活
了”，福贵和牛共同劳作，由此可知泥的由来。

3.请简要分析小说最后一段景物描写的作用。（4 分）
【参考答案】：①点出了老人的乡间生活环境；②透露出乡间的生活都顺应着自然的规律；③
以此结尾深化主题，增添了小说的意味；④照应开头，使文章结构完整。

【解析】：重点考查景物描写的作用。
宁静祥和的田园是福贵的生活环境，是环境描写本身的作用。
傍晚时分，人们都归家，符合自然作息规律。整个故事的发展按照时间发展顺序展开，体现出

乡间生活都需要顺应自然规律。
以景色结尾，将一天结束、霞光消散同福贵和老牛最终消散的生命暗合在一起。喻指生死是自
然规律的一部分，深化文章主题。由对福贵和牛的故事记叙转为傍晚景色描写，留给读者无尽

的感慨和推想，增添小说冷静的叙事意味。
文章开头写午后“我”在树下遇到福贵，结尾写傍晚乡村人们回家的生活场景。以时间为线，
描写了乡村田间景象，前后呼应，使文章结构完整。

小说环境描写的作用有交代背景、渲染气氛、烘托心情、衬托形象、推动情节、升华主旨等，
本文最后一段景物描写可从以上几个角度和结构角度进行思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7%AB%A0/47512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5%E5%AE%B9/86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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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合文本，谈谈本文以“活着”为题目有什么好处。（6 分）

【参考答案】：
①“活着”概括了老人、老牛的生存状态；
②让读者体味“活着”的滋味；

③产生如何对待生命的思考；
④形象生动，言简意丰，耐人寻味。
（答出三点即可。其他答案，只要言之成理，即可酌情给分）

【解析】：考查对主题的探究能力。
文章标题可从内容、结构、情感、主旨等角度进行分析。
“活着”表层意蕴，主要展现了两个方面：一是展现了老人、老牛的生存状况；二是简洁形象，

涵盖全面，令人回味。
深层意蕴有两个方面：一是让读者思考活着的滋味与意义；二是让读者思考如何对待活着，如
何对待生活。

【反馈检测】

1.小说通过福贵讲述的故事向我们阐释了活着的意义，但作者为什么要设置“我”这一人物？
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

【参考答案】：
①“我”作为线索人物，以“我”询问福贵为故事开端，以“我”的穿插讲述、询问为线展开
故事情节。

②通过“我”的第一人称视角，增加故事的真实感，我们共同听故事、评故事，好像福贵这一
人物就在眼前。
③从旁观者角度，冷静看待福贵的人生经历，由此引发读者阅读思考。

④“我”和福贵作为叙述者，交替出现，使故事舒缓有致，控制叙述距离。
2.余华说：“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
真实。”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本文是如何体现“真实”的。

【参考答案】：
①人物真实。使用第一人称“我”，增加故事的真实可信度。以农民福贵的回忆，用“树下讲
故事”的方式，充分运用口语化的语言。

②故事情节真实。杀牛、买牛、与牛相依为命的故事情节具有真实性。午后人们在地里劳作，
傍晚都回家，符合生活作息和自然规律。
③选材真实。细节生动逼真，如牛会流眼泪哀求；真实展现福贵对牛的情感，如带牛吃草像拉

个孩子；双线叙事，增强印证。
④叙事场景真实。故事设置在田间田野，有晚霞、炊烟、树等常见且典型的意象。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潍坊实验中学 宿艳）

【相关链接】

兄弟

余华

李兰生下李光头以后，开始了她漫长的偏头痛。从李光头有记忆开始，他的母亲就一直裹
着头巾，像是田里干活的农妇一样。

这时候李兰正在忍受偏头痛的折磨，她的牙缝里时刻都在发出咝咝的响声。自从丈夫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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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死去以后，李兰再也没有抬起头来看过别人，再也没有喊叫过，剧烈的头痛也只是让她嘴里

不停地咝咝。当她将儿子抱到怀里，看着他苍白的脸色和瘦小的胳膊时，她就会泪水长流。即
便这样，她扔然没有勇气在阳光灿烂的时候把儿子抱到街上去。

李兰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犹豫之后，终于在一个月光明媚的深夜，抱着李光头悄悄地来到街

道上。她低下的头都贴在了儿子的脸上，她沿着墙根快速地走动着，只有在她确定前后都没有
脚步声的时候，她才会放慢自己的步伐，抬起了自己的头，看着天空里一轮皎洁的明月，沐浴
着夜风凉爽的吹拂。

李兰抱着李光头在深夜的月光里流连忘返，有一次和宋凡平相遇了。当时李兰抱着儿子走
在静悄悄的街道上，一个完整的家庭说着话走在街道的对面，那是宋凡平一家人在走过来。这
个高大的父亲手里托着比李光头大一岁的宋钢，他的妻子手里提着一只蓝子。

在后来的深夜里，李兰抱着李光头走在街道上时，两次与宋凡平相遇。有一次是他们一家
人，有一次只有他一个人，那次宋凡平突然用他高大的身躯挡住了这对母子的去路，他粗壮的
手指摸着孩子昂着的脸，他对李兰说：

“这孩子太瘦了，你应该让他多晒晒太阳，阳光里有维生素。”
可怜的李兰都不敢抬起头来看他一眼，她抱着李光头浑身发抖，李光头在她怀里晃个不停，

就像屋子在地震里换个不停。宋凡平笑了笑，擦着他们的身体走了过去。这天深夜里李兰没有

享受月光的灿烂，她抱着李光头早早回家了，她嘴里咝咝的响声也和往常不一样，这一次她可
能不是因为偏头痛。

李光头瘦弱的母亲每隔两个月就要去米店买四十斤大米，这是李光头最幸福的时光。当她

背着四十斤大米往回走的时候，他不用跌跌撞撞地跑在她的身后了，她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李光头就有时间在大街上东张西望。

高大的宋凡平在一个秋天的中午走到了他们面前，当时李兰正低垂着头擦脸上的汗珠，她

看到一只强劲有力的手突然提起了地上的米袋，她吃惊地抬起头来看到了这个微笑的男人，他
对她说：

“我帮你提回家。”

宋凡平提着四十斤的大米就像是提着一只空蓝子似的轻松，他的左右一把将李光头抱起来，
驼到他的肩上，让李光头的双手抱住他的额头。李光头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的地方张望过街道，
他从来都是仰脸张望，他第一次低头看着街上的行人，他坐在宋凡平的肩上咯咯笑个不停。

这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提着李兰的米袋，驮着李兰的儿子，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声音洪亮地
说着话。李兰低垂着头走在他的身边，她脸色苍白，浑身冒出了冷汗，她恨不得找一条缝钻到
地下，她觉得全世界的人此刻都在嘻嘻哈哈地看着她。宋凡平一路上问这问那，李兰除了点头

还是点头，她嘴里除了咝咝声还是咝咝声。
李光头记得是在自己五岁的时候，宋凡平的妻子因病去世了。李兰听到这个消息后，嘴里

咝咝响着在窗前站立很久，看着夕阳西下和月亮升起，然后拉着儿子的手，在夜晚的月光里悄

无声息地走向了宋凡平的家。李兰没有胆量走进宋凡平的家，她站在一棵树木的后面，看着宋
凡平家昏暗的灯光里有人坐着有人走着，屋子中间放着一具棺材。李光头拉着母亲的衣角，听
着母亲嘴里咝咝地响，他抬头去看月亮和星星的时候，看到母亲在哭，母亲的手一直在抹着眼

泪，他问母亲：
“妈妈，你哭了？”
李兰嗯了一声，告诉儿子，恩人的家中有人死了。李兰站了一会儿后，又拉起了李光头的

手，悄无声息地走回家中。
在宋凡平妻子出殡的那天，李兰将串起来的纸铜钱和一只只的纸元宝放进了一只篮子，挽

着篮子拉着李光头的手，走出家门守候在大街上。在李光头的记忆里，那天上午李兰第一次在

大街上抬起头来了，她是在张望着出殡的队伍。
宋凡平的妻子出殡时，只有十多人送行，棺材放在一辆板车上，在石板路上嘎吱嘎吱地响

了过来。李光头看到十多个送行的男女都在头上扎着白布条，腰上也系上了白布条，他们哭泣

呜咽着走了过来。
那一天，李光头跟随着这些低声呜咽的人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来到了一个已经挖好的墓穴

前，棺材放进去时，低声的呜咽立刻变成了号啕大哭。李兰挽着蓝子拉着李光头站在一旁，看

着这些人哭泣着将泥土铲进墓穴，泥土在墓穴里升了起来，变成了一座坟墓。宋凡平站身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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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面前，他眼含泪水地看着李兰，从她手里接过了篮子，回到坟墓前，将里面的纸元宝和

纸铜钱拿了出来，放在了坟墓上，用火柴点燃了纸钱，当纸钱熊熊燃烧的时候，哭声又变得响
亮起来。李光头看到自己母亲也开始了伤心地哭泣。李兰仍然是一手挽着篮子一手拉着儿子，
走在这些人的后面，走在前面的宋凡平不停地回头张望着这对母子，在走近李兰家的小巷时，

宋凡平站住了脚，等着李兰和李光头走上来，他低声和李兰说话，邀请这对母子去他家吃晚饭，
吃一顿悼念死者的豆腐饭，这是我们刘镇的风俗。

李兰迟疑着摇了摇头，拉着李光头的手走进了小巷，回到了自己家中。走了差不多一天的

李光头躺到床上就睡着了，李兰独自坐在里屋，嘴里咝咝想着看着窗外发呆。天黑的时候有人
来敲门了，李兰惊醒过来，她起身打开屋门时，看到了宋凡平站在门外。

宋凡平的突然出现，让李兰惊慌失措，她没有看见宋凡平手里提着的篮子，她忘记了应该

让他进屋，她习惯地低下了头。宋凡平把篮子里的饭菜端出来递给李兰，李兰这才知道宋凡平
把豆腐饭亲自送上门来了。她差不多是哆嗦地接过宋凡平手里的饭菜，然后手脚麻利地将碗里
的饭菜倒出来，倒在自己家的碗里，又在水缸旁麻利地将宋凡平家的碗清洗干净。李兰把洗干

净的碗还给宋凡平的时候，她的双手又哆嗦了。宋凡平接过自己的碗放进篮子，转身里去时，
李兰又是习惯地低下了头，直到宋凡平的脚步声消失之后，她才想起来竟然没有把他让进屋里
来，她抬起头来时，黑暗的巷子里已经没有宋凡平的身影了。


	「小说精读」2013年山东卷：《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