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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余华：《那个卖血的男人》 

作者| 余华  赏析| 周秀义 

  
【编者寄语】 

明知人生有无数难以逃避的艰难困苦，但依然在坚定的活着，这就是生活。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于 1995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磨难
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故事的主线是许三观的生活，
每当他遇到过不去的坎需要钱的时候，他就会去卖血，也只能是去卖血。但他自己以为卖的是
“力气”，“热气”，其实就是在卖命。许三观前五次卖血孝敬了亲人、娶了媳妇，保全了完
整的家，弥补良心的愧疚……，本文节选部分是为了给儿子去上海治疗肝炎。卖血卖命，许三
观就这样悲苦而顽强地活着。 

同学们，我们一起研读文本，探究许三观悲剧命运的启示。 

【文本研读】 

那个卖血的男人  

这天晚上，许三观和一个年过六十的男人住在一起，那
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穿着破烂的棉袄，黝黑的脸上有
几道被冬天的寒风吹裂的口子，怀里抱着两头猪崽子走进
来，许三观看着他把两头小猪放到床上，小猪吱吱地叫，声
音听上去又尖又细，小猪的脚被绳子绑着，身体就在床上抖
动，他对它们说：“睡了，睡了，睡觉了。” 

 

说着他把被子盖在了两头小猪的身上，自己在床的另
一头钻到了被窝里。他对许三观说：“现在半夜里太冷，会
把小猪冻坏的，它们就和我睡一个被窝。”  

卖猪老人的穿着、面部特征、

对小猪的爱护，显示老人生活

的艰难。对小猪的亲昵的安抚

和安排，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看到许三观点了点头，他嘿嘿地笑了。 

一.故事开端：交代许三观与带

猪崽的老男人住在旅店的同一

个房间。 

他告诉许三观，他家在北荡的乡下，到百里来，是来把
这两头小猪卖掉，他说：“百里的价格好，能多卖钱。” 

 

最后他说：“我今年六十四岁了。”“看不出来，”许
三观说：“六十四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 

 

听了这话，他又是嘿嘿笑了一会儿，他说：“我眼睛很
好，耳朵也听得清楚，身体没有毛病，就是力气比年轻时少
了一些，我天天下到田里干活，我干的活和我三个儿子一样
多，就是力气不如他们，累了腰会疼……” 

通过对话，刻画卖猪老人的形

象。百里卖猪、年老腰疼与两

次“嘿嘿笑”形成对比，既显示

老人生活的艰难，又突出了老

人的乐观态度。为下文老人对

许三观的关心做铺垫。 

他看到许三观盖了两条被子，就对许三观说：“你是不
是病了？你盖了两条被子，我看到你还在哆嗦……” 

卖猪老人对许三观的细致观察

和询问。侧面交代了许三观身

体状况。老人对许三观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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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许三观说：“我没病，我就是觉得冷。”  

他说：“那张床上还有一条被子，要不要我替你盖上？”  

许三观摇摇头，“不要了，我现在好多了，我下午刚卖
了血的时候，我才真是冷，现在好多了。” 

照应前文许三观的“哆嗦”。交

代冷的原因，突出许三观生活

的艰难。 

“你卖血了？”他说：“我以前也卖过血，我家老三，
就是我的小儿子，十岁的时候动手术，动手术时要给他输
血，我就把自己的血卖给了医院，医院又把我的血给了我家
老三。卖了血以后就是觉得力气少了很多……”  

插叙卖猪老人卖血的经历。老

人感同身受。衬托许三观这样

的普通老百姓同样凄惨的遭

遇。 

许三观点点头，他说：“卖一次、两次的；也就是觉得
力气少了一些，要是连着卖血，身上的热气也会跟着少起
来，人就觉得冷……” 

 

许三观说着把手从被窝里伸出去，向他伸出三根指头
说：“我三个月卖了三次，每次都卖掉两碗，用他们医院里
的话说是四百毫升，我就把身上的力气卖光了，只剩下热气
了，前天我在林浦卖了两碗，今天我又卖了两碗，就把剩下
的热气也卖掉了……” 

动作、语言描写。强调卖血的

次数、数量和卖光了身体里的

力气和热气。交代卖血的惨痛

经历，可谓字字血，声声泪。揭

示当时社会老百姓走投无路的

生存状态。 

许三观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呼呼地喘起了气，来自北
荡乡下的那个老头对他说：“你这么连着去卖血，会不会把
命卖掉了？” 

 

许三观说：“隔上几天，我到了松林还要去卖血。” 

那个老头说：“你先是把力气卖掉，又把热气也卖掉，
剩下的只有命了，你要是再卖血，你就是卖命了。” 

“就是把命卖掉了，我也要去卖血。” 
坚定的语气。显示许三观的坚

毅和执着。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许三观对那个老头说：“我儿子得了肝炎，在上海的医
院里，我得赶紧把钱筹够了送去，我要是歇上几个月再卖
血，我儿子就没钱治病了……” 

交代舍命卖血的直接原因。是

为了儿子活命，充满无限慈爱、

无奈和悲苦。 

许三观说到这里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又说：“我快活到
五十岁了，做人是什么滋味，我也全知道了，我就是死了也
可以说是赚了。我儿子才只有二十一岁，他还没有好好做人
呢，他连个女人都没有娶，他要是死了，那就太吃亏了……” 

 

那个老头听了许三观这番话，连连点头，他说：“你说
得也对，到了我们这把年纪，做人已经做全了……” 

二.故事发展：交代许三观卖血

的真正原因。 

这时候那两头小猪吱吱地叫上了，那个老头对许三观
说：“我的脚刚才碰着它们了……” 

 

他看到许三观还在被窝里哆嗦，就说：“我看你的样子
是城里人。你们城里人都爱干净，我们乡下人就没有那么讲
究，我是说……” 

 

他停顿了一下后继续说：“我是说，如果你不嫌弃，我
就把这两头小猪放到你被窝里来，给你暖暖被窝。” 

卖猪老人要放小猪到许三观被

窝。体现卖猪老人的善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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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许三观点点头说：“我怎么会嫌弃呢？你心肠真是好，
你就放一头小猪过来，一头就够了。” 

 

老头就起身抱过去了一头小猪，放在许三观的脚旁。那
头小猪已经睡着了，一点声音都没有，许三观把自己冰冷的
脚往小猪身上放了放，刚放上去，那头小猪就吱吱的乱叫起
来，在许三观的被窝里抖成一团，    老头听到了、有些
过意不去，他问：“你这样能睡好吗？” 

 

许三观说：“我的脚太冷了，都把它冻醒了。” 

老头说：“怎么说猪也是畜生，不是人，要是人就好
了。” 

许三观说：“我觉得被窝里有热气了，被窝里暖和多
了。” 

于是，许三观得以一夜安睡。（结尾照应开头卖猪老人
与猪同被窝的情节。人猪同被窝，人靠猪取暖安寝。暗示了
小说的主题——特定的年代，贫苦的百姓过着不如猪的生
活，表达了作者对许三观类贫苦人民的同情，讽刺和批判当
时社会制度弊病。） 

三. 故事高潮和结局：许三观

和小猪同被窝取暖。 

总评:本小说语言风格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小说通篇洋溢
着浓郁的小镇生活气息，切合本小说的主旨。小说语言成功
的特点在于人物对话的巧妙设计、时代背景的精准把控，所
有的语言都简洁而具有很强的感情意味。小说全篇都是人
物对话，小说叙事在人物对话中推进。对话不仅承担着人物
的发言的作用，而且不断推进叙述的旋律和节奏。通过对
话，作者很好地将小说的主旨鲜明地呈现给读者：对贫穷年
代诸如许三观类的贫苦劳动人民深深的同情，对当时社会
弊病的尖锐地讽刺和批判。 

 

（节选自《许三观卖血记》，有删改）  

【知识建构】 

小说中的以小见大 

小说中，许三观用最原始、最根本的生存方式——卖血,在苦难中顽强的生存。以平实的
民间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许三观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他有一段平凡的
人生和一连串自然演进的卖血经历，他用卖血来对抗生命的苦难，丈量苦难的长度和强度，
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眼泪、温情、坚强和不服输的精神以及面对苦难悲剧性的命运。通过这
个人物形象，作者告诉人们：活着比死去需要更多的勇气。特定年代里有很多人和许三观一
样，卖血的经历是一代人悲苦生活的缩影。小人物，大社会；小事件，大主题。作者以小见
大，反应了五、六十年代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幸命运的普通人共同的悲剧命运。 

【试题解析】 
1.下列选项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许三观卖血的直接原因是家里穷，儿子得了重病无钱医治，只想靠卖血去度过难关。 
B．许三观的形象十分饱满，既朴实坚韧，又卑微可怜，小说写出了这个小人物在那个时代的
苦痛与挣扎。 
C．北荡乡下的老头是怕猪冻着才让小猪睡入被窝，后来是怕许三观冻着又让小猪给他取暖，
这些情节写出了人不如猪的社会现状，引发了我们关于人性与兽性的思考。 
D．余华通过两位父亲无法用流汗钱来给孩子治病，都只能通过卖血钱才能救儿子的命来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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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定的年代进行审视与批判。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 
“写出了人不如猪的社会现状，引发了我们关于人性与兽性的思考”错，这些情节主要是表现
哪个特定年代人民的悲苦命运以及底层社会人与人之间传递温暖的人性美。 
2.“来自北荡乡下的那个老头”这一人物在文中有什么作用？（6分） 
参考答案: 
①北荡乡下老头的处境衬托了许三观的贫苦、卑微。②北荡乡下老头和许三观的对话，推动了
情节的发展。③北荡乡下老头对许三观做出的善良举动，给这个悲苦的故事以温暖的色调。④
特定年代里有很多人和许三观一样，卖血的经历是一代人悲苦生活的缩影。 
答案解析: 
本人题考查小说中次要人物的作用。次要人物是相对主人公而言的，所以，作用之一就是衬托
主人公的形象。其次，次要人物的出现会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次要人物相关的情节，往往对
小说的主题也有一定的表现作用。做答时，考生结合次要人物相关情节，围绕以上几方面做答，
不脱离小说内容、言之成理即可。 
3.探究许三观卖血这一事件所蕴含的作者的情感态度。 
参考答案:①对底层社会人与人之间传递温暖的人性美的赞美。②对有着悲苦命运的人民的关
怀与同情。③对造成苦难命运的特定年代的思考与批判。 
答案解析: 
本题考查考生对作品情感态度的揣摩能力。许三观的不幸，是那个时代更多悲苦人民的不幸，
所以，体现作者对所有有悲苦命运人民的同情。卖猪老人对许三观的关切，体现了作者对朴素
人性的赞美。挖掘许三观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表达了作者对特定年代的思考和批判。 
【反馈检测】 
1.本小说在叙事上有那些特点？请结合文本进行简要分析。（6分） 
2.作者采用朴素而简洁的结尾有什么意图？请结合故事内容进行分析。（6分）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河北卢龙县中学  周秀义） 

【相关链接】 
余华与《许三观卖血记》 

余华，中国当代作家。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
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5
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余华是“先锋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说带有很强的实验性，以极其冷峻的笔调揭示人
性丑陋阴暗，罪恶、暴力、死亡是他执着描写的对象，处处透着怪异奇特的气息，又有非凡的
想象力。客观的叙述语言和跌宕恐怖的情节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有着特殊的敏
感，给人以震撼。他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创作的长篇小说与 80 年代中后期的中短篇有很大
的不同，特别是使他享有盛誉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逼近生活真实，以平实的民间
姿态呈现一种淡泊而又坚毅的力量，提供了对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  

余华在《结束》中说道：“有一天，我和陈虹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行走时，一幕突然而至
的情形让我们惊愕。在人流如潮噪声四起的街道上，一个穿着整洁的老人泪流满面的迎面走来。
他如此坦率的表达自己的不幸，并将自己的不幸置于拥有盲目激情的人流之中，显得触目惊
心。”许三观就是以那个泪流满面的老人为原型塑造出来的，余华给老人安排了一个真实的人
生，他用着最原始最根本的生存方式-----卖血,在苦难中顽强的生存。这里余华提出来一个不
容回避的问题，苦难与不幸无处不在，直面苦难才是最合适的解决方式，要敢于面对惨淡的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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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许三观时，余华说：“有这样一个人，他会追求平等，他是一个像生活那样实实在
在的人，所以他所追求的平等就是和他的邻居一样，和他所认识的那些人一样。当他的生活极
其糟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糟糕，他也会心满意足。”自然是有一些阿 Q的精神在里面，
然而面对无法抗拒和逃避的苦难，这样的观念起了一些很大的作用，知足常乐。许三观在苦难
中依然能够有寻常人的悲喜。面对苦难，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思考解决办法。他就像是一个
扁担，挑起了家里所有的苦难。 

许三观过生日那一天，许玉兰特意为了庆贺，煮了一顿加糖的、比平时稍稠一些的玉米粥。
孩子们并不能满足，想的都是肉。在那样一个只能喝粥的苦难时期，许三观给孩子们来了一顿
“精神会餐”。他用嘴巴给儿子们“做”好吃的，“先把四片肉放在水里煮一会，煮熟就行，
不能煮老了……红烧肉就煮成了”，最后他给自己做了一道菜“爆炒猪肝”，说着许三观哈哈
大笑起来。他说“今天我过生日，大家都来尝一尝我的爆炒猪肝吧。”许三观的笑声笑出了乐
观、坚强，笑出了对苦难的抗争。苦难是真实的、残酷的，但是在人类这种有关顽强意志的生
命面前，它是一座可以攀登而过的大山。在做红烧肉的过程中，苦中带甜。菜肴虽然只有一个，
但是亲情却很丰富。苦难只是暂时的，而温情将永远存在。 

许三观一生卖了十一次血。第一次卖血和最后一次卖血的收场比较具有随意性，正如余弦
所评价的“两次意义不充分的卖血构成了许三观卖血生涯的头与尾，不仅使卖血的重复性导向
一个封闭性的结构，而且因为两次卖血动机的不明确和琐屑，降低了苦难的卖血生涯本身具有
的沉重的悲剧气氛”。第三次卖血则具有戏谑的喜剧色彩。除了这三次卖血，其余八次都是被
生活所迫，都是对苦难的顽强的抗争，为了方铁匠儿子的医药费、为了饥荒之年改善生活、为
了招待二乐的生产队长、出于对一乐的怜爱、以及最后四次为了一乐的病情。每一次卖血的缘
由都是为了生存、为了抗争。许三观面对伦理、自然、社会、亲情等因素所造成的不幸和苦难，
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强。虽然他只能以生命做赌注来赢得生存的权利，但他从来不曾被打
倒过。当最后一次卖血不成功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四十年来，每次家里遇上灾祸时，他
都是靠卖血度过去的，以后他的血没人要了，家里再有灾祸怎么办”。可见许三观是一个伟大
的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他思考的永远都是家人。当许三观老去，无法再用卖血来对抗生活
的困境的时候，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还会有千万个“许三观”成长起来并用自己的方式对抗苦难。
采取何种方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种苦难中的坚强乐观以及生存的信念和不服输的
精神。 

如果说滚雪球层层积累的主题重复仿佛命运由缓至疾的敲门声, 预示某种出人意料的重
大问题的逼近。那么, 钟摆式的往复则意味着一种宁静、祥和、忍耐和达观的人生态度,这就
是活着。许三观以一种笨拙和不自知的态度锲而不舍地追求着生而逃避着死。这便是坚韧。  

            （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