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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会
简
介

    在当下这个逐渐躁动的信息时代，有不少人怀着通过阅读来沉淀自

己的想法。抚摸着纸质书皮，一遍遍咀嚼书中文字，在某一个瞬间与书

中文字产生共鸣，有人曾说，“喜爱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无聊的

时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

    通过图书馆公众号推文推送，了解到读书会的小组精读活动，我们

小组七位同学在此相遇，共同度过了长达八个月的阅读时光。

    陈铭（音乐学院）、吴慧君（人文与传播学院）、赵翌（人文与传

播学院）、林营（人文与传播学院）、零晓珊（外国语学院）、岳玮（经

济与管理学院）、闫凯莉（经济与管理学院）

成立目的

成员概况



101

读
书
会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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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会选择精读的书籍是莫言先生所著的《生死疲劳》。

    如果说历史的发展犹如一条绵绵不绝的生命长河，那我们每一个人都

身处于这条长河之中，都曾在不经意、不自觉之间见证了历史，创造了历史。

莫言先生以长河之水为墨，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折射大历史的奇幻故事。

    《生死疲劳》这本书以中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为时间

线，讲述了在山东高密乡西门屯以中国现代历史为大背景的家族群像故事。

围绕着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每个人都充满了疑问：何为生死疲劳？作者想通

过人生必定经历的两个过程来讲述什么样故事？怀着种种疑问以及好奇，

我们展开了长达六个月的精读以及讨论。

研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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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计划

研读方式

讨论 时  间 安  排

第一次 2017 年 11 月 21 日 第一章《驴折腾》

第二次 017 年 12 月 27 日 第二章《牛犟劲》

第三次 2018 年 01 月 23 日 第三章《猪撒欢》

第四次 2018 年 03 月 21 日 第四章《狗精神》

第五次 2018 年 04 月 23 日 第五章《结局与开端》

第六次 总结

    全书总共有五个章节，我们小组采取小组成员自行阅读，每

月集中讨论的方式精读该书，参与每月读书会后，小组成员每人

提交一份月度读书心得。每个月精读一个章节，最后进行总结。

读
书
会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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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讨论主要围绕《生死疲劳》第一部分—驴折腾，这部分

是以地主西门闹以及他变为驴的角度来叙述的。

    《生死疲劳》为什么要以六种动物的轮回来讲述？

    《生死疲劳》书名来自佛经，来源自佛经中的一句：“生

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佛教认为人生

最高境界是成佛，只有成佛才能摆脱令人痛苦的六道轮回，

而人因有贪欲则很难与命运抗争。而以动物的视角，不仅因

为通过动物更好的反映出了时代的变迁，更加可以加深故事

的荒诞和滑稽。

    莫言的《生死疲劳》每一个情节，每一种情感，都无可替

代。而如主人公一样，带着上辈子的谜和怨转生之后，重读自

己身边的世界时，才发现那些故事仍在继续，仍在和自己的命

运息息相关。而对于这一切我们却无法参与。就像每一滴酒回

不了最初的葡萄，我回不了年少。只能回忆年少，而这之中的

百转千回，就是我乐见的生死疲劳，我渴望着疲劳。莫言用佛

教六道轮回的观念杂糅魔幻写实的笔法，以独特的形式呈现了

读
书
会
成
果

第一次讨论会
主题章节：《生死疲劳》第一章《驴折腾》精读

记录人：闫凯莉

内

问

容

题

讨

论

解 读

岳玮读
书
心
得
优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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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土近半个世纪的蜕变与悲欢。“变”构成了现当代历史的隐

喻。他以笑谑代替呐喊与彷徨，对土地的眷恋，对社会众生的悲悯，

对记忆与以往的辩证。《生死疲劳》相较于其他一些以传统的史诗

性结构来重塑中国当代历史的小说而言，是非常与众不同的。莫言

坚持一种接近历史的方式，通过精神病般的呓语狂言式叙述达到历

史真实。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

    赵翌：这一章最充满戏剧性的是，西门闹竟成为了自家长工蓝

脸的小驴，而蓝脸的妻子，是自己生前的二老婆。这一人物设置充

满了对立冲突性，又十分戏剧化。最开始，西门闹也愤怒不已，即

使是身为一头驴也想为自己打抱不平，而故事也并非如此开展下去，

西门闹，亦或是西门驴，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淡化了自己身为人

的意识，前半段还是西门闹的口吻，后面则是西门驴的视角。

    而西门驴的精彩命运，在 1958 年的饥荒落下帷幕。西门闹再度

迎来重生。

读
书
会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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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会
成
果

第二次讨论会
主题章节：生死疲劳第二章《牛犟劲》

记录人：陈铭

    在“西门牛”时代，西门闹再次被阎王爷欺骗，转世为一

头牛再次落户蓝脸家中，依旧有人坚持不懈想要蓝脸入社，蓝

脸依旧坚持单干，成为全中国唯一一个单干户。西门闹之子西

门金龙在这一章节开始展露头角，但因为不愿意成为地主分子，

只愿姓蓝而不愿意姓西门，这也是一值得深思的问题。这章结

尾，蓝解放叛爹带牛入社，牛因不肯为公社效力，在金龙的酷

刑下，倒在了蓝脸的一亩六分地中，他的事迹也让当时在文化

大革命中晕头转向的人们有了一丝的清醒。

内

容

解

读

问

题

讨

论

    如何看待陈县长被游街事件的魔幻描写？

    “他说他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腿脚就颤抖，就像那头

黑驴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结合着他的回忆录，回忆当年他

套着纸驴舞蹈的情景，我就明白了他脸上为什么有那痴痴的

笑容。他说他只要一踏着锣鼓点，搬弄着纸壳驴舞蹈起来，

就感到自己渐渐地变成了一头驴，变成了全县唯一的单干户

蓝脸家的那匹黑驴，于是他的心思就飘飘荡荡……”我们讨

论认为这样的魔幻描写手法是为了讽刺当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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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会
成
果

    《生死疲劳》第二章“牛犟劲”主要是讲“十年文革”

发生的事。开篇以对话的形式展开故事叙述，从蓝解放和蓝

千岁视角描述了十年文革所发生的事，而且这过程还不断切

换了好几次。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文革时期红卫兵

的残暴和正义分子的憎恶以及大部分群众漠不关心的样子。

莫言以创新的写法，以动物的视角看待中国革命时期的社会，

给读者还原了一个不一样的革命时期的中国。

零晓姗读
书
心
得
优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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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解

读 读
书
会
成
果

    在《生死疲劳》第三章—猪撒欢当中，描写了西门闹摆脱了

牛的皮囊之后，不甘心于前两世壮烈死去的悲惨结局，祈求阎王

再给他机会再次机会投胎到蓝脸身边。给予他荣华富贵的选择都

不要，西门闹已经执着于回报郁结于心的两世仇恨。这一回他变

成猪中龙凤猪十六，看似即将掀起风雨，最后还是在寒冷的冰河

中退出了猪十六的英雄舞台。

    为什么《生死疲劳》中作者安排西门闹投生的不管是驴或者

猪，都是“人中龙凤”的存在？

   西门闹所有投胎成为的动物都勇猛雄壮，这摆脱了他作为一

个地主的历史颓败命运，在动物性的存在中他复活了。而也只有

强壮的动物，才可以在那个“吃人”的时代中活的更久，为我们

展现更多矛盾冲突。

问

题

讨

论

    刚刚我们《生死疲劳》第三次读书会顺利开展。这一次

我们探讨的主题是第三章《猪撒欢》。

    讲述了西门闹这一次转世，再次被阎王爷欺骗，转生投

胎成为了一头猪。看到这个情节时，我不禁想，阎王爷到底

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他，不让他转生为人，人们俗话

说的：善恶到头终有报，难道是假的么？阎王爷到底目的是

什么？带着这次疑问我继续往下阅读。

陈铭 读
书
心
得
优
选

第三次讨论会
主题章节：生死疲劳第三章《猪撒欢》

记录人：吴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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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精神》作为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将故事舞台跳脱出了

高密乡的土地，转为县城之中。

围绕春苗和解放的爱情冲突，以西门闹再度轮回投胎为狗的视角，

展开了这段故事。看似是全书的结局，实则暗示，每个人的故事

仍然未完待续，但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

第四次讨论会
主题章节：《生死疲劳》第四章精读会

记录人：赵翌

内

容
解 读

问

题

讨

论

     为何选用解放和春苗的爱情作为本章节的主要内容？

     这一章节作者并非是要歌颂爱情，而是围绕这段感情展开一系

列的冲突，是对故事人物形象的丰满。之前的章节穿插在历史长河

之中，故事发生在一个极具历史时代感的背景舞台之上，出现了许

多被人歌颂赞扬的英雄形象。在以往篇章，黄合作蓝解放等人的形

象并不完全鲜明，多是具有红色革命时代青年的血性，相比之下，

这一章的基调格局收拢了许多，将许多人的命运穿插到一段有悖伦

理道德的感情之中。

    随着本书内置时间线的推移，终于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这本章

节稍前部分，对蓝开放新居的描述是那么的高大上，以至于使本章节似

乎跳脱出之前的农村、地等要素，更像是都市小说作品。剧情上也与之

前的大相径庭。个人认为这是作者对人物命运的补充章节。水到渠成，

本章将出现的蓝解放婚外恋作为重头戏，事实上完全无法吸引我。剧情

上来说，我认为是挺不明所以的。总的来说，将这部分放到通篇来看，

仿佛是失去了后劲。没能跳脱出长篇小说烂尾的通病。

林营读
书
心
得
优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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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往下读，感觉书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相比第一部都是以西

门闹的视角来叙述故事的发展，到了第四部，西门闹的主角地位被弱化。

这一部中是以蓝解放和西门闹转生的狗为视角。

    作为本书的最后一部曲，它的荒诞主义和戏剧性到了高潮。蓝解

放知道西门金龙和黄合作的私情，自己还心心念念着有夫之妇的黄互

助。在和黄合作还没分开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还和年轻的庞春

苗偷情。

     以现代的视角来看，也是十分不可思议和打破伦理纲常。在思想

解放还没那么开放的时候，那这一切的打破伦理的关系又怎么解释呢？

是由谁造成的？金龙是不可推卸的一个因素。他生活和言语的放荡，

和前几部里，崇尚毛主席的红卫兵金龙，不可同日而语。而蓝解放明

明恨着金龙对蓝脸的狠心，最后却变成了和金龙一样的人。可气又可笑。

吴慧君 读
书
心
得
优
选

读
书
会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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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题

讨

论

      为什么西门闹是好人，为何却一次又一次被阎王欺骗？

     这里有一个值得玩味的定义，什么是好人 ?我们在阅读这本书

的时候，了解到西门闹作为地主，心地善良，经常关切手下长工。

而自己的基业也是一代一代的祖上勤劳奋斗得来的。因为时代的变

迁，便被打上恶魔、反动的标签。不免为其觉得冤屈。是的，在我

们当代，西门闹绝不算坏人，然而他却被执行了枪决。在时代的进步，

生产关系的进步，思想的进步潮流之前，个人是卑微的。为什么阎

王要骗他？难道不正是因为他是个好人么？

第五次讨论会
主题章节：第五章收尾部分以及对全书的思考

记录人：林营

    交代了西门家族新世代的命运结局。其中包括春

苗的意外死亡、解放终圆当年对互助的爱慕与倾恋、

西门欢遭人杀害以及蓝开放与凤凰的修成正果以及蓝

开放的自杀。

内

容
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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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疲劳》是莫言笔下魔幻现实主义的又一骄人之作。全书上

下几乎都是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

     书中就有这样的两个主人公。一位是蓝脸，另一位是洪泰岳。

蓝脸因坚持单干而拒接加入合作社，因此遭到了社会上对自己的巨大

冲击，虽然过程十分痛苦，路程十分艰辛，但历史与结局证明他的坚

持是对的。而洪泰岳这个“忠”于国家的基层干部，伊始，紧随着错

误的步伐，而光明时期却又顽固守旧，最终在抗争中死去。面对这两

个似同非同的人物，作者深深地感慨“这是个性相似的两个人走了不

同的方向，互为正负，合起来是一个人，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其实，作者这也是在告诉我们，无论处在了多么模糊而多变的

环境中，都要学会擦亮自己的双眼，辩证世事的是非，清楚自己选择

的错与对。只有这样，人生的追求才会有完美的结局，哪怕过程再艰辛，

都是值得的！

    “生死疲劳”不是对生的过程充满厌倦，更不是害怕死去，而是

对灵魂的追寻与死后对求生的执着。莫言用《生死疲劳》告诉了我 ,

只有不断执着的追寻，才有“生”的希望！

闫凯莉读
书
心
得
优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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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过长达半年的作品精读，小组进行了五次的讨论会，以及

小组成员总共长达数万字的阅读心得，《生死疲劳》这本书陪我们

从寒冬走入盛夏，我们也同书中人物经历了自 1950 年起到 2000 年

的五十年年华，以历史长河中小人物的视角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发展

变化；同时，仿佛自己也置身于故事之中，见证了西门家族在土地

上的兴衰命运。

    我们为故事中生机盎然的土地上的奇幻故事兴奋不已，我们为

厚重深沉土地之上的消逝的生命连连叹息。《生死疲劳》于我们而言，

不仅是一场长达半年之久的沉淀，也是一次我们对于生命、历史的

思考。刚开始接触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内心充满许多疑问；阅读过

程中，虽觉得莫言先生的文字朴实有趣，但却仍然摸不透这本书所

想叙说的真正内容。随着我们的思考程度加深，小组成员之间一次

次的探讨，才可说算是将这本书读出了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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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我们精读完《生死疲劳》之后，整理出的几个主要疑问及解答，

也是对全书的一个总结：

问题一：为什么生死疲劳里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会那么荒诞？

    故事的年代背景再也熟悉不过了，即新中国对社会主义探索阶段的那

些年以及开革开放后的年代。本书主要集中描绘前一部分的内容。经过讨

论我们认为，当时那个年代的人们本就是荒诞的，结合历史知识可知，当

时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在今天看来本就是荒诞不经的。而本书由

于充满了当时的年代代入感，情节荒诞也属正常。另外，我们认为这跟作

者的写作风格有关，莫言作为中国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本作自然也

充满魔幻元素。

问题二：为什么出现莫言这样跳梁小丑一样的来回折腾的人物？

    莫言，即本书的作者。号称用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长

篇。如果没有较为深切的相关体验，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将自己本身的

存在放入自己的作品中实际上并非极其少见的。更多的存在于纪实文学或

者作品联动当中。在这里对于情节故事是否真实我们且抛开不谈，但是对

于真实性的提升无疑是有作用的。另外本书中的莫言形象古里古怪，倒也

是符合了莫老爷子对于自己的一贯自黑与自嘲。得益于此，作品的趣味性

倒也提升不少。

问题三：《生死疲劳》到底在讲什么呢？

    单从作品的名字来看，这部作品是极为宏大的。事实上也八九不离十。

无论是神秘的佛教元素还是熟悉的历史元素乃至于敏感的政治元素，这本

书够我们喝一壶的了。但是我们在看完这本书后应该要做出一个尽可能简

单简短的回答。

    《生死疲劳》讲了一个旧世代家族在历史变迁中的故事。

     这个故事围绕着半个世纪的农民史、土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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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的叙述充满对历史的嬉笑怒骂、插科打诨。

     这个故事中的生与死不仅仅是起点与终点。

问题四：何为生死疲劳？

     佛说：“多欲为苦，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

所谓的生死疲劳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生死，二为疲劳。生死是一个

过程，疲劳只是一种对过程的反馈。天地万物，各循其道，存在即是合理。

所以就像每一滴酒回不了最初的葡萄，我回不了年少。只能回忆年少，而

这之中的百转千回，就是生死疲劳。

问题五：《生死疲劳》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莫先生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给读者讲述了一个关于“生死疲劳”

的故事。让读者在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之中，一悲一喜。反观自身，我们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从孩提时期的至真至纯，到而立之年的圆滑世故，

再到白发添鬓的稀松平常，这之间的每一步，都是我们用岁月注脚一个章

节。我们用时间去辨认自己留下的笔记，我们用眼瞳去感知自己以外的一

切。贪嗔痴怨，爱恨情仇，我们在亦生亦死之间，体会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生死疲劳”不是对生的过程充满厌倦，更不是害怕死去，而是对

灵魂的追寻与死后对求生的执着。莫言用《生死疲劳》告诉了我，只有不

断执着的追寻，才有“生”的希望！

读
书
会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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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书会小组在长达半年之久的精度活动之中，小组成员自发的举

办了一些衍生活动：

     ◇制作微信推文

     ◆制作读书会电台，分享读书心得

     ◇联合《百年孤独》读书会开展讨论会

    马尔克斯是著名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莫言作为中国魔幻

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曾被称为“中国的马尔克斯”。

      《生死疲劳》和《百年孤独》这两本书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以家族

群像篇讲诉了一个个奇妙魔幻的生命故事。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两组读

书会成员对这两本书展开了心得交流。

读
书
会
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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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书
会
结
语

    有人说“人的影响短暂而微弱，书的影响则广泛而深远”，精读一本

书籍，于我们而言，是一场自我沉淀，是一次与生命中更为包含深意的事

物之间的对话。

    《生死疲劳》于我们而言也是一次成长，感谢能在寒冷的冬季接触到

这本充满生命火焰的书籍，使我们内心深处也被点上了星星之火。充满了

光和热量，推动我们继续前行。

     “世事车轮转，人间高低潮，佛眼低垂处，生死皆疲劳”

     致陪伴我们读书会共同度过八个月的长篇作品《生死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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