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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城》作为余华先锋派文学的又一力作，不仅继承了前作的风格，更在创新上有所突破。在该作品中，

作者巧妙地将命运的苦难与人物形象及情节发展相结合，无论是个体的苦难还是整体的悲剧，都深刻地

描绘了时代的伤痕。尽管如此，作品中亦不乏黑暗中的光明，生命意识在细节中得以彰显。特别值得注

意的是，本书大量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并展现了南北方文化差异的碰撞与融合，传统情义观的描

绘也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通过对余华作品的学术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尽管当前学界对余华作

品的关注度较高，但研究焦点多集中在“暴力与死亡”、“复仇主题”等方面，而对余华作品中“苦难

命运”的探讨相对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文城》中整体与个体苦难的深入分析，探讨苦难命运的描述

及其形成机制，以期让读者在余华的叙述中体验到“诗性”与“正义”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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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wn of Wen” is another masterpiece of Yu Hua’s avant-garde literature, which not only inher-
its the style of his previous works but also makes breakthroughs in innovation. In this work, the 
author skillfully combines the suffering of fate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Whether it’s individual suffering or overall tragedy, it profoundly depicts the scars of the era. De-
spite this, the work is also full of light in the darkness,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 being high-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nc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5.131013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5.131013
https://www.hanspub.org/


张书琛 
 

 

DOI: 10.12677/cnc.2025.131013 80 国学 
 

lighted in the details. I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that the book incorporates a large numb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and showcases the coll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differ-
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as well as the depiction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which also inherit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most of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violence and death” and “revenge”, while Yu Hua’s works focus on suffering “Fate” is 
comparatively less discuss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ate of 
suffering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and individual sufferings in Wencheng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in order to allow readers to experience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poetry” 
and “justice” in Yu Hua’s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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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城》中苦难命运的表现 

在《文城》中，主人公小美的一生充满了对女儿的思念和对丈夫阿强的愧疚。尽管她身为妻子，却

无法充分展现母性，内心深处对女儿怀有强烈的渴望和歉意。最终，小美因对女儿的无尽思念和对林祥

福的深重愧疚，选择在雪地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文城》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清末民初，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战乱频发，土匪横行，溪镇附近的万

亩荡成为土匪的藏身之地。随着天灾人祸的不断发生，土匪数量日益增多，他们常常绑架富家女子，向

其家人索取高额赎金。顾益民曾对林祥福说：“清朝灭亡后，民国建立，但民国总统更迭频繁，国家的

真正主人是谁，无人知晓。”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稳定和民众生活的不确定性。溪镇原本是一个宁静

的乡村，居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然而，土匪在林百家订婚时闯入，打破了溪镇的宁静。溪

镇作为一个乡土社会，乡绅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为了营救被绑架的人质，乡绅号召村民集资。顾

益民作为当地的精神领袖，为了躲避军阀混战和匪祸，组建了溪镇民兵团[1]。 
各地民兵团为了抵御土匪的侵袭，土匪也为了自身的发展壮大，不断购置枪支弹药。枪支的增多和

滥用，象征着乡土社会秩序的崩溃。同时，乡土社会的崩溃也带来了对人性的考验。商会会长顾益民被

绑架后，村民为了躲避土匪和兵祸，不得不离开家乡。在此过程中，他们甚至用金钱买通驻扎在城门的

民兵，传统的乡村秩序荡然无存。政治权力的更迭并未带来实质性的权利更替。尽管 1911 年清政府被推

翻，但《文城》所描述的溪镇仍处于土匪横行、军阀混战的阶段，导致当地民众生活困苦。几千年来男耕

女织的小农经济已无法维持居民的正常生活，对于当时的民众而言，这些故事发展情节是他们时代苦难

的集体记忆。 
除了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动荡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群体性苦难，《文城》中还描绘了自然灾害如暴风雪、

龙卷风、饥荒等，这些灾害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苦难不容忽视。雪灾使得溪镇民众的生活变得不可预测，

他们害怕没有收成的日子。在男耕女织的时代，民众的收成完全依赖于自然的恩赐，没有收成引发的饥

荒是极其惨烈的灾难。对于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民众而言，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祈祷。溪镇城隍庙的香

火从未中断，在天灾面前，人类显得弱小无助。 
在《文城》中，除了小美和溪镇民众的悲剧命运，其他人物也经历了各自的苦难。例如，林祥福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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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妻子和女儿后，独自抚养儿子，他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孤独。林祥福的形象代表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

坚韧和不屈，尽管面对重重困难，他依然坚持生存下去。他的故事反映了个体在社会动荡中的无力感和

对未来的不确定[2]。 
此外，小说中还描绘了土匪头目陈永良的悲剧。陈永良原本是一个善良的农民，但因战乱和生活的

逼迫，最终走上了土匪的道路。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一方面他渴望回归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

又不得不为了生存而继续他的土匪生涯。陈永良的悲剧在于他无法摆脱命运的束缚，最终在一次与民兵

团的冲突中丧生。 
《文城》通过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展现了清末民初社会的动荡和人性的复杂。小说不仅揭示了个

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也反映了社会变革对普通人生活的深远影响。通过这些悲剧性的人物和情节，

余华向读者传达了对那个时代的深刻反思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2. 《文城》中苦难命运的形成原因 

《文城》所设定时期的政治背景是造成苦难命运的根本原因。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政权更迭、社

会变革，民众生活难以得到保障。故事始于晚清时期，封建社会依然存在，随后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

入民国时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朝代更迭不仅仅是政权的变更，更伴随着政治权力的真空，法律和制

度尚未建立，社会秩序随着旧朝代的灭亡而崩溃，人性的恶在社会环境的助推下被无限放大[3]。清王朝

覆灭后，匪患泛滥，百姓难以安居乐业，为了生存，甚至有些普通百姓沦为土匪。万亩荡的土匪数量不

断增加，他们以绑架富裕人家的女子为业，索取高额赎金作为主要资金来源。面对如此动荡的社会环境，

民众曾寄希望于新政权，却发现新政权同样荒唐。所谓的总督如同走马灯般更迭，军阀混战、匪患泛滥，

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底层民众注定无法享有安宁[4]。 
封建礼教的压迫并未随着清政府的灭亡而消失，小美的遭遇和结局极具代表性。生存过程中所遭受

的苦难，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古代封建社会背景下，女性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她

们只能依赖男性生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一传统观念深刻地体现了女性一生的社会

地位，她们永远是他人生活的附属品，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没有决定权。小美在这一时期，自

我意识也认为女性必须依赖男性，她跟随阿强离开原生家庭，为了阿强偷取林祥福的金条，为了坚守内

心的传统礼教，一生都在逃避，最终在内心的愧疚下冻死在城隍庙前。长期的男权压迫使她们认为这是

理所当然的，尽管内心承受着压迫，却不得不选择背离自我，这对于女性而言无疑是悲惨的。 
造成苦难的原因不仅有人祸，还有天灾。通过对龙卷风、雪灾等自然灾害的描写，小说渲染了民众

生存环境的苦难。这些自然灾害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不容忽视，无疑是对原本生活就极其困难的民众雪上

加霜。在男耕女织的时代，民众的收成完全依赖于自然，有收成意味着能够过上好年景，没有收成则意

味着饥饿，由此引发的饥荒更是惨绝人寰。 
综上所述，《文城》中造成苦难命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环境的变迁、传统封建礼教的压

迫、自然灾害的迫害等，这些原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立体的命运网络，最终导致了悲惨命运。 

3. 苦难命运表现的意义与现实价值 

通过构建苦难命运，小说突出了人物性格中的“善”。余华在构思《文城》到完成创作的过程中，

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在余华早期的创作中，他不避讳描述人性的阴暗面，通过构建阴暗的人物形象，对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自私等进行描述。此后，余华在小说人物创作中，转而叙述人物的真实情感，通过

构建苦难命运，凸显人性的善。 
《文城》中隐去了人性的阴暗面，将一切美好的人性聚集在余华笔下的溪镇普通民众之中。尽管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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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仍是故事情节的前提背景，但其中林祥福为了女儿的生存，去不同人家乞讨奶水，依靠邻里之间的帮

助最终养活了林百家；顾益民作为乡绅，全力维护小镇的社会秩序；溪镇遭遇匪祸时，民团与土匪力量

悬殊的对战，最终十八位民团士兵壮烈牺牲，林祥福在匪祸中死去等情节，也说明了苦难之中亦有温情。

即便生命的脆弱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天灾人祸的存在加剧了故事的悲情，但也正是这些无处不在的困难，

让人性的“善”显得更加珍贵[5]。 
小美在离开林祥福及女儿后，她和阿强重新回到溪镇生活，她仍然深深地怀念自己的女儿，在睡梦

中总是梦见她。正是这份愧疚，并没有让小美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反而让她的人性更加丰满。她虽

然两次欺骗了林祥福，但也是出于无奈，直到离世都活在深深的愧疚之中。其他人物同样具有人性之美，

在苦难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例如，当林祥福到达千里之外的溪镇时，陈永良一家人热情地接纳了他

和他的女儿；木器社开张后，周围的邻居都过来帮忙搬家。这些情节比比皆是，他们的身上因为苦难的

存在，人性的“美”显得难得可贵。 
林祥福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完全意义上的“善人”。与其说余华创作林祥福这一人物是

为了与苦难命运形成鲜明对比，倒不如说是其在苦难背景下表达对某种价值的肯定而创作出的人物。小

说中的林祥福等人表现出不符合社会常态的绝对和善，做出了不合常理、不合本性的牺牲，生活在溪镇

的百姓永远都是友善和睦的，在镇子里甚至没有发生过勾心斗角；例如以林祥福为代表的三兄弟，在生

活中无私奉献自己，始终具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可贵品质。当林百家被土匪劫持后，李美莲甚至心甘情愿

用自己的儿子换回林百家；匪祸来临时，顾益民仅仅是一个商会会长，但为了维护溪镇的安全，义不容

辞地组建民兵，贡献自己的财产、粮食；林祥福为了救回被绑架的顾益民，只身营救而被杀害，这些都

是苦难背景之下难得的社会温情。余华通过一群乌托邦式的扁平人物，借此呼唤人们内心的善良，在现

实的逻辑中，这样的“理想”扁平人物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的崇高远远超过想象，正因如此，才能够

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实现情感的抒发。 
“借助扁平人物能够清晰塑造人物，让读者能够清楚可感。通过小说《文城》的刻画，扁平人物的

存在能够在读者心中留下清晰的印象，并且能够让读者感受作者的创作理念。”总体来说，《文城》的

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余华创作的目的并非创作一个传奇故事，而是通过林祥福等“理想”人物的创作，

可以看做余华对善良的呼唤[6]。 
尽管小说中描写的是一个充满苦难和悲剧的故事，但这种苦难和悲剧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通过《文城》里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各种问题和困难，但也感悟到了传统的情义观和仁厚之心，这也提

醒了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生活状况和人生境遇，认真思考人生意义，不负内心所想，

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正如同小说未完开放的结局一样，面对不可知

的未来和正在经历的现在，如何作出选择是当下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人生课题。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余华的小说《文城》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其对苦难命运的表现方式。通过对小说中

情节、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的细致剖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余华通过细腻的情感描写和生动的人物刻画，表现了苦难命运对人性和人情的影响。小说中

的主要人物在世界变幻中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人际关系的挑战，他们的命运受到了无情的压迫和限

制，从而引发了深刻的情感体验和内心挣扎。 
其次，余华通过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手法，以其典型的现实主义笔法和残酷的现实场景，深刻地

揭示了苦难命运对人类存在和生活状态的冲击。小说中的描写方式真实而直白，深刻地刻画了人们在命

运面前的脆弱和无奈，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象和人类命运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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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研究认为，余华在《文城》中通过其深刻的观察和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成功地呈现了苦

难命运的多维面貌。这不仅丰富了现代汉语小说的文学表达形式，也对读者产生了深刻的触动和启示，

引发了对人类命运、生活困境和人性拷问的深刻思考。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仍有待深入探讨和完善。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挖掘

余华的其他作品中苦难命运的表现，或者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

苦难命运在当代汉语小说中的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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