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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意识在老舍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解读研究 

张改亮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漯河  462002） 

摘要：生命意识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概念，其核心原理是动态的意义价值，能够为人类进行思想、价值和美学层面解读追求提供

基础条件。每个人都有其专属的生命意识形态，这一现象在艺术家群体中更加凸显。老舍作为我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语

言大师和人民艺术家，其创作的作品中含有浓烈的生命意识形态，是其精神世界与艺术内涵的有力体现。所以在进行老舍文学作品

研读时，要深入挖掘生命意识在作品中的作用，准确把握老舍文学作品的价值走向。本文旨在研究生命意识在老舍文学作品中的文

学性解读，以期为研读老舍作品提供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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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生物学角度来讲，生命意识是每一个血肉生物都具备的

核心属性，是血肉生命运动、繁衍的本能。将生命意识应用于

文学创作中，能够保证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传播，能够最大限

度地将作者的思想内涵呈现给读者。老舍作为富有深度的人性

探索者和发现者，其创作的文学作品是对人性的深度钻研，所

创作的文学作品为后人带来全面的精神指引。比如：《茶馆》、

《骆驼祥子》、《离婚》等作品都是对生命意识的有力展现，让

人们能够准确领会老舍的精神世界，解开老舍文学作品的神秘

面纱。 

一、生命意识的思想层面解读 

生命意识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最大化发挥效用，其本质是

由许多偶然事件结合所形成的一种人生阅历，是人们成长过程

中的关键锚点。只有具备完整的生命意识才能保证人生稳定性，

而老舍的生命意识形成经过三种思想层面影响：少年时期、传

统文化和西方文化。 

（一）少年时期的生命追求 

老舍出生于北京西城小杨家胡同，其幼儿时期是由母亲抚

养长大。在成长过程中母亲给予老舍温暖与关爱，其对母亲怀

有深厚情感，这也是老舍作品中传统中国女性形象原型。母亲

在老舍成长期有着至关重要作用，这时老舍的生命意识正处于

萌发阶段，正是由于母亲的关爱与坚强，才能为老舍塑造完美

的生命追求。老舍曾坦言母亲是他成长道路上的生命引导者和

教育启发者，此阶段带有朴实纯真、言传身教的生命印记深深

影响了老舍，让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具备良好心态与完善人格。

在《我的母亲》中老舍曾经深切回忆母亲的一切，明确指出母

亲对他的生命教育，这使得他的少年时期生命意识发展有着良

好基础，无论从人格还是为人处世上都得到母亲的传承。作为

老舍少年时期的标志，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对老舍的生命意识塑

造起到关键作用，那就是宗月大师，他是老舍《正红旗下》里

的霜清老人原型。母亲带给了老舍做人的道理与生命内涵，而

宗月大师则是老舍的引路人，转变了老舍的人生方向。 

（二）传统文化的生命内涵 

个体的生命意识是文化心理特质的外显，这在文学工作者

身上更加体现更加突出。基于个体的文化心理内涵与价值取向

是动态变化的，无法准确做出界定，只能通过正向价值内涵进

行引导，这样才能保证个体生命意识的良性成长。传统文化作

为我国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老舍作为

文学家、小说家，对传统文化了解远超于普通人，这也使得传

统文化对老舍的成长有着更深刻的影响。由于宗月大师的原因，

老舍思想生命意识实现了从蒙昧走向光明，此时的老舍生命意

识如同一个偌大的知识库不断吸存，在其上课的课桌上总摆着

的孔圣人牌位等中国传统文化对老舍影响深远。时值西方列强

侵略者肆虐清朝，“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潮正在泛起，传统儒

家文化对老舍的影响达到顶峰，让其对所处环境有着更加深入

的掌握，使得老舍生命意识形成传统文化印记，加深生命内涵。

老舍自幼爱读的《施公案》等小说中所蕴含的儒家文化思想成

为老舍思想内涵的底色，经过社会熏陶和社会教育，老舍逐渐

成长为一个以传统文化为内涵的生命个体。 

（三）西方宗教的生命影响 

宗教作为精神文化形态的延伸之一，对个体影响力较大，

其本质是对伦理与人性的剖析，能够为精神缺失的人们带来慰

藉，是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成长的有效资粮。老舍从师范学校

毕业以后成为“劝学员”，但由于得罪当地士绅，使得老舍工作

无法有效展开，这让老舍产生压抑心理，为了对抗这种压抑，

老舍学会抽烟喝酒，陷入巨大的心灵空虚之中。不健康生活方

式使老舍大病一场，也打醒了他，病愈后他辞去“劝学员”工

作进入英文夜校学习，在夜校他认识了人生影响重大的第三个

人——一位牧师，从而成为基督徒。通过译著有关基督教的文

章和书籍，老舍对基督教宗义有了深刻认知，这也为老舍生命

意识成长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思想养料，让老舍成为一个

学贯东西的知识分子，这在老舍后续的文学作品中有着明确体

现，比如：《黑白李》、《四世同堂》等作品都曾体现基督教思想

内涵。老舍将传统文化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化思想结合，构建

其独特的生命意识形态，延伸其生命内涵影响，以此来呈现内

心状态。 

二、生命意识的价值层面解读 

（一)向死求生的抗争价值 

老舍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下

诞生一系列人伦惨剧，这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人们的精神打击

是巨大的。这也导致老舍的文学作品中充分展现着其生命意识

价值追求、彰显向死求生的抗争精神。在老舍的文学作品中，

自杀死亡模式比比皆是，老舍作品里的自杀，是对绝望的抗争，

是对尊严的捍卫，这也使得自杀成为生命意识璀璨光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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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一项很严肃的哲学问题，它既需要自杀者有充足的勇

气，也需要自杀者能产生较为激烈的情绪。死亡是文学素材的

母模，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永恒追求的主题。纵观老舍的文学

作品，每部都塑造有自杀人物形象。比如：《欲奴》中的胖妇人、

《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柳家大院》的小媳妇等，也正是这

些时代缩影下的小人物自杀行为推动作品主体的升华与绽放，

将老舍自身的生命意识准确表达出来。在传统民间社会生存体

系中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信条，但在老舍作品中品读自杀，

给人的感觉轻盈而自由，是一种对绝望的抗争和对尊严的维护。

《四世同堂》中祁天佑受到侮辱后果断选择自杀结束生命、《老

张的哲学》中李静在失去爱情和亲情后也果断选择自杀，这都

表明老舍生命意识对尊严的看重。这也是老舍文学作品震撼人

心的特点内涵。 

（二）生命本质的选择价值 

老舍的文学作品始终坚持从现实出发，深入解读人类生命

意识形态与生命本质。其所处的生长环境为其带来丰富的素材

资源，以不同类型的悲剧意识为核心进行文学创作，是彰显生

命本质选择价值的重要方法。第一，揭开生命本质。老舍出生

于清朝末期，清末的发展环境为老舍带来独特的现实生活体验，

让其深入掌握悲剧时代的本质。同时受到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

使得老舍对传统文化分外看重，在新老时代交接的夹缝中，老

舍一度陷入苦闷与迟疑情绪之中。时代更迭打破传统社会秩序，

使得老舍陷入艰难的选择之中，这也在他文学作品中得到有力

体现，比如：《我这一辈子》、《离婚》、《何容何许人也》等，这

都是老舍精神追求与现实矛盾的不可调解之处，也充分体现老

舍作品中生命本质的选择价值。第二，坚守生命纯真本色。老

舍作为杰出人民艺术家，其家国情怀是一般人不可比拟的，小

说取材通常来自社会命运，老舍将传统儒家文化融入现实题材

之中，从而创作出体现生命本质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在老舍

作品中通常存在潜在好人与坏人的二元对立思想，主要注重伦

理道德层面内容，好人都讲义气、守道德，坏人都是违反人伦

道德的人，这也不难看出老舍自身生命意识本质的选择倾向，

为人们呈现老舍对道德品行的理解，让人们便于解读老舍精神

世界。 

三、生命意识的美学层面解读 

（一）文学作品的叙事功能 

老舍文学作品中生命意识的美学层面解读应从叙事功能上

入手。在成为文坛大家后，老舍积极投身于探索小说艺术方法

和形式结构之中，为后续小说发展带来全新思路。在叙事功能

上，老舍文学主要重视叙事视角和叙事风格，他通常采用多变

人称叙事视角，让读者更具有代入感，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将文

中思想呈现给读者，让其加深体会。除了晚年创作的《正红旗

下》选择使用第一人称视角，其他大多数作品都是采用第三人

称叙事视角，这样能够更好的提高读者视野，让其能够不受时

间和空间限制，更加直观了解故事脉络与行为走向。而第一人

称视角作品，可以更好呈现老舍的情感与内心世界，与作品结

合形成独特韵味，加深情感体验。叙事风格上老舍多采用幽默

风格，这可能与老舍幼年生活环境有关，对幽默的追求较深，

始终是老舍文学作品中的坚守底线。 

（二）文学作品的崇高理想 

文学作品主要内涵就是彰显作者精神世界，凸显作者的内

心本质。老舍作为文学大家，其精神本质能够起到良好的引领

作用，为人们带来教育体验，所以在美学层面进行解读，老舍

文学作品有着崇高的理想内涵，是老舍生命追求的直观体现。

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老舍深感社会动荡和生存环境艰难，将对

崇高生命的追求与生命意识的本质融入作品中，以文学塑造精

神，标榜生命价值尺度，同时他也继承鲁迅改造国民劣根性的

思想内涵，将寻找民族精神方向充分融入文学创作中。比如：

极具批判精神的《赵子曰》、《老张的哲学》、《二马》等作品，

都是批判思想凸显，探索生命理想本质的优秀作品。同时老舍

还在文学创作中融入国民性思考，引导人们进行民族自省，以

此来实现对民族品格的重新塑造，全面加深人们精神内涵，为

民族前途与未来发展提供方向。 

（三）文学作品的启示方向 

生命意识的启示方向是老舍文学作品的核心思想，是老舍

在创作之初定下的发展基调。老舍通过深入剖析封建社会发展

本质和人性枷锁，为动荡社会提供一缕精神慰藉，充分引导人

们进行深入思考，催生出忧患意识，确保生命意识启示方向正

确。同时在老舍作品中对人类在动荡社会中的人性思考与生命

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其通过不断深入剖析与刻画，实现对人

性背后内涵的深度挖掘，确保读者能够深刻感受文化内涵的同

时加强对时代本质的了解。其本意是通过文学创作来帮助人们

找回最初的真善美，确保纯真人性的顺利回归，以此作为生命

意识发展方向的正向启示，为民族品格重塑、健康精神构建提

供不竭动力，这样才能有效凸显出生命意义，引导人们提高爱

国主义情怀，加强民族认同感，积极投身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

之中。由于独特的生长环境，东西方思想激烈碰撞使得老舍能

够深度掌握中西文化精髓，通过自身能力将二者进行结合，以

文学形式来普及东西方思想内涵，实现对生命意识的引领启示，

确保方向符合发展预期。 

结语 

综上所述，成长环境为老舍文学作品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

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人和事为老舍加深文学底蕴提供了优秀资

粮，这也使得老舍作品中所表达的生命意识内涵更加具体与真

实，能够引发读者共鸣，激发情感体验。作为深度剖析人性善

恶的文学大家，生命意识在老舍文学作品中有着特殊地位，是

其引导民族品格重塑，激活生命本质的根源力量，是生命价值

的有力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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