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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我与地坛》是一部动人心魄

的杰作，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题材、

它的写作手法、它的结构和它的文

笔，而且是因为它的诗意、它的历

史感和它的存在深度。

文章从“一座废弃的古园”开

端。“古园”处于“废弃”状态，

“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

被人记起”。这个“废弃的古园”

就是地坛，“地坛”是古园的名称，

“废弃”是古园的存在状态。“废

弃”并不是说古园不存在了，它还

在那里，但古园在帝制时代所具有

的祭祀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没有

了，在旅游业兴起之前它也不是作

为“旅游景点”而存在，它只作为

“一座废弃的古园”而存在于世。

然而，即使作为“废弃的古园”，

地坛也没有退出现实的“生活世

界”，它沉默而固执地挺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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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坚守着自己，并且在“因缘际会”

之下成为史铁生文学创作和思想的

源泉。

地 坛 与 史 铁 生“ 有 缘 ”， 他

之所以曾在好几篇小说中“提到

过”地坛，因为他与地坛之间“缘

分”“有着宿命的味道”，带有某种

命定论的必然性。史铁生写道 ：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

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

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

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

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

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

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

它周围，而且是越撤离它越近了。

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 ：

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

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

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

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

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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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的朱红，坍记了一段段高墙又

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

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

茂盛得自在坦荡。

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

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

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

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

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

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

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

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

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

它。

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

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 ：“在

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

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在这里，“缘分”“宿命的味

道”“上帝的苦心安排”等语词，

似乎显示着在古园与史铁生之间存

在一种必然的、隐秘的关联，正是

这种关联决定了史铁生的生命方

向，决定了史铁生的感知、想象、

思考和书写，决定了《我与地坛》

奇迹般地“现身”于文学史上。

贰

一切文学都是存在者的存在

的开显，是存在的保存，而保存

存在，也就是保存历史、生活和思

想。文学的力量就来自于其所保存的存在。存在包括

物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前者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

流水人家”之存在，后者如贾宝玉、林黛玉等之存在，

在二者之间，乃人和物之存在论关系。文学通过纯粹

的文字保留物的存在、人的存在和人物之间的存在论

关系，以此把真实的存在和存在的真实开显出来。

文学作品之成败得失，须在此存在论的视域中去

观看。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之反映论，似乎是一种唯

物主义的认识理论，其实质在我看来却是存在论，所

谓“客观现实”其实就是“客观存在”“真实存在”之

意，现实主义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最高典范正是基于其

对存在的真实揭示。和所有伟大的作家一样，史铁生

用他的文字书写了现实的故事，书写了真实的存在。

在存在论的视域中，《我与地坛》有三重书写 ：

物的存在书写、人的存在书写和人物间性的书写。三

种书写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缠绕的、内在贯通的，

但我们仍然可以对其做分立的考察。

物的存在书写，是对“古园”及其中的物的存在

的书写。“古园”是一个独立而开放的世界，这个世

界的喧闹与静止、“活跃”与“沉寂”都有其存在论

的隐秘。“园墙”、“金晃晃的空气”、“寂寞如一间空

屋”的“蝉蜕”、露水在草叶上轰然坠地摔开的万道金

光、草木竟相生长弄出的响动、满地上亮起的月光、

车轮留在地上的印迹，以及那“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

子的哨音”“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对蝉歌的

取笑”“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

木声”“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耀眼而灼人的石

凳”“爬满了青苔的石阶”“半张被坐皱的报纸”“一只

孤零的烟斗”等，这一切都是一个世界及所有物的生

机充满的展开。尽管经历了人的“肆意雕琢”，地坛的

世界还有一些“谁也不能改变的东西”：

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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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

得灿烂 ；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

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

都叫喊得苍凉 ；譬如冬天雪地上孩

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

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

哪儿去了 ；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

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

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

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

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

上又没了你的时候 ；譬如暴雨骤临

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

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

夏天的事件 ；譬如秋风忽至，再有

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

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

味道。

人的存在书写，是史铁生对

自己的个体命运的书写，对母亲的

“在”与“不在”的书写，还有对

令人羡慕的情侣、热爱歌唱的小伙

子、“一个真正的饮者”、“中年女

工程师”、“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以

及那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和

他的哥哥的书写。一个“在最狂

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的、

“被命运击昏了头”的“失魂落魄

的人”，在古园里观察万物和众生，

思考生死大事，看书和写作，“发

脾气”或者“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

不说”“沉郁”“哀怨”和思念，为

了让母亲骄傲而发表小说，这是史铁生自己的存在。

“她有一个长到 20 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

一的儿子 ；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

无法代替 ；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

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

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 ；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

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

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这是史铁生母亲的存

在。而文中所书写的其他人，每一个也都以独一无二

的形象在古园中“出现”并“退场”，他们与古园的

“缘分”有深有浅，但他们的存在却都是深不可测的。

人物间性的书写，是对在“我”与“物”、“我”

与“他人”之间的原发经验的书写。在 15 年的时间

里，除去几座殿堂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不能上去

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作者去过地坛的每一棵树

下，在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留下了他的车轮印。

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他都在这园

子里待过。他在这园子里观万物荣枯，观历史盛衰，

观众生生灭，观自身苦乐。他在看到了“时间”，看见

了四百多年的沧桑 ；他看见了“茂盛得自在坦荡”的

“野草荒藤”，看见了“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

昆虫”；他看见了“自己的身影”，看见了“味道”中

的“全部情感和意蕴”；他看见了母亲的“苦难与伟

大”，看见了上帝和命运。他书写的不仅是“物”和

“我”，而是在“物”和“我”的交感中所生成的“气

机”“气韵”。

叁

文学不仅以描写、叙事和抒情的方式保留存在，

而且以“思想”的方式保留存在。这思想可以在文论

中“现身”，也可以在诗歌、小说和散文中“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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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思想可以以各种形式显现

自己的存在。《我与地坛》之所以

被人看作是“长篇哲思抒情散文”，

就是因为其中充满了“哲思”，以

文学的形式保留了“思想”，以

“思想”的方式保留了存在和存在

的问题。

史铁生思想的中心问题是生死

问题，他从自己的“残缺状态”出

发，直面生命的痛苦，深入地思考

生与死的问题，其实就是致力于存

在问题的个性解答。他写道 ：

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

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

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

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 ：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

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

他的一个事实 ；上帝在交给我们这

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

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

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

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

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这是贯穿史铁生一生的根本

问题，也是贯穿《我与地坛》全篇

的主旋律。史铁生之所以反复思考

生死问题，一是基于个体的遭遇，

基于自身的困顿和母亲的英年早

逝，二是基于 80 年代的时代和社

会氛围，基于改革开放年代的思想

状况。有人认为，《我与地坛》中

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意味，有萨特小说的味道，这与 80

年代的存在主义热有关。另外，史铁生反复提到“上

帝”，这说明他很可能受到了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然而，史铁生并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也不是一

个基督徒。他的作品中并没有萨特小说中的那种“荒

诞”“恶心”“呕吐”等的经验描写，相反倒是充满了

抗争的勇气、爱的激情、奋斗的精神意志和达观向

上的生命态度。他反复提到的“上帝”，其实和“命

运”“缘分”“宿命”“必然性”等是同一个系列的概

念，具有差不多的内涵，指的不过是“整个宇宙的一

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那些限制我们的外在必然性。

这些外在的必然性，可以制约我们，但从不能真正打

败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史铁生是一个“存在的英

雄”，他的母亲和那些在艰难困苦中奋斗的人们也都是

“存在的英雄”，他们深刻地体现了“存在的英雄主义”

精神，即处身“艰难的命运”却仍然存有“坚忍的意

志和毫不张扬的爱”的精神。

史铁生深刻地发问 ：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假如世界上没有了

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

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

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

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

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

他的结论是 ：如果在人间彻底消灭了残疾，那时

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

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样貌丑陋的

人去承担了。即使算我们将丑陋、愚昧和卑鄙等一切

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都统统消灭掉，所有的

人都一味健康、漂亮、聪慧、高尚，人间的戏剧也就

将就全要收场。“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

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

2020-02内页.indd   27 2020/1/16   11:09:34



  028

博览群书  2020/02

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

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

需要它。”

何谓“存在的本身”？是亚

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存在之为存

在”？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实际

生活经验”或“在世”？还是佛家

所说的“真如实相”？或者是辩证

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客观实在”？

史铁生是否想过这些，对我们来说

并不重要。在《我与地坛》中，他

说的就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存

在”。这个“存在”不仅需要“统一”和“幸福”，也

需要“差别”和“苦难”，没有“差别”和“苦难”，

这世界的“存在”就将轰然崩塌，失去意义。故所

谓“存在的本身”不过就是由对立的“差别相”构成

的存在整体，一方面是“幸福”“机智”“漂亮”“善

良”“高尚”“健康”等，另一方面是“苦难”“愚

钝”“丑陋”“恶劣”“卑下”“残疾”等。相对于世人

对前一方面的执着，史铁生更关注后一方面，这是

“存在的本身”特地对他开显出来的。

“存在的本身”是无可逃避的，我们只能像史铁生

一样地去担负起它。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教授。）

新·书·来·了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

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著

作，西汉司马迁撰。此次出版的《史记全本新注》（全五册）

由著名历史学家张大可先生花费数年潜心作注，理清《史

记》脉络，帮助读者理解其内涵思想，从中受到启发，引起

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全书简体横排，共分为五册。第一册有

全书总目，第二册起各册有分册目录方便读者翻检。本书所

创体例，包括导读、五体说明、题解、简注等四项内容，具

体体例如下 ：（1）导读，总体评述司马迁其人其书，对《史

记》全书结构，撰述宗旨、史学和文学艺术作了系统的阐

释 ；（2）五体说明，对《史记》五体特点以及篇目系统作简

明概说 ；（3）题解，加在每篇之，将解题与题要结合起来 ；

（4）简注，用现今白话语言疏通原文语意，对音、义、人

物、地理、职官、典章制度、历史掌故等进行简洁明快的解

读。同时全套书配上插图和古代地图，便于读者理解。

《史记全本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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