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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逝中走向永恒

———从《我与地坛》看自我超越与生命突围
王 赫

摘 要：史铁生的长篇抒情散文《我与地坛》通过对人

生困境的洞察和对生命本质的探寻，以至真至诚的态

度、朴素诗化的语言、深刻丰富的哲思实现了一次人

生本义的归属。 作家在融入自然、感悟命运、结缘文

字、解读生命、阐释宗教这一精神洗礼的过程中，突破

了苦难禁锢与自我束缚， 找到了一条灵魂救赎之路，
并展现了对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
关键词：《我与地坛》 命运 写作 宗教 超越

作家史铁生审视自身痛苦，体味悲凉心境，从自

然与文学中汲取智慧，在冥想中领悟人 世，执著追求

着生命意志和心灵自由，最终完成了“对自我所执的

真正超越”以及“对人类的整体存在的担当”。 [1]

一、造化的恩赐

对事业与爱情满怀憧憬的史铁生，“活到最狂妄

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 这一不堪忍受的劫难使

之陷入最深切的痛苦中。 而曾经有着“浮夸的琉璃”、

“炫耀的朱红”、“一段段高墙”与华美的“玉砌雕栏”的

地坛，如今也“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 这种同样

落寞的遭际使得作家对地坛产生共鸣，而五十多年来

几度搬家离地坛越来越近， 更使作家觉得是一 种缘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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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草木虫鱼在满园的光辉

中释放着蓬勃的活力，晨昏阴晴在四季的轮转中孕育

着永恒的天道。 造化赐予作家以恩典，那无处不在的

自然之美唤醒了作家内心深处依然潜藏的生命之力。

“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地坛苍劲幽远的

气魄永存，正如作家虽然身体残疾，但是人格意志依

然坚强。 “唯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
如沐慈悲。 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 恒

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确有如林语堂所说的，一

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 ”[2]在沉静中

作家更深入地看清了真实的自己，参悟着宇宙人生的

真谛。 地坛历久弥坚的活力给作家以无限启迪，以致

使其感恩于自己的命运。
在作家看来，“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

个世界”。正如瓦尔登湖之于梭罗，地坛是史铁生灵魂

的归属地与希望生发地，“一进园门，心便安稳”。 [2]在

自然的抚慰下，时间与空间的交融轮转之间，作家将

自身融入了广阔恢弘的宇宙大背景中，由此为更深切

透彻的人生体悟提供了契机。正如作家所言：“我已经

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2]

二、命运的观照

在自然给予的沉静状态下，作家开始进一步思考

人生。所谓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史铁生认为：“万事万

物，你若预测它的未来，你就会说它有无数种可能，可

你若回过头去看它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

命定的路。 ”[3]宿命观在本篇散文中有很大体现，并且

成为作家摆脱困苦的良药。
首先来看作家本人。 关于残疾和爱情，作家有着

最痛心的体验。“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

儿的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 这一招是够损

的。 ”[4]命运不可捉摸也无法抗拒，人对于此一现实事

先无从选择事后无从躲避。 对于写作，作家也持这一

种态度，认为自己“未必合适当作家”，是命运安排他

走上这条道路，并发现这条道路“利于世间一颗最为

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4]散文中谈到与地坛的缘分时，
作家也说，“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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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宿命观的指导下，作家“把内在的痛苦外

化，把具体的遭遇抽象化，把不能忍受的 一切都扔给

命运，然后再设法调整自我与命运的关系，力求达到

一种平衡”。 [5]于是终于得出结论：死是一件不必急于

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在这种达观

超脱的思想的影响下，作家完成了对“死亡”的思考，
能够以平和而坚忍的心态来面对苦难。

接下来作家将视野拓宽，来关照母亲与园中其他

人的命运，展示了亲情、爱情与友情的美好。
母亲对史铁生的影响之大无疑是不可取代的。善

解人意、睿智宽容的母亲以其毫不张扬的爱教会了儿

子如何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承担苦难，在母爱的感化

下史铁生走出绝望发奋写作。母亲“兼着痛苦与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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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低限度的祈求”，没有逃避没有退缩，默默承担

重压。 她的命运的苦难是加倍的。 作家审视母亲的命

运，不禁发出忏悔而痛心的诘问：“莫非她来此世上只

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作

家对母爱灌注了最饱满的感恩。 “这园中不单是处处

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

的脚印。 ”读来令人动容。
散文第四节， 作家怀想了在地坛遇到的其他游

人，在温情而纯美的生命故事中寄寓了对更广阔命运

的祝福。 散文分别写了一对老人、一个热爱唱歌的小

伙子、一个真正的饮者、一个捕鸟汉子、一个中年女工

程师、 一个长跑家朋友和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
在他们身上作家感悟着真挚的情感、 潇洒的风度、坦

然的心境和富于活力与激情的生命。特别是那对兄妹

的故事，使作家对“可疑”的“上帝的居心”有了更为睿

智的看法：“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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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 ”从而使拥有一颗悲悯

之心的作家对于命运的认知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三、文字的成全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
现在开始考虑“生存”的问题。是写作给了史铁生

以新的动力，“写作就是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

上的理由，以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理过程，更是一个

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 [6]但同时写作也

带给他新的困惑与迷惘。 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困境，那

便是“欲望”。 有欲望所以有恐慌，但有欲望才构成人

性。 在反复地思考和警醒中，作家终于凭借智慧与悟

性 在 这 一 矛 盾 中 寻 到 解 救 思 想 和 重 获 自 由 的 出 口：

“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 ”
这是罪孽，也是福祉。 因为有爱，所以才给予惩

罚。文字成全了史铁生，史铁生也成全了文字。史铁生

最终成为当代文坛最为纯粹持久的灵魂的文学写作

者。 他说：“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 写作由之出发

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 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

灵魂最初的眺望。”[2]这种忠于内心且建构在人的价值

与生命意义之上的写作，才是最真实而深邃的。
四、生命的实相

史铁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在光的前端，或思之

极处/时间被忽略的存在中/生死同一。 ”[7]修短随化，
终期于尽，每个生命都行走在消逝之中，“每一步每一

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最终的死亡是

一种回归。史铁生看淡死亡，是一种通融的智慧，而非

消极的逃避，因为他并不淡漠生存。 史铁生重视生存

的过程，强调过程的美丽，执著追求热烈而灿烂的生

命状态，因而既在承认宿命的前提下摆脱暴戾获得安

宁，又避免了陷入宿命观沮丧无奈的负面情绪中。
关于死和生的问题作家已得出答案，在散文的最

后作家将二者贯通，将有限的个体生命放置于宇宙背

景下，在对整个人类生命的流转不息的宏观考察中得

出生命永恒的真理，终于升华出“包容任何孤独的个

体生命在内的更大的生命本相”。 [1]“将一己的生命放

在天地宇宙之间而不觉其小，反而因背景的恢宏和深

邃更显生命之大。 ”[5]“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

舞炼为永恒”， 恢弘的气势使读者于广漠的寂静中感

受到心灵的震颤。
五、至爱的境界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永不止息。史铁生

秉持着宗教精神，坚守爱的理想。因为爱的支撑，史铁

生对痛苦的理解具有了某种宗教意义上的忍耐和包

容。他认为“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
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 [4]认为

人的复活是拥有一种精神来应对苦难。这种慈爱的理

想也在本篇散文中得以充分体现。
写作的过程即不断探寻的过程，作家以不屈的意

志提取苦难中的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找寻心灵

的归属。 尼采说，要爱命运。 爱命运才是至爱的境界。
温和静美的文字中蕴含着内在力量，《我与地坛》

以其哲理思辨和人文价值震撼人心。从个人立场出发

演绎共感共识，这是对于个体生命冲破阻碍融入广阔

生命境地中以实现个体生命张扬的最高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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