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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先于本质

在萨特看来，人是一种单纯的主观性的存在。人在

最初是空无所有的，只是在后来发展的过程中想要去确

认自己的本质，所以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存。

高加林在物质世界中是真实客观存在的。他是自由

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生存生活，想要成为什么

样的人都是他自己决定的。高加林出身于农村，高中毕

业后到民办小学当教师。这本是个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

他充满希望的职业，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就被有权有势

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愤懑又无奈之下，他

只好回归土地劳作。后机缘巧合之下，高加林通过走“后

门”当了县里的一名通讯干事，在这个平台上，他的才

华得到了充分施展。为了摆脱庄稼人的身份，他狠心抛

弃了真心倾慕他的农村姑娘刘巧珍，接受了可以为他带

来事业上的助力的黄亚萍。不料命运再次戏弄了他，他

走“后门”一事被人告发，最后不得不回到村里，面对

生他养他的黄土地。高加林从小接受“文化人”的教育，

向往城市的生活，并不断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可见作

为主观性的存在，其本质都是由自己后天的行为决定的，

而不是生来就有的。

二、交叉地带的孤独

人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来

便是孤独的，这种说法强调人的个体性，旨在说明人处

于群体性中个体所占有的独立精神世界。文革结束后却

不知何去何从的精神危机引发了对人的存在处境与存在

方式的道路的思考，在对生存困境的挣脱中自然生发出

一种孤独感。

高加林出身农村，却无意在传统农村中安身立命。

在成长的历程中，他和他父母一直以“读书人”的标准

培养他。正如曼海姆所指出的，他实际上是一个“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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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的农民儿子”。“一个农民的儿子，如果一直在他

村庄的狭小范围内长大成人，并在故土度过其整个一生，

那么，那个村庄的思维方式和言谈方式在他看来便是天

经地义的。但对一个迁居到城市而且逐渐适应了城市生

活的乡村少年来说，乡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于他来说，

便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他已经与那种方式有了距

离，而且此时也许能有意识地区分乡村和都市的思想和

观念方式。”（卡尔·曼海姆，2000）

这个在城市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农民的儿子的他一方

面自视为“文化人”，久不下地劳作，也无法接受农村

的落后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经由城市带来的经验参照，

造就了他与农村父辈生活的某种“断裂”；另一方面他

又无法摆脱土地的儿子的身份，土地既是养育他的母亲，

即便他极力想从中挣脱，但又无法割舍这份深入血肉的

依恋，积极拥抱城市的挣扎与对黄土地无法割舍的羁绊

形成了强烈的矛盾。高加林一直保持刷牙洗漱的习惯却

不会引起村里人的反感，但恋人刘巧珍的刷牙却引起了

村里人的议论。可见，属于农村人的规则他无需遵守，

这也意味着高家村一直没有把高加林当成同类，他是村

里的局外人；城市给了高加林人生追求的目标，但是却

并不接纳他，从毕业后的离城回乡到回城挑粪被人嫌弃，

再到拥抱城市后被人揭发的落荒而逃，城市给予高加林

的不是开放与善意，而是处处疏离，他始终是城市的过

客，一生都在被城市开除。城市不接纳他，已经开启了

对自身和社会的重新认识的他又无法接纳狭隘的乡村，

农村知识青年在城市和农村都没有归属感，高加林身处

城乡交叉地带，用尽全身力气换来的只是体生命徘徊在

农村与城市之间却两头不到岸的漂泊之感，这使他不可

避免地陷入个体的孤独。城乡地域空间的无形鸿沟决定

了高加林社会身份的无归属性，从而造成了他孤独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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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困境与压力，造成了他无所适从的心理以及自我

身份的迷失。但同时他也在理想与现实的苦难挣扎中保

持着孤独奋斗的生命状态，不断对生存的意义进行探索

与叩问。

三、荒谬与苦难

存在主义认为人生来就是痛苦的，苦难是人存在的

基本状况，表现在文学中，则是创作主体将自身苦难经

历的情感积淀内化为文本的主题思想，借文字语言得以

外化。

高加林的精神世界是充满苦难的，他的苦难源于理

想追求与现实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作为村里一群“乡

巴佬”之中的知识分子，在县城上过中学后，高加林生

发了对城市的渴慕。他不甘心和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

天地当一辈子农民，他渴望从一眼望得到尽头的命运中

突围。他奋力在既定的人生中挣扎，然而，却事与愿违。

高考失利只是磨难的序曲，毕业后当民办学校的教师也

没能长久，高加林很快被村干部高明楼的儿子从教师岗

位上挤下来，变为社员，变成了他不愿成为的庄稼人。

可他再愤怒却也无可奈何，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农

民，他没有能力从高明楼手中守住这份职业，即便他的

知识水平再高，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的官家子弟顶

替自己的位置。高加林意识到自己再努力提升文化修养、

付出再多的汗水也无济于事，无法改变命运的不公。怀

才不遇的苦闷、无力与权力抗衡的沮丧与悲怆，这些荒

谬痛苦给高加林带来了沉重打击。在机缘巧合之下，高

加林借用叔叔的权力到县里当了一名通讯干事，这又让

他燃起了“城市生活”的希望。为了把握这次机会，他

深夜赶赴洪灾现场，赶新闻稿，显现了非凡的写作才能，

在通信事业里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本以为可以成功实现

从农村到城市的飞跃，可是命运又再次狠狠地捉弄了他，

他被人揭发了“走后门”一事，永远失去在城市谋生的

机会，只好仓促逃离。昔日为了改变命运的奋斗拼搏沦

为泡沫，高加林只能回乡重走父辈们的路。命运给他的

第二次打击的荒谬感更甚，他从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的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接受了之前痛恨的不正之风，

最后却因不正之风被打倒。几经沉浮，高加林为生活高

度做出的努力迎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让他在精神

的痛苦中难以自拔。

四、选择与责任

萨特存在主义认为，人有绝对的自由，人的一切行

为都是自我主观意志的自由选择，而不存在任何决定论，

那么人对自己的行为就应该绝对负责。小说的主人公高

加林在其生活中做出了多次选择，同时也承受了自由选

择所带来的后果，他在自己的自由选择中痛苦着、挣扎

着、成长着。

1、人生态度之择

出身农民家庭，高加林本可以和他的祖辈一样，当

一辈子的农民，靠黄土地养活自己，度过作为庄稼汉的

一生。当高加林去县城读高中，打开了眼界后，产生了

对美好的城市生活的向往，于是确立了他今后要奋斗的

目标，奠定了他奋斗拼搏的人生基调，这是他所选择的，

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在经历了高考失利、被村干部权

势挤占教师位置的一系列打击后，高加林依旧坚持朝所

追求的生活高度不懈努力。高考失利后来的民办学校教

书，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教学效果优秀，受到了家长们

的好评；教师的名额被关系户顶替后，纵然不甘还是接

受了现实，并等候着下一次机会……虽然包含一些功

利性目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高加林一直秉持着积极

上进、坚韧执着的精神态度。他追求的是个人能力被

认可的满足感，他想要通过更广大的平台，让自己为

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高加林志向远大，他拥有敢于

拼搏的勇气，他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他坚韧的内心

与奋发向上的决心将指引他继续前进，让他在困境中

寻求出路。高加林奋斗的人生告诉读者，农民的儿子

不一定只能向现实屈服，扛着锄头在黄土地上过完自

己的一生。人生的轨迹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发挥主观

能动性，每个人都可以迈出脚步从落后的生活现状中

突围，追求更高层次的目标。

2、价值观之择

从某种程度上看，高加林的悲剧结局是自己选择的

结果。从高加林的整个人生历程来看，带给高加林最大

打击的莫过于被人举报走关系做的通讯干事。这件事并

没有冤枉他，究其根本，还在于他做出的走“后门”这

个选择上。叔叔的权势却带来了新的转机，在高加林看

来，这无疑是一个可以好好把握的，能够实现进入城市

梦想的好机会。被“城市生活”冲昏了头脑的他没有意

识到，他此刻的行为正是他先前最为痛恨的攀附关系。

或许他意识到了，但是经过先前的打击后他对现实感到

失望、抵触，向不公妥协，选择同流合污。

高加林的行为背叛了自己的诺言，自身利益受到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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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处于弱者地位时，高加林极力反对不正之风。但是

当他有了更大的靠山、成为相对而言的强者时，高加林

便默许、纵然这种不良风气。这样的价值观是不正确的，

他本可以接受现状，或是踏实扎根于农村劳作，或是利

用自己的文化修养创造新的价值，又或是再寻求正当的

途径在县城找到一份工作，受过教育、有文化修养、有

比农民更广阔眼界的他本应该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可却

偏偏被蒙蔽了双眼，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也需要承担着

相应的后果。

3、爱情之择

高加林的爱情选择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小说中他和两个女人有过情感纠葛，一个是农村姑娘

刘巧珍，一个是高干子弟黄亚萍。对于农村姑娘刘巧

珍来说，在县城教书的高加林是高不可攀的。只有当

高加林回归土地，刘巧珍才有勇气一点点表露自己的

感情。在高加林人生的这个低谷期，刘巧珍给予了他

无微不至的关怀与鼓励，慰藉了高加林因挫折而感受

到的失意。他们相互治愈，刘巧珍给予高加林重新生

活的动力，在崇拜知识的刘巧珍眼里，高加林是完美的，

高加林因为美好的刘巧珍，在农村这个环境中，感觉

到了真挚的爱。在高加林心中，如果他一直生活在农村，

那么刘巧珍那种令人心醉的爱情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在这种心理驱使之下，他与刘巧珍相爱，有了一段美

好的恋情。

可是，这段感情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美满。在这段

关系中，单纯崇拜知识的刘巧珍一直是以一种仰视的姿

态看高加林的，而自视甚高、有远大抱负的高加林也始

终为刘巧珍是个没文化的文盲而感到缺憾，这让高加林

在面对刘巧珍时有了油然而生的优越感。尽管两人之间

有真挚的感情，但是这为后来两人没有共同话题、到最

后高加林的抛弃埋下了隐患。

比起城市姑娘黄亚萍，刘巧珍便显得相形见绌。黄

亚萍是出生于城市的高干子弟，良好的成长环境造就

了她自强自信的而性格，摒弃了以牺牲自我来追求爱

情的道德规范。作为高加林的中学同学，黄亚萍与他

志同道合，有着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们在一起

谈文学、谈国际事务。在高加林看来，黄亚萍来自他

向往的阶层，过着他向往的生活。所以在获得进城的

机会后，即便有了刘巧珍，高加林还是和黄亚萍有了

越来越多的交流，两人越走越近，也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但是生活环境的优劣和经济地位的差异也造就了高加林

在黄亚萍面前的自卑感，她刁蛮的任性的性格也让高加

林感到苦恼。

面对刘巧珍和黄亚萍的爱情，高加林需要在两者之

间做出他的选择。黄亚萍不论是在家庭条件、文化水平

还是外貌特征，都更甚于刘巧珍，更重要的是，黄亚萍

能为高加林提供去大城市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是刘巧

珍无法带给他的。尽管高加林内心仍对刘巧珍有深深的

留恋，与任性的黄亚萍在一起并不能实现他对爱情的全

部理想，但他的事业理想却可以通过他给黄亚萍的爱情

来实现。在爱情和事业的抉择中，他选择了他所一直追

求的城市发展，抛弃了刘巧珍，做了负心汉。选择黄亚

萍，也直接导致了高加林被黄亚萍前男友的母亲举报，

最后只能灰溜溜地回乡务农；当高加林做出以现实为基

础、以功利为目的的选择后，也必须面对爱情事业两失

意，最后两手空空的结局。

五、结语：虚无后的回归

《人生》虽展现出了存在主义元素，但并不意味作

者就是存在主义者，支持存在主义否定人性的倾向。小

说虽设置种种苦难，但旨归在于肯定人性真善美，宣扬

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小说的最后，高加林面对的是追求理想失败、不得

不回村的悲剧结局，虽然让读者暂时感到了存在主义的

虚无，但是随着他重新回到农村后，他意识到自己对土

地的感情是无法割舍的、与土地的羁绊是无法分开的，

土地一方面在束缚他的灵魂，另一方面在支撑他的信仰。

他将背负着更大的责任，带着土地给他的养育之恩，怀

着自己更伟大的理想与抱负，带领着村民向新社会发展。

小说的最后用奋斗的希望击退存在主义的虚无，传递的

是以奋斗升华人生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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