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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代西方哲学家伽缪站在存在主义的立场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面对着荒谬感有

三种不同的反应。他的这种哲学思想既体现在其哲学作品中，亦是其文学著作的主题思想。中国清

代文学家曹雪芹所著《红楼梦》是一部在世界上都有巨大影响的文学巨著，其中包含丰富的哲学思

想。本文试对伽缪与曹雪芹作了一些粗浅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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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阿尔伯特·伽缪荒谬感的由来

阿尔伯特·伽缪（*-./01 23456，+7+’$+7,"年），

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7#(年诺贝尔文学

奖金获得者。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一个贫苦家庭，大学

毕业后从事报业，“二战”中来到法国参加反法西斯

的抵抗运动。战后初期与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

界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曾一度过从甚

密，但伽缪始终否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认为他对一切

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属于任何派别体系。

伽缪虽然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但他的每一部

主要文学著作都有一本意义与之相应的哲学作品，

其哲学思想是激进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从《局外

人》到《鼠疫》，伽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

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

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没有意义。因此，虽然

伽缪再三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西方哲学史家仍

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哲学家。

伽缪站在存在主义的立场认为，世界是荒谬的。

人对世界有着合理的期望，但是世界本身不按照人

的期望方式存在，于是产生了荒谬。比如，在忙碌的

日常生活中，芸芸众生或为生计奔波操劳，或为权势

勾心斗角，或为名利费尽心机，在这个忙碌的过程

中，世界似乎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在忙碌中或者

是几经努力目标仍未达到之时，静下心来自问一句：

如此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那就会忽然感到生活毫

无目的，人的存在顿时失去了意义，世界显得黯然无

光。

二、《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及其解注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跛足道人唱了一曲《好了

歌》，曰：“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

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

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

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

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

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跛足道人

意在启发甄士隐看破红尘，超然出世。甄士隐本是聪

明的读书人，加上家破人亡的经历，所以一听就懂，

接着就为《好了歌》作了篇解注，云：“陋室空堂，当年

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

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

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

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

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

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

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

作嫁衣裳！”对《好了歌》作进一步引申发挥。

相比《好了歌》，甄士隐的解注说得更具体、更形

象、更冷峭无情。富贵的突然贫贱了，贫贱的又突然

富贵了；年轻的突然衰老了，活着的又突然死掉了；

想教训儿子光宗耀祖，可他偏偏去当强盗；想使女儿

当个贵妇，可她偏偏沦为娼妓；想在官阶上越爬越

高，可是偏偏成了囚徒。人世无常，一切都是虚幻；命

运难以捉摸，谁也摆脱不了它的摆布。可是世人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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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悟，还在你争我夺，像个乱哄哄的戏台，闹个没完。

这就是《好了歌》及其解注的基本思想。由此可知，

《好了歌》及其解注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书中假

托跛足道人与甄士隐之口，但作者仍是曹雪芹）与伽

缪一样，都是在慨叹人世的荒谬，人生的无意义。

三、伽缪“面对荒谬的反应”与《红楼梦》

人物的人生态度

伽缪认为，人面对着荒谬感有三种不同的反应：

一是自杀，二是在人的生活之外寻求意义，三是在生

活之中创造意义。

《红楼梦》女主人公林黛玉———一个多愁善感的

姑娘，从一个丫头口中得知贾母等人秘密设局，安排

宝玉迎娶宝钗，当下就支撑不住。林黛玉“看到生活

的意义被剥夺，看到生存的理由消失”〔!〕，于是就作

践自己的身体，不吃不喝，也不服药，以绝食自杀的

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对林黛玉而言，她与宝

玉之间的爱情就是她生活的意义，乃至是她生活的

全部。生活的意义被剥夺，生存的理由消失，是不能

忍受的，人不能够无意义地生活。

宁国府贾珍之父贾敬，放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不

过，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一心想作神仙，在都中

城外和道士们胡羼，余者一概不在心上，最后因吞服

丹砂中毒而死（名曰“升天”）。贾敬为何好道，书中未

作具体交代。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某些《红

楼梦》爱好者猜测的贾敬与孙媳秦可卿（贾珍与她的

不正当关系是确定的）有染〔"〕；一是其子贾珍不肯读

书，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竟翻了过来，贾敬不

愿意（或者无法）管他，他的尊长威颜扫地，因此，不

得不放弃府中奢侈极欲的生活，在生活之外崇仙好

道。应当可以肯定，贾敬心里是不愿意过道士生活

的，他是不得已而为之。

《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深得贾府最高权

威———贾母的疼爱，成天在脂粉堆里鬼混，过着饭来

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是名符其实的如薛宝钗所说

的“富贵闲人”。然而，他却对佛性道性非常痴迷。《红

楼梦》第二十二回，宝玉因为在湘云与黛玉两处不讨

好，兼听了宝钗念的《鲁智深醉闹五台山》中的一段

戏文《寄生草》，心中大有感慨，写下一偈云：你证我

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

足境。虽然此时他还没有参透，但已经有了一点看破

红尘的苗头。《红楼梦》第九十一回，黛玉借用禅语考

验宝玉，宝玉则反用禅语给黛玉肯定的回答，即今生

只爱黛玉一人，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忠诚。宝玉在遭

受痛失黛玉的打击，被逼无奈娶宝钗之后，一心向佛

向道，厌恶功名，欲断尘缘，最后走上出家之路。这也

可以说是贾宝玉“看到生活的意义被剥夺”，只好在

人的生活之外去寻找意义吧。

香菱，这个连自己的身世都不知道的少女，是

《红楼梦》书中典型的苦命儿。有人认为，她面对生活

的态度是无欲无求，从来不知道搭把手管管薛家家

里的事，一出场不是斗花斗草搞到憨解石榴裙，就是

跟着那群富贵闲人学咏月。不晓得未雨绸缪，建立自

己的势力和地盘。结果夏金桂挟大房的淫威而来，她

立刻兵败如山倒，挨打受气，终究只留下本《断肠

集》。总结起来，香菱贪玩，没有危机意识，不喜欢工

作，终于被残酷的竞争淘汰。对于此观点，笔者不敢

苟同。笔者认为，香菱的这种生活态度是在生活之中

创造意义，她不像林黛玉那样，总是感怀自己悲苦的

身世和命运。她对生活抱乐观的态度，不嫉妒别人，

也不自卑，而是和那些所谓的富贵闲人们一起，吟诗

作对，把对她而言本是无意义的生活当作从中可以

获得快乐和满足的过程，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

四、伽缪与曹雪芹：中西方文学的存在主

义

伽缪《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似乎对一切都漠

不关心、无动于衷，简直是个冷漠、没有思考的动物。

他杀人仅仅是因为太阳，这看起来是荒谬的，可确是

事实。牢房里的莫尔索想的很多，但对死并不恐惧和

悲哀，认为#$岁死或%$岁死关系不大。伽缪描写了莫

尔索在牢房里知道自己即将死去时的念头：“从根本

上说，我明白，不管在三十岁还是在七十岁时死去，

都无关紧要，因为无论如何，别的男人和女人都会在

千万年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再清楚也不过的了。但现

在的问题是，将要死去的是我，我将在此时或在二十

年后死去。一想到能再活二十年，我就突然感到特别

高兴。”死亡前夜，莫尔索仍然觉得自己过去和现在

都是幸福的。他感受到了世界的荒谬，不按人世公认

的规则游戏，不为自己蒙上感情的面纱，拒绝假装与

悔过。他冷漠、沉默，在荒诞的世界里保持了清醒的

理性，始终忠实于自己。他是“局外人”，但活得真实，

至死幸福。

伽缪的另一部小说《鼠疫》通过对北非一个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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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一场持续将近一年的鼠疫的描写，生动地表

达了在那个恐怖时期人们经受的肉体、精神的折磨，

以及对幸福安宁的渴望。主人公们遭受着鼠疫对他

们精神上的折磨，而仍能勇敢面对死亡。最后，鼠疫

消灭，小城重获自由，主人公里厄终于获得内心的平

静。北非小城象征惨遭法西斯蹂躏的法国，肆虐的鼠

疫象征残酷的战争，通过象征，作者重塑了人们在恐

怖气氛下的恐惧、焦虑、痛苦以及生离死别的心情。

伽缪的存在主义与萨特和海德格尔的不一样。

他认为世间必然混乱和荒谬，人作为一种存在，没有

必然的意义与目的。伽缪描写了一个神甫的两次布

道，否定了宗教的意义。他通过主人公的态度表明了

一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的态度，就是以爱情、友谊和

最重要的———同情心来充实内心。

中国的曹雪芹，呕心沥血，增删五次，批阅十载，

写出了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文学巨作《红

楼梦》。对于《红楼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有

一个非常精辟的评价：“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

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

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

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所叙人物，

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

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可见，鲁迅是把《红楼梦》放

在中国小说创作的历史长河中作出高度评价的。一

般的小说很难上到哲学思想层次的分析，但《红楼

梦》却可以经得起哲学分析。一部《红楼梦》，一千个

人看就又一千种不同的感受。笔者看《红楼梦》的感

受是：曹雪芹和伽缪一样，其书中有存在主义的哲学

思想。曹雪芹在《红楼梦》书中要表达的也是人世是

梦幻与荒谬，富贵荣华只是过眼烟云，一时的飞黄腾

达隐藏着日后的祸根。人作为一种存在，生活在世间

上，为了功名利禄争强好胜、勾心斗角甚至不惜使用

一切卑鄙手段，到最后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书中第

一回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最后一回又写道：“说到辛酸处，荒唐

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都集中体现了

作者的存在主义人生观。不过，曹雪芹也不是完全消

极，他通过宝黛爱情及大观园中少女的真情与友谊

表明了一个人面对虚无的人生的态度，那就是以爱

情、友谊和最重要的———同情心来充实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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