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理解作者批判背后是对光明的期许

这样的生活在萧红眼里是一片黑暗，毫无
生气。但对当地的居民而言，这就是他们的生
活。人生就这样被萧红用简练的语言概括出
了：生与死在这里都没有颜色，人如同树上的

一片叶子，似乎自己的出现就是
为着有一天能无声无息地重归尘
土。

他们组成了呼兰河令人窒息
的大泥坑，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为了活着而活着，为了死去而
死去，他们时不时还会吞噬同类。

呼兰河不仅只是呼兰河，它是
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这对现今的
我们也应该有所启示。

我个人认为《呼兰河传》无论
是思想的深刻性还是文笔的艺术性，其价值都
不亚于鲁迅先生的《故乡》，《呼兰河传》在语言
的运用上也别具一格，读着它会感受到一条悠
悠的小河，缓缓、从容地在你面前流淌，时而溅

起几朵机智幽默的浪花，就像作者那聪颖的双
眸，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作者童年的后花园吧。

作者童年心目中的后花园是动人而可爱
的。不禁使人产生一种审美的超越，心灵的净
化。语言是如此的平缓，就像一个纯朴的女孩，
正在向她的小朋友，讲述她所迷恋的地方。真
切、率直，却令人神往。

尽管作者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
判，最后她仍在本书中留下了希望的光芒。在
书的结尾处，冯歪嘴子从绝望到希望的转变，是
作者点亮的一束光，她让我们知道，即使是在最
艰难的时代，只要你愿意寻找，就依然会有光
亮。

曾有人这样评价《呼兰河传》：有一种文学
经典，是那种靠着作品自身的审美品格而流传
至今的经典之作，是那些经过时间淘洗之后所
留下的东西，而且越是经过时间的淘洗，越是光
彩夺目，能够不断与后来者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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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儿童文学作家，却写出了能够触动
孩子们心灵的作品。这部作品带领孩子们用
审视的眼光透视历史，站在历史的角度看现
在。她呼唤着人们：人，不要让陈旧、落后的思
想包围自己；人，不能在愚昧的状态下生活，
人，要敢于向自己的内心挑战。这就是萧红和
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

提到萧红，很多人马上就会联想到“贫困、
叛逆、任性、短命”这些词，然后又会补上一声
长叹“她是一个有才华的女子”。的确如此，她
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甚至在 1932 年的春节，
因拖欠房租被困在旅馆无法脱身。她叛逆、任
性，但源于对生活的抗争，对命运的不服输。
她先是反对家庭的包办婚姻，后弃家逃走，甚
至跟父亲在路上相见都互不说话。她短命，在
短短的三十一年人生之旅中颠沛流离、艰难跋

涉。
但这些都无法掩盖她的文学天赋，她才华

横溢，受到鲁迅赏识，用8年的写作时光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并被称为当时四大才女
之一，巅峰之作《呼兰河传》就是最好的证明。

《呼兰河传》是作者对幼年时代的回忆，整
本书分为七大章和尾声，作品展示在读者面前
的是一幕幕80多年前的普通小城的生活图景，
但在作者眼中，小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悲
剧。

这个北方的小城并不繁华，春夏秋冬进行
着无言的交替，就如同呼兰河的水，所有悲剧
的出现，在当地居民看来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
分，再平常不过了，他们也不认为每天上演的
是悲剧，他们甚至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悲剧，即
使受害者也这样认为。

了解作者的经历能更好理解小说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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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著名学者叶子奇写了一
本书《草木子》，其中讲了一个忽必烈种

“誓俭草”的故事。《草木子》记载：“元世
祖皇帝思太祖创业艰难，俾取所居之地
青草一株，置于大内丹墀之前，谓之‘誓
俭草’。”

忽必烈回想起当年成吉思汗开创
蒙古帝国时的艰难，便命人从成吉思汗
事业初创的地方撷取一株青草，并将它
种在宫殿台阶的前面，称为“誓俭草”。

“盖欲使后世子孙知勤俭之节”，种下这
株草的用意，就是让皇室的子孙们从此
记住勤政节俭的道理。

“至正间，大司农达不花公作宫词
十数首”，至正年间大司农达不花，“达
不花”是人名，“大司农”是负责农桑水
利的官员，创作了数十首反映宫廷生活
的诗歌，其中就提到了“誓俭草”。有一
首诗是这样写的：“墨河万里金沙漠，世
祖深思创业难。却望阑干护青草，丹墀
留与子孙看。”

忽必烈是元朝的开国皇帝，在他的
极力倡导下，蒙古黄金家族崇尚节俭的
美德。据元代文人张养浩《归田类稿·
时政书》记载：“昔我世祖皇帝临御三十
年，乘舆服御皆尚俭素。左右之臣，虽
深爱者，未闻无故而得尺帛寸金之赐”。

忽必烈执政期间很简朴，他的车马
服饰、吃穿用度都很低调；他周围的官
员，即使有一些人为他所信任和赞赏，
他也不会任性地给人赏赐，从来都是有
理、有度。而且，忽必烈还提出“铢累寸
积”“惜财富国”的观点，主张节用财力，
反对奢靡浪费。据《元史》记载，忽必烈
对皇后、皇子的要求也很严格。

“后尝于太府监支缯帛表里各一，帝
谓后曰：‘此军国所需，非私家物，后何可
得支？’”有一次察必皇后从太府监拿了
些丝绸，忽必烈对她说：这是用于军国大
事的物资储备，不应该用在家里的日常
生活。

“一日，裕宗有病，世祖往视，见床
上设织金卧褥。”有一天，忽必烈的长
子、皇太子孛儿只斤·真金，就是后来的
元裕宗，生病了，忽必烈去探望他，发现
他的卧榻上铺着织金的被褥。“世祖愠
而语之曰：‘我尝以汝为贤，何乃若此
耶？’”忽必烈生气地对她说：我曾经认
为你是一个懂道理的人，你怎么能这么
做呢？“后跪答曰：‘常时不曾敢用，今为
太子病，恐有湿气，因用之。’即时撤
去”。

王妃，就是后来的阔阔真皇后，跪
下来解释，平时是不敢用的，这次太子
有病怕湿气侵体才用的，随后立即把织
金被褥撤走。可见，忽必烈在子孙的教
育上煞费苦心，他希望时刻提醒后人，
要体会先辈开创基业的艰辛，以“勤于
政事”“俭于生活”的优良作风，将王朝
基业传承下去。然而事与愿违，忽必烈
之后的元朝皇帝们大都安逸享乐，使得
元朝成为一个短命的封建王朝，这也是
值得反思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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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是难忘

的记忆。许多作家在回忆起自己的
童年生活时，总是感慨良多。《呼兰河
传》是女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回忆性
长篇小说，是萧红为其家乡“呼兰小
镇”作的传。作者仍以她惯用的散文
手法，疏疏落落地写出儿时难忘的记
忆。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自己的童年
经历为线索，通过描写这座小镇中普
通人的平凡生活，为读者展现出了这
座小镇当年的历史风貌。同时也揭
露和鞭挞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在
社会形成的毒瘤，以及这毒瘤溃烂漫
浸所造成的瘟疫般的灾难。

那么，该如何阅读这样一部语言
平缓时而充满童趣但内容却十分深
刻的文学作品呢？

破题者：王雪松
珠江五校教师。皇姑区优秀班

主任，优秀辅导员。执教的课被评为
全国优秀课。获得“优秀引读教师”
荣誉称号。所指导的学生作文多次
获得省、市优秀作文并在各报刊中发
表。

该如何阅读
《呼兰河传》

在小城里，人们的迷信、愚昧、麻木、虚荣随
处可见。卖便宜猪肉了，人们心知肚明，它来自
于被扔在大泥坑里的瘟猪身上，但却不能说出
口，因为人人都要自欺欺人地买回来，并且要堂
而皇之地吃掉它，大泥坑就是盖在瘟猪身上的
魔术布，它把瘟猪肉变成了腌猪肉，小城的人们
可不希望任何人来揭开它，吃过瘟猪肉的人们，
装成若无其事，谁要是敢来揭开瘟猪肉的面纱，
他就要受到惩罚。

一个孩子说出了瘟猪肉的秘密，他就要为
自己的不识时务而受到家长的责打。

12岁的小姑娘被家人卖到了胡家做团圆媳
妇，因为长得高，整天笑呵呵的，人们便说她一
点儿也没有媳妇的样子，她的婆婆就按照约定
俗成的礼法管教她——打，因为这样可以让她
更懂事、更听话。小团圆媳妇被打病了以后，婆
婆假装善心为她治病——跳大神儿，还把她按
在水中烫。

最终，一个活泼健康的孩子被折磨死了，而
婆婆却不认为自己有罪，那是命该如此。她痛
惜的是自己曾为她花了那么多的钱来治病真是
破费。而街里邻居，更没有人认为是自己的添
油加醋，在为婆婆助纣为虐。没有人对小团圆
媳妇抱以同情，施以援助之手。

在小城里，人们的不仁、欺弱，甚至还有残
忍都可见。冯歪嘴子是《呼兰河传》第7章着重
描述的人物，他憨厚、老实、宽容、善良。人们戏
弄他，欺负他。当冯歪嘴子有了儿子以后，他到
萧红家帮助杀猪，被留下吃饭时，萧红家的下人
就拿他取乐。

同样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他们还嘲笑着
更弱的人。他们造谣冯歪嘴子要上吊，看冯歪
嘴子的热闹。当冯歪嘴子没有绝望，周围的人
却惊奇了，觉得意外，而且还觉得有些恐怖。

这就是冯歪嘴子的邻里，也是生活在萧红
身边的人们。

2 从小说人物入手理解小说背后的历史

童年的快乐只是一个镜头童年的快乐只是一个镜头
阅读必须了解作家和时代阅读必须了解作家和时代

成长

？

忽必烈种草
为哪般？

《呼兰河传》是中国作家萧红创作的长篇小说。
该作品于 1940 年 9 月 1 日见载于香港《星岛日报》，

1940 年 12 月 12 日，萧红于香港完成《呼兰河传》书稿创
作，12月27日全稿连载完。该作品以萧红自己童年生活
为线索，把孤独的童话故事串起来，形象地反映出呼兰这
座小城当年的社会风貌、人情百态，从而无情地揭露和鞭
挞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在社会形成的毒瘤。

全书共分七章，它以作者的童年回忆为引线，描绘

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东北小城呼兰的种种人和事，真实而
生动地再现了当地老百姓平凡、卑琐、落后的生活现状
和得过且过、平庸、愚昧的精神状态。但萧红还是用淡
泊的语气和包容的心叙说了家乡的种种。她将一片片
记忆的碎片摆出来，回味那份独属于童年、独属于乡土
的气息。

萧红是中国近现代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
文学洛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