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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出《呼兰河传》的一九四0年距离萧红逝世不足两年。
这位生平遭际复杂坎坷的女性以此又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列里添了一部传世经典。
在这部形同自传式的散文体长篇中，萧红过滤着自我的回忆，一派纯属东北黑土地的风土人情细数而
来，强烈地散发着作家体贴精细的滋味和内在悲沉的心理状态。
　　萧红一九一一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河小城的一户张姓地主家庭，但这个背景也许是虚假的。
据萧军一九七九年的回忆，那位张姓地主并非萧红生父。
至少这个钟鼎鸣食之家，向来没有给予过少年萧红任何的温爱。
在《呼兰河传》的回忆里，惟一温暖的童年记忆是关于那位六七十岁的祖父的，那种津津乐道的祖孙
间的交流成为萧红黯淡孤零的童年心理中难得的亮点。
一九三?年为摆脱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因此成为必然。
在被尾随而至的包办夫婿作为抵债人质并弃留哈尔滨的危难之际，萧军的出现与援救使萧红又有了新
的转机。
两人在困苦中的互慰催生了一批不错的文学果实。
少年辍学的萧红尤其展现了她过人的天纵之才。
一九三五年的中篇《生死场》被鲁迅收入了“奴隶丛书”，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
的地位——三十年代的那几年，来自鲁迅的深刻影响和真诚关怀犹如父亲般令萧红终生铭感。
然而，一九三六年鲁迅的逝世以及与萧军的分手使萧红再次品领那无助的沉沦。
上天赐予萧红的快乐生活是那样的短暂，此后的日子对萧红不复再有如此温暖的爱意存在。
　　她东渡日本，又随端木蕻良下香港。
她的心理和行为的细节变得愈发令人玩味，以至于今日理论萧红其人的研究者有更多的话题可说。
但萧红的创作在临近终点前又勃发了一次高峰，《呼兰河传》就是明证。
一如既往的散文式的从容自然，蕴含着诗样的节奏韵律，一种风俗画家的敏锐和刻画力，加之回忆中
的童心意境，构成了《呼兰河传》上乘的美学品格。
而在意义的呈现上，对民众愚陋的书写仍在指向“国民性”的主题，一种对悲苦人的真挚同情使小说
倍显沉郁之气。
　　我们阅读萧红，也许更多的是因为她传奇的人生——这与萧红的创作自然紧密相依不可分离。
但就文学成就而言，《呼兰河传》实在已不止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茅盾《呼兰河传?序》），它更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小说经典。
　　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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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呼兰河传》是著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40年写于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
。
 　　小说共分7章，前有序后有尾声，著名文学巨匠茅盾作序。
创作此小说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在香港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
，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
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
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
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 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
之作。
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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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红（1911.6.2—1942.1.22），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
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
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
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
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进步文人，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
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萤声文坛。
 
　　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
等。
 
　　1940年与端木效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历尽坎坷之后在香港病故，时年31岁。
 
　　著作书目： 
　　《跋涉》（小说、散文集）与萧军合著， 1933（自费出版） 
　　《生死场》（中篇小说）1935，上海容光书局；1980，黑龙江人民 
　　《淌薪帧?散文集）1936，文生 
　　《桥》（小说、散文集）1936，文生 
　　《牛车上》（小说、散文集）1937，文生 
　　《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1940，上杂 
　　《萧红散文》 1940，重庆大时代书局 
　　《回忆鲁迅先生》（散文）1940，重庆妇生活社 
　　《马伯乐》（中篇小说）1941，重庆大时代书局 
　　《呼兰河传》（长篇小说）1941，上杂 1954，新文艺；1979，黑龙江人民 
　　《手》（小说）1943，桂林远方书店 
　　《小城三月》（小说）1948，香港海洋书屋 
　　《萧红选集》（中、短篇小说集）1958，人文 
　　《萧红选集》 1981，人文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辑，1981，黑龙江人民 
　　《萧红短篇小说逊 1982，黑龙江人民 
　　《萧红散文选集》 1982，百花 
　　《萧红》（中国现代作家选集）1984，人文 
　　《萧红代表作》（短篇小说集）1987，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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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
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年老的人，一进屋用扫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一面说：　　“今天好冷啊！
地冻裂了。
”　　赶车的车夫，顶着三星，绕着大鞭子走了六七十里，天刚一蒙亮，进了大车店，第一句话就向
客栈掌柜的说：　　“好厉害的天啊！
小刀子一样。
”　　等进了栈房，摘下狗皮帽子来，抽一袋烟之后，伸手去拿热馒头的时候，那伸出来的手在手背
上有无数的裂口。
　　人的手被冻裂了。
　　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偶一不慎，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被
冻在地上了。
　　卖馒头的老头，背着木箱子，里边装着热馒头，太阳一出来，就在街上叫唤。
他刚一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走的快，他喊的声音也大。
可是过不了一会，他的脚上挂了掌子了，在脚心上好像踏着一个鸡蛋似的，圆滚滚的。
原来冰雪封满了他的脚底了。
他走起来十分的不得力，若不是十分的加着小心，他就要跌倒了。
就是这样，也还是跌倒的。
跌倒了是不很好的，把馒头箱子跌翻了，馒头从箱底一个一个的滚了出来。
旁边若有人看见，趁着这机会，趁着老头子倒下一时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拾了几个一边吃着就走了
。
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拣到箱子去，一数，不对数。
他明白了。
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　　“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　　行路人听了这话都笑了。
他背起箱子来再往前走，那脚下的冰溜，似乎是越结越高，使他越走越困难，于是背上出了汗，眼睛
上了霜，胡子上的冰溜越挂越多，而且因为呼吸的关系，把破皮帽子的帽耳朵和帽前遮都挂了霜了。
这老头越走越慢，担心受怕，颤颤惊惊，好像初次穿上滑冰鞋，被朋友推上了溜冰场似的。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
，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大地一到了这严寒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好像刮了大风之后，呈着一种混沌沌
的气象，而且整天飞着清雪。
人们走起路来是快的，嘴里边的呼吸，一遇到了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
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
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
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
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那些马才停止了出汗。
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刻就上了霜。
　　人和马吃饱了之后，他们再跑。
这寒带的地方，人家很少，不像南方，走了一村，不远又来了一村，过了一镇，不远又来了一镇。
这里是什么也看不见，远望出去是一片白。
从这一村到那一村，根本是看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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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凭了认路的人的记忆才知道是走向了什么方向。
拉着粮食的七匹马的大车，是到他们附近的城里去。
载来大豆的卖了大豆，载来高粱的卖了高粱。
等回去的时候，他们带了油、盐和布匹。
　　呼兰河就是这样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
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
十字街口集中了全城的精华。
十字街上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
那医生的门前，挂着很大的招牌，那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
这广告在这小城里边无乃太不相当，使人们看了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油店、布店和盐店，他
们都没有什么广告，也不过是盐店门前写个“盐”字，布店门前挂了两张怕是自古亦有之的两张布幌
子。
其余的如药店的招牌，也不过是：把那戴着花镜的伸出手去在小枕头上号着妇女们的脉管的医生的名
字挂在门外就是了。
比方那医生的名字叫李永春，那药店也就叫“李永春”。
人们凭着记忆，哪怕就是李永春摘掉了他的招牌，人们也都知李永春是在那里。
不但城里的人这样，就是从乡下来的人也多少都把这城里的街道，和街道上尽是些什么都记熟了。
用不着什么广告，用不着什么招引的方式，要买的比如油盐、布匹之类，自己走进去就会买。
不需要的，你就是挂了多大的牌子，人们也是不去买。
那牙医生就是一个例子，那从乡下来的人们看了这么大的牙齿，真是觉得希奇古怪，所以那大牌子前
边，停了许多人在看，看也看不出是什么道理来。
假若他是正在牙痛，他也绝对的不去让那用洋法子的医生给他拔掉，也还是走到李永春药店去，买二
两黄连，回家去含着算了吧！
因为那牌子上的牙齿太大了，有点莫名其妙，怪害怕的。
　　所以那牙医生，挂了两三年招牌，到那里去拔牙的却是寥寥无几。
　　后来那女医生没有办法，大概是生活没法维持，她兼做了收生婆。
　　城里除了十字街之外，还有两条街，一条叫做东二道街，一条叫做西二道街。
这两条街是从南到北的，大概五六里长。
　　这两条街上没有什么好记载的，有几座庙，有几家烧饼铺，有几家粮栈。
　　东二道街上有一家火磨，那火磨的院子很大，用红色的好砖砌起来的大烟筒是非常高的，听说那
火磨里边进去不得，那里边的消信可多了，是碰不得的。
一碰就会把人用火烧死，不然为什么叫火磨呢？
就是因为有火，听说那里边不用马，或是毛驴拉磨，用的是火。
一般人以为尽是用火，岂不把火磨烧着了吗？
想来想去，想不明白，越想也就越糊涂。
偏偏那火磨又是不准参观的。
听说门口站着守卫。
　　东二道街上还有两家学堂，一个在南头，一个在北头。
都是在庙里边，一个在龙王庙里，一个在祖师庙里。
两个都是小学：　　龙王庙里的那个学的是养蚕，叫做农业学校。
祖师庙里的那个，是个普通的小学，还有高级班，所以又叫做高等小学。
　　这两个学校，名目上虽然不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也不过那叫做农业学校的，到了秋天把蚕用油炒起来，教员们大吃几顿就是了。
　　那叫做高等小学的，没有蚕吃，那里边的学生的确比农业学校的学生长的高，农业学生开头是念
“人、手、足、刀、尺”，顶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
那高等小学的学生却不同了，吹着洋号，竟有二十四岁的，在乡下私学馆里已经教了四五年的书了，
现在才来上高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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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在粮栈里当了二年的管帐先生的现在也来上学了。
　　这小学的学生写起家信来，竟有写到：“小秃子闹眼睛好了没有？
”小秃子就是他的八岁的长公子的小名。
次公子，女公子还都没有写上，若都写上怕是把信写得太长了。
因为他已经子女成群，已经是一家之主了，写起信来总是多谈一些个家政：姓王的地户的地租送来没
有？
大豆卖了没有？
行情如何之类。
　　这样的学生，在课堂里边也是极有地位的，教师也得尊敬他，一不留心，他这样的学生就站起来
了，手里拿着“康熙字典”，常常会把先生指问住的。
万里乾坤的“乾”和乾菜的“乾”，据这学生说是不同的。
乾菜的“乾”应该这样写：　　“乾”，而不是那样写：“乾”。
　　西二道街上不但没有火磨，学堂也就只有一个。
是个清真学校，设在城隍庙里边。
　　其余的也和东二道街一样，灰秃秃的，若有车马走过，则烟尘滚滚，下了雨满地是泥。
而且东二道街上有大泥坑一个，五六尺深。
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附近的人家，就要吃它的苦头，冲了人家里
满满是泥，等坑水一落了去，天一晴了，被太阳一晒，出来很多蚊子飞到附近的人家去。
同时那泥坑也就越晒越纯净，好像在提炼什么似的，好像要从那泥坑里边提炼出点什么来似的。
若是一个月以上不下雨，那大泥坑的质度更纯了，水分完全被蒸发走了，那里边的泥，又黏又黑，比
粥锅瀙糊，比浆糊还黏。
好像炼胶的大锅似的，黑糊糊的，油亮亮的，那怕苍蝇蚊子从那里一飞也要黏住的。
　　小燕子是很喜欢水的，有时误飞到这泥坑上来，用翅子点着水，看起来很危险，差一点没有被泥
坑陷害了它，差一点没有被粘住，赶快地头也不回地飞跑了。
　　若是一匹马，那就不然了，非粘住不可。
不仅仅是粘住，而且把它陷进去，马在那里边滚着，挣扎着，挣扎了一会，没有了力气那马就躺下了
。
一躺下那就很危险，很有致命的可能。
但是这种时候不很多，很少有人牵着马或是拉着车子来冒这种险。
　　这大泥坑出乱子的时候，多半是在旱年，若两三个月不下雨这泥坑子才到了真正危险的时候。
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越下雨越坏，一下了雨好像小河似的了，该多么危险，有一丈来深，人掉下去
也要没顶的。
其实不然，呼兰河这城里的人没有这么傻，他们都晓得这个坑是很厉害的，没有一个人敢有这样大的
胆子牵着马从这泥坑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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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代表作，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出作者对于旧中国
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
不少研究者提出的作品所流露的那种“孤寂与苦闷”的情怀，其实也可以从这一角度予以理解。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呼兰河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