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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全文以“我”的视角，描写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小城的风土
人情，融合了作者无法磨灭的童年记忆，通过追忆家乡各色人物和生活画面，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当
地百姓平凡、卑琐、愚昧的生活情状，揭露了旧中国扭曲人性和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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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红（1911—1942），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
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原名张乃莹，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情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性人物，作
品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肯定，有“30年代的文学洛神”之誉。
主要作品：作品集《跋涉》（与萧军合著）、中篇小说《生死场》、《马伯乐》，短篇小说《手》、
《小城三月》，散文《回忆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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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我玩的时候，除了在后花园里，有祖父陪着，其余的玩法，就只有我自己了。
　　我自己在房檐下搭了个小布棚，玩着玩着就睡在那布棚里了。
　　我家的窗子是可以摘下来的，摘下来直立着是立不住的，就靠着墙斜立着，正好立出一个小斜坡
来，我称这小斜坡叫&ldquo;小屋&rdquo;，我也常常睡到这小屋里边去了。
　　我家满院子是蒿草，蒿草上飞着许多蜻蜓，那蜻蜓是为着红蓼花而来的。
可是我偏偏喜欢捉它，捉累了就躺在蒿草里边睡着了。
　　蒿草里边长着一丛一丛的天星星，好像山葡萄似的，是很好吃的。
　　我在蒿草里边搜索着吃，吃困了，就睡在天星星秧子的旁边了。
　　蒿草是很厚的，我躺在上边好像是我的褥子，蒿草是很高的，它给我遮着荫凉。
　　有一天，我正在蒿草里边做着梦，那是下午晚饭之前，太阳偏西的时候。
大概我睡得不太着实，我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地方有不少的人讲着话，说说笑笑，似乎是很热闹。
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听不清，只觉得在西南角上，或者是院里，或者是院外。
到底是院里院外，那就不大清楚了。
反正是有几个人在一起嚷嚷着。
　　我似睡非睡地听了一会就又听不见了。
大概我已经睡着了。
　　等我睡醒了，回到屋里去，老厨子第一个就告诉我：　　&ldquo;老胡家的团圆媳妇来啦，你还不
知道，快吃了饭去看吧！
&rdquo;　　老厨子今天特别忙，手里端着一盘黄瓜菜往屋里走，因为跟我指手划脚地一讲话，差一点
没把菜碟子掉在地上，只把黄瓜丝打翻了。
　　我一走进祖父的屋去，只有祖父一个人坐在饭桌前面，桌子上边的饭菜都摆好了，却没有人吃，
母亲和父亲都没有来吃饭，有二伯也没有来吃饭。
祖父一看见我，祖父就问我：　　&ldquo;那团圆媳妇好不好？
&rdquo;　　大概祖父以为我是去看团圆媳妇回来的。
我说我不知道，我在草棵里边吃天星星来的。
　　祖父说：　　&ldquo;你妈他们都去看团圆媳妇去了，就是那个跳大神的老胡家。
&rdquo;　　祖父说着就招呼老厨子，让他把黄瓜菜快点拿来。
　　醋拌黄瓜丝，上边浇着辣椒油，红的红，绿的绿，一定是那老厨子又重切了一盘的，那盘我眼看
着撒在地上了。
　　祖父一看黄瓜菜也来了，祖父说：　　&ldquo;快吃吧，吃了饭好看团圆媳妇去。
&rdquo;　　老厨子站在旁边，用围裙在擦着他满脸的汗珠，他每一说话就眨巴眼睛，从嘴里往外喷着
唾沫星。
他说：　　&ldquo;那看团圆媳妇的人才多呢！
粮米铺的二老婆，带着孩子也去了。
后院的小麻子也去了，西院老杨家也来了不少的人，都是从墙头上跳过来的。
&rdquo;　　他说他在井沿上打水看见的。
　　经他这一喧惑，我说：　　&ldquo;爷爷，我不吃饭了，我要看团圆媳妇去。
&rdquo;　　祖父一定让我吃饭，他说吃了饭他带我去。
我急得一顿饭也没有吃好。
我从来没有看过团圆媳妇，我以为团圆媳妇不知道多么好看呢！
越想越觉得一定是很好看的，越着急也越觉得是非特别好看不可。
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去看呢。
不然，为什么母亲也不回来吃饭呢。
　　越想越着急，一定是很好看的节目都看过。
若现在就去，还多少看得见一点，若再去晚了，怕是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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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催促着祖父。
　　&ldquo;快吃，快吃，爷爷快吃吧。
&rdquo;　　那老厨子还在旁边乱讲乱说，祖父间或问他一两句。
　　我看那老厨子打扰祖父吃饭，我就不让那老厨子说话。
那老厨子不听，还是笑嘻嘻地说。
我就下地把老厨子硬推出去了。
　　祖父还没有吃完，老周家的周三奶又来了，她说她的公鸡总是往我这边跑，她是来捉公鸡的。
公鸡已经捉到了，她还不走，她还扒着玻璃窗子跟祖父讲话，她说：　　&ldquo;老胡家那小团圆媳妇
过来，你老爷子还没去看看吗？
那看的人才多呢，我还没去呢，吃了饭就去。
&rdquo;　　祖父也说吃了饭就去，可是祖父的饭总也吃不完。
一会要点辣椒油，一会要点咸盐面的。
我看不但我着急，就是那老厨子也急得不得了了。
头上直冒着汗，眼睛直眨巴。
　　祖父一放下饭碗，连点一袋烟我也不让他点，拉着他就往西南墙角那边走。
　　一边走，一边心里后悔，眼看着一些看热闹的人都回来了。
为什么一定要等祖父呢？
不会一个人早就跑着来吗？
何况又觉得我躺在草棵子里就已经听见这边有了动静了。
真是越想越后悔，这事情都闹了一个下半天了，一定是好看的都过去了，一定是来晚了。
白来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在草棵子听到了这边说笑，为什么不就立刻跑来看呢？
越想越后悔。
　　自己和自己生气，等到了老胡家的窗前，一听，果然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差一点没有气哭了。
　　等真的进屋一看，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母亲，周三奶奶，还有些个不认的人，都在那里，与我
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好看的，团圆媳妇在那儿？
我也看不见，经人家指指点点的，我才看见了。
不是什么媳妇，而是一个小姑娘。
　　我一看就没有兴趣了，拉着爷爷就向外边走，说：　　&ldquo;爷爷回家吧。
&rdquo;　　等第二天早晨她出来倒洗脸水的时候，我看见她了。
　　她的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普通姑娘们的辫子都是到腰间那么长，而她的辫子竟快到
膝间了。
她脸长得黑乎乎的，笑呵呵的。
　　院子里的人，看过老胡家的团圆媳妇之后，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不过都说太大方了，不像个团圆媳妇了。
　　周三奶奶说：　　&ldquo;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
&rdquo;　　隔院的杨老太太说：　　&ldquo;那才不怕羞呢！
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
&rdquo;　　周三奶奶又说：　　&ldquo;哟哟！
我可没见过，别说还是一个团圆媳妇，就说一进门就姓了人家的姓，也得头两天看看人家的脸色。
哟哟！
那么大的姑娘。
她今年十几岁啦？
&rdquo;　　&ldquo;听说十四岁么！
&rdquo;　　&ldquo;十四岁会长得那么高，一定是瞒岁数。
&rdquo;　　&ldquo;可别说呀！
也有早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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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ldquo;可是他们家可怎么睡呢？
&rdquo;　　&ldquo;可不是，老少三辈，就三铺小炕&hellip;&hellip;&rdquo;　　这是杨老太太扒在墙头
上和周三奶奶讲的。
　　至于我家里，母亲也说那团圆媳妇不像个团圆媳妇。
　　老厨子说：　　&ldquo;没见过，大模大样的，两个眼睛骨碌骨碌地转。
&rdquo;　　有二伯说：　　&ldquo;介（这）年头是啥年头呢，团圆媳妇也不像个团圆媳妇了。
&rdquo;　　只是祖父什么也不说，我问祖父：　　&ldquo;那团圆媳妇好不好？
&rdquo;　　祖父说：　　&ldquo;怪好的。
&rdquo;　　于是我也觉得怪好的。
　　她天天牵马到井边上去饮水，我看见她好几回，中间没有什么人介绍，她看看我就笑了，我看看
她也笑了。
我问她十几岁？
她说：　　&ldquo;十二岁。
&rdquo;　　我说不对。
　　&ldquo;你十四岁，人家都说你十四岁。
&rdquo;　　她说：　　&ldquo;他们看我长得高，说十二岁怕人家笑话，让我说十四岁的。
&rdquo;　　我不知道，为什么长得高还让人家笑话，我问她：　　&ldquo;你到我们草棵子里去玩好
吧！
&rdquo;　　她说：　　&ldquo;我不去，他们不让。
&rdquo;　　二　　过了没有几天，那家就打起团圆媳妇来了，打得特别厉害，那叫声不管多远都可以
听得见的。
　　这全院子都是没有小孩子的人家，从没有听到过谁家在哭叫。
　　邻居左右因此又都议论起来，说早就该打的，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坐到那儿坐得
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
　　她的婆婆在井边上饮马，和周三奶奶说：　　&ldquo;给她一个下马威。
你听着吧，我回去我还得打她呢，这小团圆媳妇才厉害呢！
没见过，你拧她大腿，她咬你；再不然，她就说她回家。
&rdquo;　　从此以后，我家的院子里，天天有哭声，哭声很大，一边哭，一边叫。
　　祖父到老胡家去说了几回，让他们不要打她了；说小孩子，知道什么，有点差错教导教导也就行
了。
　　后来越打越厉害了，不分昼夜，我睡到半夜醒来和祖父念诗的时候，念着念着就听西南角上哭叫
起来了。
　　我问祖父：　　&ldquo;是不是那小团圆媳妇哭？
&rdquo;　　祖父怕我害怕，说：　　&ldquo;不是，是院外的人家。
&rdquo;　　我问祖父：　　&ldquo;半夜哭什么？
&rdquo;　　祖父说：　　&ldquo;别管那个，念诗吧。
&rdquo;　　清早醒了，正在念&ldquo;春眠不觉晓&rdquo;的时候，那西南角上的哭声又来了。
　　一直哭了很久，到了冬天，这哭声才算没有了。
　　三　　虽然不哭了，那西南角上又夜夜跳起大神来，打着鼓，叮当叮当地响；大神唱一句，二神
唱一句，因为是夜里，听得特别清晰，一句半句的我都记住了。
　　什么&ldquo;小灵花呀&rdquo;，什么&ldquo;胡家让她去出马呀&rdquo;。
　　差不多每天大神都唱些这个。
　　早晨起来，我就模拟着唱：　　&ldquo;小灵花呀，胡家让她去出马呀&hellip;&hellip;&rdquo;　　
而且叮叮当，叮叮当的，用声音模拟着打鼓。
　　&ldquo;小灵花&rdquo;就是小姑娘；&ldquo;胡家&rdquo;就是胡仙；&ldquo;胡仙&rdquo;就是狐狸
精；&ldquo;出马&rdquo;就是跳大神的。
　　大神差不多跳了一个冬天，把那小团圆媳妇就跳出毛病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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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团圆媳妇，有点黄，没有夏天她刚一来的时候，那么黑了。
不过还是笑呵呵的。
　　祖父带着我到那家去串门，那小团圆媳妇还过来给祖父装了一袋烟。
　　她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大概她怕她婆婆看见，所以没和我说话。
　　她的辫子还是很大的。
她的婆婆说她有病了，跳神给她赶鬼。
　　等祖父临出来的时候，她的婆婆跟出来了，小声跟祖父说：　　&ldquo;这团圆媳妇，怕是要不好
，是个胡仙旁边的，胡仙要她去出马&hellip;&hellip;&rdquo;　　祖父想要让他们搬家。
但呼兰河这地方有个规矩，春天是二月搬家，秋天是八月搬家。
一过了二八月就不是搬家的时候了。
　　我们每当半夜让跳神惊醒的时候，祖父就说：　　&ldquo;明年二月就让他们搬了。
&rdquo;　　我听祖父说了好几次这样的话。
　　当我模拟着大神喝喝咧咧地唱着&ldquo;小灵花&rdquo;的时候，祖父也说那同样的话，明年二月
让他们搬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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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萧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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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了这部&ldquo;回忆
式&rdquo;的巅峰之作，也是必读的萧红经典作品。
正如茅盾先生给出的评价：&ldquo;有讽刺，也有幽默。
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越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
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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