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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

作者简介

茹志鹃(1925—1998)，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幼时家贫，曾被送进孤儿院。1943年参加新四军，当
过演员、文工团分队长及创作组副组长。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由部队转业到上海，先后任
《文艺月刊》编辑，《上海文学》主编等职。1960年起从事专业创作，以短篇小说著称，主要作品有
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百合花》及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等。曾
作地上海作协副主席，中国人和协理事、主席团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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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

精彩短评

1、中学散文拓展阅读
2、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全文充满纯洁，美好，正如插在枪筒上的野菊花般美好
3、清新
4、纯净的感情
5、革命话语下的温情叙事
6、当代文学中算是好的了。。。
7、今天背了艺术特色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看看原著才对得起娟姐。
8、个人不适合这种风格
9、百合花，这象征纯洁和感情的花。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了这位平常，
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一如那圣洁的百合花，永不腐朽！
10、我只能用呵呵來吐槽了。。。。。。。。
11、篇幅很短的小说，结局处侧面描写刻画得很好。
12、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13、读到最后眼泪也没有夺眶而出
但还是感动 细腻 清新
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 
对文论好像有点儿理解了
14、怎么感觉新媳妇和小通讯员⋯⋯
15、文笔挺清新的
16、被代言者 含蓄之美
17、女性视角下的精致。主旋律的作品同样可以打动人。
18、被打动
19、初一
20、小时候发过很多遍的黑白电影版，读到原文后，知道写作背景后，觉的在那样的背景下，写出这
么有人情味的小说，很佩服，也证明，管制还是管不住人性。
21、非常精致的小说
22、淡淡的爱，深深地情！
23、笔调清新，情感细腻。总觉得革命的烙印太重，无法感同身受。
24、短短的暧昧
25、有别于时代的大流，显示出女作家特有的清新风格。
26、截取生活这片大海的一小朵浪花来描写，没有那个时代写作常见的大场面大英雄，写得浪漫纯真
而深情
27、十七年文学里很好的一部了⋯⋯
28、纯洁、凄美、暧昧的爱情。书中避开了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截取三幅日常画面。最后盖在小战
士身上的新婚棉被催泪。细节是这一小说的亮点。
29、十七年文学中还能读下去的好文章。
30、= =写评论说估计不会再版了没想到人家早就有再版。。。
31、突然有个政治很不明确的想法，真希望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能发生点什么。
32、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那朵百合花简直纯粹的不忍亵渎
33、我读出了里面爆发式的东西，老师将其解读为母性，感觉这个解释还不错
34、在那个红色的年代，有一个文学还算自由的百花齐放的时期，读到这样的作品，真如一阵清风拂
过心间。
35、很质朴 很干净 很踏实 比起女儿 我还是喜欢妈的风格
36、即使十七年文学笼罩着政治的阴影，但是作者笔下的温情和真诚依旧让人感动不已
37、读百合花
38、3.29 课文内容
39、【十七年文学系列之四】朦胧清淡，属十七年文学里的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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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

40、纯爱的最高境界，教材课本里念念不忘的一篇文
41、为毛文学史上说得那么高大上？时代烙印太重，情感嘛也许还是挺真的
42、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
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43、老套的剧情和脸谱化的人物，唯一的亮点是百合花的意象
44、好纯真。
45、在表现革命战争、军民关系这一庄严主题时，突破了当时流行的条条框框，显现出清新俊逸的风
格，令人耳目一新。
46、短短的一篇，用百合花是想说纯洁到不算爱情？仅仅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47、人道主义并不等同于个人主义
48、对张清华的解析印象非常深
49、十七年文学能写成这样就不错了吧⋯⋯
50、战争中最美的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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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

精彩书评

1、读完茹志娟的《百合花》，我被小说中的人物深深打动了。虽然描写的是战争年代的故事，但是
作者没有对恢弘的战争场面进行描写，而只是对人物之间细腻的感情，人物所具有的珍贵品质加以描
述。我既被通讯员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品质所震撼，也被新媳妇和“我”对通讯员真挚的情谊所感
动。曾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作者给小说取名为《百合花》？“百合花”这三个字眼在小说中
仅出现两次，而且都是做为新媳妇被子上的图案而被提及，可是作者却用“百合花”做为题目。等到
再三阅读后，才细细体味到这朵“百合花”的深刻寓意。通讯员，我习惯叫他“小”通讯员，十九岁
，确实还只是一个孩子，“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与女同志“我”说话时，表现得张皇不安，腼腆
羞涩；谈到娶媳妇时，更是飞红了脸，越发扭捏。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十九岁的小通讯员却已经
担当起了解放人民的重任，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传递战报。包扎所条件艰苦，缺少被子。在向新媳妇
借被子时，他遇到了困难——新媳妇没把被子借给他。可“我”却很轻松地向她借到了。这让通讯员
感到委屈和不服，怪新媳妇“死封建”。从他不多的话语和行动中可以看出他的耿直和爽快的性格，
农家穷苦孩子的特征。可当“我”告诉他，这条新被子或许是新媳妇做姑娘时起早熬夜为自己新婚缝
的，小通讯员觉得误会了人家，愧疚地想把被子还回去。这种感情态度的变化表现了他的淳朴、善良
和单纯。当通讯员回团部时，他不忘关心“我”，给“我”留了两个干硬的馒头，这份对战友真挚的
友情和关爱，平凡而亲切珍贵。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通讯员小小的身躯在战友危难之际竟然迸发出
强大的力量和无穷的勇气。为了保护同志，舍身扑在快要爆炸的手榴弹上，牺牲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
生命。新媳妇是一个美丽娴静、淳朴善良的农村妇女。对于让通讯员受气这件事，她一直感到很愧疚
，希望有机会向通讯员道歉。可是唯一的机会确实通讯员重伤被抬到包扎所，新媳妇全然不顾刚才的
羞涩，“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似乎想弥补以前的过错。我想此时她的心情是悲痛、激动的
。通讯员牺牲了，但新媳妇并没有停下自己的工作，仍然认真地缝着通讯员衣肩上的那个破洞，把自
己的那条崭新的被子盖在他的身上。这一系列的动作虽然简单，却饱含着泪水，透露着一份真诚的情
感，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质朴与善良。更看到了一颗诚挚的心，一颗对革命队伍怀着的诚挚爱心。《
百合花》中的“我”既是叙事者，又是一个充满情感具有性格的人物。“我”与通讯员由生气、好奇
、捉弄到亲热，牵肠挂肚地关爱的情感变化贯穿始终。但“我”更见证了通讯员和新媳妇的美好心灵
，两颗火热的心。百合花图案的被子作为一条线索联系着人物之间的关系，没有它小说中的三个人不
会聚在一起，更不会发生下面的故事。而白色的百合花象征了纯洁与感情，是通讯员和新媳妇美的化
身，象征了他们的一切美好品质，这些品质和他们的心就像百合花一样洁白无暇。
2、茹志娟，革命战士出身，解放后成长为文艺工作者。其作品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关于表现解
放前，战士和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必胜的革命信心的；二是关于表现解放后，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的积极性和建设热情的，对社会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那种热情是现在社会所缺乏的，那
种为集体的精神更是现在社会所应该提倡的。他的文中有表现合作化和大跃进，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都是正面的表现，没有批评，只是我的疑问是不知道她的文中有没有那个时代的左倾主义倾向。这些
小说中，我最喜欢的是《百合花》，被称为没有爱情的爱情小说，这篇的政治色彩相对较淡，是一篇
很美很美的文章，表现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是感动的主要原因。
3、初读茹志娟的《百合花》，以为仅仅是一篇描写战争年代军民关系的作品。但一经仔细推敲，却
能从中探究出茹志娟的美术追求：以战争文化为背景，表现人与人的美好情感。小说避开了战争场面
的描写，选取一个片段，通过前沿包扎多发生的一段小插曲，展示战士和群众的美丽心灵，整个故事
就是在小通讯员，新媳妇和“我”之间展开的。其中的“我”不只是一个女性叙述人，而且是小说中
一个占有重要位置的女性角色，由“我”的情感文化贯穿全文，谱写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两性交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男性面前，女性的意识深处潜藏着作为妹妹，情人，姐姐的欲望。这
种欲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作为妹妹，面对着的男性则应具有父亲般的威武，那么对
于男性的依赖，娇嗔则成为女性的天性；情人的角色则是在与男性相处，倾心爱慕中共勉，竞争中突
出起性别角色；在充当姐姐的角色时，女性总是以自己的慈爱之心去关怀，呵护，体贴男性。在小通
讯员和“我”之间的心灵碰撞和冲突最能表现这一现象。小说首先叙述的是小通讯员受命送“我”去
前沿包扎所的事，在那个战争环境下，对于“我”这样一个文工团女同志，其实是很需要小通讯员的
保护的。“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然而，小通讯员却似乎不懂“我”，一开始
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这使得“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此时的我就像一个小妹妹，渴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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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

到保护，但又因得不到关注而撒气，产生“反抗情绪”。而当“我看见他那张十分稚气的圆脸”，以
及他“立即张皇起来，好象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
，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的窘迫样时，“我”又立马成了姐姐，“拼命忍住笑，随便的问他是哪里人
”，而且禁不住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同时，在攀谈中显示出对于小通讯员的关怀和爱护，甚至为“
害他出了一头大汗”而歉疚。直到后来“我”陪小通讯员去借被子，在中秋节不禁想起他以及在包扎
所对他牵肠挂肚，种种迹象表明，“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当然，小通讯员对“
我”也并不是毫无感觉的。“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的一阵，摸出两个馒头，
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的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可见他对我
多少也有些感情的。至于小通讯员和新媳妇的感情交往中，则更多的是作为姐姐的新媳妇对小通讯员
的爱，新媳妇与“我”的不同，不仅在与她比小通讯员大，而且新婚燕尔的她似乎有一种母性的本能
，想要亲近和关心身边的军人，但是小通讯员并没能理解她，以至于开始产生了些误会。好在在“我
”的调节下，误会很快解除了。她不仅爽快的借了被子给我们，当看到小通讯员的衣服被撕了，她还
“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就是来到包扎所干些“零碎活”新媳妇还是更加关
心更寻找小通讯员的。后来，小通讯员牺牲了，她更是行使了类似于姐姐的职责，给小通讯员擦拭身
子，缝补破洞，甚至把这唯一的嫁妆——百合花被子盖在小通讯员的身上，这样的感情是朴实而又真
诚的，令人无不为之动容。正是小通讯员，新媳妇和“我”都处于青春年少的时期，爱情意识初步觉
醒，朦胧而恍惚，才说他们之间心理与感情的微妙变化和纠葛更加呈现出轻戏剧的色彩，洋溢着浓浓
的诗意和浪漫情调，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而他们之间的感情又好象百合花一般，“清新，俊逸”，小
说中虽无一处写情，却处处出含情，爱情如百合花，悄然绽放，芳香怡人。这与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
，绝大多数作家都忙于描写阶级斗争，记叙阶级矛盾和阶级大搏斗相比，着实是个创新，为了文坛吹
出来了一阵新的风。因此，茅盾作出诸如“我想，对于《百合花》的介绍，已经讲得太多了，可实在
还可以讲许多。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心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这样
的评价也就不足为怪了。
4、现代文学中的一部短篇小说，老师在课上的时候讲过，自己又重新看了一遍，真得如小说的名字
《百合花》一样，纯美纯美的，比现在一些打着纯爱旗号的校园青春小说要好得多。在当时比较特殊
的年代，分析这篇小说时，考虑的是小通讯员的英勇牺牲和新媳妇拥军啊，军民鱼水情什么的，善良
识大体什么的，老师说其实是“我”与小通讯员还有新媳妇之间的朦胧的情感，是没有爱情的爱情。
以前要是这样去分析人性，是肯定要被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小说是以第
一人称“我”来进行叙述的，“我”是文工团的一个女同志，团长让通讯员领着“我”去包扎所帮忙
。小通讯员真的是太腼腆了，一路上与“我”保持着距离，与“我”说话弄得他很紧张，（总让我在
读得时候有一种小白兔要被大灰狼吃掉的感觉，当然小白兔是阔爱的小通讯员，大灰狼就是文中“我
”这个女同志，）从小说中可以感觉“我”应该是比小通讯员大的（小通讯员19岁，从对话中得知）
而且要比小通讯员底迪开放（ps不要想歪），从看其他的小说和电视剧什么的，文工团的妹子们一般
都是比较活泼的，大胆拿得上台面的，文中的妹子也不例外，一路上把小通讯员的年龄家庭什么的都
搞定了（o(∩_∩)o 哈哈这样写出来，总感觉“我”存心不良似的，真是越看越喜欢，通讯员底迪真
是羞涩惹人爱啊）言归正传，到了包扎所，小通讯员和“我”一起去老乡家借被子，“我”收获颇丰
，通讯员出师不利，一条也没借到。还是“我”去了那家，是个新媳妇，说了一些道理，她进屋抱被
子，通讯员嘀咕，“我明明也说得和你一样，我借，她不给，你借，就给了”（ps文中的原句与这句
不一样）当新媳妇把那条枣红底上缀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抱出来，“我”知道她一开始为什么不借
了，那是她唯一的嫁妆。这里有3处感觉新媳妇和小通讯员像闹矛盾的小两口似的，(表打我，真得很
像，第一处：新媳妇故意气通讯员似的，把被子递了“我”，第二处：通讯员不太愿意傲娇地去接被
子，衣服被门钩撕破了一条口子，第三处：这时候新媳妇笑了，气消了，要给他缝上，通讯员高低不
肯。在听别人说这个新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通讯员左右为难想要
给送回去)【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
个傻呼呼的小同乡。】这个“爱”应该是喜爱吧，那种单纯的喜欢，p个s，这篇小说写得真是太好了
，细腻，于细节处表现人物性格，(作为一个读者，好喜欢这个善良羞涩傲娇倔强勇敢的通讯兵弟弟，
好感爆棚的说)通讯员，书中叫他同志弟，这个好，亲切，同志弟回去了，临走还给了“我”两个馒头
开饭，贴心的很，还有他的枪筒中插的野菊花，好可爱的说，话说越分析越觉得同志弟简直就是现在
的暖男男友的典范啊（花痴脸ing）新媳妇来到包扎所帮忙，战争打起来了，包扎所里不断有伤员被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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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送来一个通讯员，把“我”吓了一跳，一看不是同志弟，心里松了一口气，【但我又莫名其妙地
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我真得喜欢上了同志弟？说爱情更浪漫一些，若说是友情、亲情也未尝不
可，不管哪种感情，在当时残酷的战争中都是暖心的存在。又来了一位重伤员，这位重伤员是为了救
担架员们，扑住了手榴弹，呵呵，那一定就是通讯员同志弟了。（无巧不成书，不然下面的情节怎么
发展，不能说狗血，只能说小说就得这样写。）新媳妇给同志弟补衣服上的那个破洞，医生说同志弟
已经死了，手都冷了，新媳妇不理仍然继续缝补。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那时候还有棺材给
用？战争如此惨烈，有得打完仗来不及就暴尸荒野了，好点的就挖个大坑，把战士们的遗体埋里面，
这算不算是个bug，不纠结这个小问题了，）同志弟身上盖得就是新媳妇的百合花被，卫生员揭掉被
子要把同志弟放进棺材。【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
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
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
脸。】这段描写真得非常传神，本来是想复述一下，可自己文字功底不够，只好就抄一下，新媳妇让
人好生心疼，她的爱是纯洁的，圣洁的，和文中的“我”一样。时间段，大概也就是一天之内发生的
，情节人物什么的都灰常自然丰满，三人之间这种纯纯的高尚的暖心的爱，让人们在感受那个年代的
血腥暴力残酷时，看到如萤火虫般的微光和温暖。真是极好的，短短几页，讲了这样一个充满爱和人
性美的故事，让身为读者的我心情都up up了呢。现在的抗战剧都是脑洞大开，不切实际，改编小说也
都是言情武侠什么的，比如这个灰常经典的小说《百合花》完全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就算是比
较短也可以是情节其中的一部分，励志又暖心，多好呀，这是！开头是“一九四六年的中秋”，那应
该就是与国民党打内战了，那就不叫抗战剧了吧，抗日的叫抗战剧，与国民党斗智斗勇的应该是谍战
剧吧，我是这样认为的，好吧，与小说关系不大。还有小说的基调并不是沉闷的，后面同志弟的死有
点悲伤，但是前面还是比较幽默温情的充满生活气息，决定了，以后没事多回味几遍这篇小说，篇幅
不长，但是耐看，好看。
5、　　　　　　　　　　　　　　　　　　与英雄拉近距离　　中国的现当代战争文学似乎有一种
倾向，那就是必须塑造英雄人物。茹志鹃的《百合花》也没能冲破藩篱，最后小通信员的英勇牺牲完
成了他的形象升华，成为了英雄。　　不过茹志鹃并没有直接描述这位英雄在战场上的奋勇拼杀，甚
至他最后的舍身取义也是通过他人转述来表现的。但我们不会因此而觉得这位小英雄离我们过于遥远
、陌生，相反，由于前期恰当的铺垫，使得这位小战士的形象十分亲切可感，仿佛就是我们身边的一
个大男孩。就是这么一个十八九岁，单纯、质朴，思考问题直来直去，不太会说话，尤其不擅长与女
性相处，与“我”讲了会儿话，居然都满头大汗、局促不安的尚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竟然与战争联
系到了一起，并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残酷的战争让我们失去了如此纯真美好的青年，不禁使人心
生哀痛。　　因为他与传统的战斗英雄不同，他离我们是那样近，很像是我们家里的小弟，就像是我
们自己。如此近距离地看一位英雄，我们不会去在意那些诸如“伟大”、“崇高”、“舍己为人”的
英雄标签，我们会忘记他是英雄。但我们会为他的死亡而惋惜和痛苦，甚至会鼻头一酸，落下泪来。
会主动联想到，战争正是由无数这样的青年人的尸体堆垒而成的读者们，大概是不会再轻言战争了。
虽然未必是茹志鹃的创作意图，但反战思想已蕴含其中。发挥女性视角的优势　　对于小说创作来说
，视角的选择尤为重要，视角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小说的基调、表现形式，乃至主题与内蕴。　　茹志
鹃将女性视角作为《百合花》的叙述角度，并发挥自身性别优势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敏感来展现战争
的一个小小侧面，使其对心灵的触动力量丝毫不逊于长篇的史诗级战争文学。　　也是由于其叙述视
角的独特，《百合花》没有也不需要局限于惯常的革命战争小说的套路，没有刀光剑影、炮火硝烟，
却同样反映出了战争的残酷及人性的温暖。这是《百合花》对建国初期革命战争文学的另一大突破。
小说意义的局限　　战争小说一定要有英雄，这是传统革命战争小说的创作思维。于是，茹志鹃把小
通信员塑造成了一个舍身救人的英雄。　　此种创作理念虽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没有那一段对小通信
员牺牲原因的描述，或许读者的心灵会受到更大的震动。刚刚还在枪筒上插着两朵小花、面对女性时
羞涩腼腆、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小伙子，几小时后就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不是英雄，也没有什么伟大
的事迹，只是一位被战争夺去生命的平凡青年，同样能让情感细腻的读者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毕竟在
战争中死去的最多的还是这样普通却可爱的年轻人。但作者显然不是在写反战文学，所以绝不会如此
处理情节。也因此，《百合花》无法上升到反战文学的高度。　　总体上看，《百合花》是一篇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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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潜力的小说，但由于作者在其特殊时代环境下的创作观念的局限，导致其潜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
掘。虽然有点遗憾，但瑕不掩瑜，《百合花》依然属于建国后五十至七十年代革命战争小说中的精品
。
6、新媳妇是一个美丽娴静、淳朴善良的农村妇女。对于让通讯员受气这件事，她一直感到很愧疚，
希望有机会向通讯员道歉。可是唯一的机会确实通讯员重伤被抬到包扎所，新媳妇全然不顾刚才的羞
涩，“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似乎想弥补以前的过错。我想此时她的心情是悲痛、激动的。
通讯员牺牲了，但新媳妇并没有停下自己的工作，仍然认真地缝着通讯员衣肩上的那个破洞，把自己
的那条崭新的被子盖在他的身上。这一系列的动作虽然简单，却饱含着泪水，透露着一份真诚的情感
，一个中国农村妇女的质朴与善良。更看到了一颗诚挚的心，一颗对革命队伍怀着的诚挚爱心。
7、高中时代的语文读本是很好的回忆。因为选的文章比较活泼，且不用像正经的课文一样要做让人
乏味的八股分析。只是安安静静的看就好了。我还记得当时上晚自习，别个人都忙着做练习册的时候
，我就喜欢拿着这本读本看。因为是教材，所以算不上是闲书。坐班的理科老师看见我拿着一本语文
书，虽然可能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忍了，走到我座位边，哼哼了两声，也就作罢。最近跟同事聊天
，我说你还记得高中语文读本上那篇百合花么，我同事说，啊，你也记得啊。看来好的故事，大家都
会记得呢。这篇小说跟当时的课文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经过这么久，我仍然能一下子从记忆中把它
认出来。淡淡的言语，深藏的感情，红色小说，原来也有这么写的。只要是真的活着的人，不管哪个
年代的故事，都一样感人，没有任何陌生之处。然后知道茹志娟和王安忆是母女（希望文艺青年们少
一点鄙视的眼光），真是羡慕，这自胎里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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