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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

内容概要

《呼兰河传》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以诗化的语言，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从对
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冷静审视下，揭示了封建制度的愚昧、落后，甚而展现出生命的苍凉、
荒诞和残酷。
此外，本书另收入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该小说三十年代收入鲁迅所编“奴隶书丛”，鲁迅作序
，胡风为其写后记，出版后萧红的才华立即引起社会巨大的轰动和反响，从而使萧红成为三十年代最
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生死场》中对于东北人民生与死的拉扯，人生与人性终极价值的追问，贯穿
了萧红一生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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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

作者简介

萧红（1911-1942），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
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2年，结识萧军。1933年
，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
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
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
逝于香港，年仅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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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

精彩短评

1、作者冷静地旁观着，没有表现出悲悯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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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

章节试读

1、《呼兰河传》的笔记-第119页

        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逆来的，顺受了。
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
磨房里那打梆子的，夜里常常是越大越响，他越打得激烈，人们越说那声音凄凉。因为他单单的响音
，没有同调。

2、《呼兰河传》的笔记-第221页

        所以呼兰河城里凡是一有跳井投河的，或是上吊的，那看热闹的人就特别多，我不知道中国别的
地方是否这样，但在我的家乡确是这样。
投了河的女人，被打捞上来了，也不赶快地埋，也不赶快地葬，摆在那里一两天，让大家围观着观看
。
跳了井的女人，从井里捞出来，也不赶快地埋，也不赶快地葬，好像国货展览会似的，热闹得车水马
龙。

3、《呼兰河传》的笔记-第262页

        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
，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4、《呼兰河传》的笔记-第157页

        有娘的，她不能够打。她自己的儿子也舍不得打。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打跑
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怕鸡不下蛋。
唯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毛病没有，她又不能跑掉，她又不能丢了。她又不会下蛋，反正也不是猪
，打掉了一些斤两也不要紧，反正不过秤。
人还不如鸡鸭猪狗，不如草芥，是什么让中国人生活得如此卑微下贱？

5、《呼兰河传》的笔记-第48页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
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
的世界了。
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6、《呼兰河传》的笔记-第28页

        还有人们常常喜欢把一些不幸者规划在一起，比如疯子傻子之类，都一律去看待。
哪个乡、哪个县、哪个村都有些个不幸者，瘸子啦、瞎子啦、疯子或傻子。
呼兰河这城里，就有许多这一类的人。人们关于他们都似乎听得多，看得多，也就不以为奇了。偶尔
在庙台上或是大门洞里不幸遇到了一个，刚想多少加一点恻隐之心在那人身上，但是一转念，人间这
样的人多着哩！于是转过眼睛去，三步两步地就走过去了。即或有人停下来，也不过是和那些好没有
记性的小孩子似的向那疯子投一个石子，或是做着把瞎子故意领到水沟边里去的事情。

卖豆芽菜的疯女子，虽然她疯了还忘不了自己的悲哀，隔三差五地还到庙台上去哭一场，但是一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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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

了，仍是得回家去吃饭、睡觉、卖豆芽菜。

再说那造纸的纸房里边，把一个私生子活活饿死了。因为他是一个初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
说他了。

7、《呼兰河传》的笔记-第36页

        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对答，他们会直截了当地不假思索地说
了出来：“人活着是为吃饭穿衣。”
再问他，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吃饭，穿衣，最基本的需求，如同蝼蚁一般麻木
地活着，繁衍。

8、《呼兰河传》的笔记-第26页

        总共这泥坑子给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
第一条：常常抬车抬马，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是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
第二条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若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瘟猪肉呢？吃屎可以吃的，但是可怎么说法
呢？真正说是吃的瘟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吗？有这泥坑子可好办，可以使瘟猪变成淹诸，居民们
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好个泥坑子，得以让人们自欺欺人。

9、《呼兰河传》的笔记-第147页

        养鸡可比养小孩更娇贵，谁家的孩子还不就是仍在旁边他自己长大的，蚊子咬咬，臭虫咬咬，那
怕什么的，哪家的孩子的身上没有个疤拉疖子的。没有疤拉疖子的孩子都不好养活，都要短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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