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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

内容概要

1、《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精心挑选萧红各创作阶段作品12篇，从成名作《生死场》开始，选取
早期作品《广告副手》和《看风筝》，自传性作品《弃儿》，讽刺风格的《太太与西瓜》，经典之作
《手》、《北中国》到遗述《红玻璃的故事》（骆宾基撰稿）。
2、《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生死场》以哈尔滨近郊农村
为背景，描写“九一八事件”前后赵三、二里半等农民生活和抗日故事：金枝未婚先孕，赵三反抗地
主加租却误打了小偷，王婆因儿子死了服毒自杀⋯⋯萧红敏锐生动地把握住当时北方农民糊涂地生殖
，不断面向死亡的盲目生活。
3、《广告副手》：生病的芹跟恋人蓓力撒谎自己去画广告，却跑去看电影。蓓力担心芹，去接她，
却发现了事实⋯⋯
《弃儿》：本篇是萧红怀孕后在哈尔滨被困东兴顺旅馆的生死经历的重述。蓓力解救被困旅馆腹中隆
起的芹，两人贫困潦倒，四处辗转，终于等到芹在医院产下孩子。孩子生下来躺在冰凉的板床上哭了
五天。 第六天，芹决定将孩子送人。
《手》：染布匠的女儿王亚明因为有一双黑手和贫困的出身，被班级同学和老师当做下等人对待。王
亚明对自己的愚钝毫无掩饰，一心努力学习，但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嘲弄，被赶出寝室睡在走廊直至退
学。
《山下》：以重庆嘉陵江畔为背景展开，讲述十一岁的林姑娘帮助逃难的下江人获得报酬。混乱的年
头，林姑娘的母亲想趁机给女儿多讨薪酬，却害林姑娘失去工作。
《红玻璃的故事》：萧红逝世前在香港思豪酒店口述，骆宾基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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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

作者简介

萧红（1911—1942），女，本名张乃莹，笔名悄吟。黑龙江省呼兰县人。民国女作家，被誉为“民国
四大才女”之一、“20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
1932年，二十一岁的萧红与萧军相遇，正式开始文学创作。
1935年，中篇小说《生死场》假托“容光书局”自费印行，作者署名“萧红”，该书鲁迅作序、胡风
作读后记，轰动文坛，萧红一举成名。
1936年，只身东渡日本。
1937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战文艺活动，足迹遍布上海、武汉、重庆、香港。
1942年逝世于香港，时年31岁。
代表作：
《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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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

书籍目录

生死场
广告副手
看风筝
弃儿
太太与西瓜
手
牛车上
家族以外的人
王四的故事
山下
北中国
红玻璃的故事(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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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

精彩短评

1、很难读进去，对一个作家本身的兴趣大于对她作品的兴趣时，以这样的态度去读TA的作品，难免
会陷入一种似朝圣般庄重的阅读氛围里，反而会忽略掉文字本身的意境，不妨简单的去看这些文字，
而不要试图从这些文字里窥视萧红的人生。
2、因为语言习惯，读的很费劲来着。2016.11.18—20
3、萧红是一位空间艺术家。在她的文字中，你不仅能读到景别的变化，还能读到小概率的视觉细节
。萧红的文笔也是独具魅力，善于运用感叹句，透着一股天真劲儿。就特别女生。
4、最可怕的是书中的贫穷是个轮回 绝望的令人窒息 永远无法逃出 在里面生 在里面挣扎 在里面沉沦 
在里面消亡 却永远找不到打破轮回的法门
5、对不起我们读完
6、萧红的作品都有股生命力，在最灰暗的地方最恣意地活着，在冰天雪地里挥洒着自己的热血。这
个集子不错，不过在我心里她最好的作品还是让我喜欢上她的《呼兰河传》
7、字字带血
8、我很爱她

9、落后的时代，卑微的生又卑微的死，被奴性化的女性只能以生殖机器为价值而存活。我所倡导的
男女平等大概就是结束性别主义，不追求任何一方凌驾另一方之上，斟酌差异合理处置，我从不觉得
买房挣钱是男性的事情希望你也不觉得生孩子做家务就是女性的本职。
10、萧红的小说里什么都那么冷冰冰的，甚至是可怖的，可是她的人生又那么奋不顾身，一次，一次
又一次
11、萧红，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名字。惊讶于她对于人物，环境细节深入骨髓的刻画，以及词语运
用的直指人心。萧红的书，想看又不敢看。心中沉重而又刺痛。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人
群曾经有过的样子。
12、太悲。那个时代能活着都极其不易。
13、萧红的文字读来总有种惊为天人的感觉。她能用孩童一样的眼光，让一切都富有生命。旧时代扑
面而来的画面感。日子宁静时，日子不过是维持生计中鸡毛蒜皮的小事，生和死都会来得更加温柔和
平静，希望总是有，生生不息。动荡的时代，麦田、菜圃、山丘全都没有了生命。没有了五颜六色的
村庄，没有了鸡鸣狗吠的喧闹，生与死从生理的本能走向变成个人的抉择，生而绝望！不到百年而已
，惟幸生在了如今！“母亲在哪里？家乡离开她很远，前面又来到一个生疏的村子，使她感觉到走过
无数人间”。“人间已是那般寂寞了！天边没有鸟儿翻飞，人家的篱墙没有狗儿吠叫”。除了《生死
场》，其中《山下》的故事也很喜欢～
14、论环境描写 我只服萧红 而且文笔流畅得让人惊讶 能细腻准确地写出常人不能一语蔽之的心境 所
谓文笔有灵性都是低誉了
15、更喜欢呼兰河传！
16、我的好朋友种仔当编辑的第一本书 
17、太悲，可能因为命。我觉得萧红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人。
18、描写非常真实，每个故事几乎都离不开苦难、挣扎、压抑、死亡。。。读起来不免胸闷，但是鲜
明的场景却显现在眼前，非常棒的作家。
19、文风有点奇怪，大概是我境界不够吧
20、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21、才气过人。殊不知民国时期有才的女作家不止萧红一个
22、痛苦，悲哀，无力。
23、读得不深，还是萧红后期的书好点。
24、生死场  果真是生死场  
25、苍凉、空茫、浓郁、绝望，大气到让人一件钟情的文字，女人的豁朗
26、萧红，为何这么年轻却把人性生死看得这么透彻。平静地讲述着苍凉绝望的故事。那绝望的泥潭
拖住你，吞噬你，摆脱无门，无需挣扎。
27、人物刻画深刻，跃于纸上。对男权制度、对一切强权施加的不公、对一切非人性的揭露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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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

以及对未来深重的担忧。
28、无法挣脱的命运最让人绝望
29、她早期的文章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和环境描写，情节倒是没什么。后期的文就越写越好了，读
起来顺畅舒服得多。早先的文还在写自己的故事，后期就是在写别人的故事了。
30、读了20页 毫无继续的欲望 2016
31、真实
32、如果要拍一部《悲催世界》大陆版，大概可以从这本书上选取素材。什么自由啊、尊严啊、情啊
爱啊都不重要了，就连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重要，穷人的生活哪是什么生活，只是得过且过有一天过
一天的生存，那天再也没有吃的了，那天也就这么去了。他们就如同被吹掉的树叶，随风飘散，不知
道什么时候就落地变成泥土，它太轻了，太轻了，以至于宽广的大地完全没有察觉......
33、三星半，全书印象最深的是老马进屠场，和《活着》一样的田园文，却更窒息，也没有后者来的
感人。生死场格局很大，但看完印象不深。
34、看过最底层的生活状态，我心处处阳光。
35、就是很喜欢萧红对一切事物的叙述方式，那种感觉像是天生的，别人怎么都模仿不来的，那么精
准，既诉说了又涵涉了，不由自主浸入，是那么凄苦和不堪
36、自小由爷爷奶奶带大，爷爷饭后也会给我讲他的沉重，不幸的往事。和萧红小说里的故事二三事
与爷爷的故事同步。萧红写得那么真实，就像爷爷给我讲故事一般。
37、很喜欢的一句话“萧红扎根农村但没有土腥味”。“苍苍然蓝天欲坠了”。
38、可真心疼二十多岁的萧红就写出这般文字。
39、更喜欢《呼兰河传》，《生死场》显得杂乱了很多。
40、看完感觉吐了一升血
41、不是因为萧红，而是白话文初期的文字真的不太好读懂啊
42、太跳跃和浓重。
43、几篇故事可读性参差不齐，毕竟是萧红
44、厉害
45、在乡村, 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 忙着死. 
46、生于死，旧社会女人的命运，男人的命运，都逃不开一个死。
47、我开始喜欢上了萧红 喜欢他那种真实的描写 即使在二十一世纪 那时候 家里还依然过着不富裕的
生活 下雨没有伞 一件衣服穿很久 鞋破了还继续穿⋯⋯贫困的生活 很容易让人自卑 并不是活出像——
《布鲁克林有棵树那样》
48、萧红为何写得那般让人绝望，描写地入骨，暗里的情感，这个悲情的女子。
49、真的能读出那个年代灵魂深处的苍凉与无奈！
50、悲哀的苦难。苦难的悲哀。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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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最近又开始重读萧红的作品。　　由萧红的散文读起，《欧罗巴旅馆》《黑列巴和白盐》都是她
散文集子里的作品。在这些散文里，她赤裸裸地写饥饿、寒冷，写自己在流荡中破败不堪的生活，写
自己如何抗拒着饥饿的逼迫，而忍住不去偷旅馆里对面房客的列巴圈。我读过很多描写苦难生活的文
章，却没有谁像她，落笔如此平静、深刻，仿佛对面正坐着那个躲在旅馆中冻得瑟瑟发抖的姑娘。你
只会心疼和怜惜她，却绝不会觉得她轻贱。　　萧红8岁丧母，父亲的吝啬和冷漠，让她无法在家里
体会到任何的爱和温暖。20岁那年，她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家漂泊。贫困、无助、疾病、饥寒交迫，所
有这些别人所不能忍受的，她都在经历，并在此过程中笔耕不辍。笔尖在纸上摩擦出的沙沙声，像是
她的生命在寂寞和苦闷中放声唱出的歌。　　鲁迅之于萧红，有知遇之恩。并且他们的文学追求相近
，生命气质相同，这让他们很容易地便生出深厚的感情来。这种感情里有怜惜，有敬重，有赞赏，亦
有期许，更有外人所不能够了解的默契。以至于在鲁迅去世后，萧红写的纪念鲁迅的文章中，篇篇都
能让人读出泣血滴泪的滋味。　　萧红笔下的鲁迅，由许多的细节构成。她写他抽烟，听到好笑的笑
话，会一边吃烟一边笑，有时候手抖得连烟都拿不稳了。他虽然身体一直有病，走路却麻利得很，常
常话还没说完呢，一条腿已经迈出门去。在外人的视野里，鲁迅先生是挥笔如剑的斗士，他与恶势力
作斗争毫不手软，他不只将敌对势力骂得厉害，连同着麻木不仁的国人，他落笔也是毫不留情面的，
有种挥斥方遒的大将军的虎胆与威武。但萧红笔下的鲁迅先生，却是另一副模样，他会与她谈美，讲
红上衣与黑裙子的搭配到底合适不合适，他还会与她讲感情，规劝她把感情看得太重不是好事情，他
当然更欣赏她的才华，在为她的《生死场》连夜赶写出来的序里，他这样写道：这稿子的叙事和写景
，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
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为其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那个时候的鲁迅已是文坛泰斗，萧红还是汲汲无
名小辈。　　萧红自小没有得到父爱，在鲁迅先生那里她得到了一种如父如兄的情感慰藉。因此，当
她在日本听到鲁迅先生过世的消息时，那种悲伤便愈是剧烈，携泪裹伤，若心之依傍丧失。她还在文
中记录这样一个细节，是鲁迅先生在重病沉屙生命力极其微弱时，仍对前来探病的萧红说，你这样瘦
是不行的。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萧红是一个有天分的女作家。在她短短的被贫困、疾病、痛苦充
满的一生中，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著作，创作量惊人的。自成年后，她的身体大多数时间都在忍受着
疾病的摧折，但她的生命，却又是浩荡和开阔的，在那个兵荒马乱人人自保不暇的时代，她像一枚不
与人同的火炬，在才华和热情的支撑下，自顾地发着光，散着热。　　（冯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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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的笔记-第111页

        他明白自己的感情，他有一个定义：热情一到用得着的时候，就非冷静不可，所以冷静是有用的
热情。

2、《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的笔记-第139页

        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校役把铃子也打得似乎更响些，窗前的杨树抽着芽，操场好像冒着烟似
的，被太阳蒸发着。上早操的时候，那指挥官的口笛振鸣得也远了，和窗外树丛中的人家起着回应。
我们在跑在跳，和群鸟似的在噪杂。带着糖质的空气迷漫着我们，从树梢上而吹下来的风混和着嫩芽
的香味。被冬天枷锁了的灵魂和被束缚的棉花一样舒展开来。

3、《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的笔记-第192页

        【萧红的想象力】只有红柿子，红得更快，一个跟着一个，一堆跟着一堆。好像捣衣裳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一样。

4、《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的笔记-第202页

        【萧红的想象力】从重庆来的汽船，五颜六色的，好像一只大的花花绿绿的饱满的包裹，慢吞吞
的从水上就拥来了。

5、《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的笔记-第122页

        【萧红的想象力】芹的肚子越胀越大了！由一个小盆变成一个大盆，由一个不活动的物件，变成
一个活动的物件。她在床上睡不着，蚊虫在他的腿上走着玩，肚子里的物件在肚皮里走着玩，她简直
变成个大马戏场了，什么全在这场面上耍起来。

6、《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的笔记-第109页

        老人希望得几个赡养费，他奔波了三天了！拖着鞋奔波，夜间也是奔波，他到工厂，从工厂又要
到工厂主家去。他在天没有吃饭，实在不能再走了！他不觉得冷，因为他整个灵魂在缠住他的女儿，
已死的女儿。
半夜了！老人才一步一挨的把自己运到家门，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胡须颤抖，他走起路来谁看
着都要联想起被大风吹摇就要坍塌的土墙，或是房屋。眼望砖瓦四下分离的游动起来。老人在冰天雪
地里，在夜间没人走的道路上筛着他的胡须，筛着全身在游离的筋肉。他走着，他的灵魂也像解了体
的房屋一样，一面在走，一面摊落。

7、《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的笔记-第241页

        母亲在这三年中，会拿东忘西的，说南忘北的，听人家唱鼓词儿，听着听着就哭了；给小孩子们
讲瞎话，讲着讲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一说街上有个叫花子，三天没有吃饭饿死了，她就说：“怎么没
有人给点剩饭呢？”说完了，她的眼睛上就像是来了眼泪，她说人们真狠心得很⋯⋯
母亲不知为什么，变得眼泪特别多，她无所因由似的，说哭就哭，看见别人家娶媳妇她也哭，听说谁
家的少爷今年定了亲了，她也哭。

8、《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的笔记-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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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的想象力】冬天，女人们像松树子那样容易结聚，在王婆家里满炕坐着女人。

9、《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的笔记-第50页

        乱坟岗子上活人为死人掘出坑子了，坑子深了些，二里半先跌下去。下层的湿土，翻到坑子旁边
，坑子更深了！大了！几个都跳下去，铲子不住的翻着，坑子埋过人腰。外面的土堆涨过人头。
坟场是死的城廓，没有花香，没有虫鸣，即使有花，即使有虫，那都是唱奏着别的离歌，陪伴着说不
尽的死者永久的寂寞。
乱坟岗子是地主诱使给贫农民们死后的住宅。但活着的农民，常常被地主们驱逐，使他们提着包袱，
提着小孩，从破房子再走进更破的房子去。有时被逐着在马棚里借宿。孩子们哭闹着马棚里的妈妈。

10、《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的笔记-第7页

        【萧红的想象力】王婆领着两个邻妇，坐在一条喂猪的槽子上，她们的故事便流水一般地在夜空
里延展开。

11、《生死场：萧红小说精选集》的笔记-第117页

        黄昏慢慢的耗，耗向黑沉沉的像山谷，像壑沟一样的夜里去。两侧楼房高大空洞就是峭壁，这里
的水就是山涧。
依着窗口的女人，每日她烦得像数着发丝一般的心，现在都躲开她了，被这里的深山给吓跑了。方才
眼望着小猪被运走的事，现在也不伤着她的心了，只觉得背上有些阴冷。当她踏着地板的尘土走进单
身房的时候，她的腿便是两条木做的假腿，不然就是别的腿强接在自己的身上，没有感觉，不方便。
整夜她都是听到街上的水流唱着胜利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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