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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

内容概要

萧红用细腻而悲悯的笔调，描写了东北农民苦难深重的生活。他们每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操劳，
受尽压迫。在那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女性生育无疑是经历了一场灾难，生命在病痛面前不堪一击⋯
⋯在这种水深火热的生活中，人们对死亡麻木着，愚昧着，却也渐渐觉醒着：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
的挣扎，对于命运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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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

作者简介

萧红（1911年～1942年），著名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著有《呼兰河传》《生死场》《马伯乐》等传世名著，多部作品入编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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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生死场
小城三月
朦胧的期待
旷野的呼喊
莲花池
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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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

精彩短评

1、生与死，乍看是对立面。
笔下的女人如此悲凉，时代强加的悲剧。
2、在混乱的时代下被命运推着走的人，生命就像水上的浮沫，说没就没了的。
3、萧红笔下的人物是那么那么肉体麻木，精神也麻木，读者的悲悯之心也显得渺小
4、看萧红的书，很辛酸，是用生命在写作
5、蕭瑟的文字
6、不在那个时代，不能切肤感受
7、《生死场》，如胡风所言，那里的人们“蚊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
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土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
的暴君夫人威力下面”。
8、很特别 之前很少接触这样描写那时候东北人民疾苦的书 回想起去年这时看的《黄金时代》虽是老
师建议看的 但是意外的不错 这本里面最喜欢 小城三月 这一篇 无论是故事还是翠姨还是那些笔调 都很
喜欢
9、若生了流水一般的命运，为何又希求着安息。

10、没有落幕的生死场。萧红用她细腻的笔触透彻地写尽了那个悲凉年代的辛酸苦楚，那些悲苦的女
性形象，虽然散乱的叙述但却也刻画的十分丰满。
11、这几篇都很悲，和室友都觉得莲花池看得最难过。
12、最喜欢最后一个小短篇《后花园》。生命在大地上生生不息，可我们却无能为力。
13、若生了水一样的命运，为何又祈求着安息
14、感觉这本书中的文字是文艺中透着悲凉，描绘的很多美好场景的背后却是污浊不堪的社会现实。
不仅是农村人，大家都在忙着生，忙着死⋯⋯
15、4.3/5。萧红笔调细腻悲悯，描写的苦难是露骨般真实。从《生死场》到《后花园》，人们愚昧着
，浑浑噩噩地苟活着，却也渐渐觉醒着。生者麻木，唯有鲜血与死亡能将其唤醒。印象最深刻的是《
旷野的呼喊》和《莲花池》。一代又一代的人，在一代一代地觉醒。萧红的作品，是生于旷漠的黑暗
中、活于漫天的黄土中的。但即使在最黑的深渊里，也会有一闪觉醒的星光。在初用白话文的年代，
萧红的文字便自然优美、深刻隽永，字句间可见涵养深厚、才华泗溢。
16、要慢慢细细读过才好
17、字里行间无不诉诸着绝望与无奈。
18、实在无感
19、萧红笔下的东北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操劳，受尽压迫，尤其是女性，更是悲惨。在这种生
活中，已然对死亡感到麻木。
20、看得人压抑，文笔再好都是鸟书
21、终于读完，每一个故事都是悲凉而又压抑，那些文字是灵动的，展现出的好似一副副丹青画，透
着深深的绝望，看得人揪心，活着，只不过是在等待着死亡的随时降临，愁苦的人生，找不到任何意
义
22、商市街更得我心
23、有鲁迅之风，写的很真实，恐怕还要多读几遍，才能品评。
24、悲天悯人的情怀，细腻的文笔，困苦无奈的、默默忍受生活重压的人民，一切都似重负，随时将
人民压倒，然而却暗含希望，虽然失望比希望大
25、附带的几个短篇反而更具有真实感，隐约可以看见萧红的童年，和成年后看到的别人家的童年。
生死场的写作意图太过于纯粹，反而有些流于形式，缺少情感。《呼兰河传》是一部成熟的萧红式小
说，值得一读。
26、沉重绝望。
27、我很喜欢读中国旧社会背景下的小说，很想了解那个时代的一切。这本生死场，就如同它的名字
一般，讲述的是那个时代的老百姓生与死的故事，读得让人绝望，人生这样痛苦，生命如此卑微，活
着似乎仅仅就是活着。“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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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

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人都是这样的自私，丧失人性啊？
28、其实和呼兰河传是同一本书，先看的呼兰河传，也比较用心，所以觉得呼兰河传比较好看，其实
两者没有高下，一个散文，一个小说。这本小说给我的印象是，命太不值钱了。人们看贱生命，不尊
重生命，仿佛他人的生死与自己无关。当然这也与当时社会背景有关。最喜欢出场的第一个人物。
29、萧红的书总是让人觉得一股悲凉～
30、我没有生逢乱世，也没有那种深刻的体会。但从萧红的笔下，看到了那个年代的人们的挣扎。不
论怎么的时代，都不能迷失了自己。也不想做时代的囚奴。
31、四星半。“若生了流水一般的命運，為何又希求著安息！” 很喜歡這句話的總結。人生的淒苦和
不堪、時代的作弄，除了長呼出滿心的絕望，也不能做什麼。只是想到如今還有很多山村留守兒童與
老人相依為命，很多他們壓抑難過的悲慘現狀⋯⋯
32、才7.9评分，略低了，每一段都令人心痛。
33、浑浑噩噩 
34、我喜欢这种文风，其实封面我也很喜欢⋯⋯
35、东北农村的一群愚昧纯朴的农民的人生，很写实，很深刻。
36、生生死死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
37、东北农村的一卷悲凉史诗，我们的生命并不比一株花草更有价值。而千百年来底层老百姓永远是
底层，阶级永远是存在的。只不过现在长工不叫长工叫打工了。
38、2017第31本。今天开始也记录一下。
39、不如呼兰河
40、苦，若是没有切身的体会怕是写得无法这么真实吧，战火纷飞的时代催生了独特的萧红，而安逸
的我们是否能读出那个时代的忧伤呢
41、名不虚传
42、带有悲情色彩
43、猴年的第五本书。萧红的书写得好，不仅在于文笔，还有内容。
44、又是一个大乡村的故事 可我还是坚信 生活是美好的是优雅的是神往的 
45、细腻而又啰嗦的描述，林黛玉般的悲悯，需细细品味，读一遍没欣赏动～
46、王婆一下午的痛苦没有了代价，王婆一生的痛苦都是没有代价！
47、萧红笔下的场景栩栩如生，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仿佛我也是这本书里的一个人物。生死场这本书描
写的是抗日时期东北的农村生活，这本书能够让我们体会到农村孩子生活的艰苦，也能让我们珍惜眼
前的机会，爱惜现在的一切物资，因为这些都是农村孩子想要的，等自己不用了就可以送给他们。话
不多说，我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　
字数：156千字。
48、好多的无奈他们都硬生生的吞下了。
49、对对对就是这个出版社
50、虽然，有些句子的语法很奇怪，读来很拗口，而且有些环境的描写觉得与主题的关系不大，但对
人性的剖析很是到位，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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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

精彩书评

1、这本书包括一个中篇《生死场》和五个短篇《小城三月》《朦胧的期待》《旷野的呼喊》《莲花
池》《后花园》。萧红的文字细腻，细腻到可以感知花鸟鱼虫、飞禽走兽、风电雷雨的一娉一笑和喜
怒哀乐，她有着怎样敏感的神经啊！说起教育程度，她只上到高中一年级，她文中没有深刻厚重的历
史文化，没有引经据典的经纶志向，对面对日本的侵略爱国热忱也是原始自发的，甚至没有生僻的字
词。但她对周围的一草一木、一点一滴、眉高眼低观察的如此细致精确，写得平时真切。
2、萧红，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时运不济，命运多桀。由于是首次阅读
萧红的作品，起初较难适应她的行文，既带有浓重的民国色彩，又略带些浅尝则止的意味。于是换种
方式-倒读了一把，带着问题向前看，才渐入佳境。故事设置在民国东北乡村的大背景下，虽然通篇没
有具体的时间点，但是依据历史常识，可以推断出，前半篇描写二十年代的平静传习的乡土风貌，后
半篇详述三十年代伪满洲国建立后，日伪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即使偏远的打鱼村也难以幸免于难。全
篇主要围绕三个家庭展开：赵三、王婆、金枝、平儿一家；二里半、麻面婆、罗圈腿一家；李青山、
李二婶子一家。三个家庭都是典型的传统庄户人家。赵三蓄谋组织“镰刀会”，憧憬缴了地主刘二家
，已求改变长期加租的压力。无奈因意料之外的打折小偷的腿，家庭生活而陷于全面被动，被迫卖牛
赔钱看病，加租依旧，其自我意识转化为思想上积极反抗，行为上安于现状，随波逐流。王婆便是传
统乡下妇女的代表，居家过日子，相夫教子。没有丝毫非分的奢望，追求就是那么朴实，靠天吃饭，
靠牲口干活，牛卖啦，是个精神打击；马老了，无奈送杀还钱，是个情感摧残；儿子做“红胡子”被
杀，彻底绝望，服毒自杀，然而却鬼使神差的又活了过来；女儿未婚先孕，苦水只能自己吞。无论是
自己意愿的，还是被迫的，或者说自发的，她确实一致与命运再做着坚实的抗争。二里半，只想过日
子，放羊、养羊，羊，就是他所有的精神寄托，鬼子来之前，一切都安然无恙，平时如常。小鬼子进
村了，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老婆、孩子被小日本杀了。他，这个善良略带些窝囊的老庄户人家，下定
决心反了，找队伍，要何小日本拼了！临行时，还是不忍把相依为命的羊杀掉，反而托付给赵三。如
此之人，也能反！？对当时社会的控诉越发强烈。李青山，没的说，地道东北纯爷们，一身反骨！与
一切压迫势力做斗争，败了，就回家；蓄力再起，其逻辑是那么的简单，与其坐以待毙，不足豁出命
去，拼他个你死我活！我们，我们的这帮东北乡亲，我们的这帮闯关东的山东乡亲，在国破家亡的大
变革下，在选无可选的情况下，只能比肩接踵的走上反抗的道路，只因他们的生存哲理就是那么简
单---活着。没错，与余华的《活着》主题思想相同，就是活着，哪怕活得没有尊严，活得如此苟且。
是我，亦然！
3、这种写实且深沉的表达方式，仿佛让我见到了一幕幕生与死的定格画面，也让自己完全被萧红这
种不动声色的写作风格所折服。在读这本书时没有看到浮现于书上的动态影片，但一幅幅定格画面强
有力地击中着我的心灵深处，好像一颗孤立无援的心脏躺在黑暗的地下室。又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鬼
子来了》这样的影片，不是所有的抗日画面全是仿佛有着50年党性觉悟的外国人士，有着坚定的脸上
洋溢着如此决心，其实当时谁又懂这些呢？不过是自己的日子照旧，活下去是唯一标准。被一批批忙
着打仗的官兵碾在草芥，利用于枪杆，没有谁真正清楚是什么时局？该做什么决定？我们被抗日神剧
洗脑了很久，但我还是喜欢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一切，不明白地了解历史怎样去探寻未来的路呢？所
以，这也没什么，坦荡地承认过去自己的狭隘是很难。回到小说，其实凭自己的资历，没太看懂，但
能感受到一字千金重，压得人心头喘不过气，就像狂风中的礁石岿然不动，深深凿在读者的心中。我
想这就是她的时代最广泛的生活了，除了生死，还有别的什么顾得上的呢？
4、《生死场》是萧红早期的作品，我感觉这本书里每一个人物都是带着血淋淋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
，那么的悲凉。早期的萧红就写下了如此的故事，她给那么多女性都编织出了不幸的故事和悲惨的结
局。这么年轻的萧红遭遇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为什么写出如此的故事。我有些懂得那个时代吧，
女性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没有任何的权利，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成为了女性唯一能够证明自己曾经存在
过的事情。记得小的时候，过年也好，家里来客人也好，女人和孩子是不能够上桌面的，这是需要男
人们吃完了，喝足了，女人和孩子才能够去吃饭，去休息片刻。这些小小的点滴算不算是那个时代遗
留下的风气？这只是在我小的时候出现呢，现在很少见到了。真的不知道成业与金枝刚刚在一起的时
候是为什么，我想那时候的金枝应该是会相信爱情的吧，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是相信的吧。但是当时间
在走的时候，金枝发现了，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她和成业也成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甚至成业还不
如自己的父亲，因为成业居然没有给小金枝生存的权利。这样祖祖辈辈的生活下去到底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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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

当然为的就是生存，成业对待金枝只是因为那动物之间的荷尔蒙反应而已。再想想月英，那个渔村里
最美丽的女人最后却落得了怎样的下场，她不能动弹了，丈夫为她去烧香了，请神了，最后当她还没
有站起来的时候，丈夫放弃了。烧香，请神，这对于月英的丈夫来说应该是最大的付出了，这就是当
时男人对女人的爱与付出。当月英的丈夫对月英的病情没有好转的时候他就打月英，对于打这个字好
像感觉很普通。在那个时代打自己的妻子好像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妻子，孩子，好像都不如家里的一
头牛一匹马有价值。这是一个多么悲凉的时代，而这就是萧红生活的年代。这个村子里有一个乱坟岗
，里面有很多野狗，不知道这里的野狗会不会也遭遇攻击，就好像莫言笔下的《红高粱》一样，人吃
狗，狗吃人，最后分不清人吃的是人还是狗了。幸好，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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