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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

内容概要

呼兰河是萧红的出生地。最苦难寂寞的1940年，萧红在中国的南端香港，把记忆中的生命情感写成一
部《呼兰河传》。感情是寂寞的，冰冻的，凄婉但是淡淡，单调而绚烂。“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
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这样的文字，茅盾也说不清是小说、自传，还是叙事歌谣。这
部书成了萧红的绝唱，1942年1月22日，她病逝于凄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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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

精彩短评

1、出色的小城小说，写出了小城里的人，淳朴民风，但没几个人有好结局。祖父是童年里温情的记
忆，也是我眼中真正的善良人，小说文字很简单，却能发人深思。
2、质朴的文字，无声的控诉
3、童年喜与悲都是弥足珍贵的。
4、很荒凉
5、讀蕭紅的小說就是坑 算小說麼讓人讀不懂 算詩麼又不夠格 胡風先生批評的好 這蕭紅同志嘛 無組
織無修辭無情節 語言張力還是不錯的 你說是不是的撒
6、民族志式的小说，语言平静优美
7、好像是在南阳看的，看得心里特悲凉
8、忘却不了，难以忘却
9、最爱之一，读过几遍
10、第一章还是写得不错的
11、生活被时间拉长形状，稀释成一份份苍白平淡的剪影。可身处其中的平凡人，却以近似冷酷的韧
性活出了击穿历史的从容
12、东北民俗画
13、冷，悲，盖不住通透的凄凉
14、确实有鲁迅的影子，只是没有鲁迅那种痛打落水狗的执拗，而是多了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和悲哀
15、#2015109#
16、这是我读的第一本萧红，一读便停不下来。那种细枝末节的琐碎言语，那种夹杂回忆与儿童视角
的叙事方式，在当时可谓极具原创性。即便现在看来，萧红对淳朴语言诗意般的把握都难有作者出其
右，我朝开国以来有的是语言淳朴的作者，但他们的淳朴是直白的淳朴，是对语言的粗俗派遣；萧红
的淳朴是有诗意做底的。这虽然被称为小说，却是一片土地和一个时代的回忆录。在历史的波澜壮阔
中被人遗忘的偏远土地，而这土地上的每一张面孔组成了这个小城的面容。这些苦难可能已经成为历
史，但触动心灵的人性万象依旧笔墨未干，在任何时代都是永恒的。
17、一座小城的记忆和情感。只是开头那段我怎么都读不顺。
18、荒蛮带来的阵阵凄凉
19、以孩童的视角去回忆呼兰河的人和事，充满天真烂漫的情思，和对蒙昧的人们的疑惑。书中有诸
多对人生荒凉的思考，和对生命形式的诘问，到底是挣扎奋斗还是得过且过，是逆来顺受还是随遇而
安。值得思考。
20、“家里边多少年前放的东西没有动过，他们过的是既不向前，也不回头的生活，是凡过去的，都
算是忘记了，未来的他们也不怎样积极地希望着，只是一天一天地平板地、无怨无尤地在他们祖先给
他们准备好的口粮之中生活着”
21、结构还是松散式的。内容、气质上都是《朝花夕拾》+《呐喊》。结局是一个光明的留有希望的
结局。
22、上世纪中国农村的生活，很有共鸣，虽然我是山东的。
这场景，这感想，这文笔很像我自己，自己也曾经独自玩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3、巨好看 虽然萧红的文字很冷 但是看到她写外公那一段就感觉无比温暖
24、今天下午一口气读完了，想到了《城南旧事》都是回忆童年身边的人和事，两本书中的人都是穷
困潦倒悲惨的，但是《城》里写的多是人情的暖与坚毅，而《呼》中却只有“我家是荒凉的”，生老
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这大概和两者的人生经历有关吧，想想萧红一生颠沛流离坎坷不平最终客死他
乡。喜欢她写的书
25、共鸣
26、看过的第一本萧红的著作，看完之后便想再看一遍，很喜欢有二伯这个人物，也喜欢她对祖母的
态度的描写和对祖父的情感表达。
27、那个时代的丑陋。
28、泥坑，跳大神，團圓媳婦和有二伯，這是我對蕭紅呼蘭的印象。
29、前两章的描写太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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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

30、“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
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真是凉透心底让人着魔的文字。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挣扎，才华如萧红，
最终也是淹没在自己无尽的荒凉和寂寞里。 

31、我以前不以为然，现在看是我狂妄了。
32、不知怎么的形成描写战乱的印象，读来后才明了是地方志小说。给我的感觉是文火慢炖，架起柴
烧一锅水，呼兰河的人事就这么咕噜咕噜得冒开了。有有兴味的，也有辛酸不堪的，徐徐袅袅。
33、非常熟悉，非常熟悉，非常熟悉
34、大一下上现代文学史时读的。
35、文字疏离 冷寂 讲述呼兰河城里的往事 看到时代 看到那时代下的人 冷漠吗 无奈吗 还是我爱着这一
切又无所爱的哀
36、每天在地铁上的一个半小时成了一天的期待。坐穿四号线仿佛也不是个事了。
37、看的时候不时想起聂绀弩对萧红说：“你是写出《生死场》《呼兰河传》的才女，你不是人间的
食客。”这一篇篇的小文，真是好，写得诙谐，写得朴实，写得波澜不惊，写尽人间世的沧桑和悲凉
。
38、2017.2.23 琐碎而简单的语言，写呼兰河小城的人鬼神，尤其是盂兰盆节，清新可喜。长大后的人
生常是苦乐参半，现在回望童年也总带有着一丝寂寞和荒凉，但因为曾经的人和事，所以才不得不把
他们记录下来。
39、家乡。
40、2015.6  在花园玩耍和团圆媳妇这两章让我印象深刻
41、一年之后竟然莫名开窍了，觉得写得简直不能更棒了！明显可以嗅出萧红的才气完全是天生的，
短句用的简直太灵动了！= = 只是每次一脑补上东北口音就觉得怪怪的哈哈哈哈哈
42、第一章大坑，二风俗戏台，⋯⋯我的祖父⋯⋯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 =⋯⋯
⋯⋯
43、读下去喜欢下去的感觉，孩童的视角，天真毕现。沉重的时代在轻快的口吻下变得很轻很轻，可
爱又值得悲悯的世界。
44、我还真的蛮喜欢的。她黑的还是极其的有趣，有趣~~
45、萧红最经典的著作，个人非常喜欢
46、读的时候总觉得这是一个熊孩子的视角，不难想象呼兰河那座小城的构建以及城内居民的生活，
也不难想象作者千帆过尽之后仍保有的心无旁骛。
47、小学的记忆啊
48、接地气。中国大众普遍的（也许是曾经的？）不痛不痒的活着；无意识的集体暴力。
49、那一段写后花园和爷爷的真好看。电影里也念到了。
50、为了去看《黄金时代》。这算是蒙太奇一样的写作手法吗？啊还有为什么我总是分不清她和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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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

精彩书评

1、BBC的记录片说美国蓝调音乐是“Poetic tales of lives untouched by either lipstick, or collars&quot;。天然
去雕饰，是属于蓝调音乐的诗意。萧红的《呼兰河传》也应归于此列。萧红文字的美如入化境。体现
了中文字独特的美，节奏明快，表现力十足，又不失细腻灵巧，正如史湘云的身段，结实而富有弹性
，“鹤势螂形”。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回忆录，在呼兰河的小城里，有萧红童年的一切。呼兰河
的世界一分为三。其一是化不开的亲情，年老而神志清明的爷爷，把绝大多数优秀的品质传给了她，
给了她后来很少能遇到的温暖。其二是故土风情，活灵灵的生活，北土荒凉的景色，独特的北方小城
给了萧红永恒的回忆。其三是呼兰河的大泥坑，正巧在大街正中，雨后形成深深的沼泽，吞噬过路的
人和动物。呼兰河人总是受泥坑的困扰，埋怨，看热闹，但从没有要填没了它的打算。把中国人的末
世心态写得那么苍茫，末世中的生机那么鲜活，几乎不像年轻女人的手笔。前三分之一只写故土风情
人物，后半程写亲情和人间。大泥坑串起一条总线，从之前吞没了狗马，到之后吞没了活生生的人，
到最后竟然诞生了一位它吞没不了的人。小说妙，妙在形散而神凝。初看是回忆录，温暖、活灵活现
、伤感和琐碎。细看是小说，荒凉四溢。深看是战斗檄文，切开了肌肤，流出来一摊脓血。切开爱的
回忆，唤醒黑色的真相。萧红29岁上完成《呼兰河传》，29岁正是年轻女子黄金般的年龄，美好，充
满活力，萧红31岁离开人世，早谢的花朵自有她的悲情，这种美好与悲情在《呼兰河传》完美地交织
到了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读者可以对阿Q的命运无动于衷，但没法轻易略过《呼兰河传》里
的伤痛，这就是女性作家的独特优势－－比较男性荷尔蒙的强大战斗欲望，她可以更美好，也可以更
痛切，由此更紧地抓住读者的心灵。还有什么比美好中的毁灭更让人悲伤和愤怒呢？还有什么比强烈
纯真的爱背后的黑暗更能让人颤抖呢？所以女性作家如萧红，在鲁迅面前也不会显得个头矮小－－她
的悲悯和洞察力淹没了一切。萧红是孤单的。最爱的爷爷早已不在人世。熟悉的故园大约已经荒芜。
玩伴团圆媳妇死于家暴。只有那大泥坑还在继续吞没生灵。萧红也是自由的，她喝着呼兰河水长大，
她热爱故乡，她看到了真相。我对她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嫉妒，包括才气和心灵的自由度。小说的结尾
，最后一位重要人物登场，这位潦倒的磨坊工人在这吃人的世界里顽强地生存下去，不肯被大泥坑吞
没，很低调也很强硬，描写他的文字是纯纯地白描，如果不是特别关注，几乎猜不到为什么要以这样
的人和事来将一部堪称才情横溢的小说收尾。从《呼兰河传》可以看出，萧红超前得不会有好下场，
萧军或鲁迅勉强接盘已属不易。但也许，这样的女人在任何时代都会显得格格不入，太锐利太纯真太
有才。如果没有早逝，她会进化成什么样？这种揣测让人有点轻微眩目，浮想维纳斯的断臂也不过如
此。  
2、我用这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这本小说，不算快，也不算慢。读时，我总会不禁联想起沈从文笔下
那个民风淳朴、环境安宁的湘西古城。　　可是，与读边城时不那么相似的感觉是一种明显的心痛，
心痛于呼兰河人民那种被无知与迷信包围的“淳朴”，那种囿于科学与理性的“热心”。　　的确，
没人想把小团圆媳妇害死，那个“黑乎乎，笑呵呵”的十二岁女孩。可是从她出生起，就生活在了迷
信与愚昧的围栏中，不会人去拯救她，因为所有人都对这种生活习以为常，甚至根本就是迷信与愚昧
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当她的婆婆为了好好管教她，而把她吊起来打，为了嫌她乱跑，而用烙铁烙在她
脚心时，我看到了愚昧可以把人变成的可怖模样。可这又绝不是一个人的错误，因为邻居听了并未感
到什么不妥，她们并不自知，仿佛她们也都是这样管教小辈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说，那个婆婆和邻居
们也是受害者，这种闭塞生活让她们麻木愚昧，同样值得人们思考与同情。当小团圆媳妇终于不堪折
磨，病倒在床时，家人不但不求医，反而依照传统，为她请来了跳大神的，希望能够以此治好她的病
。而邻居们也只是当个节日凑热闹似的，看着大神在院子里跳来跳去，似乎忘记了屋里还有个垂死的
女孩。治不好，大神就说她被鬼魂附体太深，于是人们纷纷附和，转眼间，那个原先活蹦乱跳的孩子
变成了“妖精”。而后，出于好心的婆婆再次听从大神的建议，让人将她按在盛满滚烫开水的大缸中
烫了三次，以此做为最后的努力⋯⋯终于，又一个迷信的祭奠品诞生了，好好的小女孩被活活折磨死
了⋯⋯看到这里，我真想跳进书里给那些人几个大耳光。可是我不能，即使能，我也恐怕要在里面因
为触犯各路神明而被开水烫它个好几回。再往后，看到冯歪嘴子的生活，又想起了《活着》里面的福
贵，只不过，福贵喂的是牛，而陪伴冯歪嘴子的是一头跛脚驴。冯歪嘴子给磨房掌柜的打工，他偷偷
的结婚了，他的老婆抱着孩子，在冬天里盖着几张麻袋睡着⋯⋯后来她因为生第二个孩子死了，只给
他留下了一个健康的老大和一个几个月都几乎没长的老二。在别人眼中，冯歪嘴子已经陷入了绝望的
境地，可他并不这么认为，他看到别人生活的样子，他觉得凭借自己的努力，他也应该生活成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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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河传》

再说，他的大儿子已经能牵着驴去喂它喝水了，每每看到，他那双含泪的眼睛里就立刻充满了笑容⋯
⋯我相信他会坚强地活下去。但是说实话，我相信又有什么用呢？我不能代替他和她受罪，也不能代
替他们享福。慢慢地，我明白了：每一句对呼兰河城里这些人这些事的评价都是多余的。作者只是告
诉我们曾经有那么一个城，一群人，发生过那么一些事情。不论你对它持怎样的态度，它仍旧不会改
变，它是围栏，活在其中的人冷暖自知。不论我怎样的同情与感动，他们不会知道，也不愿知道。日
子在他们那里依旧缓慢地流逝，一如往常。我从呼兰河走出，也将开始我的生活。
3、读《呼兰河传》的时候，会想起那个流传很广的打豆豆的冷笑话。许是文中的“我”如同豆豆，
一切的苦痛都只朝向我。一切一切的残忍、冷漠、伤害就像祖母躲在窗后用的针，刺进手指，痛到灵
魂深处，从此，成为缠绕一世的梦靥。第一次读萧红的文字，那些潜伏于冷漠后深暗无边的绝望如同
一场梦，恍如隔世。却分外醒目。始终以为，这是篇灰暗的散文。萧红说：“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
的故事，只因为他们充满我幼时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但愿这样一个遍体鳞
伤的女子，�沧海桑田后，能在文字的安抚下，释怀。也许，人是由他的记忆构成的吧。故事结束时，
浮在眼前的是荒凉的院子，寂寞的童年，那里面有祖母的针扎，父亲的踢翻。料想，回望的时候，那
曾经的一幕幕，如同诅咒，在头顶盘旋 挥散不去。“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的
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如同一场反反复复的噩梦。然而“在这世
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事呢？虽然父亲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
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何况又有后花园！她在 吹牛。无论大泥坑子的喧嚣还是团圆媳妇周遭的热
闹，觉出的反而都是无垠的荒凉。是不是女孩子都热爱说反话呢？关于小说的结构、语言，关于大泥
坑子的隐喻，关于看客，关于那些空虚、冷漠的灵魂，关于那些脆弱而顽强的的生命，关于那个破败
的世界，已不愿多说。因为这所有的一切，在我看来，不过是为荒凉的记忆做一长串的注解。而我说
的只是荒凉本身。
4、有时候常常想，我们今天好像总是以为我们不需要思想启蒙了，所以偶尔就会蹦出来鲁迅的文章
在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价值的问题，我以为这纯粹是伪问题。我们是不是更需要思想启蒙了！！！在呼
兰河这样一个小地方，在一条小街、一个小院子里，有的故事是在写中国人的性格，有的故事又仿佛
在写中国的命运与现实。读萧红的这本书，突然就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看到了鲁迅式的揭露
中国人劣根性的影子。但是这里的矛盾更集中，几乎近似于将人的劣根性罗列出来，罗列的让人觉得
窒息。一个社会怎么会变成这样？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团圆媳妇的遭遇，整个变态的社会将各种迷
信的手段施加在十二三岁的小姑年身上。最令人发指的是将团圆媳妇放在开水中烫三次，烫一次晕一
次。就这样一个健康快乐的小姑娘被这吃人的社会活活的给整死了。年幼的萧红可能是唯一具有人性
的人，同情心只是表达一种形式的需要，在中国看热闹的人从来不少。鲁迅有一段关于中国人凑热闹
的话我铭刻于心。大意是说假使有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然后盯着痰看，不消一会儿，一定会有一群
中国人很怀疑的围观，他们围观的原因更可能是这个人在看什么。虽然鲁迅或者萧红笔下的景象在现
代社会很少出现，但是我以为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已。冷漠和围观的形式更高级，理由也更加堂皇
。有一段时间我在挣扎，对于路边的乞丐应不应该给钱呢？按照我们惯常的看法，乞丐中有很多是骗
人的，以这个为理由不给钱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这里面也许有真正的可怜人，真正的需要帮助
的人呢？我们会不会以我们自以为是的原因而无意的让许多人飘零街头、饿死灯下?有一个借口，如果
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给路边的乞丐给钱的话，岂不是让骗子越来越多？如果细细考量，这里面就有明
显的错误。社会骗子越来越多是因为具有同情心的人越来越多吗？相反，恰恰是因为具有普遍同情心
的人很少，说到底就是因为社会功德心的丧失、社会正义的丧失。我们的冷漠因为有了这个冠冕堂皇
、似是而非的理由，它就变得理直气壮起来。我们正是以这种理由来认为我们不再需要鲁迅、不再需
要启蒙了。如果要说到围观，没有比今天的中国媒体更热爱围观的了。中国的媒体今天制造一个新闻
，明天又制造另外一个新闻，终于13亿人饭后有了谈资，生活便有了一些不经意的乐趣。以前在街上
的围观现在变成了办公室里的围观，变成了无线的围观。实际上媒体已经抢断了围观的指挥棒，它指
向什么地方，我们就围向什么地方。真正的问题从来只是说说而已，发发牢骚。这篇评论再写就不能
发表了。启蒙我们仍然需要！！
5、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
，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
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假如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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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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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
的祖父，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为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
，就记在这里了。矛盾作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
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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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眩感。这本书像散文，零零碎碎，娓娓道来。水泡子，会淹死小动物，
会让车陷入其中，人有时也会掉进去。人们却不曾想到要把这坑埋掉，这坑还有一个好处，便是做借
口，人们会把买到的便宜的瘟猪肉，自我安慰地认为是坑中淹死的，既吃了猪肉，心中还不会被瘟猪
肉的念头折磨。“呼兰河除了这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如跳大
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跳大神是大神来治病，周围的人也权当
看个热闹而已，这些精神活动给呼兰河城的居民们带来些许乐趣。祖父：一个充满童心与童趣的老头
，是“我”的玩伴和知心人。“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祖父的笑，常常笑得和孩子似的。”萧红的
童年幸好有这样一位童心未泯的奇葩的祖父伴她成长，给予她快乐。祖父不怎样会理财，只是自由自
在地一天闲着，与萧红两人在后园里玩耍，种果子蔬菜，浇水，收果子，祖孙俩乐在其中。祖母是一
个十分严厉的老太太，掌管着家中的家务，不喜欢萧红，祖母老用针刺“我”，因“我”顽皮把她的
纸窗给捅了几个洞，“我”与祖母做对，祖母的针常刺得我很痛。她骂祖父是“死脑瓜骨”，骂我是
“小死脑瓜骨”。祖母死了，我就跟祖父学诗。小团圆媳妇：她的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
她的脸长得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因小团圆媳妇不像个团圆媳妇，太大方了，不知羞。因而她的婆婆
开始打她了，打着打着打出了病，胡家要给小团圆媳妇治病，跳了大神，抽过了帖，都没用，只好用
大缸给团圆媳妇洗澡，滚热的热水，“小团圆媳妇当晚被热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小团圆媳
妇的病反而越来越重了，最后她的婆婆给她烧了替身，那更是无稽之谈，小团圆媳妇终究是去了，之
后胡家家散人亡，“老胡家从此不大被人记得了。”记得小团圆媳妇的这一篇被选进了语文课本，我
当时看得真是气得牙痒痒，这不是在活活糟蹋人命吗？可怜的小团圆媳妇这么早就嫁人了，到婆家挨
打挨揍，活活被折磨致死。人啊，怎么这么封建愚昧，想来那时候又有多少个像小团圆媳妇一般可怜
的人。在看了矛盾的序后，才明白，人们并不是有意包藏祸心要害死小团圆媳妇，他们愚昧而蛮横，
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自害的意思，多是良善的，无可厚非，处在那样一个时代，又有多少明智的
人，真是不禁感叹多亏了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不然又会有多少惨剧发生。有二伯：“我家的有
二伯，性情很古怪。”他喜欢自言自语，与动物交谈，和人在一起是，就没了话。有二伯在三十年前
就来到了我们家，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而今有二伯六十多岁了，他喜欢人叫他二东家、二爷、二掌
柜。讨厌叫他的乳名“有子”，有二伯的胆子是很大的，他什么也不怕，可他又说“不怕，是人还有
不怕的⋯⋯”他是一个普通人怎么不怕，特别是当他回忆以前毛子杀人的时候。“有二伯偷东西被我
撞见了。”有二伯经常偷我家的东西拿出去卖，和老厨子吵了一架，过几天却又好了。有一回父亲打
了有二伯，有二伯要上吊寻死，却每次都是虚张声势，他又骂祖父和父亲，说他们不懂得知恩图报，
骂骂咧咧的。冯歪嘴子：磨磨卖黏糕，一个贫穷的老实人，突然某一天冯歪嘴子家多了一个小婴儿，
原来是老王家的大姑娘嫁给了他，又过了两三年，冯歪嘴子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王大姑娘的身体却
渐渐差了，生完孩子后不久去了。人们都觉得冯歪嘴子算完了，留下两个孩子，一个四五岁，一个刚
生下来，可冯歪嘴子仍然坚强地活着，并不像旁观者眼中的那样绝望，他乐观地活着，大的孩子会拉
着小驴到井边上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
，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在《呼兰河传》里，并没有真
正意义上的好人或坏人，这里发生的一切，在萧红的记忆中，呼兰河这儿的人们，每天过着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平淡而又井然有序，不乏有些无聊，所以人们期待事情的
发生，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些乐趣。在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的故事中，有太多凑热闹的
人，旁观者，他们把发生的事当作电影来观看，当作新闻来传播。在《呼兰河传》里，并没有一般小
说中强烈而尖锐的矛盾对立，只是在平淡地记述着脑海中的回忆。人物之性格并不是十分鲜明，作者
萧红也是想到哪就写到哪里，思绪由笔来诉说、描绘。基本上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情绪，就像记日记
般把童年的记忆记录下来，穿插着景物、景色的描写，可读性来说，若喜欢如散文般优美的小说，这
本书自然是上选，若不喜欢，那这本书就略显平淡无聊了。一开始读的时候，感觉有几分无聊，不过
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结果还不错，既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还知道了小团圆媳妇⋯⋯以及在他们身
上所发生的事。我自己感觉也不必，从文中找出什么主题思想，作者通过⋯⋯表达了⋯⋯，赞扬了⋯
⋯批判了⋯⋯那样太累了，想必也不是作者的初衷，读读就好。《生死场》萧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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