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务二 乡土文学

一、文学的现代性

1、向前看

向西方寻求现代化的资源

批判国民劣根性，以西方现代思潮改良

启蒙：鲁迅、许钦文、鲁彦、萧红

2、往后看

寻求失落了的民族血性

保存在边缘或异域的原始人性

田园牧歌派：废名、沈从文

二、沈从文

1、沈从文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

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

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

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2、沈从文的审美追求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 30 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

城》，《长河》等６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

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

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

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

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

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

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

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

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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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

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丈夫》试图在人生悲惨的时刻里，肯定一些不可思议的美好可能。这并非

因为他是天真的人道主义梦想家，而是因为他相信人欲的巨大潜能，无论天命如

何叵测，都能在真实——或假想——中寻找出路。让丈夫烦恼的，是任何异乡人

来到异地都会有的陌生感和迷失感，妻子忙于接客则强化了这种感受。性，在沈

从文的笔下，既是指向社会生活的私人领域的原初标记，同时也是人物内心中所

最无须检视的一个部分。

三、萧红

1、萧红简介

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1928 年在哈尔滨

读中学。1932年与萧军同居。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

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 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萤

声文坛。1936 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l940 年与端木效蕻良同抵香

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历

尽坎坷之后在香港病故，时年 31 岁。1936 年初，鲁迅称誉萧红说：“她是我们

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冰心一

样。”

2、萧红小说主题

萧红小说主题，往往“力透纸背地表现了此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

的挣扎”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理想爱情的艰难曲折的心灵历程，并随之而来的幻

灭的痛苦，由此反映出了时代的黑暗。萧红的小说打开了人们两方面的视野：从

客观方面我们可以借此领略东北农村的形形色色；从微观方面它让读者窥探出人

们内心世界的隐蔽曲折之处。广阔的社会背景与人物性格的细腻刻画，颇有“叙

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构成了萧红成功的小说多姿多彩的风韵。

萧红把散文的抒情、议论、叙事、写景的功能引入到小说中，使小说具有散

文化、抒情化、绘画化。其特征具体表现为：

第一，萧红的小说和散文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即小说的散文化。它没有

曲折完整的情节，也不严格围绕人物性格组织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往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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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的起伏脉络为主线贯穿事件的断片或生活场景，形成一种自然流动的小说结

构。

第二，萧红非常重视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使小说的抒情深化。她的小说不

但感情充沛，而且把感情升华为优美的诗情，并往往以极为蕴藉，清新的诗的笔

调来抒写，从而把小说抒情诗化了。

第三，诗情和画意，在优秀作品中总是融合在一起的。使小说具有诗画化特

征。萧红虽最终没有成为画家，却把绘画才能充分在发挥在文学创作之中。她以

画家独特的目光去观照、摄取自然风光和社会人生图象，在小说中描绘出一幅幅

绚烂多彩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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