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章  小说(三) 

 

一、暴露与讽喻 

(1)有关抗战几个阶段国统区小说创作的变迁，只要求做知识性的了解。如初期偏重纪

实性的小说“报告文学化”现象，稍后作家对战争中民族精神新变的表现，一直到小说创作

中的暴露讽刺之风大盛，都可以联系时势的影响做概略的考察。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

沙汀的《淘金记》与《在其香居茶馆里》等暴露讽刺作品，应有比较细致的分析。也可以与

他们上一时期的创作联成一气来评说。 

(2)但这一节重点落在钱钟书的《围城》上。应着重了解这部讽喻小说与现代文学史上

其他讽刺类作品有何不同。评析《围城》应注意到一些确具特色的方面：主题意蕴的多义性，

对西式知识分子的嘲讽，对“中国化”了的西方文化的再审视，对现代人生命处境的哲理思

考，以及小说中机智的反讽、讽刺、比喻，等等。该小说近年来声誉日盛，好评如潮，但也

有不同的批评意见。所附“评论节录”的观点也许会引发更深入的探讨。 

二“七月派”的路翎是本节评讲的重点。可以参照第二十一章有关“七月派”与胡风理

论的细致评述，这样会加深对路翎创作倾向与风格的理解。《财主底儿女们》从现代历史大

变动的背景中写一个大家庭的分崩离析，试图以青年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历程为辐射中心，

展现现代史的动态。其最引入注目的却是“思想历程”的复杂性和作者强烈的生命体验。这

部小说篇幅很长，可读性不高，若限于时间，也可以另外选读中篇《饥饿底郭素娥》。该小

说描写并不真切，却主旨突出，就是写一个底层女子肉体与精神上的“饥饿”与“强悍”。

路翎惯常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寻求“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但也不忘其“精神奴役的创伤”。可

以通过作品人物的评析，领略路翎小说实践胡风派理论的特征，以及类似陀思妥也夫斯基冷

峻的气质。 

(4)在倾向“体验与追忆”的一类小说中，还应当注意到冯至、师陀、萧红和骆宾基诸

家。冯至的《伍子胥》近年重新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应关注其如何用类似散文诗的片段来结

构小说，并把人生的体验与感觉，用纯净的美的境界来表现。师陀在这一时期贡献的《果园

城记》(短篇集)和《结婚》等作，或以怀旧情绪叙写昔日的 

温暖与凄凉，或给世态讽刺加入寓意与传奇，都比前一时期创作更有新意。萧红的《呼

兰河传》等出色的小说是本时期产品，也是其代表作，适合做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艺术鉴赏，



可以和萧红上一个十年的创作合起来做整体评析。 

三、通俗与先锋 

(5)属于这一类追求的小说主要出产于上海“孤岛”和沦陷区，所以应考虑到“通俗”

与商业文化联姻，以及“通俗”与“先锋”汇合的社会审美需求，主要是市民的需求。张爱

玲是本章讨论的重点。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多写都市男女婚恋中千疮百孔的经历，

由女性角度来观察浮世悲欢，解剖人性的脆弱与黯淡。小说结构语言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

感觉化意想的运用与深度心理的剖析，等等，又借鉴了现代派的手法。其小说既先锋又通俗，

所以读者面大。90 年代以来又再度走红，其中也有文学的社会审美心理变迁的原因。评析

时可以以(金锁记)或(封锁)为中心文本。“评论节录”中所引的鉴赏文字可供参考。另一专

以女性大胆笔触写男女情事的苏青，也可以和张爱玲做一比较。此外，对其他通俗又先锋的

小说家，如徐订表现爱与人性的多重性的“大众传奇”(《鬼恋》、《风萧萧》等)、无名氏的

浪漫言情小说(《北极风情画》等)，也要有知识性的了解，并和下一章的“通俗小说”结合

起来评析。 

四、现实与民间 

(6)这一节专论解放区新型小说。孙犁是解放区仅次于赵树理的重要小说家。了解这位

“白洋淀”派的鼻祖，应抓住两点特色：其一是重于发现和表达农民的精神和人情之美，尤

其擅写纯真健美的北方农村青年妇女。这一特点，也可以联系现代文学史上历来对农民和妇

女的描写类型，来进行比较；其二是单纯明净的叙事 

结构与语言风格。应注意从审美的层面体悟孙犁小说对“单纯情调”的追求。 

(7)这一节还有一个论述和思考的重点是比较分析两部“土改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

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要点是：前者较真实地表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活

的复杂性，后者的表现则比较简单化、规范化；前者擅作有历史真实感的细致的心理刻画，

后者则擅于场面和生活气息的描写；前者结构较平板，语言细腻但可能失之沉闷，后者的情

节处理有波澜，语言也较生动简净。比较两者各自得失，可以引发对解放区乃至后来许多创

作的成就与不足的思考。 

[知识点] 

“前线主义”小说、《华威先生》及其所引发的讨论、沙汀的“三记”、七月派小说、新

洋场小说(新鸳蝶体)、南玲北梅、后浪漫主义小说、白洋淀派、山药蛋派、新章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