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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尔基《母亲》中的“母亲”形象

汤明月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 成都 $%&&$’ (

【摘 要】高尔基的《母亲》是对俄罗斯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作者所塑造的母亲形象是无产阶

级革命者形象的代表。母亲在革命真理的熏陶下，由一名胆小懦弱、逆来顺受的社会底层妇女成长为一

名勇敢坚定、不畏牺牲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母亲的成长历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教育人、改造人方面

的巨大作用。另外，作者也着力描写了一种崭新的人际关系——— 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往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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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曾有不少作家用文学的

形 式 塑 造 过 “母 亲 ” 这 一 形 象 。 以 中 国 文 学 为

例，在唐代，诗人孟郊曾这样倾述：“慈母手中

线，游子身上衣”；在清代0 诗人蒋仕铨也曾这样

述说：“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到了近现

代，作家鲁迅更是这样感慨过：“梦里依稀慈母

泪。”⋯⋯众多作家都喜爱以母爱为主题来表现

母亲，但很少有人能从多个角度去再现母亲。俄

罗斯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母亲》，就

从多个侧面塑造了母亲形象，不仅表现了母爱的

伟大，更展现了她作为一名社会底层妇女由觉醒

到逐渐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的历程。

一

小说是以作家故乡附近的索尔莫工业区的工

人运动为背景，根据真人真事——— 彼得扎洛莫夫

母子的英雄事迹改编而成。但作家并不是复写生

活中的真人真事，而是再现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觉

醒，以及他们为推翻旧世界、创建新世界所作的

英勇斗争，预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

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1 % 2历史趋势。作品分为

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母亲彼拉盖雅·妮洛夫娜

的视角来观察儿子巴威尔·弗拉索夫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指导下和革命实践中的成长；第二部分

则讲述了母亲与其他革命同志的具体革命活动。

作品中“母亲”这一深入人心的形象，是作家

塑造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代表之一，也是他

对俄罗斯传统文学形象的继承和发展。从 %3 世纪

.& 年代开始，俄国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探索改革

社会途径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像“多余人”、“忏

悔贵族”、“新人”等众多先进人士，他们以单枪

匹马的方式探索社会出路，但却从未在真正意义上

寻找到。而高尔基笔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却完

成了他们未完成的使命——— 真正意义上寻找到了社

会发展的光明道路。不仅如此，作家所塑造的这一

系列“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对弥漫于当时俄国

知识界的悲观消极颓废思潮是强有力的批判，对党

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是极大的鼓

舞。所以，鲁迅先生称赞说：“高尔基的小说《母

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适的书’。

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尤其是在中国的现

在和未来⋯⋯。” 1 * 2

作为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母亲，在作品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她的视野、感受，把重要人

物，重大事件串接出来。作家调动了一切艺术手

法，借助她的眼神、面部表情、语言声调、用词方

式、举止步态、心理情绪，与周围人物的关系等诸

多方面的变化，描绘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场面，并

通过她的观察，展示了儿子巴威尔和其他知识分

子、农民的觉醒，同时也是在这几类人的影响下，

母亲个人也觉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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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汤明月（%3’. / ），女，四川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从事欧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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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母亲，像千百万普通的俄国劳动妇女一

样，在旧社会里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在她的回忆

中，我们看到了她过去种种不幸：丈夫鄙俗的求

婚，使她没有一点自由意志；结婚之后，丈夫是家

中唯一的经济支柱，她完全依靠丈夫挣来的微薄的

薪水来维持家庭生活，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她受制于

丈夫，并以他的活动为中心；家庭中也时常出现暴

力现象：“母亲个子很高，有点驼背，她那被常年

的劳累和丈夫的毒打折磨坏了的身体⋯⋯”，“她

的身上有不少损伤”，“右眉上方有一道深深的疤

痕” " # $ " %& $ ⋯⋯这一切使得母亲把一切希望寄托于

上帝，在信仰的世界里寻求精神的解脱，消解人生

的痛苦。而且在严重的宗教思想束缚下，她个人更

是固执地认为：“如果你们把上帝从我心里夺走，那

像我这样的老太婆就什么依靠也没有了。” " # $ " %!’ $

用这种不切实际的方法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痛苦，

形成了她性格中缺乏反抗意识和独立自主的精神。

加之当局政府的专制统治，使处于社会最底层

的母亲，政治地位低下，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权利。

母亲的思想“被陈年的积习牢固套住的”，也知道

“任何变化都是以暴易暴”。因此，思想制约了行

动，“她所想所做全按一成不变的模式”，并且个

人“也没有改变这种生活的愿望。” " # $ " %# $ 无权的

地位，使她生活在“混沌”、“愚昧”状态——— 她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革命”。当

母亲第一次听说儿子在看“禁书”后，她惊恐不安

——— 因为丈夫去世后，她就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儿

子身上，但现在儿子却走上了“危险的道路”，母

子之间仿佛成了“陌生人”一般。儿子用革命的道

理来叩开母亲的心扉，帮助她认识自己苦难的根

源：“父亲总是打你”，“他打你是为了拿你出

气，——— 发泄自己生活中的痛苦，这种痛苦压得他

喘不过气来，而他并不了解痛苦的根源。” " # $ " %(# $

儿子的话“触动了母亲的心”，她心中“一喜一

忧”，喜的是儿子有了“悲天悯人”的圣贤之心，

忧的是儿子要“单枪匹马地反抗别人和她自己都已

习以为常的生活”。 " # $ " %() $这种复杂的心理矛盾，

来源于她对革命真理还缺乏正确的认识。于是，她

悲观地预言儿子会因此“把自己毁掉”。但是，强

烈的爱子心情又促使她支持儿子的工作，“我不会

阻拦你的”，并语重心长地嘱咐儿子“可不要跟别

人随便说！”，“对别人要提防点——— 人和人都在

互相地仇恨！” " # $ " %(* $此时的母亲对革命也抱着一

些荒谬的看法和无端的恐惧，她认为“社会主义

者”就是地主，刺死沙皇的反动分子们，他们还反

对解放农奴。这些错误的认识显然是反动统治阶级

对劳动人民进行精神奴役的结果。几千年来，他们

除了实行极端野蛮的血腥镇压之外，还通过各种手

段，特别是利用宗教来大肆散布奴隶主义，竭力鼓

吹劳动人民要顺从、隐忍、听天由命等谬论，给劳

动人民戴上了精神枷锁。正是反动派宣传、毒害，

使母亲变得如此温顺、胆小。

作为一位旧社会的妇女，母亲身受夫权、神

权、政权的三重束缚。一方面，三重束缚像三座大

山一样沉重地压在她的肩头，使她喘不过气来。这

形成了她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缺乏反抗意识独立

自主的性格。她想要甩开这三座大山，从中解脱出

来，获得新生的道路，将充满艰难险阻。但另一方

面，这三座大山却成为了她走上革命之路的反作用

力，丈夫毒打与虐待的痛苦经历成为她反抗旧制度

的思想基础；宗教的谎言与欺骗，使她迫切地想要

接受革命的真理；被剥削、被侮辱的政治地位使她

强烈地要求平等、民主的权利。因此，活生生的现

实生活教育了她，儿子和同志的革命言行不断启发

她的觉悟，感动了她的心灵，使她逐步克服胆小怕

事的奴性心理，逐渐“直起腰来”。

“沼地戈比”事件中，儿子因此事被捕，救子

心切的母亲，在女商贩玛丽的帮助下，巧妙地利用

向工厂里送饭的机会，偷偷地把传单送入工厂，宣

传革命真理，这成为她性格发展的转变时期。

母亲挑着饭食来到工厂，面对搜身的门卫，她

表现得“若无其事”、“满怀信心”，这从侧面反

映出了母亲已具有一定革命斗争的技巧和经验。不

过，第一次参加革命实践活动的母亲，心中还是十

分紧张，用“眼睛机警地观察着”，一面卖饭，一

面“悄悄地掏出小册子”，“一包接一包地递给他

们弟兄俩。” " # $ " %+( $她这次革命斗争的动力完全来

自纯粹的母爱——— 关心儿子的命运，这是一种极具

自发性质的革命活动，而非出于自觉，所以就连她

自己都意识到了：“只爱我自己的，亲近的”儿

子，“如果他送了命，叫我怎么活下去？” " # $ " %+* $

她仅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帮助儿子——— 给宪

兵们制造假象，让他们误认为传单并不是儿子散发

的，他是清白的，应立即得到释放。但是，此时她

已经无意识地涉入到革命活动中，走上革命之路。

所以，在完成这项任务后，她兴奋心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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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像只小鸟在那里唱歌”，表情“眉飞色舞，

双眉在戏谑地抖动着”，语言更是洋溢着自信与快

乐：“嘿，这是初开张，好看的还在后面呢！”
# $ % # &’( %母亲虽然不能真正地理解革命事业的内涵，

但其思想境界已经开始转变，朦胧地意识到革命道

路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并且，她个人也在从

事革命活动中获得了以前不曾有的自信、勇敢与快

乐，这是革命改造人的最好例证。

思想处于转变时期的母亲，虽然对革命的选择

并非出于自觉——— 而是源于纯粹的母爱，因为儿子

搞革命，她就爱屋及乌，义不容辞地选择革命。但

是，她却能为了儿子的安危跟敌人周旋，暗地里送

传单；为了了解儿子的想法，私下里偷偷学习识

字，理解真理，反思生活，这些事情，不仅拉近了

母子之间的距离，更让她具备了一些革命者所必备

的素质：遇事沉着冷静，充满智慧，巧于周旋等。

二

“五·一”节示威游行中，母亲从自发性的革

命转向了自觉的革命道路，这成为她性格发展的转

折点。

游行前夕，母亲与儿子在谁举旗的问题上，意

见发生了分歧——— 儿子执意把举旗领队的危险留给

他自己；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反对他举旗。儿子

激动的言语伤害到了母亲，她感到了“恐惧”和

“忧虑”，“徒然觉得眼睛热辣辣的，燃烧着明显

而尖锐的痛苦”，嘴里干得难受”， # $ % # &)$$ %这是作

为一位母亲所具有的出于自然人性的真实的心理感

受，但又作为一名经过了革命洗礼过的革命者，她

深明大义、顾全大局，强忍住可能会失去爱子的内

心痛苦，“悲哀”地“呼叫”着：“你不要挂念

我”，“你领先走吧，其他人会跟上来的，他们会

不顾一切，跟你走⋯⋯。” # $ % # &)$" %可见，她的内心

在经历了一番情感与理智的痛苦煎熬后，跳出了仅

仅爱儿子的圈子，把这种狭隘的母爱变成对全体同

志和革命事业的关注，从而达到了更加崇高的思想

境界——— 认识到革命道路的正确性。于是，她的心

境豁然开朗了：“一种宏伟广阔，慷慨激昂的思

想，在她心胸中起伏奔涌，这种思想使心灵生了翼

翅，使她体会道到一种悲喜交加，无比亢奋的感情

⋯⋯。” # $ % # &)$" % 故事情节发展至此，她就从盲目

地、自发地革命走上了自觉革命的道路。事后，母

亲在示威游行中，勇敢地宣传真理这一举动，更有

力得证明了这一点。她怀着极大的热情跟着游行队

伍，并“毫不踌躇”地表示在自己死之前，还要跟

真理一起走走，当儿子被捕后，她拾起了儿子曾高

举过的，在战斗中被撕碎的红旗，并大声呼吁民

众 ： “他 们 的 活 动 是 为 了 大 家 ， 为 了 基 督 教 真

理”，“如果人们都不为我主耶酥的荣耀去赴死，

也决不会有我主耶酥了⋯⋯”， # $ % # &)*+ %尽管她对无

产阶级的革命真理中还包涵了不少浓重的宗教色

彩，但对于母亲这样一个以前在家里“处处小心，

默无声息”的少文化的妇女，现在却勇敢地站在大

众面前宣传真理，为革命辩护，实属不易。这也反

映出母亲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对革命事业的必要性

也有了正确的见解。

在儿子第二次被捕后，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

母亲深深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已经和革命是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于是，她更加广泛地融入到革命活

动中，这使她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母亲放弃了

自己的家，决心终生从事党所领导的这场伟大斗

争。在实践活动中，她表现出了坚强、大无畏的精

神：“我们最亲的亲骨肉，都肯献出自由和生命，

奋不顾身地牺牲自己，我这个当母亲的又应该怎么

去做呢？” # $ % # &(), %——— 不管党给她什么任务，她总

是主动地、忘我地、高度负责地去完成；她乔装成

各种身份，带着革命传单和书籍来到农村传播真

理；她与各种人交往，表现得质朴而沉着、举止稳

重，还善于麻痹宪警们的警惕性，这样她的革命的

胆略与才干不断得到增强。在深入人民群众的过程

中，她的视野扩大了，不仅了解到千千万万人民群

众所受的痛苦，更亲眼看到群众的反抗意识在增

长，她个人也从中受到了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革

命的正确性。

不过，母亲与柳德米拉之间的谈话，更能突显

出母亲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提升。柳德米拉在长期孤

独的革命斗争中，对生活渐渐地失去了希望，人也

变得冷漠、麻木。一开始，她对母亲说话时充满了

强烈的“发号施令”的味道，但此时的母亲早已是

清洗了灵魂，在心中浇注了新的力量，胸襟豁达，

非但不跟她计较，反而表现出了怜爱与同情。母亲

用自己的革命真理与信念去感染她，给她精神上以

巨大的振奋和鼓舞，“要把自己心里的火热倾注到

柳德米拉严峻的心灵中去，让它也燃烧起来，以便

与自己充满喜悦的心发生和谐的共鸣。” # $ % #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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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跟她描绘自己理想时，话语中洋溢着对未来无

限美好的希望，她豪迈地说：“我们一定要把所有

支离破碎的心拧成一颗心，我们一定能做到。”
# $ % # $"" % 母亲在讲 这个话时， 她的面部显 得非常明

朗，神采奕奕，“脸在微微颤动，眼睛微笑着闪着

光，眉毛在飞舞”， # $ % # $"" % 这和她过去那种怯懦、

侧着身子走路怕碰到东西的神情相比，真是判若两

人，这也是母亲精神境界在提升之后于面貌上的反

映！

母亲在革命中磨砺了自己，思想境界不断发

展，得到了升华，她不再被动革命，而是对革命抱

着崇高的理想，对工作怀着极大的热忱，自觉自愿

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用她那热爱劳动的双

手，清除着大地上千百年遗留下的虚伪霉层，在人

们面前显示出简单明白的真理。” # $ % # $!& %

三

在作品结尾，母亲冒着生命危险，自告奋勇地

送儿子的演说稿这一壮举，达到了她性格发展的高

潮。

在车站，母亲意识到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四

处散布着“派到小铺子里来的士兵，”但她的心情

仍然是自豪而喜悦的“满足地听着脚下的雪发出的

清脆的声音”。在三等候车室里，她“觉得很爽

快”，收到演说稿后，她“很满意地望着大家”，
# $ % # $’( %这是作者运用独特的心理描写的方法来刻画

母亲这个革命战士在执行这件意义重大的革命任务

时那种自豪的心理状态。但当她发觉暗探盯梢后，

马上就想到个人的安危，一方面，她内心暗自寻思

着“完了”，一刹那“动摇”之后决定“留下箱

子，自己逃走”；但另一方面，她马上警觉到这种

想法的可耻，这使得她“痛苦”，“好像迫使她背

离自己，背离巴威尔，背离和她的心紧紧相连的一

切。” # $ % # $’) %她在心里，以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对

自己说：“别给儿子丢脸！他们谁都没害怕过！”
# $ % # $’) %这些倏忽明灭的火花似的内心独白，正是她

考虑个人安危时矛盾心理写照，同时，革命的责任

与义务，使她焕发出“一股震动全身的猛劲”，吹

灭了那些“微弱的小火星”，从而“坚定”起来。

她严厉驳斥路警说她是“女贼”的污蔑，毅然打开

箱子，散发传单，向群众们传播真理，也正是在母

亲的英雄行为和革命感召之下，激起了人民对于真

理的渴望，她看见了群众“饥渴一般注视的眼睛，

自己脸上也感到了温暖的呼吸”，心中鼓满了人民

给予的力量。所以，敌人毒打的疼痛对她来说已算

不了什么，她内心中“燃烧”起“勇敢而锐利的

火”，顽强地捍卫真理，勇敢而豪迈地宣布：“大

家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呵！”，“真理是用血的

海洋也不能扑灭的！” # $ % # $’" %

母亲在车站送稿时，仅仅是“几秒钟”的思想

斗争，就从侧面深刻地揭示了她对革命由“动摇”

最终走向了“坚定”。母亲不同于儿子巴威尔或是

其他革命者具有很高的觉悟，在革命蓬勃发展的年

代，自然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之路。

母亲是一个受过三重压迫的社会底层人物，当局政

府统治使她带有一些的奴性心理，加之自身的一些

固有陈念，使得当危险来临时，她会胆怯、恐惧，

表现得与平常百姓无异；但同时，她又是接受了革

命真理洗礼过的先进人物。因此，在经历过一番矛

盾斗争之后，昂然屹立在我们面前的母亲成为了一

位坚贞不屈，勇于牺牲，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

无产阶级战士的光辉形象。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在短短

几年内的觉醒过程中，她的形象在不断变化着，性

格在不断完善。她最初参加革命完全是为了拯救自

己心爱的儿子和对革命的同情，但在这样一场为了

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斗争中，她逐渐地在革命斗争中

提高阶级觉悟，终于成为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

士。她这一觉醒过程，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的革

命意识是如此地深入人心，连这样一位没有文化，

受旧意识影响很深的妇女，都能挺身而出，为革命

献身！像母亲这样的人物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中

具有典型意义。

四

除此而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母亲的成长过

程，并不是孤立、自发的发展。作者着力描写一种

崭新的人际关系——— 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交往与影

响，并让母亲置身其中，以此来让她变化、发展和

成长。首先，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母亲走上了革

命之路的原动力。最初，她的这种母爱同一般劳动

妇女的母爱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儿子的革命真理

启迪下，她反思生活“以前的生活是混沌的”、

“心被钉得严严实实”， # $ % # *& %在实践中把握了儿子

汤明月+ 浅析高尔基《母亲》中的“母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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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思想才能“洗清”，彻底摆脱宗教意识的

毒害和奴性心理的束缚，才能在革命路上走得那样

镇静和勇敢；其次，母亲与同志们之间的友谊是母

亲走在革命路上的加速度。刚开始，她无意地接触

到儿子的同志们，但在实际的交往中，她才渐渐发

现自己与同志们已经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像

她与霍霍儿、尼古拉、苏菲亚等同志之间的感情更

是超越了友谊，近似于亲情“我心里想的是大家，

我觉得你们都是亲人⋯⋯我疼爱你们每一个人，总

是希望你们好”， # ’ % # *- %对儿子的一己之爱扩展到对

同志们乃至全人类的崇高、纯洁、伟大的爱。在这

种全新的人际关系中，母亲才能完成自我提升和完

善，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也是个人，“自己对于新

的生活是一个有用的人”。

作家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形象，不再是批判现实

主义作家所表现的受苦受难、消极隐忍的劳动妇女

形象，也不是浪漫主义作家所塑造的独来独往，孤军

奋战的个人英雄。作家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

创作下的“母亲”——— 并不是什么完美无缺的人物形

象——— 她参加革命前，曾受夫权、神权、政权的束缚，

麻木、痛苦地活着；因为爱子心切才选择革命的“自

发性”。但是，当她受到革命真理熏陶，经过实际生

活斗争锻炼之后，她不断成长，日趋完善，思想性格

彻底完成转变，从一个麻木、胆小、懦弱的平庸的家

庭妇女转变成为了坚定无畏、勇敢斗争的革命者形

象。她的性格转变正是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意识觉醒

的具体表现，这也更加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革命真理

以及革命运动在教育人，改造人方面的巨大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