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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封建传统文化悲剧的逃离

—
评《呼兰河传》里的胡家大孙媳妇

张燕芳
,

张 霞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

四川 南充 6 3 7 000 )

【摘 要 ]萧红在《呼兰河传 》里 以 回忆性的文笔叙述了呼兰河的风物习俗
,

不仅写 出了她对故乡的回忆和怀念
,

也道出了

她对那个时代和社会里国民的麻木不仁和 自私冷漠的批判
,

从而成为其巅峰之作
。

笔者通过对胡家大孙媳妇这个人物的细致

解读
,

以此论证即使是符合封建传统文化标准的女性也无法在封建牢笼的 夹缝里 生存
,

从另一个角度反讽封建传统文化对女

性的茶毒和残害
。

在没有找到苦难的救赎之路时
,

女性只能用逃离来反杭封建传统文化所酿成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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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名的女作家
。

童 种觉醒和逃离
,

在去除国民的劣根性
、

推进民族文

年时期的回忆
,

婚姻的突变
,

感情的波折
,

生活的拮 明的艰难前进的路上更近了一步
。

同时
,

只要有封

据都为其朴实
、

寂寞的写作基调造成不同的影响
。

建残余的存在
,

萧红的这种揭露和批评就有其存在

天地有大悲而不言
,

在经历了人世间的各种苦难和 的意义和价值
。

悲情后
,

旅居香港的萧红在孤独寂寞中写下 《呼兰 一
、

贤惠
、

孝顺
、

精明的大孙媳妇
河传 》

,

藉此安慰异地凄苦而又怀念家乡的一片深 《呼兰河传》里的胡家
,

可谓是封建社会家庭的

情
。

典型代表
。

小团圆媳妇在婆婆的虐待毒打
,

乡民的

茅盾在为《呼兰河传》作序中曾经提到
: “

也许 滚水烫澡
,

众人的起哄看热闹中被折磨至死
,

成了

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 》好像是 自传
,

却又不完全像 封建社会里传统文化下悲剧的直接受害者和牺牲

自传
。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为其不完全像 自传
,

所以 品 ;婆婆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的茶毒而不 自知
,

对小

更好
,

更有意义
。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
:
要点不在 团圆媳妇鞭打漫骂

,

用尽各种手段
,

最后耗财耗力
,

《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
,

而在于它 失去 了小团圆媳妇
,

成为封建传统文化里既是施害

这
`

不像
’

之外
,

还有些别的东西— 一些比
`

像
’

一 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面角色 ;而对于胡家的大孙媳

部小说更为
`

诱人
’

些的东西 ;它是一篇叙事诗
,

一 妇
,

作者萧红并没有给予过多的笔墨去 塑造其形

副多彩的风土画
,

一串凄婉的歌谣
。

有讽刺
,

也有 象
,

然而拂去那些表面
,

我们却在文字的背后看到

幽默
。 ’

ll[ ]卿 了比文字本身更为尖锐深刻的东西
。

民族的苦难
、

茅盾对 《呼 兰河传》独特精到的评价让众人的 个人的无力对抗
,

国民的自私冷漠
,

麻木不仁
,

深层

目光聚集到了萧红的这部沉静之作
。

《呼兰河传》描 次地揭示了在卑琐的人生里
,

人们极端而又不可思

写的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村的人文景观
,

不同的人 议的精神病态
,

激起我们心中沉重的悲哀和苍凉
。

通过对文本不同角度的解读如对小团圆媳妇及其 卡西尔说
“

人是文化的动物
” 「饰 87 ,

而不同的人也承载

婆婆
、

冯歪嘴子
、

王大姑娘亦或是整个呼兰河的阐 着不同的文化
,

本文仅从大孙媳妇的角度来分析女

释来批判国人的愚昧无知和社会的停滞不前
。

本 性对封建传统文化悲剧的逃离
。

文通过对胡家大孙媳妇的细致分析和解读
,

试图从
“

大孙子媳妇通红的脸
,

又能干
,

又温顺
。

人长

另一个角度来证明即使是符合封建传统标准的女 得不肥不瘦
,

不高不矮
,

说起话来
,

声音不大不小
,

性
,

在觉醒后也要逃离传统文化所酿成的各种悲 正合适配到他们这样的人家
。 ” “

车回来了
,

牵着马

剧
。

也许这种逃离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所处的社 就到井边去饮水
。

车马一出去 了
,

就喂草
。

看她那

会和千年流传下来的习俗
,

然而与那些
“

沦为奴隶 长样可并不是做这类粗活人
,

可是做起事来并不弱

而不 自知却以奴隶为荣
”

的愚昧国民相比较
,

这种 于人
,

比起男人来
,

也差不了许多
。 ” 3[] p “ 。

逃离
,

至少代表了人精神深处的意识和觉醒
,

代表 屋里屋外她都是一把好手
,

样样拿得起来
,

剪

了对传统文化所酿成的悲剧的反抗和逃离
。

而这 裁缝补
,

做哪样像哪样
。

虽然没有绩罗 绸缎
,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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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布衣也是做得四六见线
,

平平板板
。

逢年过节
,

忙里偷闲给奶奶婆婆
,

自己婆婆
,

大娘婆婆各做双

绣花鞋
。

奶奶婆婆看着她送的绣花鞋
,

觉得这样一

双好手天天用来喂猪打狗
,

真难为她了
,

更觉得她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孙媳妇
。

大孙子媳妇回娘家
,

娘家问她婆家怎么样
。

她

说
: “

都好都好
,

将来非发财不可
。

大伯公是怎样地

兢兢业业
,

公公是怎样地吃苦耐劳
,

奶奶婆婆也好
,

大娘婆婆也好
。

凡是婆家的无一不好
。

完全顺心
,

这样的婆家实在难找
, , 。 「3op川

无论是外人
,

还是胡家的上 上下下
,

都将大孙

媳妇视为不可多得的媳妇
,

是符合封建传统标准的

最佳人选
。

因此
,

贤惠能干
,

不搬弄是非
,

孝敬长

辈
,

成为大孙媳妇在人们眼中的第一印象
。

给团圆媳妇治病做猪肉加黄连时
,

切肉的是大

孙媳妇
。 “

那猪肉虽然也是连紫带青的
,

但是中间毕

竟有一块是很红的
,

大孙媳妇就偷着把这块给留下

来了
,

因为她想
,

奶奶婆婆不是四五个月没有吃到

一点荤腥了吗 ? 于是她就给奶奶婆婆下 了一碗面

疙瘩汤吃了
。 ” 「狮 ` 25

奶奶婆婆问到肉哪里的
,

她便说
,

“

你老人家吃就吃吧
,

反正是孙媳妇给你做的
” 。

为什么大孙媳妇要偷偷给奶奶婆婆放肉做汤

吃呢 ? 这件事她能让婶婆婆知道 吗 ? 首先我们来

看下婶婆婆是如何看待这半斤猪肉的
。

婶婆婆一边焙药
,

一边说
: “

这可是半斤猪肉
,

一条不缺 … …
”

当一只小猫闻到香味
,

要抓肉吃 的

时候
,

婶婆婆边打猫边说
“

你这馋嘴巴
,

人家这是治

病呵
,

是半斤猪肉
,

你也想要吃一 口 ? 你若是吃了

这 口
,

人家的病可治不好了
。

一个人活活地要死在

你身上
,

你这不知好歹的
。

这是整整半斤猪 肉
,

不

多不少
。 ” 「狮 ` 26

婶婆婆将半斤猪肉看得如此之重
,

倘

若她知道大孙媳妇偷偷割下一点红肉给奶奶婆婆
,

会认为大孙媳妇动了拿来治病救人的肉
,

使其不再

完整
,

若是没有治好团圆媳妇的病
,

那么这样的责

任是大孙媳妇必须承担的
。

仅仅承担责任和风险

就够了吗 ? 不是的
,

这还牵扯到自己婆婆和婶婆婆

关系不和
。

倘若婶婆婆知道大孙媳妇所做事情
,

势

必会责怪 自己婆婆管教无方
,

那么本来关系暗地里

就不和 睦
,

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
,

自己婆婆和婶

婆婆的关系会 因为她这个导火索而引起激烈 冲

突
。

作为一个传统孝顺的媳妇
,

考虑到这样的后

果
,

大孙媳妇自然不会大大方方地把肉切下来给奶

奶婆婆做汤
,

自然不会给别人留下指责她不懂是非

挑起家庭矛盾的把柄
。

文本中对这件事情并没有

用什么篇幅
,

只是简单地讲了大孙媳妇偷偷割了一

块猪肉给奶奶婆婆吃
。

但是仔细联系文本的前后
,

大孙媳妇看似一个只能说明其孝顺的举动
,

其实是

她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

她把各种可能性和利害

关系都统统考虑进去 了
,

才选择偷偷摸摸地给奶奶

婆婆放肉做汤吃
。

这样既不会挑起争端
,

还能在奶

奶婆婆那里赢得更多的喜欢
。

我们不得不说
,

大孙

媳妇把家里的关系看得明明白白一清二楚
,

而自己

又能在这种关系里处理拿捏得十分得当
,

游刃有

余
。

至此
,

精明成了大孙媳妇给人的第二印象
。

猪 肉黄连的偏方吃 了一天就有人过来说这偏

方吃不得
,

吃 了过不去两天就要一命归阴的
,

还 问

吃了没
,

婶婆婆刚要开 口
,

就被聪明的大孙媳妇给

遮过去了
,

说
: “

没吃
,

没吃
,

还没吃
。 ”

那个人就说
:

“

既然没吃就不要紧
,

真是你老胡家有天福
,

吉星高

照
,

你家差点没有摊了人命
。 ”

这里再次显示了大孙媳妇的聪明
、

机智
,

甚至

圆滑
。

知道孰轻孰重
,

什么时候替人圆场
,

而且又

要圆的漂亮
,

既解了别人的围
,

又为自己赢得了别

人的感激
,

可谓四两拨千斤
。

二
、

看得穿世事却不能反抗的大孙媳妇

云游真人要给团圆媳妇看病时
,

大孙媳妇先说

自家弟妹过门前又说又笑
,

百病皆无
,

但是接到家

里就不想吃喝
,

人也消瘦
,

睡觉一惊一乍
,

偏方试

过
,

香火烧过
,

就是百般不好
。

还没说完
,

婶婆婆就

接着说自己怎样为了团圆媳妇好而打骂她
。

这里

看来
,

大孙媳妇是十分清楚团 圆媳妇为什么有这么

大的变化
,

为何病了
。

但是她看透不说透
,

有些话

是需要别人 自己说出来的
,

既不过分张扬
,

又不会

招来不满
。

除此之外
,

就是云游真人要用到笔墨时
,

大孙

媳妇便跑到粮米铺去借
。

粮米铺的山东女老板关

心团圆媳妇的病寒暄了几句
,

碍于别人的关心不好

不回应
,

但是回应本是寥寥数句就可解决
,

为什么

去了好几袋烟的工夫
,

还不见回来 ? 难道是她忘记

了时间吗 ? 不会的
,

急需的笔墨在家人看来是要拿

来救命的
,

一向精明
,

拿捏得当的大孙媳妇怎敢在

这个节骨眼上自己跑出去唠磕
。

长时间的离去 只

有一个可能
,

即大孙媳妇很清楚弟妹是被婶婆婆折

磨打骂而病的
,

并非有鬼神作怪
,

而云游真人画符

之类的东西
,

对于弟妹的病也是于事无补的
,

因此

拿笔墨耗费时间的长短自然没有了任何意义
,

故在

粮米铺的时间就长了
。

由此看来
,

大孙媳妇亲眼 目睹了小团圆媳妇被

众人
“

治病
”

的残忍的过程
,

而她并没有出面阻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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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事情的发生
,

其中的原因我们又要一一分析
。

首先
,

大孙媳妇是一个孝顺的媳妇
,

这就必然

要求她不能做出违背长辈意愿的事情
。

倘若她出

面阻止婆婆对小团圆媳妇的殴打虐待
,

必然招致婆

婆的不满和愤怒
,

转而给她扣上一个怜逆长辈的罪

名
,

这种引火上身的事情是一个处处想要做一个合

格孝顺媳妇的人不会做的
。

其次
,

大孙媳妇只是一

个平凡普通的妇女
,

个人力量的单薄决定她不能和

众多的乡民和千年沿袭下来的旧俗相抗衡
。

对小

团圆媳妇的
“

治疗
” ,

众人都积极参与到用滚水烫她

的行列中来
,

成为栽害小团 圆媳妇的隐型杀手
,

倘

若大孙媳妇对人们的这种行径指手画脚
,

那么她的

敌人不仅仅是那些麻木不仁
、

自私冷漠的乡民
,

更

为严重的是挑战了千百年来的封建传统文化习俗
,

这也不是一个害怕惹是生非的大孙媳妇所具有的

勇气和精神
。

最后
,

大孙媳妇是一个传统的妇女
,

她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以及所持的人生观价

值观决定 了她只能对小 团 圆媳妇的遭遇选择漠

视
。

大孙媳妇的意识里也保留着落后的成分
,

在她

看来
,

丈夫打女人是天经地义的
,

没有哪个丈夫不

打妻子的
,

而婆婆打媳妇也同样是天经地义无可非

议的
,

千古以来便是如此
,

那么她就没什么理由要

去阻止婆婆对小团圆媳妇的
“

用心改造
”

了
。

综上
,

大孙媳妇纵然看得穿世事也只能选择沉默而不能

反抗
。

三
、

对封建传统文化悲剧的逃离

文本里谈到奶奶婆婆死 了
,

大孙媳妇跟人跑

了
,

为何跟人跑
,

跟谁跑了
,

都不清楚
,

像是一个谜
,

给人留下了偌大的想象空间
。

有人说大孙媳妇跟人跑 了
,

像是毫无预见性

的
,

作者也没有设下任何埋伏
。

真的是这样吧 ? 我

看不然
。

上述的诸多事情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
、

温

顺
、

孝顺
、

精明甚至有些世故
、

圆滑的一个平凡的妇

女
。

她将所有的事情都处理的井井有条
、

滴水不

漏
,

甚至我们还会对她用心游走于家庭关系的暗河

里投去欣赏的 目光
,

赞许她屋里屋外都是一把好

手
,

而又能随机应变
。

这样的媳妇是传统的有着封

建残余的家庭和社会所喜欢的媳妇
,

甚至是一个完

美的无可挑剔的媳妇
,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大孙媳

妇跟人跑了呢?

“

女性苦难的背后
,

既有主要来 自男权的围剿
,

亦即
`

他践
’ ,

也有来自女性 自身的麻木
,

亦即
`

自践
, 。

所以女性的解放
,

既要起来反抗外围的男权
,

推

翻
`

他践
’ ,

实现男女平等
,

也要铲除自身的懦弱与

愚昧
,

打倒
`

自践
’ ,

实现自身的苏醒
。 ” 日 ]
尽管大孙媳

妇的身上保留着传统落后的成分
,

但是她仍不失为

一个有见识有魄力的女性
,

她朦朦胧胧中看清了很

多
,

明白了很多
,

承受了很多
,

但是女性的觉醒还

没有到来
,

依旧停留在沉睡状态
,

她需要一个恰当

的时机来完成 自己女性的觉醒和反抗
。

那么这个

恰当的时机是什么呢 ? 是团圆媳妇被折磨至死一

事
。

尽管我们说大孙媳妇精明
,

能干
,

对于复杂的

家庭关系处理得不着痕迹
,

但是她真的就那么游刃

有余
,

那么轻松 自在吗 ? 不是的
。

这种揣摩人心
,

察言观色
、

看人脸色
、

精于圆场的心理战并不是那

么好打的
,

稍不 留心
,

就会给 自己惹来麻烦和灾

难
。

现在的安全并不意味着永久的安全
,

她并不能

确定哪天因为其他的原因而落下像团圆媳妇一样

的下场
。

即使没有犯错
,

在那个处处对女性进行钳

制和迫害的时代环境里
,

大孙媳妇也不见得能够在

夹缝中生存下去
。

总之
,

看到团 圆媳妇的死亡
,

她

似乎就预见了自己在这个家里的未来和命运
。

这

个时候
,

作为女性被压抑被摧残伤害甚至以牺牲为

代价的这种命运让她开始觉醒并反抗
,

也许她并不

能找到一条光明的正确的道路
,

但是对她而言
,

她

最先能够做到的
,

就是要摆脱这种牢笼
,

摆脱这种

束缚
,

摆脱这种女性被摧残的命运
,

因而她毅然决

然地跟人跑了
。

小团圆媳妇的默默忍受最后以死亡而结束固

然会招致人们对这群顽固自私
、

麻木不仁的国民看

客的悲愤之情
,

然而作为一个符合封建传统文化标

准的大孙媳妇
,

连她这样的妇女都要选择从这个封

建牢笼里逃离解脱
,

不是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卑虐以

更大的讽刺吗? 时代的环境
、

民族的苦难并不能让

萧红准确地找到救赎之路
,

只有逃离
。

她只能借由

一支笔尖为后人留下一纸苍凉
,

哀叹
“

女性的天空

是低的
,

羽翼是稀薄的
,

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

的 !
, ,「s op 7:

四
、

结语

《呼兰河传》是萧红在生命即将逝去 的时光里

留下的一曲凄婉的歌谣
,

在这曲挽歌中
,

无处还 乡

的萧红终归成了精神的游子
,

注定她只能在回忆中

亲见故土
。

作为知识女性
,

她一生漂泊却终未寻得

人世间的温暖和爱
,

只能将遗憾和思考倾注于对人

类劣根性在封建传统文化土壤中的培育和繁殖的

揭示和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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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

人类是邪恶的
,

但并非天生邪恶
,

而是

环境使他如此
” 「6护 04

萧红深知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

因是复杂的
,

有千百年来封建传统的茶毒
,

也有当

时物质贫乏造成的无奈
,

因而在对封建传统文化下

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批评的同时也给予了同情
。

同

样
,

造成女性命运悲剧的原因也是多重的
,

其中涉

及传统
,

文化
,

机制
,

人性等
,

萧红自身并没有从悲

剧中走出
,

也就注定她不能为这种境遇提供一个可

以成功反抗并彻底解脱的方法
。

但是
,

她用文字勾

勒出生活的背后那条长长的灵魂的阴影
,

让我们咀

嚼着它的幸福和 悲伤
,

并思索它的来路和去处
,

由

此对企图逃离封建传统文化悲剧的女性给予更多

的关注和重视
,

这也是研究萧红《呼兰河传》所蕴含

的文化文学的价值意义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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