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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寒假，我读了萧红写的《呼兰河传》一书。我刚看到书名时以为这本

书写的是一个人一生的故事，可是一翻开书时才发现这本书是作者用儿童的视

角，写出了在呼兰河这个镇子里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让我感触颇深。  

  这本书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有三处：第一是作者萧红的童年是快乐的，因

为她有一个非常宠爱她的祖父。作者小时候总是跟祖父在大花园里一起玩耍，一

起干活。有时祖父戴一个大草帽，她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她跟着栽花；祖

父拨草，作者跟着拔草……祖父还会教她念诗，因为没有书，全凭口头传诵，祖

父念一句，她就念一句，比如祖父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她也跟着说：“少

小离家老大回……可想而知作者的童年是多么有趣，祖父多么慈祥，多么疼爱作

者啊! 

  第二是小团圆媳妇和婆婆。小团圆媳妇十三岁就结婚，每天还要做很多家务

活，因为在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家庭贫穷的十多岁的女孩就会被卖掉当人家媳

妇。她的婆婆非常迷信，非常狠毒，愚昧无知。活泼可爱的小团圆媳妇是被她婆

婆活活地折磨而死。读到这里我十分气愤，好想教训她婆婆一顿。小团圆媳妇是

多么的可怜！想想我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幸福！我的年龄跟小团圆媳妇相仿，在家

里有爸爸妈妈的疼爱，衣食无忧，在学校有老师和同学们的陪伴，享受着读书的

快乐！我们有如此好的生活，怎能不好好学习呢 ? 

  故事里有一个人叫冯歪嘴子。他家境贫寒但他生性乐观，是一个有爱的人。

他很爱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不顾别人的冷眼，勇敢迫求自己的美好生活，他妻子

在生二胎时难产而死的，家里只剩他和他的两个孩子，之后他坚强扛起家里的重

任，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并自信地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学习他，做一个坚强勇

敢、乐观、有责任心和心中充满希望的人。 



  作者的童年浸润着泥土的清香，祖父的辛勤呵护作者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

长；活泼伶俐的小团圆媳妇，被人们的迷信愚昧残害致死，让人不胜唏嘘；冯歪

嘴子的儿子依然活着又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呼兰河传》是一幅色彩丰富的画，也是一首悲喜交加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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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看多了通俗小说，习惯了热热闹闹叙事，对于文学名著有种望而却步

的感觉。这次因为师父布置的作业，才硬着头皮啃了萧红的《呼兰河传》。 

  看起初几页时，我是浮躁的——当真看进入后，却产生了物我两忘之感。不

得不说，名著之所以为名著，是有原因的。 

  萧红的笔触细腻，温婉，动人。她的叙述，画面感极强，甚至于不用逐字逐

句的细品，一目数行的扫过去，在脑海里自然会勾勒出栩栩如生的图画。这图画

不是大写意，不是印象派，而是细致到了骨子里的工笔画。  

  看完小说第一章，呼兰河城的东二道、西二道、十字街，乃至那个吞噬了无

数头牲畜的泥洼坑，深深的印在了我的心里。这画面是具体而鲜活的，常忆常新。 

  好的文字是会形成通感的。呼兰河传描绘的是东北的小城，我读的时候，眼

前出现的画面，却是我小时候居住的那个弄堂。那个僻处繁华城区一隅，仿佛被

世俗遗弃的弄堂。这里的一切都是懒洋洋的。只能容纳一个人走过的街道，斑驳

的土墙，带着泥土腥味的风，墙角上趴着的慵懒的猫，隔壁传出的饭菜香味，以

及在弄堂角坐着晒太阳的老太太。 

  小说的某些段落让我产生了阅读《百年孤独》时的恍惚感：虽然小镇的一切

在萧红笔下是如此鲜活，色彩是如此艳丽，而这里居民的生活，却是静止的。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静悄悄的，每个人仿佛都演着默剧，每个人都悄悄的生，

悄悄的死，每个人都只是别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配角罢了。 

  这里的人们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杀人大案，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就消于

无形，以至于人们谈论起来就像是几个世纪前发生的一样;这里不允许任何标新

立异的东西，容不下任何打破小城平静的东西。如果有这个苗头，小城的人们会

齐心协力把它扼杀。 

  这是一幅恶魔的画卷——画卷里的每处景色都美轮美奂，而画卷中的人，都

没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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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的萧红，没受过多少爱，唯一只有大花园和祖父才是他童年时的避风港。 

  作者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简述了自己童年生活，但整本书读起来你丝毫读

不出童年生活那种活泼乐趣，读出来的只有淡淡的忧伤，有时候，你还可能被某

个情节触动，流下眼泪。 

  但就是在这平凡的小城，却会让我感受到了大城市里没有的感受。 

  像自由。 

  作者萧红在它和祖文共同的大花园里，过得轻松自由，而花草树木全都活了。 

  共同的大花园里，过得轻松自由，而花草树木全都活了。 

  也只有这时候，气氛才欢悦了一点。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无比自由的。” 

  在这种轻松的家围里，让作者像只小鸟一样活蹦乱跳，尽情地释放小孩的天

性。 



  可在大城市里，并没有过多的家卡能让小孩自由自在，而是像一个计算机一

样计算出孩子该干啥，扼杀了孩子的天性。 

  玩，不能玩物表志；劳，也不能劳累过度，只有劳逸结合，才能达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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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它在寒冷的冬季可以低至零下二十摄

氏度，但它也借助得天独厚的黑土地养育了生活在那儿的祖祖辈辈。那里是呼兰

河，是萧红的故乡，也是萧红最眷恋的热土。 

  《呼兰河传》是萧红以童年经历为线索而写成的自传，这本书几乎是以一个

孩童的视角来进行叙述，语言质朴生动，读起来也是妙趣横生。 

  全书共有七个章节，主要讲述呼兰河城里的概况、人们日常的祭祀活动、“我”

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团圆媳妇的悲剧故事、有二伯和冯歪嘴子的经历。每个章

节都各有特色。然而，令我印象最为深刻地还是描写团圆媳妇和冯歪嘴子的部分。 

  团圆媳妇是隔院老胡家为小儿子相中的“童养媳”。本来只有十二岁的团圆

媳妇因为个子高，怕被别人说嫌，故对外谎称自己已经十四了，可见当时女性的

地位多么低下。本应该是自由自在、追逐梦想的豆蔻年华，团圆媳妇却因为过于

开朗，她的婆家人竟坚定不移地认为她“有病”。她是“鬼神附了身”，否则怎

么会笑得如此灿烂，嗓门如此大？像老胡家这样被封建礼教束缚了多年的“顽固

派”怎么会知道这才应该是一个十二岁女孩该有的样子？他们打她，说“不打出

不了规矩人”；他们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脚心，说是让她不再有逃跑的念头；他

们用滚烫的热开水从她头上往下浇，说是让她“灵魂归位”。多可笑！多悲哀！

这一幕幕都反映出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人们的愚昧与无知，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被

封建礼教、习俗捆绑得太久太久了，但是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变本



加厉。团圆媳妇最后死了，死在了吃人的封建礼教下，她的婆婆为此哭红了双眼。

她当然要哭，她怎能不哭？她是哭她在团圆媳妇身上花掉的五千多吊钱竟没能给

她一个“恪守妇道”的儿媳妇。人性的冷漠，世态的炎凉，无不在萧红的笔下体

现得淋漓尽致。 

  萧红的作品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她善于用最平静的语言，讲述最惊心动魄

的故事，揭露最骇人听闻的真相。她写呼兰河的人安于现状，只顾眼前利益：“生、

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不大也就算了。”她

写亲戚们相互之间的虚伪：“祖母一死，家里陆续着来了许多亲戚，有的拿着香、

纸，到灵堂哭了一阵就回去了。”萧红被称为“女鲁迅”，但是我觉得，她不鲁

迅，因为她的文笔不如鲁迅的那般尖锐；同时，我又觉得她就是鲁迅的影子，因

为他们都把笔尖当作武器，直击“敌人”要害。我想，这一点在《呼兰河传》的

最后一章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最后一章的主人公是冯歪嘴子。冯歪嘴子是一个磨房里的穷拉磨人，与一头

驴相伴为生。后来，他与邻院的王姑娘好上了，还有了孩子。在此之前，王姑娘

是人见人夸，有人说她个子高大，是“兴家立业的好手”。有人说她的大眼睛很

好看，带着福相。还有更甚者，说要是有了儿子就一定娶她。然而这些赞不绝口

的人在王姑娘与冯歪嘴子结婚后却开始冷眼旁观。她们认为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嫁

给一个穷磨倌，那姑娘的德行也不会好到哪儿去。有人说没见过哪个姑娘长得跟

扛工的似的，有人说王姑娘不是个好东西，说王姑娘的眼睛长得不好。这些人无

中生有，为王姑娘“创造”了许多不堪入耳的个人“传记”，“我”家的厨子王

大叔还一心盼望着王姑娘的孩子早些死掉。他们天天扒着冯歪嘴子的窗户上演一

出《窃听风云》，一有个风吹草动就立即召唤各家各户前来观看热闹。多可怕的

世俗观念，如果王姑娘嫁的是个有头有脸的如意郎君，那邻里的态度又会截然不

同了吧，所以总是会有人见不得别人的好。 

  人们总是喜欢以金钱、地位衡量一个人品德的高低，同时，人们对一些“不

好”的事总是格外地关注，并且盼望着它早些发生，好让无所事事的人们有些饭



后的谈资。在心里，从道德层面上，我们必然对这类行为充满不屑与鄙视。但有

的时候我们又不免成为“凑热闹”人群中的一员。当我们见到比我们优秀的人，

我们也可能会像邻里们对冯歪嘴子说闲话一样，对他人说三道四，甚至以别人的

弱点当作自我安慰剂。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会像嫉妒冯歪嘴子有妻有儿幸福生活

的人们一样，希望别人的快乐早些破灭，悲剧早些发生。我们多多少少会有这些

自私的想法，但很多人是不会付诸行动，这也是缺点中唯一的“优点”了。其实

我们周围都在上演着《呼兰河传》，生活就是一部《呼兰河传》。  

  读完一本书，我从中获得了什么？我在问自己。我看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人

们的生活图景，同时我也知道，愚昧、无知是社会前进的一大阻碍。喜欢“凑热

闹”是中国人的“传统”；我们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存在着一些“非正统观念”，

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不再是一百年前的样子，我们现在所接受的教

育固然不提倡那些吃人的礼教和习俗。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想想，我，可以为

这个社会做些什么才不至于一百年前团圆媳妇的悲剧再次上演。比如，遇到摔倒

的老人，我们该不该扶？这是个社会热点问题。要我说，该扶，当然要扶，救死

扶伤是每一个人都应尽的责任。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先把这份善事做下去，

因为我们心中有善，有责任，我们不是冯歪嘴子的邻居，我们是二十一世纪活生

生的“人”，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读完《呼兰河传》，我想，我应该对自己的心态加以调整，提高自己的道德

素质，不能像过去的人们一样因为被封建观念束缚得太久了，没有了自己的主观

意识，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同时，我也从书中看到了一些纯洁、美好的

东西，那就是作者的童年趣事。那令人捧腹大笑的趣事和祖父与“我”之间浓浓

的祖孙情也让我为之感动。我们应该明白，童年是美好的，但不只有童年时美好

的，任何时期的我们都可以绽放出自己的美丽，我们要珍惜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

秒。 

  感谢如诗歌般美丽的《呼兰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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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我看完了萧红的《呼兰河传》。作家称这是一部优美的风土画、一

串凄婉的歌谣。这本书再现了当地老百姓卑琐，落后的生活和愚味的精神。  

  《呼兰河传》中的第三章写出了“我”和祖父的童年时光。第三章中，祖父

让我记忆深刻，因为他和蔼可亲，总是笑盈盈的。遇到了小孩子，每每喜欢开个

玩笑，比如把小孩子的帽子取下来，有时放在袖口里，有时放在衣襟下，好像他

和孩子们约定了似的：“我就放在这，你来找吧！”祖父很喜欢孩子们组，孩子

们也喜欢祖父，而对于我，祖父尤其喜欢。第四章写了“我”家房子的荒凉。第

五－七章写了团圆媳妇的悲惨遭遇，有二伯的故事和冯歪嘴子一家的不幸生活。

冯歪嘴子的王大姑娘死后，她就一个人坚强地带着两个孩子，虽然有时候也偷偷

抹眼泪，但他一旦看到大儿子能牵着小驴喝水了，就立刻笑了起来，他只是想满

怀希望地活下去，他对生命有一种珍视，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光明，而这丝光明，

足以让我们拥有希望。 

  《呼兰河传》中，有一个故事让我记忆犹新：小团圆媳妇是封建愚昧思想与

恶俗的牺牲品，她是老胡家花钱买的童养媳。初进家门是一个“脸长得黑乎乎的，

笑呵呵的”孩子，后来被婆婆打出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直入等不同人不断折

磨，摧残，最终离开了人世。多好的一个姑娘啊！那健康，活泼天真，可爱的女

孩去哪儿了？她的青春和童心呢？对，是她的婆婆，她的婆婆迷信了跳大神的鬼

话，亲手一步一步地将这姑娘送上黄泉之路，使１２岁的女孩子永永远远地合上

了眼。看到这，我多么想冲上前，一把救下那可怜的团圆媳妇，让她不再饱受痛

苦。可是，我不能！为什么人们只顾看，他们怎么这么没人性呢？这便是他们的

愚昧。 

  这本书教会了我们许多道理，人人都要有颗善良的心，要充满希望地面对未

来。是啊！哪怕生活再苦再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呼兰河传》这本书值得大家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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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读书使人认识世界之广大、自身之渺小。不同的书就像一幅幅带框的

画，以自己的方式映射和展示世界。他们之间往往有许多交集、重合的地方。而

呼兰河传带给我的感觉是独一无二的。似乎因为地处北方严寒之地而又与世隔

绝，导致作者的童年以及她所讲述的故事也与众不同。该作品以萧红自己的童年

生活为线索，把孤独的童年故事连接了起来。一个个有趣或者无趣的故事，向读

者展示了呼兰小城当年的社会风貌和人情百态。  

  呼兰河传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北方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和小城里人们普普

通通的生活。*言语也是那么普通，但却像是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使得我摘抄了

一段又一段，最后竟抄了厚厚的一沓。*少有直接的批判和讽刺文字，却无情地

揭露和鞭挞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在社会形成的毒瘤，以及这毒瘤蔓延泛滥所带

来的瘟疫般的灾难。 

  *首先对呼兰河的风情进行了描写，展示了呼兰河整体的地理面貌。其中细

小的人和事描写又数不胜数，如卖馒头的老头子因为雪大路滑摔倒在地，馒头滚

落出来被路人拾去吃了：“等老头子挣扎起来，连馒头带冰雪一起捡到箱子去，

一数，不对数。他明白了。他向着那走不太远吃他馒头的人说：‘好冷的天，地

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描写自然环境的同时也描写了人的习俗和风情。 

  呼兰河是闭塞的，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呼兰河的人是愚昧

而又麻木的。他们最喜欢看热闹，传八卦。街上有一个“大水泡子”车马通过很

不方便，人走着小心翼翼，马经常陷进去，猪啊鸡啊狗啊猫啊更是经常淹死在里

面。人们却从来没想过填平它，“大水泡子”反而给人们带来两项好处：第一就

围观和议论陷进去的马，马陷进去是十分不易出来的，也有帮忙的也有不帮忙的，

更多的是围观和议论的。虽然很艰难，马最终还是出来了，围观的人反而十分失

望，第二天大家都会传“那大水泡子又淹死了一匹马。”虽然马没有死，一哄起



来就说马死了。若不这样说，觉得那大泥坑也太没有什么威严了。二是由于有猪

会淹死在里面，于是人们可以在买到比平时便宜多的猪肉吃。而买到的猪肉往往

都是又紫又青的！可不要是瘟猪……然而又一想，瘟猪肉怎么可以吃得，所以还

是淹死的猪吧。然而实际上一年也不能淹死一头猪，却常常可以买到便宜的猪肉。

呼兰河的居民就这样自欺欺人，而把这泥坑子当做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若是没有

这泥坑子，可怎么吃这瘟猪肉呢？然而吃了生病的又要说“就算是淹死的猪也不

应该抬到市场上卖，死猪终究是不新鲜的，税子局是干什么的？！”关于这瘟猪

肉又有小孩子不会说谎，而被打的。不仅使我想起了《皇帝新装》里的小孩，那

个小孩有没有被打呢？ 

  呼兰河的居民是麻木的，里边的人都是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

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过

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吭的默默办理。女人一到了八月也不过就是染衣裳，

拆被子，锤棒追，锤的街街巷巷都是叮叮当当的乱响。棒槌一锤完，做起被子来，

就是冬天。 

  呼兰河的居民是贫穷而又不讲卫生的。不仅是因为前边说过的瘟猪肉，这里

的人梦想就是吃得饱穿得暖，然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仍然是吃不饱穿不暖。人人

都爱吃豆腐，有吃不起的。传说有这么一个家长，他下了决心：“不过了，买一

块豆腐吃去！”街上卖麻花的提着篮子从街这头挨家挨户卖到街那头，一家有四

个小孩，最小的手特别脏就像煤球一样，每个人都把麻花翻捡过一遍。然而最后

这篮子麻花还是卖完了，给孙子买麻花吃的老太太还说：“你看着油光发亮的麻

花多干净，就像是刚出锅的一样。” 

  呼兰河的自然风光是美丽的。最好看的要数火烧云了，晚饭一过，火烧云就

上来了。照得小孩脸是红的。把大白狗变成红色的狗了。把红公鸡变成紫檀色的

了，喂猪的老头子，往墙根上靠着，他笑盈盈的看着他的两匹小白猪变成了小金

猪。文中有比喻有颜色有形状也有动作描写的十分精彩。  



  文中对婚丧嫁娶的描写又处处藏着对封建迷信的嘲讽。呼兰河除了这些卑琐

平凡的生活外，在精神上也有不少的“盛举”，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

戏台子；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然而除了跳秧歌，全都是神啊鬼的封建迷信，无

非是敬神怕鬼，又处处透露着嫌贫爱富和男尊女卑。文中对团圆媳妇的描写使我

尤为深刻，健健康康活泼可爱的一个女娃，嫁到了丈夫家，还没来得及受他“小

丈夫”的气，就被自己的婆婆各种打骂：“……总之，她一不顺心，就觉得她的

手就想要打人。她打谁呢？谁能让她打呢？于是就轮到小团圆媳妇了。有娘的，

她不能打。自己的儿子她也舍不得打。打猫，她怕把猫打丢了。打狗，她怕把狗

打跑了。打猪，怕猪掉了斤两。打鸡，怕鸡不下蛋。唯独打这小团圆媳妇是一点

毛病都没有，她又不能跑掉，她又不能丢了。她又不会下蛋，反正也不是猪，打

掉了一些斤两也不要紧，反正也不过秤。”小团圆媳妇生病了，迷信的人们花了

“巨资”请了道士和大神来驱魔治病，把她当众脱掉了按在装满开水的大缸里洗

澡，洗的昏厥过去就泼凉水然后再来一遍，反复三次。最终小团圆媳妇死了。作

者不禁感慨：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第三章开始描写祖父。祖父情深，田园乐趣，怡然自得又是另一番天地，似

乎与这呼兰河隔离了起来。不禁使我想起自己的祖父来，也有那么几间房子、一

个园子，祖父喜欢养鸟，会带我去钓鱼，院里也种菜养鸡，时代不同我们是吃得

起豆腐的，沿街叫卖的热豆腐还有我最爱吃的米酒。虽然井里没有淹死过鸭子或

鹅，因此我也没吃过祖父做的烤鹅，但是有我最爱吃的鸡蛋穗儿，院里有一口大

缸，夏天就在里面用井水洗澡，还曾经溜进去过一条水蛇，被祖父拿去饭店卖了。

祖父种的葫芦，晒干了给我放着给我做酒葫芦玩。也带我捉过倾听，也有钟也有

贮藏室，里面也被我发现了各种各样的“财宝”，也有红灯笼，不过是塑料的……

我在感叹作者记忆如此清楚的同时，又发现在我童年里出现过的那些物件竟然也

记得如此清楚，好像昨天刚拿过一样，可是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祖父已经不在了。

好在祖母还在，虽然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然而身体十分健康。我不讨厌祖母，

她不但没有用针扎我我手指，反而常常牵着我的手走不长不短的路去蛋糕房买刚

考好的蛋糕吃。还有文中关于表哥的描写，我也有一个表哥，就不详细描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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