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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精读」萧红 ：《到都市里去》 

作者| 萧红  赏析| 仇丽妍 

  
【编者寄语】 

萧红的小说不动声色中让读者“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到都市里去”的标题里
蕴含着小说主人公无限的希望，希望到都市里去谋得生路，去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但是当金
枝真正走进了都市后，发现“农村的难民”们只是游离于都市的最边缘，依然在生与死之间挣
扎。金枝身上承载着和展现着国民和民族共同的苦难，更有着作为女性在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不
幸；她的求生是一个被摧残民族的屈辱之路，也是女性在这个背景下更屈辱的命运之途，最后
她自己都不知道该恨谁，这是多么大的浓黑的悲哀？这是什么样的人间啊？萧红小说中没有
对情节完整性的雕琢，场景和画面的变换过程中似乎缺乏逻辑，但是她巧妙地运用人物心理描
写贯串了小说，将在日军铁骑下东北百姓生存的面貌完整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真挚感人又有
刺骨的悲凉。 

【文本研读】 

到都市里去  

临走时妈妈把自己耳上的银环摘下，并且说：“你把这
个带去吧!放在包袱里，别叫人给你抢去，娘一个钱也没有。
若饿肚时，你就去卖掉，买个干粮吃吧!”走出门去还听母
亲说：“遇见日本子，你快伏在蒿子下。”（耳环换个干粮
吃，普通百姓生活困难，又处于日本人的侵略之下，一个弱
女子被迫外出讨一条活着的路，这是社会的动荡和黑暗的
缩影。） 

 

金枝走得很远，走下斜坡，但是娘的话仍是那样在耳边
反复：“买个干粮吃。”她心中乱乱地幻想，她不知走了多
远，她像从家向外逃跑一般，速步而不回头。小道也尽是生
着短草，即便是短草也障碍金枝赶路的脚。(细节描写塑造
了金枝饿着肚子行路艰难的形象；运用心理活动推动了情
节发展，这是本篇小说的叙事特征。） 

 

日本兵坐着马车，口里吸烟，从大道跑过。金枝有点颤
抖了!她想起母亲的话，很快躺在小道旁的蒿子里。日本兵
走过，她心跳着站起，她四面惶惶在望：母亲在哪里?家乡
离开她很远，前面又来到一个生疏的村子，使她感觉到走过
无数人间。（日本兵在中国横行霸道，中国的国民却要躲到
蒿里去。细致的心理描绘既展现了人物形象，暗示了当时日
军铁骑蹂躏下东北地区的黑暗社会状况。） 

 

红日快要落过天边去，人影横倒地面杆子一般瘦长。踏
过去一条小河桥，再没有多少路途了!（借用人物的心理感
受表现社会的苦难把人逼到了生死线上挣扎的主题，没有
跌宕起伏的情节，有的是百姓心理的真实控诉。） 

 

哈尔滨城渺茫中有工厂的烟囱插入云天。（“工厂的

烟囱”代表着哈尔滨是都市，金枝的目的地到了。） 

 

金枝在河边喝水，她回头望向家乡，家乡遥远而不可

见。只是高高的山头，山下辨不清是烟是树，母亲就在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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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中。 

她对于家乡的山是那般难舍，心脏在胸中飞起了!金

枝感到自己的心已被摘掉不知抛向何处!她不愿走了，强行

走过河桥又转入小道。前面哈尔滨城在招示她，背后家山向

她送别。（到达目的地后，人物对家乡的心理留恋又自然而

然地表现出来了，为活着挣扎背井离乡，割裂故土之痛，漂

泊流落之伤。） 

 

  小道不生蒿草，日本兵来时，让她躲身到地缝中去吗?

她四面寻找，为了心脏不能平衡，脸面过量的流汗，她终于

被日本兵寻到：“你的!……站住。” 

 

  金枝好比中了枪弹，滚下小沟去，日本兵走近，看一看

她脏污的样子。 

 

他们和肥鸭一般，嘴里发响摆动着身子，没有理她走

过去了!他们走了许久许久，她仍没起来，以后她哭着，木

桶扬翻在那里，小包袱从木桶滚出。她重新走起时，身影在

地面越瘦越长起来，和细线似的。（日本兵对金枝的漠视，

源于这样的流民随处可见。） 

 

  金枝在夜的哈尔滨城，睡在一条小街阴沟板上。那条街

是小工人和洋车夫们的街道。这条街连警察也没有，讨饭的

老婆和小饭馆的伙计吵架。 

 

满天星火，但那都疏远了!那是与金枝绝缘的物体。半

夜过后金枝身边来了一条小狗，也许小狗是个受难的小狗?

这流浪的狗它进木桶去睡。金枝醒来仍没出太阳，天空许多

星充塞着。许多街头流浪人，尚挤在小饭馆门前，等候着最

后的施舍。（在这里作者用全知的视角、抒情的笔调、以小

见大的手法展现了社会环境，将金枝置身于这样悲惨的人

间，人人只为活着而垂死挣扎。） 

 

  金枝腿骨断了一般酸痛，不敢站起。最后她也挤进要饭

人堆去，等了好久，伙计不见送饭出来，四月里露天睡宿打

着透心的寒战，别人看她的时候，她觉得这个样子难看，忍

了饿又来在原处。 

 

夜的街头，这是怎样的人间?金枝小声喊着娘，身体在

阴沟板上不住地抽拍。绝望着，哭着，但是她和木桶里在睡

的小狗一般同样不被人注意，人间好像没有他们存在。天

明，她不觉得饿，只是空虚，她的头脑空空尽尽了!（金枝

的心理描写，是对人间的控诉，控诉之后的虚无，又是一种

无言的绝望。小说呈现散文化的特色，但是情感线清晰，我

们可以按照金枝的情感把握小说的人物形象和主题。） 

 

  在街树下，一个缝补的婆子，她遇见对面去问：  

  “我是新来的，新从乡下来的……”  

  看她作窘的样子，那个缝婆没理她，面色在清凉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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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着淡白走去。 

  卷尾的小狗偎依着木桶好像偎依妈妈一般，早晨小狗

大约感到太寒。 

 

小饭馆渐渐有人来往。一堆白热的馒头从窗口堆出。

（富有特征性景物描写，对人物和主题起到了烘托的作用。

小狗依偎反衬了人的无所依托，而金枝的饥饿与白热的馒

头似乎隔得很远，那是不属于她的世界。） 

 

  “老婶娘，我新从乡下来，……我跟你去，去赚几个钱

吧!” 

 

第二次，金枝成功了，那个婆子领她走，一些搅扰的

街道，发出浊气的街道，她们走过。金枝好像才明白，这里

不是乡间了，这里只是生疏、隔膜、无情感。一路除了饭馆

门前的鸡、鱼，和香味，其余她都没有看见似的，都没有听

闻似的。（心理描写真实表现了金枝的困境，来到了都市想

要生存依旧很难。） 

 

  “你就这样把袜子缝起来。”  

  在一个挂金牌的“鸦片专卖所”的门前，金枝打开小

包，用剪刀剪了块布角，缝补不认识的男人的破袜。那婆子

又在教她：“你要快缝，不管好坏，缝住，就算。” 

 

金枝一点力量也没有，好像愿意赶快死似的，无论怎

样努力眼睛也不能张开。一部汽车擦着她的身边驰过，跟着

警察来了，指挥她说：“到那边去!这里也是你们缝穷的地

方?”（作者的笔法细腻，将人物忍饥受饿的心理感觉准确

地描绘出来，心理描写抓住了读者的思绪，人物悲惨的命运

可见一斑。） 

 

  金枝忙仰头说：“老总，我刚从乡下来，还不懂得规

矩。” 

 

  在乡下叫惯了老总，她叫警察也是老总，因为她看警察

也是庄严的样子，也是腰间佩枪。别人都笑她，那个警察也

笑了。老缝婆又教说她：“不要理他，也不必说话，他说你，

你躲后一步就完。” 

 

她，金枝立刻觉得自己发羞，看一看自己的衣裳也不

和别人同样，她立刻讨厌从乡下带来的破罐子，用脚踢了罐

子一下。（心理和动作的细节描写展现人性细腻的一面，为

自己感到耻辱，又想摆脱耻辱，这一细节也为金枝后来走向

更大的被伤害埋下了伏笔。） 

 

袜子补完，肚子空虚的滋味不见终止，假若得法，她

要到无论什么地方去偷一点东西吃。很长时间她停住针，细

看那个立在街头吃饼干的孩子，一直到孩子把饼干的最末

一块送进嘴去，她仍在看。（神态描写和对比的手法,细腻

地表现出金枝此时极度饥饿。）   

小说淡化情节，但是人物心理

呈现细致连贯，把握了人物心

理就把握了这篇小说的叙事逻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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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生死场》第十四章) 

文本二：  

关于小说的情节，福斯特说过：“‘国王死了，不久王

后也死去了’便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

而死’则是情节。”童庆炳说：“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

起来的一系列事件，而且要求在事件的发展中变现出人物

行为的矛盾冲突，由此揭示出人物命运的变化过程。”按照

以上的标准来看，萧红小说中的情节可以说是不完整的，不

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情节。萧红的小说打破了中国古代传

统小说以情节为贯串全文线索的小说模式，情节大多是简

单散乱的，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非情节的因素，写的像散文

一样。（从小说情节理论的角度来评判萧红小说的情节特

点，简单散乱有散文的特点。） 

 

萧红的这种淡化情节的小说模式，看起来结构散乱，似

乎是写作能力不成熟的表现，而实则为萧红的创作优点所

在。萧红的小说舍弃了对情节完整性的雕琢，在缺乏逻辑的

场景和画面的变换中，将人类生存的面貌完整地展现在读

者的眼前，真挚感人又有刺骨的悲凉。这样的文章能引发我

们对民族命运悲剧性的深切思考，虽然小说的形式美感不

够，但是意义却是深刻的。萧红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作

家，她没有鲁迅的理智和才能，不能够在小说完成之前就为

人物预设结局，她是靠心灵的直觉来写作的，小说缺少刻意

的雕琢和人为的痕迹，显得粗糙，但是却获得了令人意外的

真挚感。萧红小说常被批评为情节上不足，在笔者看来，这

正是萧红强的表现。（欲扬先抑地说明萧红淡化情节特点的

小说的独特魅力，对主题的表达有很深刻的意义。） 

 

【知识建构】 

小说中社会环境描写的作用 

小说的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塑造与中心思想有极其重要的关系。社会环境是重点，它揭示了
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人物的身份、地位、成长的历史背景等等。 

1. 暗示社会环境。“日本兵坐着马车，口里吸烟，从大道跑过”，日本兵在中国土地上
肆无忌惮、横冲直撞，暗示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地区沦落在日军的铁骑之下。 

2.揭示社会本质特征或展示世态风情。“这条街连警察也没有，讨饭的老婆和小饭馆的伙
计吵架”，“许多街头流浪人，尚挤在小饭馆门前，等候着最后的施舍”，大都市中到处是流
浪街头的人、讨饭的老婆，可见当时的中国残破不堪，风雨飘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交代人或性格形成的典型环境（或社会原因）。“在乡下叫惯了老总，她叫警察也是老
总，因为她看警察也是庄严的样子，也是腰间佩枪。别人都笑她，那个警察也笑了”。“都市
人”的嘲笑，让金枝感到屈辱和自卑。 
【试题解析】 
1.下列对文本一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小说主人公金枝从乡下来到哈尔滨,渴望改变生活；她过着奴隶般的耻辱生活,展现出当时
普通人“生”之艰难。 
B.小说语言表达富有情感,如“前面哈尔滨城在招示她,背后家山向她送别”一句运用拟人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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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手法,表现出她对“进城”的期待。 
C.小说中的母亲可亲可敬,在女儿去哈尔滨时,她把自己耳上的银环摘下送给女儿并左右叮咛,
爱女之心溢于言表。 
D．“哈尔滨城渺茫中有工厂的烟囱插入云天”一句在描写眼前景色的同时,自然引出金枝到达
哈尔滨城后内容的描写。 
【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分析鉴赏文本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能力。“表现出她对“进城”的期
待”理解错误，表现的应该是“金枝对家的不含”，且从文章前半部分来看，她对“进城”更
多的是忐忑不安，并未见“期待”。 
2.下列与文本内容有关的说法,正确的一项是(3 分)(  ) 
A.文本一以金枝“到都市里去”来组织材料,在反映主人公悲惨遭遇的同时,也突出了主人公敢
于反抗的民族精神。 
B.文本一通过人物对话巧妙地揭示社会环境,如“遇见日本子,你快伏在蒿子下”就交代了日本
强占中国东北的现实。 
C.文本一结尾写“她停住针”,细看“吃饼干的孩子”,这里运用神态描写和对比的手法,细腻
地表现出金枝此时极度饥饿。 
D.萧红的小说没有刻意的雕琢和人为的痕迹,她靠心灵的直觉来写,虽然小说结构散乱,但仍能
展现人类生存的面貌。 
【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文本内容的能力。A.“突出了主人公敢于反抗的民族精神”理解错
误。从文本内容来看，金枝是个弱者，只能说她坚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没有反抗的表现。
C.“这里运用神态描写和对比的手法”表述错误。这里运用的是“动作和神态描写”。D.根据
文本二第二段“看起来结构散乱”可知，萧红的小说并不是真的“结构散乱”。选项表述曲解
文意。故选 B 项。 
3.文本一中,小狗这一意象具有怎样的作用？请加以分析。(4 分) 
【答案】①写出了自然环境的寒冷。“卷尾的小狗很依着木桶好像偎依妈妈一般”，这里用侧
面描写突出了此时此地的寒冷。②衬托人物心境。小狗“不被人注意”，与金枝一个人在哈尔
滨的境遇相同，这里映衬了金枝的孤独、落寞。（每点 2 分，意思对即可）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文本中意象作用的能力。首先，阅读题干，明确“请加以分析”“文
本一中，小狗这一意象具有怎样的作用”的要求，知晓答题方向。其次，文本一中有关“小狗”
的描写，结合语境和平时知识积累，明确小狗这一意象的具体作用。如“卷尾的小狗偎依着木
桶好像银依妈妈一般”。运用侧面描写来写环境，写出了自然环境的寒冷：小狗“不被人注意”，
与主人公的境遇相同，写小狗衬托了人物的孤独心境。根据以上分析拟写答案即可。 
4.“萧红的小说打破了中国古代传统小说以情节为贯串全文线索的小说模式。”请结合文本一
加以说明。(6 分) 
【答案】①用心理描写推动情节转换。思念家乡，自己寒冷、饥饿和孤独，文本一通过金枝的
心理感受，有序推动情节转换。②小说没有体现直接的矛盾冲突，面是通过一系列生活场景的
变换来推动情节转换。③穿插大量的非情节的因素，显示出散文化趋向。（每点 2 分，若有其
他答案，言之成理即可）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探究小说个性化表达的能力。首先，阅读题干，明确题干“请结合文本
一加以说明”“萧红的小说打破了中国古代传统小说以情节为贯串全文线索的小说模式”的要
求，知晓答题方向。其次，根据“萧红的小说打破了中国古代传统小说以情节为贯串全文线索
的小说模式”的结论，探究文本一是如间安排情节的。如小说通过写主人公思念家乡，在哈尔
滨城的寒冷、饥饿及其孤独的心理，有序推动情节转换：小说描写金枝离家、到达哈尔滨一夜
的生活、跟着缝婆补袜等一系列生活场景，虽没有直接体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却在生活场
景的变换中推动了情节发展：小说表达呈现散文化倾向，插入非情节因素，如“踏过去一条小
河桥，再没有多少路途了”“满天星火，但那都疏远了！那是与金枝绝缘的物体”“小饭馆渐
渐有人来往。一堆白热的援头从窗口堆出”“金枝一点力量也没有，好像愿意赶快死似的，无
论怎样努力眼睛也不能张开”等，这些与情节发展没有必然联系，不属于情节的直接组成部分，
但对于理解文章主题思想和人物境况有一定作用，表现了底层人民的艰辛。根据以上分析，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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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答案即可。 
【反馈检测】 
1.本篇小说多处社会环境描写很精彩，是找出几处并分析其效果。（4 分） 
2.有人评价萧红小说有散文化的特点，试结合本文分析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山东省莱西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  仇丽妍） 
【相关链接】 

呼兰河传（节选） 

萧 红 

邻居家磨房里边住着冯歪嘴子。 

那磨房的窗子临着我家的后园。我家的后园四周的墙根上，都种着倭瓜、西葫芦或是黄瓜

等类会爬蔓子的植物；倭瓜爬上墙头了，在墙头上开起花来了，有的竟越过了高墙爬到街上去，

向着大街开了一朵火黄的黄花。 

因此那磨房的窗子上，也就爬满了那顶会爬蔓子的黄瓜了。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

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

秧上伸出来无数的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

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 

太阳一出来了，那些在夜里冷清清的丝蔓，一变而为温暖了。于是它们向前发展的速率更

快了，好像眼看着那丝蔓就长了，就向前跑去了。因为种在磨房窗根下的黄瓜秧，一天爬上了

窗台，两天爬上了窗根，等到第三天就在窗根上开花了。 

再过几天，一不留心，那黄瓜梗经过了磨房的窗子，爬上房顶去了。 

后来那黄瓜秧就像它们彼此招呼着似的，成群结队地就都一齐把那磨房的窗给蒙住了。 

从此那磨房里边的磨馆就见不着天日了。磨房就有一张窗子，而今被黄瓜掩遮得风雨不透。

从此那磨房里黑沉沉的，园里，园外，分成两个世界了。冯歪嘴子就被分到花园以外去了。 

但是从外边看起来，那窗子实在好看，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满窗是黄瓜了。 

还有一棵倭瓜秧，也顺着磨房的窗子爬到房顶去了，就在房檐上结了一个大倭瓜。那倭瓜

不像是从秧子上长出来的，好像是由人搬着坐在那屋瓦上晒太阳似的。实在好看。 

夏天，我在后园玩的时候，冯歪嘴子就喊我，他向我要黄瓜。 

我就摘了黄瓜，从窗子递进去。那窗子被黄瓜秧封闭得严密得很，冯歪嘴子用手扒开那满

窗的叶子，从一条小缝中伸出手来把黄瓜拿进去。 

有时候，他停止了打他的梆子。他问我，黄瓜长了多大了？西红柿红了没有？他与这后园

只隔了一张窗子，就像关着多远似的。 

祖父在园子里的时候，他和祖父谈话。他说拉着磨的小驴，驴蹄子坏了，一走一痴。祖父

说请个兽医给它看看。冯至嘴子说，看过了，也不见好。祖父问那驴吃的什么药？冯歪嘴子说

是吃的黄瓜子拌高粱醋。 

冯至嘴子在窗里，祖父在窗外，祖父看不见冯歪嘴子，冯歪嘴子看不见祖父。 

有的时候，祖父走远了，回屋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磨房的墙根下边坐着玩，我听到了

冯歪嘴子还说： 

“老太爷今年没下乡去看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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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我听了这话，我故意的不出声，听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有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可笑，忍也不能忍住，我就跳了起来了，用手敲打着窗子，笑得我

把窗上挂着的黄瓜都敲打掉了。而后我一溜烟地跑进屋去，把这情形告诉了祖父。祖父也一样

和我似的，笑得不能停了，眼睛笑出眼泪来。但是总是说，不要笑啦，不要笑啦，看他听见。

有的时候祖父竟把后门关起来再笑。祖父怕冯歪嘴子听见了不好意思。 

秋天，大榆树的叶子黄了，墙头上的狗尾草干倒了，园里一天一天地荒凉起来了。 

这时候冯歪嘴子的窗子也露出来了。因为那些纠缠缠的黄瓜秧也都蔫败了，舍弃了窗模而

脱落下来了。 

于是站在后因里就可看到冯歪嘴子，扒着窗子就可以看到在拉磨的小驴。那小驴竖着耳朵，

戴着眼平。走了三五步就响一次鼻子，每一抬脚那只后腿就有点痛，每一停下来，小驴就用三

条腿站着。 

冯歪嘴子说小驴的一条腿坏了。 

这窗子上的黄瓜秩一干掉了，磨房里的冯歪嘴子就天天可以看到的。 

冯至嘴子喝酒了，冯歪嘴子睡觉了，冯歪嘴子打柳子了，冯歪嘴子拉胡琴了，冯歪嘴子唱

唱本了，冯歪嘴子摇风车了。只要一执着那窗台，就什么都可以看见的。 

一到了秋天，新鲜粘米一下来的时候，冯歪嘴子就三天一拉磨，两天一粒粘糕。黄米粘糕，

撒上大云豆。一层黄，一层红，黄的金黄，红的通红。三个铜板一条，两个铜板一片的用刀切

着卖。愿意加红糖的有红糖，愿意加白糖的有白糖。加了糖不另要钱。 

冯至嘴子推着单轮车在街上一走，小孩子们就在后边跟了一大帮，有的花钱买，有的围着

看。 

祖父最喜欢吃这粘糕，母亲也喜欢，而我更喜欢。母亲有时让老厨子去买，有的时候让我

去买。 

不过买了来是有数的，一人只能吃手掌那么大的一片，不准多吃，吃多了怕不能消化。祖

父一边吃着，一边说够了够了，意思是怕我多吃。母亲吃完了也说够了，意思是怕我还要买。

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够，觉得再吃两块也还不多呢！不过经别人这样一说，我也就没有什么办法

了，也就不好意思喊着再去买，但是实在话是没有吃够的。 

当我在大门外玩的时候，推着单轮车的冯歪嘴子总是在那块粘糕上切下一片来送给我吃，

于是我就接受了。 

当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冯至嘴子一喊着“粘糕”“粘糕”地从大墙外经过，我就爬上墙

头去了。 

因为西南角上的那段土墙，因为年久了出了一个豁，我就扒着那墙豁往外看着。果然冯歪

嘴子推着粘糕的单轮车由远而近了。来到我的旁边，就问着： 

“要吃一片吗？” 

而我也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但我也不从墙头上下来，还是若无其事地呆在那里。 

冯至嘴子把车子一停，于是切好一片粘糕送上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