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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篇
家
财
 1
嫁
   

^

眼

一 
点
 
好
 
相
金
代
留

慢

沉

重

起

來

。
這

在

她

後

期

的

散

文

體

長

篇

小

說
 

「
馬

伯

樂J

中

尤

爲

明

顯

。

蕭

紅

紅

顏

薄

命

，
短

促

的
 
一 
生

坎

坷

不

平

， 

顚

沛

流

離

，
尤

其

愛

情

上

的

遭

遇

對

她

打

擊

最

大
 

,

促

成

了

她

的

早

逝

。
有

四

個

男

人

對

她

的
 
一 
生
 

影

響

最

大

。
第

，
個

是

少

女

時

期

由

父

親

作

主

訂
 

親

的

未

婚

夫

。
此

人

是

紈

袴

子

弟

，
蕭

紅

激

烈

反
 

對

，
還

曾

逃

婚

到

北

京

，
但

其

後

因

經

濟

壓

力

和
 

對

方

軟

硬

兼

施

，
終

於

妥

協

，
却

在

懐

孕

後

遭

遺
 

棄

。
後

來

，
她

先

後

與

三

位

文

人

結

緣

，
其

中

以
 

同

蕭

軍

的
 
一 
段

情

最

爲

人

談

論

。

蕭

紅

與

蕭

軍

相

識

於

患

難

中

。

一

九

三

二

年
 

,

蕭

紅

隻

身

住

在

哈

爾

濱

道

外

東

興

順

旅

館

，
因
 

無

力

支

付

房

租

，
被

店

主

軟

禁

着

。
她

就

寫

信

給
 

「
國

際

協

報

」
求

助

。
該

報

主

編

裴

馨

園

接

信

後
 

，
便

委

託

協

助

他

做

編

輯

工

作

的

蕭

軍

去

探

視

， 

適

逢

哈

爾

濱

發

大

水

，
旅

館

一

片

混

亂

，
蕭

軍

乘
 

機

從

窗

戶

中

把

蕭

紅

偸

走

。
由

於

共

同

的

愛

好

和
 

對

未

來

的

嚮

往

，
倆

人

相

愛

進

而

同

居

。
起

先

曾
 

度

過

幾

年

甜

蜜

的

時

光

，
最

終

却

因

性

格

不

合

而
 

分

手

。
蕭

軍

投

入

軍

旅

，
蕭

紅

則

到

西

安

、
武

漢
 

。
此

時

，
端

木
 
18

良

闖

進

了

她

的

生

活

中

。

一
九
 

三

九

年

，•
兩

人

宣

佈

結

合

，
但

這

段

情

緣

更

短

暫
 

。

一
九
四
0
年

春

，
蕭

紅

南

下

香

港

，
在

此

走

完
 

她

人

生

中

最

後

一

段

路

程

。
期

間

遇

上

了

駱

賓

基
 

，
陷

入

一

段

微

妙

的

三

角

關

係

之

中

。
當

時

她

已

今

年

是

中

國

著

名
 

女

作

家

蕭

紅

誕

生

八

十
 

週

年

。
蕭

紅

是

東

北

人
 

，
以

描

寫

三

十

年

代

的
 

東

北

風

情

著

稱

。
由

於
 

她

英

年

早

逝

，
創

作

生

^

涯

只

有

短

短

十

年

，
所

以

遺

下

作

品

不
 

多

，
但

顯

示

出

她

不

凡

的

品

格

和

才

華
 

，
獲

得

文

學

大

師

魯

迅

、
茅

盾

等

的

讚
 

賞

，
被

譽

爲

「
最

有

前

途

的

女

作

家

」 

。
近

來

，
國

際

上

不

少

學

者

專

門

研

究
 

蕭

紅

著

作

。

蕭

紅

原

名

張

乃

犖

，

一

九

一

一

年
 

一

出

生

於

黑

龍

江

省

呼

蘭

河

縣

。
十

歲

喪
 

母

，
父

親

再

娶

，
她

自

小

缺

乏

家

庭

溫
 

暖

，
只

有

祖

父

帶

給

她

一

絲

溫

情

，
養
 

成

蕭

紅

感

情

柔

弱

、
處

事

却

獨

立

的

矛
 

盾

性

格

。

一

九

三

三

年

，
蕭

紅

發

表

小
 

說

「
生

死

塲J

，
得

到

魯

迅

的

品

題

， 

聲

名

大

噪

。
此

後

不

斷

寫

作

，
先

後

發
 

表

了

四

十

多

篇

作

品

，
其

中

，
小

說

和
 

散

文

各

佔
 
一 
半

左

右

。

唐

詩

- 

蕭

紅

的

作

品

有

一
 
般

女

作

家

細

腻
 

文

 

生

動

的

筆

觸

，
却

沒

有

那

種

纖

弱

的

氣
 

韻

。
濃

郁

的

鄕

土

氣

息

和

顯

明

的

時

代
 

烙

印

，
構

成

了

她

小

說

的

特

色

。
她

的

小

說

多

取

材

於

現

實

，
大

都

以

東

北

村

鎮

爲

背

景

，
寫

社

會

…

患

了

肺

病

，
，，
在

日

軍

攻

佔

香

港

前

後
.
「
直

纏

綿

病

下

層

形

形

色

色

的

小

人

物

。
風

沙

凄

迷

的

白

山

黑
 

水

，
人

民

勤

樸

的

生

活

和

多

姿

采

的

習

俗

，
均

躍
 

然

於

紙

上

。
以

「
呼

蘭

河

傳

』

爲

例

，
寫

的

就

是
 

她

的

故

鄕

。
書

中

沒

有

中

心

人

物

，
或

說

一

個

故
 

事

，
或

寫

一

個

人

物

，
或

記

一

處

景

色

，
都

是

環
 

繞

着

呼

蘭

河

這

個

地

方

，
寫

下

了

呼

蘭

河

的

美

與
 

醜

，
批

評

了

當

地

人

的

愚

昧

無

知

，
却

也

記

下

他
 

們

與

生

俱

來

的

善

一

艮

品

性

。
這

些

風

格

在

蕭

紅

其
 

他

的

長

、
短

篇

小

說

中

都

有

所

體

現

。
如

「
手

J  

、

『
橋

」

、

『
王

阿

嫂

的

死J

是

對

不

合

理

的

社
 

會

的

抨

擊

，
作

品

充

滿

着

作

者

的

憤

懣

和

不

平

， 

却

含

而

不

露

；

「
看

風

筝

」

、

『
曠

野

的

呼

喊

』 

寫

出

了

志

士

的

勇

敢

和

民

族

的

覺

悟

。

「
牛

車

上
 

J

、

「
朦

18

的

期

待J

反

映

了

戰

爭

年

代

兵

民

的
 

苦

難

，
以

及

對

勝

利

朦

朧

的

憧

憬

。
茅

盾

曾

這

樣
 

評

論

她

的

小

說

：
看

來

故

事

和

人

物

零

零

碎

碎

， 

沒

有

貫

串

全

書

的

線

索

，
不

像

嚴

格

意

義

的

小

說
 

，
然

而

它

有

一

些

比

「
像

」

一

部

小

說

更

爲

「
誘
 

人

」
些

的

東

西

：
它

是
 
一 
篇

敍

事

詩

，

一 
幅

多

彩
 

的

風

土

畫

，

一 
串

凄

婉

的

歌

謡

。

蕭

紅

小

說

在

勾

勒

人

物

和

捕

捉

景

物

方

面

有
 

其

獨

到

之

處

。
擅

用

抒

情

的

筆

緻

叙

事

和

畫

家

的
 

筆

觸

黙

染

景

物

。
她

的

名

作

「
呼

蘭

河

傳

」

、

『 

生

死

塲

」

、

「
小

城

三

月

』
等

均

具

備

這

些

特

色
 

。
同

時

，
蕭

紅

還

有

一

種

特

别

的

幽

默

、
諷

剌

格
 

調

，
令

人

初

時

感

到

輕

鬆

，
逐

漸

却

覺

得

心

情

慢

榻

之

中

，
終

因

走

避

戰

禍

和

被

庸

醫

所

誤

，
而

於
 

一

九

四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含

恨

而

終

，

年

僅

三
 

十

一

歲

。
蕭

紅

病

重

時

寫

道

：

「
我

將

與

藍

天

碧
 

水

永

處

，
留

得

那

半

部

「
紅

樓

」
給

别

人

寫

了

。

山
為
產
婦
接
生
 
白
叟

孫

中

山

先

生

原

是

學

醫

的
 

，
亦

曾

經

學

以

致

用

，
懸

壺

濟
 

世

，
並

打

破

當

時

的

禮

敎

束

縛
 

，
替
 
一 
名

產

婦

接

生

。

一

八

九

二

年

，
中

山

先

生

*^*

 

名

人

畢

業

於

香

港

西

醫

學

院

後

，
曾

在

澳

門

和

廣

州
 

行

醫

了

-
個

時

期

。
他

醫

術

高

明

，
醫

德

高

尙
 

，
口

碑

載

道

，
所

以

求

醫

者

很

多

，
不

分

日

夜
 

，
雖

然

忙

個

不

休

，
但

他

毫

無

怨

言

。
有

一

次
 

，
翠

亨

村

故

鄕

有

個

陸

姓

孕

婦

難

產

，
性

命

堪
 

虞

，
而

在

舊

禮

敎

之

下

，
男

女

授

受

不

親

，
婦
 

女

分

娩

更

嚴

禁

男

子

接

近

，
認

爲

對

雙

方

都

不
 

宜

。
但

陸

婦

之

夫

救

妻

心

切

，
慕

名

登

門

向

中
 

山

先

生

求

助

，
中

山

先

生

欣

然

答

應

，
可

是

遭
 

到

端

母

阻

攔

，
力

言

男

性

若

爲

女

性

接

生

將

招
 

來

惡

運

，
中

山

先

生

却

堅

持

救

人

要

緊

，
又

駁
 

斥

了

迷

信

之

說

，
隨

即

施

行

手

術

，
爲

病

婦

接
 

生

，
結

果

母

子

平

安

，
充

分

顯

示

中

山

先

生

醫
 

者

父

母

心

的

品

德

。

不 

埃
及
政
府
前
些
時
發
出
警
告
， 

激
劇
増
良
的
人
口
已
威
脅
國
家
的
進 

弋
步
與
發
展
。穆
巴
拉
克
總
统
特
意
召 

開
全
國
人
口
會
議
，並
呼
籲
每
個
家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
從
隋
朝(
公
元
五
八
九.六
一 
八
年)
到 
庭
最
多
不
要
超
過
三
個
孩
子
，使
埃
及
下
一 
代
能 

明
朝
(
公
元
二
二
六
八!

一
六
四
四
年)
，，台5C

一
直
被
稱
呼
爲
丿

「
台

湾

」
地

名

的

台
生

有
较
好
的
生
存
環
境
與
機
會
。

埃
及
人
口
爆
炸
的
局
面
迫
在
眉 

睫
。據
官
方
统
計
，目
前
全
國
人
口 

約
五
千
五
百
萬
至
五
千
七
百
萬
，不 

妙
的
是
平
均
每
廿
七
秒
鐘
就
有
一
個 

雲 
新
生
要
兒
出
世
，每
八
個
月
就
帽
加

琉
求
或
瑞
求
，興
日
本
現
在
統
治
下
的
琉
球
羣
島
名
稱
混
然
不
分
。 

到
了
明
洪
武
時
，
因
琉
球
中
山
王
受
册
封
，才
稱
今
之
琉
球
爲
大
琉 

球
，
台

SE

爲
小
琉
球
。

據
日
人
伊
能
嘉
矩
著
《台
湾
文
化
志
》
一
畫
載
，
「
台5：

」這 

一
名
稱
是
由
济
語
轉
變
而
來
的
。伊
能
嘉
矩
認
爲
：
以
前
居
住
在
台 

南
安
平
一 
帶
的
先
住
民
西
來
亞
族
將
漢
族
移
民
稱
爲
「T
 a
i
 a
n
 

」或
「T
a
y
a
n
」
，其
音
譯
爲
「
台
安
」
。
困
此
漢
族
移
民
也 

慢
慢
地
把
自
己
移
居
的
地
方
叫
做
台
安
。到
荷
蘭
人
於
此
建
城
時
， 

把
當
地
記
錄
爲
「T
a
i
o
a
n
」或
「T
a
y
o
a
n
」或
「T
 

a
i

W
a
n

」0

另
范
咸
著
《

I1(
修
台32

府
志
》
載
有
《台«
隨
筆
》
•
段
文

<,•. 
的
頭
腦
，無
論
是
在
如
村
還
是
在
首
都
，平
均
每 

，該
文
說
：
「
台
村
於
古
無
考
，惟
明
季 
III
用
周
嬰
将
《遠
遊
編
》 

個
家
庭
至
少
有
五
個
孩
子
。

霄
了
一
百
萬
人
。照
此
速
度
，
到
一
一
零 

零
零
年
，埃
及
總
人
口
將
達
到
七
千 

萬
上
下
。

這
項
警
鐘
大
嗚
的
统
計
，仍
被 

認
為
過
於
保
守
。在
埃
及
，多
广
多 

孫
多
福
的
傳
统
觀
念
仍
然
统
治
人
們

載
《東
排
記
》
一
篇
稱
台
也
爲r

台：：：」

，蒞
南 

;?-也
。

…
…
」

UI

人 
過
多
，
嚴
重
阻
礙
着
埃
及
的
發
展
，
11

知
「T
a
i

W
a
n

」最
初
一H
譯
爲
「
台n

」
。
季
戯
光X
(
蓉
洲 
陰
功
的
是
教
育
：
學
校
不
得
不
一
天
卄
四
小
時
分

上
課
，每
班
學
童   

'M
至
，多
達
二
门
名
。

文
稿
》
則
爲
第
一
個
正
式
稱
呼
台3：

爲
「
厶
11:1:
」 

至
今
。

一呼

1

IAN CHEUNG 
張應生
傳呼：631.9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