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现代小说的成熟发展



• 第一节  小说创作走向繁荣和成熟

• 第二节 《子夜》 及茅盾对现代长篇小说的贡献

• 第三节   “激流三部曲”与巴金的家族叙事

• 第四节 《骆驼祥子》 及老舍平民世界的建构

• 第五节 《边城》 及沈从文的美好人性追求

• 第六节 《死水微澜》 及李劼人的 “大河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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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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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小说创作走向繁荣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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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整
个现代文学30年都伴随着现代小说的兴起、发展、繁荣与深化的辉煌历
程，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不同阶段、不同阶层的全方位认识，
寄寓了中国现代作家对民族命运、对现代人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深沉
思考和艰辛探索。中国现代小说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征体现了现代文学
史三个十年发展阶段的各自特征，彰显着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使命和时
代旋律。

    第一个十年即1917年至1927年，这是现代小说基本形态的确立期。
这一时期社会变革和文学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旧制度、旧思想、
旧道德的束缚，而这也是中国现代小说最重要、最突出的思想主题。鲁
迅的《呐喊》《彷徨》，以及叶圣陶、许地山、冰心、卢隐、王统照等
文学研究会代表作家创作的大量“问题小说”，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封建
制度和封建思想对人民精神的钳制和压迫，表现了人生诸多现实问题，
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严肃质问。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创造社
作家以主观抒情的浪漫形式凸显了人的个性解放，高扬了人的主体地位，
撕破了封建礼教的虚伪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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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小说进入第二个十年时，长篇剧增，与此同时出现了风格
各异的小说流派。伴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和深化，越来越多的作家形
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时代风云的洗礼和人生道路的行进中孕育了更
为丰富、复杂、成熟的思想和情感，他们曾经深受“五四”风暴的震动
和鼓舞，在20年代中后期投身文学创作，到了30年代成长为广受欢迎的
著名作家，他们继承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在积淀了更
丰厚的人生阅历，经历了更严酷的现实考验后，对现实主义艺术原则有
着更透彻的理解和更纯熟的运用，把新文学的小说创作提升到更高的水
平。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李劼人为代表，
在长篇小说领域获得了突出的成就。



6

第二节 《子夜》及茅盾对现代长篇
小说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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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省桐乡县（今桐
乡市）乌镇人。1921年，他担任《小说月报》的主编，对之进行革新，
使它由原来的鸳鸯蝴蝶派基地变为新潮小说的核心刊物。同年，他与郑
振铎、周作人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大力倡导写实主义文学，认为
新文学不仅要“表现人生”，还要“指导人生”，不仅要以人道主义精
神揭示出社会和人生的病苦，还需指出未来的希望，来激励人心，唤醒
民众而给他们力量。

    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茅盾以极大的精神打击。他带
着幻灭、矛盾的心态，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蚀》三部曲。1928年7月，
茅盾东渡日本，在那儿完成了他的几个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虹》。
1930年4月，长篇小说《子夜》的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举足轻
重的地位。之后接连出版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和《林家铺子》，长篇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篇小
说《走上岗位》，短篇小说集《委屈》《耶稣之死》，散文集《见闻杂
记》《时间的记录》等。

一、茅盾小说创作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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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盾又于1945年写了剧本《清明前后》，以揭露国民党的统治危机，
反映民主运动的高涨。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长期担任文化部部长，并
在1979年被选为中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81年3月茅盾
在京逝世，临终前，他将自己积蓄的稿费拿出来，委托作协设立茅盾文
学奖，用以奖励长篇小说的创作。

    茅盾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重要的倡导者，他不仅系统阐发了有关现
实主义的理论观点，明确提出了文学为人生的口号，而且以自己的创作
实践证明了现实主义的特有魅力。他大力提倡和积极实践现实主义文学，
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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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蚀》是茅盾的小说处女作，它由三个系列中篇组成：《幻灭》《动摇》
《追求》。这三部作品各自独立成篇，但又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均以大革命前
后的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和心灵历程为素材，深刻揭示了革命营
垒中林林总总的矛盾和在动荡中的阶级分化。作品表现了现代青年在革命前夕的
亢奋和革命来临时的幻灭，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做
最后之追求。
    在《幻灭》中，茅盾着力描写了一个抱着美好幻想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女
性静女士的悲剧。
    《动摇》反映的是1927年春夏之交，武汉政府蜕变以前，湖北一个小县城里
的风波。作品以较大的场面反映了那一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中的各色人物，其中
描写得最成功的是主人公方罗兰。
    《追求》写大革命失败后，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自的追求中所遭受
的不同悲剧命运，在他们悲观、颓废而又不甘于现实压迫的心理斗争中，我们可
以看到当时青年的普遍心态。

    茅盾的第一部小说《蚀》三部曲在艺术上已经显出了他独特的风格。他塑造
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蚀》三部曲中的人物是当时社会所客观存在的，
经过作者的加工、提炼、升华后体现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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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蔷薇》和《宿莽》两个集子是茅盾短篇小说的早期创作，在形
式技巧上更多借鉴了西方文学，较为真实地刻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悲哀的心灵历程。而《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则标志着他短篇小
说的成熟期的到来。
    《林家铺子》写于1932年6月，它叙述的是“一·二八”前后江南小
镇林家杂货店倒闭的故事。
   《春蚕》《秋收》《残冬》三部曲反映的也是中国农村的生活状况。
《春蚕》描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淞沪战役前后江南蚕农老通宝一家养蚕
“丰收成灾”的悲惨事实，具有深厚的时代意义。
    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既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也描绘了一幅浓
郁的江南水乡风土人情的优美画卷，作品中的景物描写自然生动，工细
的笔墨中含有深刻的象征意味，为烘托人物的心境作了殷实的铺垫。



二、标志现代长篇小说成熟的 《子夜》

•       《子夜》的出版，标志着茅盾创作的一个高峰，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创作实绩，也 标

志着现代长篇小说的成熟。 《子夜》原名 《夕阳》，１９３３年由上海光明书店出

版。 这部长篇巨作是作者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才动笔的。１９３０年，茅盾由于患上眼

病，医 生嘱咐他三个月内不能看书写字，他只好在上海各界人士间走动，为下一部小

说收 集生活素材。积累了一定的生活经验后，茅盾决定写一部作品来反映当时中国广

阔 的社会风貌。 《子夜》结构严谨宏大，全景性大规模多视角地反映时代社会，同

时又主线突 出，主次分明，纵横交错，有张有弛，有章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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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夜》成功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尤其是各类资本家的形象，极具典型意义， 

其中心人物吴荪甫更是充满鲜明的个性特征：他精明能干，有魄力，有灵活的手腕， 

雄心勃勃地想振兴中国民族工业；他憎恨外来的帝国主义及买办资本家，但自己又镇 

压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残酷地剥削压榨工人；他不仅同官僚买办资本家矛盾重重， 

而且同中小民族资本家庭内部也结下了许多矛盾，和妻子貌合神离；他既有道貌岸然、 

专干事业的一副面孔，同时又有奸污女仆、玩弄交际花的卑劣丑行……这一形象代表 

着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他的悲剧命运，是客观的社会和历史条件导致的必然结 

局。作为吴荪甫对立面的赵伯韬，这个买办资产阶级形象塑造得也相当成功。他是美 

国垄断阶级的爪牙，并与国内当权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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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盾是一位擅长心理描写的作家，《子夜

》在对人物心理的精雕细镂上取得了很大的成
功。茅盾针对不同人物的不同精神状态以及同
一人物不同时间的不同心理，分别采用不同的
语言，努力挖掘与揭示人物心理；对人物的心
理描写采用了正面、侧面多种角度，并通过对
人物潜意识和幻觉的描写来丰富人物性格。

         茅盾的文学创作一直追求现实主义的创作

原则，其小说的历史叙事真实地再现了时代精
神和时代面貌，同时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也使
他对于上海的都市书写有所批判，并且在《子
夜》中融入了对于都市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当时
逐渐兴起的革命力量的描绘，用宏阔的视角和
艺术的手法表现了当时真实的社会关系和阶级
状况，成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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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激流三部曲”与巴金的家
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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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小传：：

巴金：充满激情的叛逆者

          巴金 （１９０４—２００５），本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出生于四川成都一 个封
建官僚地主家庭，因从小失去父母，在家庭中受到他房长辈的欺压， 所以能比较真切地
感受到家庭专制对年轻人身心的摧残，对社会上一切 压制人性发展的专制制度都深恶痛
绝。巴金初期的小说主要有长篇 《灭 亡》，“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等，初步显示了巴金小说善于 描写家庭题材以及作品充满激情的特点；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开始问世的 “激 流三部曲”（《家》、《春》、《秋》），显示了巴金小说创作已经达
到了成熟 和高峰的境地；４０年代以后，巴金创作了小说 《憩园》、 《第四病室》、 
《寒夜》等，这些作品显示了巴金小说从艺术视野到整体风格的发展和 变化。巴金２０
０５年去世，他的创作生命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他最 看重的是作家个人情感
的真诚流露，追求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 因此，巴金自己始终在作品中作为一个
特殊的角色，奔走呼号，抒发情 感，评判曲直。这使他的作品达到一种忘情忘我的纯真
境地，这也是巴 金作品感人至深的魅力所在。



一、从 《家》到 《寒夜》

•           巴金描写家庭生活、抨击旧式家庭的腐朽与罪恶的 系列创作是以 “激流三部

曲”的第一部 《家》为起点 的，它凝聚了作家少年时代在封建家庭中获得的种种

生 活印象与人生经验。在 《家》中，作家着重写了高家祖 孙之间的矛盾冲突，写

了封建家长高老太爷如何在绝望 中死去，孙儿一辈的高觉慧如何冲出家庭的束缚，

奔向 社会广阔的天地。在 《春》中，作家又引入了另一个大 家庭——周家，对照

地描写了父女两代人的冲突，并以 淑英和惠两个女性的不同结局，为青年人反对封

建家庭 专制指出了道路。《秋》的气氛更加悲哀、肃杀，留在 高家的地主们一个

个沉溺于声色之中，加速着自行灭亡 的进程；而那些无力反抗封建家长压迫的弱小

者，则加 倍地受到心灵的摧残，不可挽回地成了旧制度的陪葬， 如枚少爷的死、

淑贞的死，都为这毫无价值的生活方式 增添了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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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家》到 《秋》，不但小说的基调从高
昂转向低沉，而且在叙述方式上也由主观 的倾
诉型转向客观的叙述型。尤其是 《秋》，几乎
没有基本的故事线索，完全由着生活 的自然发
展，如实地记录了这个地主家族一天天的败落进
程，大量的生活细节描写支 撑着小说的框架，
读起来令人感到琐碎、沉闷、冗长，但小说的艺
术效果也令人感到 更加逼近于生活。到了１９
４４年发表的中篇小说 《憩园》，一种新的风
格已经定型，小 说的艺术技巧也显得更加圆熟。
《憩园》是巴金在抗战后期创作的一部重要小说，
从题 材上说，它是 “激流三部曲”的一个分支，
将 “激流三部曲”中的一个纨绔子弟的故 事进
行了移植与重新创造。小说的主人公杨梦痴不务
正业，沉湎于吃喝嫖赌之中，肆 意挥霍祖产，
终于在大家族败落以后被家人驱赶出门，沦为乞
丐，潦倒而死。但作家 没有一味谴责这个人物，
而是从更加宽泛的人性的角度，探讨了旧式家庭
教育的缺陷、 伦理的悲剧以及人与人之间缺乏
沟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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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叛逆者和忍耐者：巴金小说最为关注的艺术形象

          巴金的小说创作有着他独特的审美追求，他的作品喜欢以家庭为题材，从家庭

来 剖析整个社会的本质。巴金写作总是充满主观激情，融身为作品中的一分子，
满腔热 忱地在作品中呐喊呼号。在作品中充分投入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人生
的领悟，这 是巴金创作的一个独特追求。而在他所塑造的人物群像中，有两类人
最为光彩夺目， 那就是叛逆者和忍耐者。 在他的代表作 《家》中，其主人公觉
慧就是一个典型的叛逆者的形象，是一个 “幼稚而大胆的叛徒”，他第一个看出
了封建家庭必然崩溃的趋势，并渴望它尽早瓦解。 于是在家庭反封建斗争中，他
总是站在最前列。他反对大哥觉新的 “作揖哲学”和 “抵抗主义”，而信奉 “
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的人生哲学，并以此作为行动指南 鼓励自己和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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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既写了觉慧性格中大胆叛逆的一面，同时也写出了他的 “幼稚”。觉慧的 

“幼 稚”，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他所反抗的敌人的腐朽性和吃人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
过高地 估计了个人反抗的作用。高老太爷死前，为了缓和一下祖孙的矛盾，做了一个
姿态， 说冯家亲事不提了，觉慧就以为二哥的逃婚斗争胜利了。于是，觉慧的思想性
格，不 仅明显带有他出身阶级的局限性，同时也带有 “五四”时期一般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 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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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剧照



•         《寒夜》中的男主人公汪文宣也是一个忍耐者的形象，他是一个忠实、本分、为人

忠 厚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大学教育系。在生活与事业上他没有过高的要求，只想与妻
子合 办一所 “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使自己学来的知识有用武之地；在生活上，
他希望 有一个美满的小家庭，过上既俭朴又自得其乐的生活。为办不成教育，他被迫
在一个半 商半官的图书公司里担任一个小职员，拿着微薄的薪金。他生性怯懦，整日
在公司里战 战兢兢、担惊受怕，生怕伤害他人。在家庭生活中，他又处理不好妻子与
母亲的关系， 被搅得头昏脑涨。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痛苦万分，却又偏偏
染上了肺病，最 后在抗战胜利到来时的锣鼓声中悲惨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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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骆驼祥子》及老舍平民世
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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