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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作家基于现实生活的记录，文学作
品的核心思想是反映时代背景与主流思想内涵。萧红与梅娘作品
以女性形象为主题，突出表现普通女性在封建传统家庭中的女性
地位与旧社会下背景下的家庭伦理道德，赞扬女性意识的苏醒，
并对传统社会下女性命运给予同情和理解。

1　从萧红作品《小城三月》倾听传统女性的心声
“小城三月”是萧红作品集中的一篇中篇小说。女主人公

翠姨是作家的远方亲戚，虽家庭出身贫寒，但相貌出众，心地
善良。翠姨有一个心上人，是她的表哥，男主人公家庭条件优
越，相貌堂堂，知识渊博，为人诚恳。翠姨在情窦初开的年
龄看到表哥的第一眼，就暗生情愫，念念不忘。她非常想对表
哥表达自己的情感，却考虑到传统家庭因素及世俗的目光不敢声
张，将自己炽热的情感埋在内心深处。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
翠姨更加没有机会向心上人表达自己的感情，表哥出身于大户人
家，留学归来工作后祖母就为其安排了婚事，女方是一位出身
名门的大家闺秀，与表哥一见如故，情投意合。本是一桩门当
户对的好事，但这件喜事对于翠姨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她知道自己无法跟表哥在一起，却没想到祖母这么快就为他安排
了定亲，她得知消息后心灰意冷，渐渐的对一日三餐都没有了
胃口，年轻美丽的少女变得日渐憔悴。

此时有人向翠姨提亲，继母心中十分高兴，这门亲事如果
能定下来她可以得到价值不菲的礼金。继母知道平时与翠姨的母
女关系不是特别融洽，于是请求祖母去说和，祖母一直以来嫌
弃翠姨的出身，在加上翠姨是五月节出生的，便欣然答应的这
门亲事。(农村的传统观念认为五月节出生的女孩运气不佳，长大
以后命运不好。)翠姨虽然心中不悦，但她不敢反抗，不敢拒绝，最
终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翠姨婚后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丈夫忙于生意，很少跟妻子
有情感上的沟通和交流，两人聚少离多。翠姨并不怨他，她知道
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她只是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无奈与懊悔。
古老的大宅院、空荡荡的房间、铁门上的深铜锁、寂寞的生活这
一切的一切使女主人公深感疲惫，她无数个夜晚回忆起自己的一
生，只有与表哥在一起的点滴时光是照亮她心中的一盏灯，而现
在这微微烛光也离她渐行渐远，自己的生活已然没有意义，带着
这样的忧伤与执念翠姨最终原则了死亡。

2　从梅娘作品《鱼》解读自由女性的真挚爱情
《鱼》作为“水族”系列中比较经典的文学作品，讲述

了女主人公“芬”的爱情故事，以主人公的家庭出身为背景，青
春岁月为主线，为世人塑造了一个敢于向传统社会和封建大家族
挑战的勇敢女性的真实形象。

女主人公芬是出生于封建旧社会的大家闺秀，在女性普遍没
有受教育的时代，芬通过自己的努力读到了高中，良好的学生教
育将芬培养成了一位善良聪慧，开朗大方的新女性。她从心底认
为女性与男性应该是平等的，女性也有自己选择幸福生活的权力。
因此，情窦初开的芬不能接受父亲安排的婚事，选择离家出走，打
算去世间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在鱼龙混杂的旧社会她认识了令
她一见倾心的林省民，芬觉得自己陷入了爱河，义无反顾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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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他。然而对于林省民来说，芬的出现只是打发自己平淡无
聊婚姻生活的借口，他即渴望芬带来的真挚情感，又割舍不下
自己的原配婚姻，抛弃不了自己的妻儿，一时陷入两难的境
地。但最终他无法摆脱金钱的诱惑，狠心的抛妻弃子，为了自
己的利益选择与芬在一起。

然而，芬是一位聪明的女性，婚后不久就揭穿了林省民的
谎言，婚后他的残酷冷漠与婚前的殷勤讨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凭什么你白吃我饭，吃我饭就要听我说，我叫你往东你休想
向西”，这种大男子作风使芬更加清楚的看到他的伪善，她感
到没有尊严，下定决心摆脱这段失败的婚姻。

琳是林省民的弟弟，芬与丈夫吵架后无人倾诉，便会到琳这
里来诉说。与哥哥林省民在品行本质上不同的是，琳是一位风度
翩翩，勤奋善良的男子，他能理解芬的苦楚与无奈。两人因感情
上的共鸣走在了一起，然而琳虽然没有封建旧社会男性普遍存在
的大男子主义，但是最终因害怕外界的流言蜚语对芬提出了分手，
琳对感情有太多的顾虑和担心，两人的爱情注定以悲剧收场。

3　封建传统家庭文化下女性个人命运
《小城三月》的女主人公翠姨与中篇小说《鱼》中主人公

芬都是满洲国时期传统家庭背景下女性的代表人物。不同的是，
主人公的性格命运各不相同，《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因出身卑
微，成长的过程缺少亲人的关心和家人的陪伴，长大之后略有
自卑的心理，因此面对心上人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心意，家庭
环境与成长经历注定了她与爱情有缘无分，只能向命运屈服。
而中篇小说《鱼》的主人公芬虽然也出生于封建大家庭，但她性
格开朗，敢爱敢恨，虽然生活中未遇到真心实意对自己的另一半，
但正确的自我价值观使她勇敢的从低落迷茫的生活中走出来，这
种自我救赎的价值观与积极的生活状态体现出满洲国时期新时代
女性的独立与进步。

由此可见，古老封建的旧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女性的自
由和发展，但并不代表女性需要向命运低头，旧时代女性虽大多
未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但在精神上拥有自我觉醒的权力和意识，
满洲国女性作家笔下的家庭文学作品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为家
庭文学作品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4　结语
满洲国时期家庭文学作品与中国传统家庭文化息息相关。通

过对满洲国时期部分女性作家经典文学作品的分析，解读传统社
会下女性的家庭生活与个人命运，思考新时代女性的成长历程，
进一步从家庭文化视角下思考中国传统文学，促进中国文学作品
的发展。同时中国文学作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无论何时都独具时代魅力与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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