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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女作家乡土作品代表作《大地》、《呼兰河传》、

《贞妇》、《巫峡里的一个女子》、《水》、《我在霞村的

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对乡土文学发展奠定了扎实

的基础，用女性独特的视角对乡土风情、乡土人情进行了描

写，丰富了我国文坛的发展，展现出了我国现代女作家的文学

风采，成为我国文坛上浓墨重彩的惊鸿一瞥。本文将针对现代

女作家乡土作品及其地位相关内容进行详细分析。

1　乡土文学作品简介

上世纪20 年代诸多作家群体寓居在的都市，并且接受着现

代文明的春光，在“五四”新思潮的洗礼之下，现代文明的思想

已经逐步照进了这些作家的心中，乡土文学作品也是由此种环境

得来。乡土文学作品几乎已经成为当时作家们重要的创作题材，

在进行乡土文学作品书写的过程中，不仅具备对乡土风景的描写，

还通过对特殊风土人情的描写、特殊人类命运的呈现，满足人们

对农村人、物、事的畅想和好奇心。在乡土文学作品阅读时，可

以让读者们感受到普遍性，以及人们共同对命运的挣扎[1]。很多

乡土文学创作者都是在目击现代文明与农村宗法制度差异之后，

在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的启迪之下，带着对童年时光的追忆

和会议，引入了乡愁笔触，将“乡间生死、泥土气息”跃然纸上，

呈现出了农村地区的风土人情。从总体层次上来看，乡土文学作

品呈现出了可贵的人文情怀和民族化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

堪称一大创作的潮流风气。在乡土文学作品当中，往往可以让人

联想到一些奇趣盎然、质朴的田园诗意，可以让人感受到浓厚的

乡土气息。月下小景、水乡夜色、空灵雨景等，都能展现出乡土

文学当中对景色描写的精湛，这也展现着乡土文学作品自身具备

美学特征。但是从而客观层次上来看，乡土文学当中也潜在一些

愚昧、粗鄙、野蛮的民俗乡规，并且呈现出了很多残酷的压迫情

况，若单纯的认为乡土文学知识叙述心灵上的净土或者描写诗情

画意，那么则无法从全面角度上对乡土文学作品进行窥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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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代女作家乡土作品分析

2.1 20年代初期

从客观层次上来看，我国现代女作家乡土作品的创作时间相

对较在，并且所涉及农村题材和内容非常丰富。在陈衡哲《巫峡

里的一个女子》当中，不仅描写了巫峡垦荒的艰苦生活，而且还

描写了巫峡的孤寂之美，阐述了农妇“她”携丈夫入巫峡垦荒的

故事，展现出了农村地区的自然风情和人文精神。冰心《六一姊》

当中，作为一种儿时回忆类别的乡土作品，呈现出了冰心与村姑

六一姊的故事，并且展现出了六一姊的言行举止、总角之交。冰

心和陈衡哲的两部文学作品，都是新闻学最初的一批乡土小说。

沅君最为新文化时代之后的现代女作家，乡土文学作品的创作数

量较少，并且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品都是回忆故土的文学创作。《劫

灰》当中，沅君回忆了故乡闹土匪的事件，阐述了村里人为了互

助村寨死伤严重。这一部文学作品不仅具备极大的文学性，而且

还具备深远的历史性，展现出了当时背景之下当地的农村疾苦。

从时间层次上来看，陈衡哲、冰心、沅君都是20年代初期的女性

作家，代表作乡土文学作品的篇幅都相对较小[3]。

2.2 20年代末期

20 年代末期，现代女作家乡土作品数量不断增多，并且衍

生出了诸多社会影响性较大的现代女作家乡土作品。白薇的三幕

话剧《打出幽灵塔》，主要呈现的内容，便是表现较早的农民

运动，在现代戏剧史当中展现出重要地位。20 年代末当红的丁

玲在转向左翼之后，最主要的成就便是创作出了著名的乡土小

说，例如《水》、《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等多个题材的和内容俱佳的作品。丁玲的乡土作品当中，

主要是以回忆的方式呈现，并且具备较强的逻辑性、现实性。

罗淑也是比较有名的现代女作，创作出《生人妻》等乡土名篇

著作。萧红也是这个时候出现的现代女作家，乡土作品影响力

较大。相比丁玲不同，萧红的创作是在不同城市创作的，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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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走过青岛、上海、东京、香港等地方，但是都会怀念东

北老家，为此萧红创作了《生死场》、《牛车上》、《呼兰河传》、《小

城三月》等诸多作品，与鲁迅所说的“侨寓”有所差异，萧红在

描写乡土文学作品时，更加侧重抒写乡愁、回忆乡土风情，展现

出了东北地区浓郁的人文风情画面[4]。

2.3数量少

从客观层次上来看，现代女作家数量相对较少，并且很多

现代女作家接触乡土题材都相对较少，对于乡土作品创作更是寥

寥无几。除了丁玲、萧红等少数现代女作家偶尔涉及到乡土作

品，很多现代女作家对于乡土文学涉及都相对较小。二十年代末

到四十年代初，在“五四”女性文学已经呈现出衰败、疲惫的现

象，主要作家或沉默或辍笔或进入书斋做学者，进入文坛已经从

高峰期过渡，很多现代女作家呈现出了隐退之意，出现了思想艺

术停滞不前的现象。在此阶段之下，丁玲、萧红的乡土作品在延

续现代女作家创作的基础上，浸染了“五四”文学气息，并且有

了新的成就，构建出了诸多具备创新性精神的乡土文学作品。例

如，在此阶段，冰心创作了《冬儿姑娘》、《张嫂》以及涉及到诸

多社会下层、表达对劳动大众深切同情的乡土作品。这些乡土作

品便是这个时期最为优秀的小说内容。从而客观层次上来看，在

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这一段时间的现代女作家乡土文学作品，

它的前任是“五四”女性文学，所以这个阶段的现代女作家乡土

文学创作存在“洋气”场景，并且存在一些描写大都会的场景，甚

至有时还会在乡土文学当中出现英文内容。在二十年代末到四十

年代初这一段时间，很对现代女作家的作品当中，会展现出诸多

新女性的特征，并且这些新女性都比较有文化。但是现代女作家

乡土文学作品当中，更加侧重写封建制度、传统封建思想在农村

地区对女性的压迫。很多乡土文学作品当中，会出现土里土气的

农妇形象，此种形象也是对五四女性文学负面表现。丁玲在此阶

段进行乡土文学创作时，便挖掘农村题材，在《莎菲女士的日记》

有过微言，明确了这部使她成名的小说并不是以批判观点进行构

思的，而是不自觉的染上了一层伤感。丁玲对自己属于“五四”时

代烙印这一观点认知有所不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现代

女作家乡土文学作品与独立文学具备一定的差异与对立性[5]。

3　现代女作家乡土作品地位

3.1拓展了女性创作维度

上世纪二十年代，市场化经济逐渐发展，促使农村地区的

人口朝着城市转移，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人口进入到了城市当中，

知识分子与农村的距离拉远，促使离家的知识分子们也更加关注

农村地区的发展情况。在此种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女性作者都

参与到了乡土作品创作当中，将笔触延伸到了乡土世界当中，她

为女性作品打来了新的创作维度，并且进入到了一个宏大的叙事

场景当中。借助乡土作品创作，萧红、丁玲、林白等作家，都以

女性的的视角来呈现出了农村地区的风土人情、风景图像，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觉醒了女性文化创作意识，促使女性创作的过程中，

更加关注乡土世界[6]。

3.2女性创作获取新的精神资源

女性最佳的创作视角和男性作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看待事

物的眼光与内心世界表达也存在差异。将女性作家的内心精神资

源拓展到乡土世界之后，关注的对象由女性知识分析拓展到具备

普遍意义的广大农村女性当中，个体本身蕴含的孤独和歇斯底里

则以一种群体的方式存在，其中涵盖了自由自在、包容客观的精

神渲染，可以从女性的世界看待农村地区的自然风光、看待农村

地区的乡土风情，不断充实了文学领域，展现出了乡土作品当中

女性的细腻和婉约，是女性思想的表达和精神传递[7]。

3.3为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

现代女作家乡土作品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为乡土文学的发展

带来了新的可能，尤其是在“五四”文化的侵染之下，为现代女

作家乡土作品创作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在现代女作家乡土作品当

中往往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性，从女性的视角下，对传统封

建思想、封建观念进行了批判。相比传统的乡土作品来说，现代

女作家乡土作品更加细腻的从女性的视角看待了乡土风景、乡土

人情、乡土故事。例如，当林白转向乡土文学创作时，人们可以

透过文章、透过作者的笔触感受到作者个人特质思想，为乡土世

界带来新的色彩。在《万物花开》当中，从女性视角展现出了乡

村自然环境的生机盎然；在《妇女闲聊录》当中便是一种新的尝

试，构建出了以“他者”为主体的个体生活经验分享类型的乡土

作品创作书写形式[8]。

3.4呈现出了新的乡土世界姿态

现代女作家乡土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充满了争议，当知识

分子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当一个人不再是农民，怎么样为农村、为

农民代言，只能借助回忆或者想象的方式。现代女性作家进行乡

土文学创作，在通过对农村地区的素材搜集、想象、追忆等诸多

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立场对乡村文学内容进行展现。之所

以乡村文学自身具备生命力，是因为现代女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

的过程中，跨越了性别立场、跨越了观点立场，通过多个角度描

写乡村文学素材。相比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作者来说，很

多现代女作家能够在看到更广阔世界的基础上，重新对展现出了

乡村文学身后丰富的文化内涵、生活高度，从多个角度、多个姿

态呈现出了一个全新的乡土世界[9]。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乡土文学创作作为文学领域浓墨重彩的一笔，

女作家的贡献功不可没。现代女性作家创作出了诸多优秀的乡土

文学作品，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气息移在纸

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较自觉可贵的民族

化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女性乡土文学创作潮流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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