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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铁凝的农村题材小说选取农村生活中平凡的人和事，叙说这些人不同的

生活背景、社会背景和生存境况，塑造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铁凝小

说中的农村女性形象大体可分为美善的天使、宽容的母亲、勤劳智慧的女强人

与放纵的风尘女四种类型。在塑造这些农村女性形象时，铁凝始终坚持人文关

怀，体现了她对女性生命的诗意礼赞、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揭露和对男权主义文

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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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兼中国作家协
会主席、著名作家铁凝自步入文坛后，多年来始

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创作风格，在小说、散文、

随笔、戏剧影视文学等多种文学样式上都取得

了巨大成就。在其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农村题

材的小说数量非常多且占据重要地位。铁凝以

自己独有的生命体验、生活经历和对女性的思

考构筑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乡村女性世界，如

《哦，香雪》《孕妇和牛》《村路带我回家》《大妮

子和她的大披肩》《那不是眉豆花》《秀色》《嫦

娥》《意外》《小黄米的故事》和“三垛”系列

（《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等。

铁凝的文笔富有感染力，既凝练、温厚又冷

峻、不失理性。铁凝在其所构筑的女性世界里，

用不同的方式勾勒出了丰富多彩的女性线条，

颠覆了传统女性观念，沉重而又细腻地揭露了

女性命运的悲剧轮回，并对女性的生存境况进

行了反思，直击人物内心深处，全方位、多视角

而又大胆直白地描绘出女性生存世界一幅幅恬

静而又惊心动魄的图景。目前学界对铁凝作品

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她的长篇小说上，而对其中

短篇小说的研究还不够。铁凝在其短篇小说集

《六月的话题》中写道：“我的写作是从短篇小

说开始的，短篇小说锻炼了我思维的弹性跳跃

和用笔的节制，我一直试图用我的实践来证明

短篇小说的价值。”［１］本文拟选取铁凝中短篇

小说作品中的农村女性形象，从其小说所反映

的对女性生命的诗意礼赞、对生存困境的揭露

和对男权主义文化的反思三个方面探讨铁凝对

农村女性的人文关怀。

　　一、对女性生命的诗意礼赞

铁凝中短篇小说中的乡村题材小说主要是

对乡村人、事、物和真、善、美的由衷赞美，其中

的许多小说都落笔于人的心灵和生存境况。铁

凝的乡村书写，是以生命历程中的一段乡村生

活形成的特殊记忆所构筑的对乡村的叙述和描

述，带有极强的主体性和心灵化［２］。乡村生活

的亲身经历是铁凝能够塑造出多姿多彩的农村

女性形象的基础。铁凝的小说中虽也有众多的

男性形象，但通读她的小说，我们会发现：男人

是成就女人故事的陪衬，是女人的悲剧、喜剧、

丑剧中的重要道具，是女人形象塑造的必要条

件。在铁凝的乡村书写中，着墨最多的还是对

女性生命意义的礼赞。

铁凝的作品大多是寻找带有原始生命体验

的女性形象，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生存境

况的描述直接而又详实。与其他女性作家相

比，铁凝是反映乡村真善美的忠实写作者，她的

中短篇小说中塑造的第一类女性形象就是一个

个纯真、善良、美好的小天使形象，如《哦，香

雪》中的香雪，《孕妇和牛》中的“孕妇”，《大妮

子和她的大披肩》中的大妮子，《那不是眉豆

花》中的“大嫂”，《意外》中的山杏等。她们都

对生活充满热情，对各种生命形式的存在充满

了好奇和向往，在追求“村外面”的生活时，她

们又始终保持着纯真和善良，犹如凡间的天使

快乐地成长着。在表现农村女性真善美的小说

中，《哦，香雪》最具有典型意义。人们在分析

探讨铁凝小说中纯真善良的人物形象时，也是

首选这个叫香雪的姑娘。《哦，香雪》是铁凝的

成名之作，该作品对乡村及其人物的描写充满

了诗情画意，呈现出一幅景色优美、民风淳朴的

乡村世界。当铁轨铺到藏于深山的台儿沟里，

火车在这个宁静的小山村里停留了一分钟，便

给台儿沟的姑娘们带来了新鲜的事物、新的向

往和希望。一些简简单单的物品交换、一个个

不经意的关心，就可以表达出人们的善良和无

私，那是人与人之间可以共同感受到的东西。

生活在贫困农村里的人们常常拥有宽容、洒脱

的善良品性，物质生活虽贫乏但精神世界是丰

富的。人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一种

真善美，如《那不是眉豆花》中的“大嫂”，《村路

带我回家》中的乔叶叶。铁凝的小说中很多都

是先用大量的笔墨描写男性，以此作为女性登

场的铺垫。例如，《那不是眉豆花》中的“大嫂”

是在“我”的一系列叙述中出场的，而且没有名

字。“大嫂”是因为家庭贫困才嫁给不健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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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婚后很不幸福。但是“大嫂”并没有对

生活失去信心，她一直宽容忍耐，并把学知识的

愿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以此来给自己的生活

点燃一束弱小的光。铁凝总是用温暖的笔触描

写女性的善良和纯真，这与其女性身份和细腻

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铁凝中短篇小说中第二类女性形象是宽容

伟大的母亲群体。“母亲”这个词伴随着中华

文明的发展，蕴含着最深挚的感情。铁凝小说

中的“母亲”有着传统的慈祥、宽容和伟大，也

有着颠覆的性格；有美丽的一面，也有“丑”的

一面，这样的母亲形象往往不易被作家表现出

来，但确实是真实的母亲形象。卢升淑［３］曾指

出，如果女性是美女虚像的牺牲者，那母性就是

圣母虚像的牺牲者。铁凝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则

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如《孕妇和牛》中的“孕

妇”，《麦秸垛》中的大芝娘和《青草垛》中的大

模糊婶。《孕妇和牛》中的“孕妇”形象偏向于

传统，她对于肚子里的孩子充满了爱意，对文化

知识充满了无尽向往和追求。该小说以很大篇

幅来描写“孕妇”趴在石碑上抄录那些海碗大

的字，这对于不会写字的“孕妇”来说比田间劳

作还难，是肚子里的小生命给了她力量，给了她

新的希望和期待。对子女的爱可以说是母亲的

原始本能，子女的幸福就是母亲的幸福。在铁

凝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三垛”中，《麦秸垛》中的

大芝娘和《青草垛》中的大模糊婶是有着相似

生活和性格的母亲形象。母爱的光辉在大芝娘

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的形象是最丰满的。

被抛弃的大芝娘并没有怨恨和抱怨，只要一个

孩子就满足了她的全部愿望。而当这唯一支撑

她活下去的支柱惨死的时候，她把自己关起来

一阵子后又重新振作起来。在对待知青杨青和

沈小凤以及小孩五星时，她展现了一个母亲的

慈爱和温暖。

铁凝中短篇小说中还有一类女性现象就是

勤劳智慧的女强人。农村女性中不乏勤劳能干

的女性，但有些只能适应农村环境下的土地劳

作。铁凝小说中有一类勤劳智慧的女性，她们

成功进入城市成为“女白领”。提到《嫦娥》和

《法人马婵娟》中的两位女主人公，不由得让人

想起现在形容女性的一个词———“女汉子”，她

们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比男性还强。她们也是一类特殊的农村女性，

是从乡村成功进入城市的女性，成为“女白领”

是乡村女性选择的一种命运突围方式［４］。《寂

寞嫦娥》中的“嫦娥”扛煤气罐、爬梯子取钥匙，

表现了她的力量和智慧，凭借着自己的健康之

美和人格魅力，成了佟太太，最后凭借自己的努

力，成功创业，并把自己的儿子儿媳接过去一起

生活。《法人马婵娟》中的马婵娟虽其貌不扬，

但她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养活自己。从在

食堂打杂到开设“沁芳苑”酒家，都表现出了她

的勤劳和生存智慧。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她反

其道而行之，利用自己的相貌开创了“梦无常”

来吸引顾客，成为一名成功的“女白领”。

铁凝中短篇小说中的这三类女性形象是农

村中善良、温暖、勤劳的女性群体的代表，虽然

形象迥异，但有共通之处，即突显女性特有的细

腻心理和善良本性，体现了铁凝对农村女性的

诗意礼赞。

　　二、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揭露

审美是铁凝小说的主调，审丑是她完善人

物形象的一种补充。在生存困境的重压下，女

性被迫堕落，表现出不雅的行为、丑陋的举动，

如“棉花地里的女人”“店里的小黄米们”。但

是铁凝的目的不是写丑，而是对女性生存困境

的揭露与思考。在铁凝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棉

花”，以洁白、柔软的棉花比喻女性，但洁白的

棉花也容易被烂叶和泥土污染。铁凝的小说中

虽塑造了一类风尘女形象，但很少涉及性爱场

景，小说中出现的女性裸体都是一种无邪的赤

裸，如同自然、生命的原初［５］。

铁凝笔下女性的丑陋行为很多都是由生存

困境造成的。《棉花垛》通过讲述米子、乔、小

臭子等几个女人的故事，揭示了女性生存的真

相，重新思考和审视了女性的生存状况。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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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她的女儿小臭子是典型的性放纵者，她们生

活在一个种棉花的村子，靠出卖肉体为生。命

运的悲剧具有轮回性，米子和小臭子走着同样

的道路。小臭子对这条道路的选择，米子对这

条道路的接受都是自然而然的，仿佛到了一定

年龄就要走这样一条路一样，生存的境况让她

们别无选择。但小臭子的命运就没有米子幸

运，由于时代的变迁，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小臭

子和乔都被先奸后杀。《小黄米的故事》中的

“小黄米”是深山里的贫苦姑娘，山村物质的贫

乏让她产生了对物质的渴望，最后她找到了一

种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方法，那就是出卖自己

的肉体。另一篇小说《秀色》虽然也写到了女

性出卖身体，但本质不同。《秀色》讲的是一个

非常缺水的村子里的故事，讲述了农村中的物

质贫乏，在这样的生存困境中女性甘愿牺牲自

己来留住打井队伍。“在没有水的地方，你还

指望谁有廉耻呢”［６］，一句话在让人心灵震颤

的同时，又生出无限的悲哀。生活的贫困、物质

的贫乏让女性成了性工具。

无论是农村题材小说还是都市题材小说，

铁凝自始至终表现出了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揭示

和思考。因为生活的贫困和文明进步中异化问

题的毒害，女性的尊严被践踏，原本纯洁的女性

变成了堕落的风尘女子。对这一类女性形象的

描写是铁凝对女性生存境况的揭露。

　　三、对男权主义文化的反思

悲剧是文学的一个永恒话题。在铁凝的乡

土小说中，农村女性的悲剧主要体现在其婚恋

上。通过对农村女性婚恋悲剧群体的描写，铁

凝表达了对男权主义文化的反思。中国的封建

传统礼教一直残害着女性，三从四德、男尊女

卑、一女不嫁二夫、明媒正娶等男权主义文化，

造成无数女性的悲剧。这些残存的礼教一直压

抑、折磨着女性，造成了她们爱情和婚姻的悲

剧，这在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１９９０年代，农
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仍普遍较低，农村女性还

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权利。随着社会的进步

和发展，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

身上的物质枷锁虽被卸掉了，但精神枷锁依然

存在。在农村女性的世界中，生活、婚恋是头等

大事，很多的婚恋只是为了生活，这是男权主义

文化压迫下女性的悲剧。自我权利意识的缺

失，使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农村女性的宿命。

在铁凝的小说中，农村女性的爱情几乎没

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农村女性对待爱情是一味

地付出，不自觉地把爱情当成摆脱生存困境的

方法，在《女人的白夜》中，铁凝这样描写农村

女性和城市女性对待爱情的不同：“一个农村

姑娘对我说，她一定要等学会写情书再谈恋爱；

一个城市姑娘对我说，她讨厌她的未婚夫是因

为他太爱她。”［７］《青草垛》中的沈小凤就把爱

情看成一味地付出，跟很多农村女性一样，坚守

着“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麦秸垛》中的杨

青是一个有思想、有爱情主体意识的进步知青，

但她最终还是走上了与沈小凤一样的道路。沈

小凤和杨青都只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在男权

主义文化中女性无法摆脱这种悲剧的宿命，因为

男权主义文化视女人为肉欲对象，并试图任意地

占有和享用［８］。例如，《棉花垛》中的乔和小臭

子，她们都是被男性先奸后杀。《棉花垛》中所

描写的女性根本就没有爱情的意识，米子随便找

个人就嫁了，小臭子也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

西跟了秋贵。

农村女性的婚姻都是遵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这种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加之婚后的女

性一直固守传统的为妻之道，最终酿成其婚姻

悲剧。铁凝笔下少有相濡以沫的夫妻，婚姻对

女性来说只是一种形式。在铁凝的小说中，造

成女性婚姻悲剧的原因既有残存的封建礼教的

毒害，也有男权主义文化下女性自我意识的缺

失。大芝娘和大模糊婶都是受封建礼教毒害的

典型，她们都固守“一女不嫁二夫”的旧观念，

在自己的孩子去世后，就把自己的爱寄托在别

人家的孩子身上，她们的婚姻是毫无意义的、是

悲剧性的。《棺材的故事》是一部既荒诞又真

实的小说，女主人公肥肥的婚姻是无爱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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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整天受到丈夫的虐待，遇到同是卖菜的大

宽后，两人心生爱意，不久便在棺材里约会，但

两人最终也没过上幸福的生活，在棺材里活活

被闷死，永远地待在了棺材里。《村路带我回

家》中的乔叶叶的婚姻更是别人给她选择的，

她不爱盼雨，周围的各种声音决定了她的婚姻，

她成了牺牲品，自此便困死在农村。爱情和婚

姻是农村女性整个人生的重点，本该是女性蜕

变的一个转折点，但在男权主义文化的压迫下，

变成了女性人生悲剧的导火索。对遭受婚恋悲

剧的女性群体的塑造，表现了铁凝对男权主义

文化的反思。

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

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反映生活，表达作者的书

写意识和思想情感。铁凝的农村题材小说选取

农村中平凡的人和事，通过对这些人不同的生

活背景、社会背景和生存境况的描写，塑造了一

个个女性形象，反映了铁凝对女性悲剧命运、生

存困境、无爱婚姻的思考和关注。铁凝始终坚

持人文关怀，其小说既有对农村女性生命的诗

意礼赞，也有对农村女性在男权主义文化压制

下生存境况和婚恋悲剧的反思。

参考文献：

［１］　铁凝．六月的话题［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６：２．

［２］　张倩．论铁凝小说中的乡村书写［Ｄ］．扬州：扬
州大学，２０１０．

［３］　卢升淑．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与母性［Ｄ］．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０．

［４］　韦春妹．论铁凝小说中乡土书写的两歧性［Ｄ］．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２０１４．

［５］　戴锦荣．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
性文化［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４５．

［６］　铁凝．铁凝精选集［Ｍ］．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２０１２：３４８．

［７］　铁凝．女人的白夜［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６：３７４．

［８］　谢文欣．论铁凝小说中的女性形象［Ｄ］．南昌：
南昌大学，２０１１．

（上接第４９页）
［５］　张争艳，王化波．珠海市老年人口养老意愿及

影响因素分析［Ｊ］．人口学刊，２０１６（１）：８８．

［６］　陈建兰．空巢老人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苏州的实证研究［Ｊ］．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０

（２）：６７．

［７］　高晓路，颜秉秋，季珏．北京城市居民的养老

模式选择及其合理性分析［Ｊ］．地理科学进

展，２０１２（１０）：１２７４．

［８］　牛喜霞，秦克寅，成伟．城市居民社会化养老

意愿的调查研究：以淄博张店区为例［Ｊ］．兰

州学刊，２０１３（７）：９７．

［９］　焦亚波．上海市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

素［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９）：２８１６．

［１０］鄢盛明，陈皆明，杨善华．居住安排对子女赡

养行为的影响［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１）：

１３０．

［１１］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７［Ｍ］．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７：９２．

［１２］２０１７年开封市政府工作报告［ＥＢ／ＯＬ］．

（２０１８－０９－２８）［２０２０－０５－０７］．ｈｔｔｐ：∥

ｗｗｗ．ｋａｉｆｅｎｇ．ｇｏｖ．ｃｎ／ｓｉｔｅｇｒｏｕｐ／ｒｏｏｔ／ｈｔｍｌ／ｆｆ８０８０

８１４２２５ｃ２ｂ７０１４２２５ｅ３００ｃａ０１６ｂ／ｃ７５ｃｄ１２６ｃ７ｄ６４２

ａ３ｂ３ｆ８ｅｅａｃｆ９７２ｆ８７ｂ．ｈｔｍｌ．

［１３］罗亚萍，史文静，肖阳．城市居民养老方式的变

化趋势、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对西安市

居民养老方式的调查［Ｊ］．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１）：７８．

［１４］风笑天．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

［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２５６．

［１５］吴飞．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建构与政府能促型

角色［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５（３）：２８．

［１６］穆光宗．我国机构养老发展的困境与对策［Ｊ］．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２）：３１．

·７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