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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
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也”。
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
说，结构都很简单。
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
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
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
。
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
致巅峰状态。
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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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篇小说《星》成功塑造了一个从蒙昧中日渐觉醒，在驯顺中起而抗争的女性形象。
农妇梅春姐一直在丈夫的冷淡和凌辱中过着逆来顺受的非人生活，直到革命的星火袭来，梅春姐在对
爱情的追求中开始一步步觉醒，终于无畏地走上了抗争之路。
小说通过主人公几经曲折的经历来展现时代的风云变幻，将多变的场景、错综的人物和纷杂的情节处
理得有条不紊。
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小说更以细腻的心理描写与内心独白，突破了当时革命文学脸谱化的粗疏笔法
，为文学史增添了浓酽的    叶紫以其悲壮而情感深挚的小说创作，理应在文学史上获得更高的评价和
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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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紫(1910—1939)，原名余昭明，又名余鹤林，湖南益阳人。
现代作家。
1927年父亲等家人遇害，开始流亡，1931年到上海。
1933年加入左联，并开始文学创作，1939年病逝于湖南老家。
著有短篇小说集《丰收》、  《山村一夜=》，中篇小说《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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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星丰收夜雨飘流的回忆叶紫作《丰收》序叶紫的小说叶紫论叶紫生平琐记鲁迅与叶紫叶紫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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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激越的妇女解放呼号　　叶紫十分重视现实社会中的妇女问题，也通过自己的笔锋来竭力塑造历
史潮流中涌现的新女性形象。
这是因为：一，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所铸就的精神与物质的重轭，使中国妇女承受了难以言喻的痛苦
和牺牲，近现代中国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家、作家都毫无例外地重视妇女问题，叶紫亦然；二，叶紫
自己独特的遭遇使然，因为他的两个姐姐都是大革命时代从事妇女运动的骨干：大姐余裕春当过兰溪
女子联合会会长，后来还担任过短期的益阳县副县长；二姐余也民曾任益阳县女子联合会会长，在“
马日事变”后英勇牺牲；三，叶紫一度在上海女子书店工作，曾为该店出版的《女子月刊》写稿，并
为该店编印的“女子文库”撰写《现代女子书信指导》一书。
女子书店的主持者姚名达、黄心勉夫妇是两个进步的文化人，姚后来在抗战中殉国，《新华日报=》
曾发讣文，黄当时是一个热心的女权运动鼓吹者，于30年代中期病逝。
职业环境可能也促使叶紫对妇女问题倍加关切。
　　作为革命作家的叶紫，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考察妇女问题的，他正确地揭示：“社会的经
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原动力，社会的经济力是一切社会制度和社会思想的总枢纽。
要想把女子的地位提高，我以为应在这一方面着手。
”（姻女经济独立与教育平等》）这是符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并切中问题的症结所在的。
叶紫对苦难深重的中国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纵贯古今地指出：“中国的妇女，受了数千年封建
遗毒的磨折，怎么也抬不起头来。
即使智识妇女，也还有许多是脱不了樊笼的。
她们所受的只有痛苦与压迫。
国民革命以后的现今，又何尝不是一样呢？
‘男女平等’还只是一句口号，痛苦与压迫丝毫没有解除。
”同时对“农妇女工”等劳动妇女的厄运更是扼腕悲叹，同情她们“永远没有接触智识的机会”，愤
慨于“环境和礼教的两面胁迫，间接的直接的剥削与榨取，无疑地已把她们打人人间地狱。
”（同上）总之，叶紫对于妇女问题的正确认识，是跻身于当时思想界先进的行列之中的。
　　正是基于这样先进的妇女观，叶紫在创作实践中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其中
有舍生取义的伟大而无私的母性——刘螉妈（《向导》），其中有勤苦、坚忍如地母般忍辱负重的寡
妇丁娘（《懒租》），其中有在污浊的泥泞中挣扎求活却又饱孕母爱的船妓秀兰（《湖上》），其中
有纯真、娇憨、狡黠、自尊，敢于蔑视与戏弄地主少爷的村姑桂姐儿（《偷莲》，⋯⋯作者对以上风
姿迥异的妇女形象，有的景仰之情在笔端横滥，有的同情之泪在纸上流淌，有的则于悲悯中稍事批评
，有的则于欣赏中复加赞美，然而都无不浸润着自己发自深心的爱，正是这种如同地泉般汩汩而涌的
爱，再加上作家笔力的泼辣洗练，这些形象即使着墨不多也都血肉丰满，能促使读者为她的壮烈行为
而感奋，抑或为她的凄苦遭际而悲泣。
　　叶紫笔下塑造得最凸现的妇女形象，则是中篇《星》的主人公梅春姐。
《星》所着力表现的是农村劳动妇女如何在亘古未有的农民运动怒潮中，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激发，
在窒闷滞重的囹圄中幡然觉醒，挣脱封建宗法与传统观念的羁绊，追求光明自由，投身革命斗争的历
程。
在30年代中期以前问世的左翼文艺作品中，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以劳动妇女作主角，以及试图反映
革命潮流催化妇女命运剧变的大型作品，因而它的思想意义与历史作用不容低估。
即从作品在当时产生的社会效应看，它也产生了积极的反响，《星》刚在郑振铎、章靳以主编的《文
学季刊》第二卷第三期（1935年9月）披露不久，立即就有评论家撰文指出：“这作品可说是1935年中
国最有希望的一个新人的作品。
”①同篇评论还指出《星》与某些“太重事面的渲染而疏忽了人性的解剖”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品迥
然不同，梅春给读者的印象就不是“一种抽象的意识的化身，而是有强固的灵魂的血肉之躯站在我们
面前”，进而推论作者构思中的梅春就决不是一个“空洞的轮廓”，而下笔时是“善于写人物的性格
心理”的，甚至认为“人物是写到了独步的程度”，推崇《星》“好像孤耸在黑夜的大海上的灯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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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有睥睨一切之概”。
以上评述反映了评论者犹如在草丛中发现一朵鲜花似的欣喜心情，固然难免有溢美之辞，但感觉与印
象还是切实的、合度的。
　　梅春的形象给人以清新出俗之感，在于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为革命所孕育与推进的妇女解放运动在
农村中产生的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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