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茅盾小说精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茅盾小说精选>>

13位ISBN编号：9787563931149

10位ISBN编号：7563931147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秀枫 编

页数：361

字数：242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茅盾小说精选>>

前言

　　茅盾是我国“五四”以来现代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之一。
他以具有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创作、精深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众多的文学翻译作品，在文学史上
竖起了一座丰碑。
茅盾的小说顺应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社会现实的变化，对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进行了新
的拓展，并向中长篇延伸，大大提高了中国现代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反映人的心灵的深度。
由于茅盾的创作，中国的现代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开始走向了成熟。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的一个大家庭中，1981年在北京逝
世。
茅盾的一生始终置身于时代运动的浪潮中，并从中汲取营养来指导他的文学创作。
茅盾自小就接受了比较开明的家庭教育，读过私塾，也读过“新学”。
其父沈永锡思想开明，是当时的“维新派”人物。
由于父亲早逝，茅盾是在母亲的教育下成长的。
　　中学时代的茅盾就开始积极地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浪潮之中，因学潮被嘉兴府中学斥退后，茅盾转
入杭州的安定中学。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预科三年期满后，由于家境窘迫，茅盾于1916年8月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工作。
此时，他开始翻译、编辑中外书籍，并开始发表文章。
　　五四运动期间，茅盾以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的姿态为之呐喊助威。
1920年，他发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和《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等论文，开始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
1921年，他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建“文学研究会”，并接手曾被鸳鸯蝴蝶派占据的《小说月报》
的编辑工作，将之改革成了新文学的坚固阵地之一。
茅盾不仅编辑了大量“新潮小说”，而且还从理论上予以大力支持，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进一步
阐述和完善“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这一时期，茅盾还致力于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对俄国文学和前苏联文学，做了大量介绍
和翻译工作，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
茅盾是最早从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知识分子之一。
1920年他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1925年直接参加了“五卅运动”，并于同年作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留广州工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茅盾赴武汉，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
官。
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1927年“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茅盾撤离武汉，隐居上海。
　　从1925年至1927年这一阶段，可以说，茅盾一直处在革命运动的中心，接触了大量的人和事，极
大丰富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不仅为他今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素材，而且对他创作思
想的形成也颇为重要，影响深远。
“四一二政变”，给许多思想上没有充分准备的革命知识分子带来了精神上的沉重打击。
茅盾正是在这种情状下，带着极为痛苦与矛盾的心境开始从事小说创作。
从1927年秋至1928年6月，茅盾很快完成了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
）的创作。
　　1928年7月，茅盾东渡日本，这一时期完成了短篇小说集《野蔷薇》和《泥泞》、《陀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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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等短篇小说，同时还潜心撰写关于中国神话和欧洲神话的论著，先后出版了《神话杂论》、《中
国神话研究ABc》、《六个欧洲文学家》、《骑士文学ABc》《近代文学面面观））、《现代文学杂论
》等著作，并以《读》等论文参与国内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国，积极参加了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并一度担任
其执行书记，与鲁迅先生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促进了左翼文学的蓬勃发展。
同年冬天，茅盾开始写作两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路》和《三人行》。
　　在左联期间，特别是1932年前后到1937年抗战爆发，是茅盾创作的鼎盛时期，长篇小说《子夜》
的问世，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代表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由此走向成熟。
而《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短篇小说的发表，不仅拓展
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土小说的题材范围，而且赋予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充分展示了茅盾强
大的创作生命力。
　　抗战时期，茅盾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
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和剧本《清明前后》等。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文革”时期，曾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1981年辞世。
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茅盾文学奖
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
　　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茅盾作为“为人生而艺术”最热切的主张者和实践者，站在社会
前列，深入现实，正视现实，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社会矛盾，表现时代精神。
茅盾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也是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在其大量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
论文中，茅盾反复强调“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反映时代精神和广阔的社会人生
，这不仅要求作家能洞察社会生活的各个横断面，而且还要透视社会发展的方向，从而真实地全面地
反映社会现象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思想状况，使文学成为社会历史的画卷。
与此同时，茅盾成功地刻画了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成就了中国文学乃
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作品。
　　茅盾主要是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的。
他的长篇小说蜚声文坛，影响广泛，开创了史诗式长篇小说文体，促成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文体的成
熟。
他的优秀中短篇小说也因思想的深刻和精湛的艺术表现而一直为人们所称道。
　　茅盾根据一年多来经历的大革命中的一些人物、事件，以及原来写下的一个小说提纲，创作出了
他的第一部小说《幻灭》。
发表时用什么笔名却颇费周折。
后来，他想到当前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
的矛盾，以及自己生活和思想上的矛盾，就随手在《幻灭》的题目下面写了个新的笔名：矛盾。
叶圣陶认为小说写得很好，但是对于笔名，则建议把“矛”改为“茅”，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有
了“茅盾”。
不久，茅盾又发表了《动摇》、《追求》，两年后与《幻灭》合成三部曲以《蚀》为名，由开明书店
出版。
在《蚀》的扉页上，茅盾写下这样的题词：“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
，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
的机会。
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励。
”193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子夜》，则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拥有着独特的
地位，与同一时期的其他长篇小说创作，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李劫人的
《死水微澜》等，共同标志着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及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熟。
　　茅盾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与长篇小说一样，始终秉持着对社会对人生深刻变化的剖析，在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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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学地真实记录社会深刻变化。
正因如此，茅盾的小说创作被评论家归类为社会剖析派。
这种“深刻的剖析”是建立在对社会对人生深刻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
正如当年郁达夫所指出的，茅盾“惟其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
　　茅盾说：“我严格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
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
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
”茅盾与其他写自我经历为主的作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理性的小说家，他有着较大的气度、气势
和气魄。
茅盾认为，“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
的社会现象”；“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代，并且同时一定
是不倦的战士”。
　　茅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从各个阶级的人与人的关系分析中，揭示
出特定历史时期生活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这从作者的许多作品对人物活动及其社会环境的描写中就可见一斑。
例如《蚀》三部曲，其对革命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描摹就是建立在大革命前后动荡时代的背景之上的
，以客观描述的方法艺术地再现大革命失败前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
描绘和记录时代的史诗性质的作品《子夜》，充分表现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陷于
困境的时代特征，通过各式各样的人物描写，反映了不同社会集团与阶级和人与人之间尖锐的矛盾和
斗争。
　　茅盾小说史诗般的宏阔和厚重，在于它所展现的广阔的历史画卷式的社会生活。
茅盾的小说，异常注重题材的选择及在立意上的开掘，总是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敏锐的洞察力去捕
捉那些能够充分把握时代脉搏的重大题材。
他的小说，无一不与剧烈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
　　茅盾在1920年代末的早期创作，以《蚀》三部曲、《虹》以及收入《野蔷薇》中的短篇小说为代
表，集中取材于从“五四”到大革命失败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透过他们的心灵历程来反映当时
中国由社会革命所引起的剧烈的社会变革。
193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创作鼎盛阶段，以《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与长篇巨著《子夜》为代表
。
这一时期，茅盾着眼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波澜壮阔地表现了整个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都市、城
镇、农村的阶级矛盾和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相交织的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
茅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小说创作，如《第一阶段的故事》、《走上岗位》与《惊蛰》、《
春天》等，也无不取材于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
　　茅盾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刻性与广阔性，表现在作者在描摹社会生活、展现社会背景、揭示时
代精神的同时，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茅盾的小说中，人物形象是多种多样的。
农民、工人、小市民、知识分子、时代女性、买办资本家、民族资本家、地主恶霸、地下革命者、市
井恶棍等，可谓无所不包。
在准确把握人物阶级属性的同时，他还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
性，因而他笔下的诸多人物都具有典型意义。
如“农村三部曲”中的老一代农民老通宝、新一代农民多多头，《创造》与《蚀》三部曲与《虹》等
小说中的时代女性娴娴、静女士、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子夜》中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等，都
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茅盾小说所呈现的宏阔的史诗性和创作态度上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
，而这也恰恰是今天的文学创作所忽视和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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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茅盾小说精选》选收了茅盾先生经典的短篇小说7篇，中篇小说2篇。
精选了除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外，还收录了《创造》、《幻灭》、《动摇》等另外5部中短篇
小说。
茅盾的长篇小说蜚声文坛，影响广泛，开创了史诗式长篇小说文体，促成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文体的
成熟。
他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与长篇小说一样，始终秉持着对社会对人生深刻变化的剖析，在剖析中科学
地记录社会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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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创造
小巫
林家铺子
春蚕
秋收
残冬
水藻行
幻灭
动摇
茅盾年表（1896—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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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靠着南窗的小书桌，铺了墨绿色的桌布，两朵半开的红玫瑰从书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边探出
来，宛然是淘气的女郎的笑脸，带了几分“你奈我何”的神气，冷笑着对角的一叠正襟危坐的洋装书
，它们那种道学先生的态度，简直使你以为一定不是脱不掉男女关系的小说。
赛银墨水盒横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洁的吸墨纸版倒成了很合适的一对。
纸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旧信。
那边西窗下也有个小书桌。
几本卷皱了封面的什么杂志，乱丢在桌面，把一座茶绿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杆自来
水笔的笔尖吻在一张美术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颊上。
其处凝结了一大点墨水，像是它的黑泪，在悲伤它的笔帽的不知去向；一只刻镂得很精致的象牙的兔
子，斜起了红眼睛，怨艾地瞅着旁边的展开一半的小纸扇，自然为的是纸扇太无礼，把它挤倒了，—
—现在它撒娇似的横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细绿字：“娴娴三八初度纪念。
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
”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刮过的。
　　织金绸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
更左，直挺挺贴着墙壁的，是一口两层的木橱，上半层较狭，有一对玻璃门，但仍旧在玻片后衬了紫
色绸。
和这木橱对立的，在右首的沙发椅之右，是一个衣架，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类。
再过去，便是东壁的右窗；当窗的小方桌摆着茶壶茶杯香烟盒等什物。
再过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妆台了。
这里有一扇小门，似乎是通到浴室的。
椭圆大镜门的衣橱，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柚木床，和那珠络纱帐子，和睡在床上的
两个人。
和衣橱成西斜角的，是房门，现在严密的关着。
　　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
天蓝色沙丁绸的旗袍，玄色绸的旗马甲，白棉线织的胸褡，还有绯色的裤管口和裤腰都用宽紧带的短
裤：都卷作一团，极像是洗衣作内正待落漂白缸，想见主人脱下时的如何匆忙了。
榻下露出镂花灰色细羊女皮鞋的发光的尖头；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躲在梳妆台的矮脚边，须得主人
耐烦的去找。
床右，近门处，是一个停火几，琥珀色绸罩的台灯庄严地坐着，旁边有的是：角上绣花的小手帕，香
水纸，粉纸，小镜子，用过的电车票，小银元，百货公司的发票，寸半大的皮面金头怀中记事册，宝
石别针，小名片，——凡是少妇手袋里找得出来的小物件，都在这里了。
一本展开的杂志，靠了台灯的支撑，又牺牲了灯罩的正确的姿势，异样地直立着。
台灯的古铜座上，有一对小小的展翅作势的鸽子，侧着头，似乎在猜详杂志封面的一行题字：《妇女
与政治》。
　　太阳光透过了东窗上的薄纱，洒射到桌上椅上床上。
这些木器，本来是漆的奶油色，现在都镀上了太阳的斑剥的黄金了。
突然一辆急驰的汽车的啵啵的声音——响得作怪，似乎就在楼下，——惊醒了床上人中间的一个。
他睁开倦眼，身体微微一动。
浓郁的发香，冲人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转过头去，看见夫人还没醒，两颊绯红，像要喷出血来。
身上的夹被，早已撩在一边，这位少妇现在是侧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织的长及膝弯的贴身背心，
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珠络纱筛碎了的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动的水珠。
　　——太阳光已经到了床里，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实想，又打了个呵欠。
昨晚他睡得很早。
夫人回来，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时他还觉得很倦，无非因为今晨三点钟醒过来后，忽然不能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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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看见窗上泛出鱼肚白色，才又朦嚎的像是睡着了。
而且就在这半睡状态中，他做了许多短短的不连续的梦；其中有一个，此时还记得个大概，似乎不是
好兆。
他重复闭了眼，回想那些梦，同时轻轻地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
　　梦，有人说是日间的焦虑的再现，又有人说是下意识的活动；但君实以为都不是。
他自说，十五岁以后没有梦；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这句话：　　“梦是不会没有的，大概是醒后再睡
时遗忘了。
”她常常这样说。
　　“你是多梦的；不但睡时有梦，开了眼你还会做梦呵！
”君实也常常这么反驳她。
　　现在君实居然有了梦，他自觉是意外；并且又证明了往常确是无梦，不是遗忘。
所以他努力要回忆起那些梦来，以便对夫人讲。
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轻轻放过；他不肯让夫人在心底里疑惑他的话是撒谎；他是要人时时
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摊出全灵魂来受他的拥抱。
　　他轻快地吐了口气，再睁开眼来，凝视窗纱上跳舞的太阳光；然后，沙发榻上的那团衣服吸引了
他的视线，然后，迅速地在满房间掠视一周，终于落在夫人的脸上。
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熟睡的少妇，现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闭合得紧紧的，正是昨天和君实呕气时的
那副面目了。
近来他们俩常有意见上的不合；娴娴对于丈夫的议论常常提出反驳，而君实也更多的批评夫人的行动
，有许多批评，在娴娴看来，简直是故意立异。
娴娴的女友李小姐，以为这是娴娴近来思想进步，而君实反倒退步之故。
这个论断，娴娴颇以为然；君实却绝对不承认，他心里暗恨李小姐，以为自己的一个好好的夫人完全
被她教唆坏了，昨天便借端发泄，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评了一番，最使娴娴不快的，是这几句：　　
“⋯⋯李小姐的行为，实在太像滑头的女政客了。
她天天忙着所谓政治活动，究竟她明白什么是政治？
娴娴，我并不反对女子留心政治，从前我是很热心劝诱你留心政治的，你现在总算是知道几分什么是
政治了。
但要做实际活动——嘿！
主观上能力不够，客观上条件未备。
况且李小姐还不是把政治活动当作电影跳舞一样，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时髦玩意罢了。
又说女子要独立，要社会地位，咳，少说些门面话罢！
李小姐独立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社会地位？
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尔登，在月宫跳舞场！
现在又说不满于现状，要革命；咳，革命，这一向看厌了革命，却不道还有翻新花样的在影戏院跳舞
场里叫革命！
⋯⋯”　　君实说话时的那种神气——看定了别人是永远没出息的神气，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骂槐
，更使娴娴难受；她那时的确动了真气。
虽然君实随后又温语抚慰，可是娴娴整整有半天纳闷。
　　现在君实看见夫人睡中犹作此态，昨日的事便兜上心头；他觉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离开他
，觉得自己再不能独占了夫人的全灵魂。
这位长久拥抱在他思想内精神内的少妇，现在已经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了。
这在自负很深的君实，是难受的。
他爱他的夫人，现在也还是爱；然而他最爱的是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行动为行动的夫人。
不幸这样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娴娴非复两年前的娴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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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矛盾小说精选》选收的小说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学典型，并十分注重作品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和
重大性，能反映时代全貌及其发展的史诗性，提供了一幅中国现代社会演变的宏阔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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