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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杨

罗淑创作简论

罗淑 ,四川简阳人 ,生于 1903年 。她早年在乡下及成都读书,1929年赴法国留学。1933年 回

国后 ,曾 在上海从事翻译和教育工作。1936年 ,她在巴金、靳以合编的《文季月刊》上发表了处女

作《生人妻》,受到文艺界的重视 ,此后便在文坛上辛勤耕耘。1938年 2月 ,不幸于产后被误诊而

病逝。罗淑的作品不多 ,主要有短篇小说集《生人妻》、《地上的一角》和小说散文集《鱼儿坳》。她

的创作生涯也不长 ,前后不过一年多。然而 ,她却在短促的时间内,以
“
自己的声音

”
显示了独特的

创作个性 ,以 其有限的作品开拓了自己独有的艺术天地 ,“以她留下来不多的几篇文字活在人

心峋 ,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立了她光辉的文学地位。

在
“
五四

”
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中,曾 出现过不少著名的女作家。她们都以自己的文学成就蜚声

于文坛。但由于诸种原因 ,这些作家往往把视线和感情囿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 ,或在作品中抒发

个人的情怀 ,一 己的忧伤 ;或 以身边的青年男女 ,多愁善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作品的主人

公 ,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及命运。如冰心初期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有一个冰's在 内,爱母亲、爱小

孩、爱大 自然 ,满 蕴着爱的温柔 ;卢 隐作品处处可见她旧日生活的痕迹 ,充满
“
焦灼而苦闷的呼

问
”
;丁玲早期的作品,大都是以表现二十年代青年知识女性精神上的迷乱、傍惶和苦闷而引人瞩

目;即使是四十年代步入文坛的张爱玲 ,由 于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关系,她的作品也主要是描

写上海和香港等地的中上层社会 ,刻 划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男男女女的悲欢离合及其变态心

理 ,仍未走出旧的生活圈子。而罗淑则与她们大相径庭。她一开始创作 ,就不似若干女子沿着身

世凄凉的传统的路子写些哀怨的词句⒆ ,而是注目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寄情于劳苦大众 ,把笔

触伸向四川沱江中下游流域的广大农村 ,描写出一幅败落、凋敝、悲凉的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生

活图画。在《生人妻》中,她描写了一个农民被迫忍痛出卖妻子的悲惨故事 ;在《桔子》中,表现了桔

农阿全叔为还债不得不低价卖桔的痛苦 ;而《井工》、《阿牛》、《地上的一角》、《鱼儿坳》等篇 ,则描

写了刚从农民转化为手工业工人(除劳动方式变了,其他方面仍是农民)的盐工的悲惨生活。在罗

淑之前 ,描写盐工生活的作品,除了楼适夷的写海盐工人的短篇小说《盐场 ,l,卜 ,无人涉笔 ,四川沱

江流域山地农民的生活 ,也从未有作家描写过。而罗淑则独辟蹊径 ,她在作品中所展现的四川沱

江流域农民和井盐工人生 活的独特画卷 ,无疑拓宽了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题材的新天地。对

此 ,李健吾先生曾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特别是那些关于盐厂的断片小说 ,把一个我从来不曾接近



第 5期 杨国华 :罗淑创作简论

的世界展现给我看 ,似乎还没有第二个作家注意这个偏僻角落。⑩显然 ,在题材的开拓方面 ,罗

淑是有其独特贡献的。

左拉赞扬巴尔扎克说 :“他的伟大 ,是 因为他描绘了他的时代 ,而不是因为他杜撰了一些故

事。吨绘制时代生活的画面,体现时代精神,给读者以强烈的时代感 ,是构成文艺作品的思想价

值和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因素。罗淑作品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 ,还在于她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她所
生活的时代 ,深入地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的方面。

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是富庶的 ,但在内忧外患的三十年代 ,生 活在这里的农民却贫困破产 ,

竭尽全力而无法维持生计。《生人妻》中的卖草人夫妇 ,由 于生活日趋艰难 ,不得不卖掉原有的一

点田地及房子 ,靠打草为生。他们每天辛勤劳动 ,开始还能勉强糊口,后来连草也卖不出去。为了

给妻子一条生路 ,丈夫不得不满怀屈辱与羞愤 .卖掉妻子。《桔子》中的阿全叔一家 ,惨淡经营 ,盼

来了桔子丰收 ,但迫于欠债 ,却 不得不被狡诈的商贩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去 ,连孙子想吃一个也

不可得。《轿夫》中的年青妇女 .为 了
“
肚皮

”
,不得不

“
挂着一件给汗水灰尘糊紧了的褴褛的衣裳

”
,

女扮男装 ,忍受打骂和凌辱.充 当抬轿的苦役c在 罗淑笔下 ,写的几乎都是丧失和正在丧失土地的

农民,或者被迫离开土地另谟主路的农民。通过农民被无情地抛出历来的生活轨道 ,被抛出世代

所赖以生存的土地的种种遭遇 .作家十分真实地表现了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破产 ,人 民日益贫困 ,

陷于绝境的严酷事实 :在最能展示出
“
家乡特别倩况

”
的关于盐工生活的作品中 ,罗淑则真切地再

现了盐灶地狱般的生活帛劳动场景 :盐工们没日没夜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精疲力竭之时 ,不

得不
“
用一节竹签两头捏个小泥巴把眼皮上下绷起来

”
,继续替厂主干活,但吃的却是

“
有砂子磨

牙的开水皈
”
,经常

“
销在牛粪便中。

”
(《 井工》)不仅如此 ,他 们还不被管事工头当人看待 ,牛 马不

如。《井工 0中老瓜的父亲在盐灶上干了二十年 ,失脚跌进沸腾的盐锅里 ,连尸首也见不着。而牛

死了 ,管事还念它有功劳 .结它一个全尸。老瓜只因偷吃了管事的埋在土里的死牛 ,竞被加以
“
挖

坟盗尸
”
的罪名而开除cC阿牛》中的何管事 ,不仅在经济上盘剥阿牛 ,还霸占了阿牛的母亲 ,在精

神上践踏了阿牛的尊严。罗凝以满怀同倩和悲愤的笔触 ,描绘了盐工所受的非人的肉体折磨和封
建的超经济剥削 ,再现了广大农民在水深火热中痛苦地煎熬和挣扎的辛酸与痛苦。

罗淑不仅描绘了农民盐工悲惨的生活画面 ,还 以敏锐的思想和观察力 ,从经济关系入手 ,揭

示了盐厂主、灶户和盐工、农民的阶级对立状况 ,揭示出当时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在作者笔下 ,

广大农民一天比一天贫困 ,他 们被迫丧失土地 ,出 卖劳力 ,租地欠债 ,而厂主和灶户却是
“
家家

发
”

,“成千成万地蕉。
”
正如《地上的一角》中的阴阳先生对二爷所说 :“总之 ,他 们越发 ,你们就越

败
”

,“ 他们发就只有你们曰灶了,难道个个都发财 ?”富者越富 ,穷者越穷 ,这是旧中国阶级矛盾的
生动写照。罗淑借阴阳先生之口,道 出了

“
人吃人

”
的旧中国剥削制度的实质 ,反映出社会生活的

本质特征。与此同时 ,罗淑还将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联系起来描绘 ,形象地揭示出管事、灶户等之

所以横行霸道 ,是 因为有所谓
“
法律

”
、
“
国法

”
、
“
公事

”
等国家机器为他们撑腰。《地上的一角》中的

盐贩们恳请主管盐税的
“
公垣

”
不要取消

“
敷水

”
,就被斥为

“
好不懂法律

”
;农妇向盐工讨盐水 ,也

遭到
“
穿黄短衣的公事人

“
拖你进公垣

”
的威胁。老实的二爷仅仅因为在称盐时被拥挤的人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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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搡 ,踉跄扑在王师爷身上 ,竟被加以
“
抗税

”
、
“
闹事

”
的罪名扣押。《阿牛》中的小阿牛 ,因 母亲被

管事霸占而痛斥了管事 ,也被管事以不孝顺母亲 ,q已国法
”
的罪名而重打五十鞭。通过对这些有

恃无恐的公事人和管事打着法律、国法的旗号胡作非为 ,欺压人民的罪行的描写 ,罗 淑尖锐地揭

示了旧中国国家机器的反动本质 ,使作品县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列宁说 :“判断历史的功绩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所需求的东西 ,而是根据他们比他

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⑩在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们也描绘了农民的斑斑血泪

和声声呻唤 ,写 出了乡土中国日趋破败衰亡的时代悲剧。但由于作家重在思想启蒙 ,缺乏对社会

矛盾的典型概括 ,对于悲剧的原因往往还只是归结于饥荒、疾病以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弱点 ,

诸如愚昧无知、狂赌烂饮等等。有的乡土文学虽然写到了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的阴影 ,但除了正面

描写军阀混战酿成的祸害外 ,这些方面的内容一股都相当模糊淡薄。和前辈作家不同,罗淑不仅

用很多笔墨正面从经济关系和劳动场面来描绘农民的生活 ,而且融入了鲜明的阶级意识和政治

意识 ,揭示出产生悲剧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这就使她的作品具有充实的社会生活内涵 ,对生

活的反映具有相当的艺术深度 ,呈现出与二十年代乡土文学不同的特点。如果说二十年代的乡土

文学具有浓郁的伦理批判色彩 ,表现出以反封建为内容的基本主题的话 ,那末罗淑的小说则具有

强烈的阶级斗争气息 ,展现了反帝反封建相交融的深刻内涵。这些作品 ,和 同一时期左翼作家优

秀的农村题材作品一起 ,共 同汇成了三十年代乡土文学的创作大潮。

西班牙作家 M· 德利维斯在他的《小说技法研究》中说 :“一部小说的要素是人物 ,塑造活生

生的人物是小说的主要任务。⑩文学作品的力量实际上是形象的力量。罗淑创作的成功 ,除 了其

题材真实独特 ,开掘深刻之外 ,还在于塑造了一批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她笔下的人物形象是生

活中典型化了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 ,有血有肉,又带有时代的烙印 ,显示出较深

刻的思想内涵和生活底蕴。如果说 ,二十年代写作乡土文学的作家 ,还重在揭示广大农民的悲苦

命运和所受的封建主义毒害 ,所着重渲染的还大都是农民的愚昧和麻木 ;刀阝末 ,在罗淑的作品中 ,

则有了显著的变化和发展。罗淑没有将笔墨仅仅停留在对人物悲苦命运的描绘上 ,也较少写人物

身上的痼疾和因袭重担 ,而是着力于开掘人物性格中的积极因素 ,写他们与屈辱生活的搏斗 ,赞

美他们美好的心灵 ,表现他们倔强的灵魂。她笔下的人物 ,无论是劳动妇女、井工 ,还是贫苦农民 ,

都再也不是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的可怜虫 ,而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作着挣扎 ,并且倔强地挺立着

的强者。他们乐观、倔强、自爱自重 ,有着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及坚韧不拔的生活意志。《刘嫂》中的

刘嫂 ,经历异常悲惨 ,十五岁上被人拐卖 ,在一个大户人家当女 ,不久被主人奸淫后赶出来 ,在临

街的茅厕里生下孩子。她当过佣人 ,讨过饭 ,嫁过三个男人 ,“个个都打我
”
。命运是如此坎坷不幸 ,

但她对生活却始终没有绝望。当主人辞退她时 ,别人劝她去求情 ,她却说 :“人只要有两只脚、两只

手 ,到处好找饭吃 ,我连叫花子都当了 ,还有什么做不来。
”
此后 ,她为生活到处流落。但不管生活

如何艰辛 ,她都抱着
“
那里黑就那里息 ,一个人总不会饿死

”
的信念 ,顽强地追求着生的权利。在罗

淑前后 ,不少作家写过女佣,有 的同情她们不幸 ,有的赞美她们忠厚 ,有 的鞭挞她们的堕落 ,唯有

罗淑塑造了一个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豪放不羁 ,刚强无畏的形象。这种积极乐观、坚毅的精神 ,也

同样突出地表现在《生人妻》中的
“
妻子

”
,《轿夫》中的女轿夫身上。当我们看到

“
妻子

”
在新丈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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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那样惶惑无助之时 .还倩不自禁地忙着喂猪的情景和女轿夫在一片哈哈声中说出女扮男装抬

轿是
“
为肚皮

”
之时.都不由得生起一种崇敬之情。在这些健康、执著、刚强的形象中显示出来的永

不熄灭的求生意志卸氵替在的精神力量 ,使读者感受到的已不再只是沉重的压抑 ,而能看到觉醒的
希望。

罗淑笔下
=∶

丿、力 .一方面有着坚韧不拔的生活意志 ,同 时 ,也决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一旦

生活的运行莛出≡常妁轨道 ,变得更为残酷难忍时 ,他们就不再只是挣扎着活下去 ,而是尽其所

能的作出针弪枉t纩 炅立,不为严酷的命运所屈服 ,为改变生活处境而积极起来抗争。《生人妻》

中的妻子 .贬具育鹭劳善良、温柔体贴的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 ,又敢怒敢言 ,富于反抗精神。当她

知道丈夫要冖赶买砉大胡时 ,就泼辣地骂他
“
狼心狗肺

”
;她不堪忍受欺侮 ,在再婚的筵宴上就拒

绝与大胡碣飞扌杯F'、酒 :当 小叔子半夜里企图调戏她时 ,她更是伸手一掌 ,把小胡打得跌倒在地

上 ,还
“一手谈=括 互荮门就往外跑。

”
在她的性格中,闪现出可贵的抗争火花。这种抗争精神 ,在

《井工冫中的青年盂二亏Ⅰ身上也得到鲜明的体现。老瓜的本名是梧子 ,“老瓜
”
的意义是无力,是

懦弱 ,甚至是憨度 :E豇 是这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愚憨 ,在别人眼中被轻蔑的人 ,内 心仍蕴积着对

不平社会 ,对剥肖:亏 三￡耆的一腔仇恨。当他的弟弟冻饿而死 ,自 己又被工厂开除之时 ,一股强烈
的复仇反抗念头莛△T主 :仨变得

“
有力气、有胆子

”
,暗中准备下虎凿 ,出 人意外地开跑了丁厂老

板堆满盐巴白:砭 灭垂
=:亻

芝上妁一角》里的长发 ,面对灶主的盘剥 ,不甘认命 ,联合穷哥们铤而走

险,拿着刀佬奇运廴盆。
=t会

扣L战 。罗淑笔下农民和盐工的反抗虽然都还是盲目的、自发的 ,但

却体现了勇敢
=一

手珲莛廴Π丁黑暗现实、对反动统治的否定。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的价

值 ,卫护自己芝Ⅰ缶
~。 辰双二Tr于 自身尊严和力量的觉醒。从中,读者能隐隐觉出地火的奔突,感

觉到三十年代讧莰荽丁安芝EJ|t气息。这些坚忍刚强的灵魂,犹如干柴,只 要碰上革命的一星火
花,就能燃起燎原

=豇
'`:廴

=一
时期左翼作家笔下的农民革命者相比,这些人物缺少后者的革

命要求和行动.匚
=t△

堕￡上。包括对于他们作为劳动者的精神风貌和内在力量的发掘方面 ,

要比后者丰盈完整:豆可弓⒎.歹 tl笔 下的这些人物形象 ,是有着它独特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
白勺。

四

作为一个出身并一直主后
=t会

的中层,曾 经留过洋 ,受过完各的西方现代文化熏陶的女性

作家 ,罗淑为什么会一开始讧哐乱乇≡光执著地描向社会底层 ,并着力表现底层劳动者美好的心

灵 ,倔强的灵魂呢?

这首先与她蛙持的生后经万和斫受的文学熏陶有密切的联系。

罗淑童年生活在
=∷

盲≡农村 .沱 江流域的生活对她的创作和心理有极大的影响。当时 ,她

父亲办了一个盐厂。瘥角丁十六七个工丿、,从事汲盐水熬盐的繁重体力劳动。盐工们从早到晚累
死累活 ,到头来还是没吃没穿 .牛马不如。盐灶附近农民的生活 ,也跟盐工同样悲惨。罗溆从小耳
闻目睹盐工和农民的苦l宦 .惠受着他们善良、淳朴的品质 ,幼小的心灵里很早就播下了对受苦人

同情的种子。童年时代对生活独特真切的审美感受 ,对所写人物事件深入的体验了解 ,使她具备
了冶炼生活矿藏的原始材料r青年时代 ,罗 淑又经历了

“
五四

”
新思潮的洗礼 ,这使她进一步从理

性上站到了劳动人民一边。她开始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起来 ,并 以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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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气冲破旧中国的封建牢笼 ,奔赴法国留学。在法国,她广泛接触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 ,接触

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外国的进步文学 ,尤其是那些以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物为主人公的俄

罗斯文学作品及其人道主义精神都给子她极大的影响。因此 ,她创作伊始 ,便 自然地向家乡的劳

苦大众献上一片赤热的情怀 ,以 熟悉的沱 江流域为聚焦点 ,表现感受尤深的农民及盐工的生活 ,

为他们呼吁 ,为他们呐喊。

别林斯基说 :“诗人创作活动的源泉就在于表现他个人性格里的那种精神 ,所以他的作品的

精神和特征首先应该从他个人性格里去找解释。
’’°罗淑之所以特别着重表现底层人民美好的情

怀 ,刚 强的性格 ,还与作为创作主体的她的性格、气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罗淑是一个深受新思潮熏

陶 ,有主见 ,有个性 ,正直倔强的女性。她有胆有识、不畏强暴 ,在 中学读书时 ,就敢于义正辞严地

当面斥责一群全副武装 ,拦路戏弄女学生的军阀官兵。她有着很强的独立自主意识 ,敢于向封建

旧习俗挑战。当年简阳的姑娘 ,不到二十岁就要
“
放人户

”
,她却坚持

“
要把书读完

”
,直到二十六岁

才结婚。她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意识 ,面对繁华的巴黎 ,她说 :“一样的朱门酒肉臭 ,路

有冻死骨
”

,“不见得有我们简阳好
”
。她倔强、刚烈、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在 回国的轮船上 ,女

儿的玩具
“
洋娃娃

”
被外国男孩抢走了 ,找她哭诉 ,她却说 :“ 为什么让这个德国孩子抢走了你的东

西 ,你要是不去夺回来 ,就不是我的女儿。
”
文学创作中,一旦客观世界与作家创作主体发生了某

种审美契合 ,外部世界与内在心灵的撞击就会迸发出耀眼的艺术火花 ,正 由于罗淑本身具有这种

正直倔强的性格 ,才使她特别容易体察 ,特别善于描绘人物性格中那些倔强勇敢的因素 ,才 使她

笔下那些人物熠熠生辉。

罗淑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方面特点的形成 ,还与时代、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罗淑开始创作的年代 ,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

响下 ,面对三十年代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和蓬勃兴起的土地革命 ,许多作家都受到启示和鼓舞。

他们更加注意文学和社会生活的联系 ,纷纷把视野转向凋敝、破产的农村 ,力 图反映出农村动荡、

崩溃的现实。描写农村生活逐渐成为三十年代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 ,以 至于当时甚至有人惊呼 :

“
几乎所有的作家全写农村去了。⑽罗淑创作所受的时代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 ,罗 淑所

处的有着众多进步作家朋友的文化环境对她的创作也有显著影响。罗淑一家从法国回国后 ,与 巴

金、李健吾、靳以等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都过从甚密。他们一起谈文学、搞翻译、交流思想、讨论创

作 ,共 同从事革命文艺事业 ,并参加一些实际的革命活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又有独特的农村

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基础。罗淑紧紧地把握着时代的脉膊 ,把她的感情灌注在农村生活的园地 ,

倾注在坚毅、刚强的底层劳动者身上 ,就不是偶然的了。俄国作家爱伦堡在《谈谈作家的工作》一

文中说 :“作家不可能要写什么就写什么,要写谁就莺谁。他在题材的选择和人物的选择上都受着

限制。每一个作家,甚至最大的作家 ,都有着他们的限度。小说家的创作是被他生活里面的那个

社会所决定的⋯⋯但是作家的创作同时也是被他的一生经历、他的生活经验、他的性格所决定

的。⑩罗淑的生平和创作,可以说是这段话的最好注释。

五 J

罗淑创作的成功 ,还在于她独特的艺术风格。她的艺术风格 ,有似于沙汀的冷静、克制 ,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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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自己出头露面呐喊、呼吁和大发议论来鼓动读者 ,而是以冷峻的客观叙述 ,以人物本身的言行

和内心活动耒获得艺术效果。但同时 ,她的作品中又有一股强烈的感情激流在流淌 ,展示出一个

女性作家特有白t丰 厚的情感世界。
“
她不夸张 ,然而她有感情 ,她爱人类 ,然而她不呐喊。

’’o她把

强烈的爱憎富于掇端的冷静中,融入精心挑选的情节、精心塑造的人物、精心挑选的细节、精心提

炼的对话中,乍耆惠情虽无直接外露 ,但她的内心情感已付诸笔端 ,形成-种独特的笔端含情的

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读她的作品,得到的是一种促人深思与振奋的冷静与热情相互渗透的美学情

绪。

从结构上大看。罗淑的作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那就是具有双重结构——显在结构和潜

在结构 .二者淫互杰充 .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意蕴。显在结构以叙事为主 ,采用了截取生活横断面的

手法 ,紧 紧扯仨具育卖型意义的生活片断 ,正面按时间和事件发展的顺序来组织情节 ,故事有头

有尾 ,结柯完垒 :ε
=苎

t tJ以 感情发展为线索 ,小说情节的发展 ,矛盾冲突的安排都围绕着主人

公内心世界莳变忆订亨情扌起伏耒展开 c显在结构写事件的发展 ,潜在结构写人物感情的起伏变

化 ,二者相辅檑蚊.钅 文
j=晃

丰覃深刻的意蕴c如《生人妻》,显在结构写卖妻事件 ,作品紧紧围绕

着卖草丿、卖妻·妻子王茭 .最 ≡逃目这一中心事件来写 ,通过单纯、紧凑、集中的情节 ,描写了人物

命运的悲惨私廴佥荮黑嗜:丁潜在结构却写这对夫妻的生死之恋。从丈夫为求生而决定卖妻引

起的内心瘘苦≡∶≡r~可 弓乏纩夫妻间的误会 .写到误会消除 ,妻子对丈夫的依恋以及最后由于对

丈夫的惠情二灭堪受≡.逻
=票

耒的家 ,苦苦地呼唤丈夫。通对这对夫妻的内心世界和感情起伏

的描写 .真实乓到逃表观丁运对夫妻纯朴而深厚的爱情。这个潜在的感情结构 ,加深了显在结构

的意义 .庋 仁昱更i三 覃蕴厝。耐丿、寻味。又如《贼》,显在结构写校工老陈的儿子因脚疼无法光脚

走路而倚了学圭荮一莰宝鞋旬电棒 .被抓住审问。老陈开始为了保住饭碗 ,违心地不认儿子 ,还被

迫鞭打儿子 .最 舌终于忍元可忍 .承认父子关系和儿子一起被缚的故事。并通过审问时的对话 ,巧

妙地揭示出下≡丿、天贾万潦夕·受尽欺凌的惨状。而潜在结构却写老陈内心感情的跌宕起伏。从

老陈开始见到 jL子 莰抓IF葑 谅惶失措 ,到 为饭碗而违心地不认儿子 ,责骂儿子时的心痛与愤怒 ,

鞭打儿子时内心莳胶吏痛苦叉最舌承认父子关系时的激奋 ,作者细致地描写了老陈感情变化的

轨迹 ,写 出了老陈 丿̄、
”
空:荨 =的遂渐觉醒的心理发展过程。这条潜在的感情线索 ,深化了主题 ,丰

富了人物 ,增加了乍品

^==艿
量 ,显而易见 ,罗 淑作品的双重结构方式 ,对于她的既冷静、客观、

写实又充溢着强烈的患情色彩纩虫持凤格的形成 ,是有重要作用的。

从人物塑造来看 ,罗 淑善于通过丿、物的语言、动作来刻划人物的性格。并且特别注重细节描

绘 ,注意把细节化为人物性格的血内,通过生动、真实、具体的细节描绘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如在

《生人妻》中写妻子到新夫家里 ,被 人指使到猪圈里去
“
洗晦气

”
的时候 ,看到猪圈里的猪饿得直

叫,求乞样的望着进来的人 ,尽管她惶然失措 ,却立刻
“
重新唤起她几年前成了习惯的动作 ,她 四

下寻找 ,终于在一个角上给她发现一桶煮好的
‘
猪食子

’
,她把灯挂上铁钉 ,一手提起桶把 ,一手扶

着桶底 ,‘ 空隆 ,空隆
’
,往糟里倾。

‘
夥失——夥——失——猪儿溜溜溜溜溜——这边来 !夥——

失 !”
“
她等它们每个都把嘴筒放进槽安分的抢食着 ,她才微笑了。⋯⋯”

这段充满生活实感的细节

描写 ,把妻子作为劳动者的勤劳 ,对劳动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都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正如胡风在谈到《生人妻》日寸所说 :“这是农妇的灵魂,就是在这样悲惨的处境下也依然是活着

的。峋确实 ,这里作家写活了丿、物的灵魂 ,写 出了作为劳动妇女的妻子的本质的性格特征。
“
文笔并不华丽 ,那里面有的是一种真实朴素的美。硐巴金在评价罗淑的创作时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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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罗淑和许多中国现代女作家纤巧、绮丽的语言不同 ,显示着一种泥土般的真实质朴的特色。这

种朴素的语言简洁明快 ,流畅自然 ,还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如《生人妻》中 ,九叔公劝卖草人时所

用的语言 :“打个主意哟!年青人 ,日 子不是捱就捱得过的 ,麻绳子偏往细处断 ,喊声有个病痛呢 ?

⋯⋯你两个安心眼对眼的看着饿死么?依我看 ,放她一条生路去 ,你那个媳妇儿 !骨头还硬铮铮

的 ,怕什么 ,只妾舍得多跑烂几双水巴茅 (草鞋 )。
”
这里的

“
麻绳子偏往细处断 ,’

’F【

喊声有个病痛
”

,

“
多跑烂几双水 巴茅

”
,是道道地地的山区农 民土语 ,既简洁 自然、生动形象 ,又符合九叔公的身

份 ,活画出一个生活经验丰富的好管事的乡间长者的形象。又如《刘嫂》中 ,刘嫂在回答过去的主

人询问时说 :“我是撒野惯了 ,粗脚粗手 ,更是细巧不来了 ,就这样吧 !⋯⋯·那里黑就那里息 ,一个

人总不会饿死。
“

撒野惯了
’’JF那

里黑就那里息
”
,把一个粗犷、乐观 ,惯于在险滩恶浪中行走的人

物性格 ,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语言不仅生动形象、朴实 自然 ,而且富于个性化、口语化。这

种洋溢着浓烈的泥土气息和乡土芳香的语言 ,可 以说是罗淑创作的又一重要特色。

与这种朴素的语言谐调的 ,是罗淑作品那浓厚的乡土气息。在作者笔下 ,不仅有
“
鲜艳艳的红

桔衬着浓肥的绿叶
”

,“ 竹林蓊郁的山坳被=片淡淡的薄雾笼罩着
”

,“ 一股蚕豆花香的风夹带点松

柏和泥土的气味四野荡漾着
”
的川西特有的美丽景色和 自然环境 ,还有冷酷、野蛮的独特的娶活

人妻的川西乡土风情 :在深夜山间小道上 ,一盏孤灯在前引路 ,缤纷乱舞的光圈照见了一前一后

两个抬轿人 ,女人到新丈夫家后 ,还得按规矩到猪圈里去
“
洗晦气

”
。这种野蛮的风俗和优美 自然

的风景画形成强烈的对比 ,从而构成了三十年代沱 江流域农村的一幅畸形的现实图画。和沈从

文笔下经过美化的湘西地区的生活画面相比 ,这幅画面更趋近于真实 ,更为客观。表现出作者强

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 ,罗淑的作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着独特的价值 ,是中国现代文学宝库中

可贵的财富。正如巴金所说 :“她的作品活下去 ,她的影响长留。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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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转引自《农民文学底再提起》,质文 1935年第4号。

⑨爱伦堡《(谈谈作家的工作》,《
“
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第 221页 。

①胡风《生人底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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