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从文的读后感 沈从文自传读后感(通
用9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
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沈从文的读后感篇一

《沈从文自传》通过叙述描写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使我对湘西
那个远离喧嚣远离繁杂的地方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对沈
从文先生生活的时代有了更厚的感悟。

湘西是个民风淳朴介于自然与空灵间的美丽的地方。看沈从
文先生的自传我的感触挺深的，觉得看他的文章就像是在一
口古朴的井里取水一样，清清淡淡甜甜，没有可以雕饰的华
丽的辞藻，平平淡朴实的语言用心的勾勒着湘西边城这个美
丽的地方。他的文字就像温润的甘泉，自然流淌没有波澜，
但是每一股清流都缓缓流淌入人心肺。那美丽的地方那淳朴
的人们一直都向一幅不可触及的画在我的脑中出现。

边城的宁静让我沉浸，那悠长悠长的古韵让我不觉去领略和
感受。沈从文先生的童年快乐无忧，他在湘西这个地方度过
了自己美好的童年。“除此以外路上无处不是莓类同野生的
樱桃，大道旁边无处不是甜滋滋的枇杷，无处不可得到充饥
果腹的山果野莓。口渴时无处不是可以低头下去喝的泉水。
至于茶油树上长的茶青，则一年四季都可以随意采吃，不犯
任何忌讳。即或者任何东西都没得吃，我们还是依然十分高
兴。”

说真的，我很羡慕沈先生，因为他们过的很快乐，就算在别
人看来是没有出息的行为。沈从文先生喜欢下雨天，因为可



以不要穿鞋子，走路时专门走水坑，看到河里有人在捞东西，
他也要停下来看好一会，逃课去野外捉蟋蟀，在巷子里跟人
打架，总之，只要不学习，干什么都行。我从来没想过，沈
先生的童年会是如此，总觉得他应该跟其他人一样从小就是
一个佼佼者，而不是一个令人头痛的孩子。

边城的宁静中却暗涌着最黑暗却又无可奈何的因素，落后的
思想对生命的无视、无一不刺激着我们的内心。人总是矛盾
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
日湘西的整个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
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
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除
非他真正实践他在一篇小说集序言中宣布的计划，重新回到
那个湘西土著军队的司书的位置上去，他就不要想摆脱这个
矛盾。

有人说，沈先生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都市，赞美湘西，甚
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
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
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文，
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

不管他人如何评价，我只想认为沈先生的童年经历是我们心
向往之的，他后来的人生之路也是他自己努力得到的。永远
都应得到尊重。

沈从文的读后感篇二

闲暇之余，到图书馆无意看到了《沈从文散文集》翻开便看
到了目录上的《从文自传，心想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到底有
过什么经历，使他的文章别具一格。

看过后，这篇文章总的是说他从小到大的所见所闻，使如何
由一个乡下孩子走向自己成功的殿堂，去一步步实现自己的



梦想。我最深的感受有以下几点1。湘西这块地方山清水秀，
人杰地灵，养育着湘西儿女，这里的人们淳朴，简单，古老，
好斗又有点嗜血。我想正是这些人才对日后从文先生的创作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小时候的沈从文先生性格放荡不羁，
喜欢自由，不习惯拘束的生活，因此总是逃课，在读小书的
时候又读大书。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我想正是这种性格才使
他敢于只身闯北京，打下自己的一片的天空。3。多年的从军
生涯对他影响深远，他年少时光差不多都在军队度过，此期
间他学到了很多，接触到了在家乡接触不到的新事物新思想，
使他由一个带着封建思想，旧官僚式的军人渐渐蜕变为一个
新式人物。而且这段经历也是其日后创作的一个很好的素材
库。4。只身去北京闯荡的那份勇气很是让我佩服。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且语言朴素，就如谈话
那般娓娓道来，但里面一些看似简单朴实的句子却意蕴丰富。
如“我的心总得为一种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
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
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话上学来。”不像某些诗人那般深奥，
就是用一种平淡的语气诉说他对新事物的渴望与追求，确实
是这样，智慧的得到应不仅仅局限书本知识，而更多的是来
自于书本以外的东西。书本以外的东西是一个万花筒，需要
我们去认识，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那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
书高”的古训在当今已不适用了。另“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
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
的图画”在从文先生幼小心灵深处，革命并没有让从文先生
受到多少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给他印象深刻的只是对手
无寸铁的农民的屠杀，而人们竟糊里糊涂被杀了，却通过抽
签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生死，却完全不知反抗。这是一个民
族麻木愚昧，无知的缩影。其次也说明革命与人民脱节，并
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与拥护。注定这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看了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拓展了我对人对事对人生看法的
视野。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明箭易挡暗箭难防”。那
古代王者为获中原之地，尔虞我诈，到头来却是“古来征战



几人回”，还不是弄得遍体鳞伤，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倒
是这边陲之地的人民潇洒自如的生活，“不喜欢就光明正大
的打一场，却从不搞什么暗杀”。他们固然不能像君王那样
纵横驰骋，但也在自己的桃花源上快乐的生活，悄悄地淡出
时间的舞台，正如他们轻轻来一样。做人就应该这般光明正
大，才能很好的被这个世界所容纳，方能善始善终。我想当
今社会所存在的那些信用危机，或因抑郁而自杀的问题，难
道不是光明正大做人丢失的一种体现吗?人们习惯于尔虞我诈，
为一己之利而致他人于不顾，耍阴招，其实到头来伤害的还
是自己。其次，当心中有理想就应该去实现，就如从文先生
北上追求自己的梦想一般，即使乞讨也不放弃。理想目标是
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一旦支柱倒，人生便也无趣。因此目前
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应该顽强的坚持下去。再次，我认为
我太死板，很注重书本知识，对外界不是一个有心人，这种
弊端所带来的害处自己尝试过多次。就如沈从文先生所言在
读小书的同时更应该关注社会这本大书，方能在自己的人生
道路上越走越远。当回首人生时，快乐多于悲伤，理性多于
冲动，淡定多于急躁。

沈从文的读后感篇三

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在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在童年，最能影响
一生的记忆也在童年。读完了《沈从文的自传》后，我明白
了这几点。

最先接触到沈从文是在他的《边城》里。“翠翠渡船、傩送
唱歌”这些构成了一个淳朴、真实、自然的湘西。读了他的
《沈从文自传》后才知道，沈从文笔下、书中一个个淳朴的
农民、一段段真实的故事、一首首迷人的山歌，都离不开
他“放荡而诡诈”的童年。

在《沈从文自传》中，他的记忆、他独特的童年，在我看来
他的童年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放荡不羁。



在沈从文的童年里，逃学是必修之课。“当我学会了用自己
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他便肆无忌惮
地开始逃学越是受到家庭的牵制，越是想要逃学，“去认识
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那时的沈从文是一个不
受任何约束的孩子，对任何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于是，
他逃学“看人做香、下棋、大拳”，甚至还有“相骂”，逃
学被发现后被转入离家更远的地方，这恰恰入了他的心愿。
因为现下的他不用故意绕道上学，一路上照样可以看到许多
有趣味的地方。有“带着极大眼镜磨针的老人、一起做三的
学徒、腆这个大二黑的肚皮的皮匠、揣在凹形石辗上强壮的
苗人。”还有“小腰白痴头戴头帕的苗妇人、扎冥器出租花
轿的铺子”等等新鲜真实得农民生活，在这些所见的事物中，
他懂得了很多，也为以后沈从文写乡土小说打下了基础。

现在，众多的人看来，要想学知识就在学校努力读书。我这
种观点放在沈从文身上是绝对行不通的，向往自由的他喜欢
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我们在校外所学的实在比校内课堂
上要多十倍”在校外，他接触大自然“辨别各种禾苗、认识
各种害虫，”父母总认为这是调皮。对。他的确调皮，但因
为他的放荡不羁，他的诡诈，他才与大自然如此之近的接触，
才能受到大自然的触发，也才能让这个童年影响了他的写作。

沈从文的读后感篇四

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我特别向往田园牧歌一般的
生活。最近读了沈从文老先生的《边城》，大师笔下哪儿小
小的边城水乡让我迷恋不已。

《边城》讲述了湘西小镇上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静的人生，
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小说的
主人公翠翠有一段朦胧但没有结束的爱情，可是爱情不是这
本小说的全部，大师用平淡的比较微微讲述了湘西小镇上淳
朴的风土人情以及那如诗如画的景致。



读了这半数，我体会到一个人对一片土地的热爱，是懂得它
的残酷以后去心疼那背后醉人的风光。读完全文，我就开始
向往哪个远在湘西边境的小镇。木制的吊脚楼，摇曳的红灯
笼，超市的青石板，窄窄的渡船，亭亭的白塔，还有那升起
在旧村庄上的青炊烟。这一切，构成一幅年代旧远的画，让
人向往不已。在这本书中，主人公翠翠像湘水一样温婉清澈；
老爷爷慈祥又宽容，船夫们浪漫又豪爽，就连生活的无奈，
在这个地方，都带着诗意的色彩，让我们既看到了湘西人在
命运钱的无助与忧伤，又产生对美好人性的信仰。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比如说翠翠和祖
父去看龙舟比赛，当地的龙头大哥送了他们很多吃的。翠翠
祖父去世，周围乡亲都来帮忙……而相比下，我们生活在钢
筋水泥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人情淡漠，有时候，甚至邻居
之间都相互不认识，这不得不让人遗憾。我希望，有那么一
天，每一个人都有宁静的理想，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心，彼此
互帮互助，共同建造一个像家一样的世界。

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像《边城》中的人一样拥有一颗善良
的心去生活。

沈从文的读后感篇五

原想为这篇起名为“如水”———可是我不能悖着自己的心，
忽略那另一部分，于是我就给它起名为“纯美与暴力”。

清澈泠泠然地顺着书脊淌下来了。它流到我指甲边缘，渗入；
随后我听见了歌声，是晴雨后的泥土、时未融化的芬芳、时
初生的情感；它变成气态的、潮湿的诗，轻覆于我的睫毛。
我愿真正读懂，可这时能令我深切感受到的唯有自己思维与
语言的迟钝。

《八骏图》、《或人的太太》、《如蕤》我都翻来覆去地读
了三遍以上，直今还认为有些许晦涩。可是在阅读的当中，



纯美的环境、纯美的人们、纯美的对话，这些是不曾有变的。
就好似海浪，唯有那几朵不肯在礁石边迸成零散的珍
珠——————可你却仍能感知它滚动前进的节奏与态势，
然后受它的鼓舞与感动。

这里每一篇的人物都是有名字的。作者好像以“人”为开始，
再酿出甘冽的环境，每一个人都富有极鲜明的特征：他们的
每一次抬眼、每一次颔首，甚至每一次开口的时间都是自然
形成却又不能改变的——————就如《边城》中的翠翠，
她不答应别人的呼唤，定是心中有什么缠在一起；她总要先
解开它们才能回答，否则好似她便不是那个翠翠了。虽是每
个人物都独一无二，可他们的相似之处却又如恒河沙数。于
是，纯美叠加于纯美之上，虽是不至于令人头昏到只顾陷入、
无法自拔的状况，可也足以令人心生淡淡的疑惑与神圣的哀
怨。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写到暴力的部分来让自己产生些许
明彻。

《边城》中的暴力形式是非常多元的。有肉体所承受的暴力、
有感情所承受的暴力，当然，更有灵魂所承受的暴力。如最
后一篇《节日》便充斥了会鞭笞犯人至死的暴力，《虎雏》
便显现了一个硕大的希望被落空的暴力，而《七个野人与最
后一个迎春节》则昭示了人民的反抗被彻底扼杀的暴力。每
种暴力总难免给人心灵的重重一击，可这一击过后却会带来
从未敢涉足的领域的思考与悲悯，甚至愤懑。

也有少数几篇是纯美与暴力并存的。它们就似一架天平，平
衡达到一个令我望而却步的境界。最好的例子就是《媚金，
豹子与那羊》。我已不知如何去理解那纯美得暴力的爱情故
事。

《边城》，读一遍，便好似仅观览了一番好山好水般。



沈从文的读后感篇六

《边城》讲述了湘西小镇上一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平凡宁静的
人生，以及这份平凡宁静中难以抹去的寂寞和淡淡的凄凉。
小说的主人公翠翠有一段朦胧但没有结局的感情，但是感情
不是这本小说的全部。大师用他清淡的笔调娓娓讲述了湘西
小镇上纯朴的风土人情，原始单纯的生活，以及那如诗如画
的景致。（摘自《边城》段落）

流浪的生活是清苦而艰辛的。大师却让我明白，一个人对一
片土地的热爱，是懂得它的残酷以后美好的风光。读完全文，
我就开始幻想着那书中所述的景象。木制的吊脚楼，摇曳的
红灯笼，潮湿的青石板，窄窄的渡船，亭亭的白塔，还有那
升起在旧村庄上的青炊烟。这一切，构成一副图片，放映在
我脑子中，就像就像灭霸打响指，浩克揍洛基，蜘蛛侠嗝屁
一样，哦不好意思，说过头了，在那片仿佛与世隔绝的的土
地上，时间仿佛被暂停了一样。女主翠翠像湘水一样温婉清
澈，歌声悠扬清亮，老爷爷慈祥又宽厚，船夫们勇敢又豪快，
就连生活的阻碍，在这个地方，都带着不一样的色彩，完美
地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地爆天星，哦不是，是惊奇，作者用
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湘西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也让我们看
到生命的脆弱。

我最向往《边城》里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翠翠和祖父去
看龙舟赛，当地的龙头大哥顺顺送他们很多吃的。有人家娶
新娘，翠翠的祖父送他们过河不收渡船钱。翠翠的祖父去世，
周围的乡亲都来帮忙。他们虽然生活很清苦，却能够互相帮
忙，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那个偏僻的小镇。相比之下，我们
每一天生活在吵闹的城市里，人与人之间人情淡漠，有时候，
甚至邻居之间都互不相识。这不得不让人可悲。我觉得，有
那么一天，我们的城市也能变得温暖和谐。每一个人都有宁
静的理想，人与人之间没有私心，爱护着我们生存的环境，
彼此互帮互助，共同建造一个家一样的世界。而这一切，都
需要我们像《边城》中的人一样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去生活。



沈从文的读后感篇七

《边城》——边城，是两省交界处白河边的小城，一座充溢
着祥和恬适气氛的小城。它给我印象的最直接画面就是在青
山绿水间有一个淳朴的白发老船夫、一条忠心的黄狗和一个
着碎花布衣的天真活泼少女。这里没有喧嚣、没有张扬,生活
简单而宁静,在我们看来或许枯燥乏味,但对于一直在青山绿
水间生活的他们仍然把这日子过得滋味十足;或许更象是一个
宁静的世外桃源,因为当时还有着纷繁的战事,而这里的人们
更关注端阳节的划船比赛,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比较幸福的人。
我想这也是作者要表达的：在这个小山城生活的人们都展现
出人性善的一面,相互帮助,不注重物质,心灵也和青山绿水一
样安静、详和而纯净。

小说中的人性情质朴。在整部小说里，最幸福的人应该是船
夫爷爷吧，这位带着那个时代典型特征的老人，他敬忠职守
的在岗位上奉献了50年，他拥有过平凡的妻子、可爱的孙女、
几十年的至交老友，也经历过妻子的死亡，女儿的离去，最
终在对孙女的担忧中与那条渡船伙伴一起逝去。虽然一生清
贫，但这也算是完满的一生了。老船夫将自己的一生束缚在
了渡船上，替人摆渡却不收一分钱，还煮好茶供来往过客饮
用这是茶峒人民的象征，更体现了作者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
往和追求。

作者通过对黄狗进行行动的描写，把动物和人的关系回归到
生命沟通的关系，彰显边城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状态。黄狗其
实更像是翠翠家人，从开头一直陪伴到末尾，不同于爷爷因
年事已高而无法陪伴翠翠，也不像天保和傩送那样，只是虚
幻的存在，它一直陪着翠翠、保护着翠翠。还有便是色彩搭
配上，选择黄狗可能是乡村的土狗大多是这样的颜色，并非
名贵品种，表明他们生活艰苦但却自得其乐，而且不显过于
冷冽，就像读完书后给人的感觉一样，清凉却不寒冷，大概
与黄狗这一形象有很大关系。因为它，翠翠悲剧色彩并不显
浓烈，黄狗就像是爷爷和傩送的替代者一样陪着她。



最美丽的一条线索就是翠翠的爱情。小说中最吸引人们的是
翠翠的那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翠翠与外公走散，遇到了傩
送，傩送帮助了翠翠，翠翠虽言语上并未表露，但她从此也
多了一分少女的心事。这本是“两心永相依”的一件美好的
爱情故事，但天保——傩送的哥哥也爱上了翠翠，天保知道
傩送要渡船不要碾坊，所以天保成全了自己的弟弟，自己一
人外出闯滩却不幸遇难。看惯了现代生活那种快节奏的感情,
阅读这种欲说还休的感情是需要慢慢回味的,也正是这种欲说
还休轻轻拨动了人心上那根细细的弦,在心灵上奏响最柔美的
乐声;又似在心上轻轻地挠痒痒,痒得让我觉得舒服无比。翠
翠在山水中成长,象一只轻盈的小兽,又象一只美丽的飞鸟,和
自然融为一体。她的成长中虽然没有母亲的指导,但是人的一
切情感不会因为没有母亲而停止,十五六岁的翠翠也在这样的
年龄情窦初开,灵魂也开始在睡梦里因歌声而浮起，在那样的
年龄,在那样的时代,翠翠无疑不是很明了自己的情感,也不知
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只能靠爷爷对她的观察与猜测来体会
她的心理活动,见到自己可心的人却如一头小惊兽,一下子消
失在山林里,由此而来,彼此内心的信息得不到沟通与交流,造
成的误会便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爱她的两兄弟中的哥哥心
怀失恋的剧痛而落入激流淹死,弟弟在失去兄弟的同时也得不
到爱的明确回应而离家远去。虽然两兄弟的父亲在老船夫去
世后还是解开了心中失子的疙瘩,答应只要小儿子愿意就娶翠
翠做儿媳。翠翠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
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
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
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沈从文的读后感篇八

沈从文的《边城》里流淌着一条温情的河，河上摆渡的老人
和翠翠，唱着一曲温暖的歌。

老人摆渡50年，经历了“凡是一个善良的.中国乡下人，一生
中生活下来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但是他一如既往的爱



着这方水土，爱着这方水土上的每一个人。

这位老人，从不肯收过渡人的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一把
钱掷到船版上时”，老人必定“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
心里去”，还以一副“吵嘴时的认真神气”说着：“我有了
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

实在“却情不过”，老人象征性地收了一点钱，“为了心安
起见”，便把这些钱托人买来茶叶和草烟。茶叶放进大缸里，
用开水泡好，给人解渴;草烟，则慷慨奉赠给过渡人。

“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
实地在那里活下去。”老人每一次进城，总是把酒葫芦热情
慷慨地递给每一个爱喝酒的人，这一口口酒水里传递的是边
城人温润甘甜而醇厚的乡情!

老人的这份淳朴与善良，怎能不让人动容?

沈从文的读后感篇九

萧萧，一个美丽纯真的女孩，却在十二岁出嫁为童养媳，丈
夫是尚未断奶的三岁小孩。从一开始，“童养媳”三个字就
奠定了她命运的基调。原来是一个可以恣意享受生命的孩子，
却已经失去了寻找爱的权利。十五岁被引诱“怀孕”，引诱
者花狗撇下她一走了之。她本想步花狗后尘，也想逃走，但
却被家里人发觉了。于是她将面对或“沉潭”或“发卖”的
严厉处分。最终因偶然的因素而幸免于难。

沈从文是仁慈的，这样一个集多重苦难于一身的悲情女子的
经历并没有演绎成一个悲情故事。既没有林黛玉寄人篱下的
辛酸，也没有萧红《呼兰河传》中童养媳的凄惨命运。最终
萧萧顺利产下一个“团头大眼，声响洪壮”的婴儿。丈夫一
家人都喜欢这个花狗撒下种子的儿子，“把母子二人照料的
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来补血，烧纸谢神”。缺失



了血缘关系，却没有缺失关爱和亲情。十年后，萧萧正式同
丈夫拜堂圆房，花狗的儿子喊萧萧的丈夫做大叔，“大叔也
答应，从不生气”。这似乎是个圆满的结局，然而萧萧却再
也不是以前那个萧萧。她再也不会做着会走路的匣子的梦，
再也不会到水边去，用手捏着辫子末梢，设想没有辫子的人
的那种神气，那点趣味。她羡慕自由，同为女性，她也希望
能像女学生一样自由自在，然而她是“童养媳”，这样的一
个身份定位就注定她的悲剧，她的人生不能由自己掌控，而
是被命运操纵，自由于她只是一个奢望。她的人生只是为夫
家延续香火，做劳力。女学生成为她少女时代的梦，永远都
不会实现的梦。或许怀孕事件是一个波澜，然而最终萧萧还
是留在了那里，抱了她新生的毛毛，像当年自己抱着丈夫一
样，命运几经转折，却又回到了起点。死水即使激起一点点
波澜，不久又复归于平静了。

萧萧仿佛是幸运的，她躲过了被“沉潭”或“发卖”的结局，
然而她又是不幸的，因为她一生都在被命运所摆布，或许当
她听说有女学生过路，就会像睁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
头出处痴了半天时，她心里会闪过那样一丝想法——随女学
生去，随自由去。可是她最后没有走出那一步。我们不能怪
她，只能怪当时的社会，只能于沈从文的文字中咀嚼萧萧的
悲哀。没有变化，如死水一样的乡下，萧萧迎来了自己的媳
妇，一个和自己同命运的女人。没有挣扎就没有变化，一个
又一个轮回，只要这童养媳的制度还存在，就会有无数个悲
哀的萧萧，无数个轮回。

无可否认《萧萧》一文中的村人其道德风貌与人生形式，与
过去的世界紧密相连，显然出于原始淳朴的文化环境，他们
热情，勇敢，忠诚，正直，善良，品行纯洁高尚趋近于天然，
但是这些天然的美物也不免会相伴着理性的愚昧无知，这又
使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运幄自己的思维，从而导致其
精神悲剧。这种悲剧不但表现在种种有悖于人性的雇佣制，
童养媳制等丑陋的社会现象中，而且正表现在对自我现实状
态的无知与愚昧。



原因是村人的愚昧和无知。不错，他们是善良的，他们的决
定使萧萧免除一死，但他们又是愚昧的，不然怎么会想
出“沉潭”或“发卖”这样泯灭人性的惩罚，又怎么会出现
童养媳这种制度。有人说是由于环境决定的，我想这是一个
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世世代代沿袭着这种残酷的惩处方法。他们并没有觉得这是
在残害生命，是十分残忍的，相反的他们觉得这一切是理所
当然的。他们的脑子里始终存在着这种想法，并且认为这都
是对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怎么会错呢？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了
封建礼教的奴隶，成为制造悲剧的刽子手，成为“吃人”的
人。

在《萧萧》一文中，无论是萧萧自己还是村人，都无法把握
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活在自己的愚昧和无知里，任凭命
运将他们带往何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
对，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要反抗。外在的压迫很可怕，但
是比之更可怕的是自己本身根本不觉得自己被压迫了，这是
一种最难以改变的精神悲剧。而村人们就是活在这样的悲剧
里。

只要这种愚昧和无知不消除，那么童养媳制度一直会存在，
那么像萧萧一样的悲剧会一直轮回，而我们也只能对萧萧的
轮回报以无奈的叹息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