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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研究综述
许帼英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端木蕻良，满族作家，原名曹汉文，1912 年 9 月 25
号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是三十年代东北

作家群重要代表之一。在《母亲》发表后，端木便开始创

作长篇小说。1933 年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

草原》，随后端木蕻良发表了《大地的海》、《大江》等一

系列长篇小说，小说集《憎恨》、《江南风景》、《风陵渡》

《此鹭洒湖的忧郁》和长篇历史小说集《曹雪芹》，此外端

木蕻良还创作了童话、京剧、剧本、评剧等。

—、走出沉寂的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研究

端木蕻良小说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初步赏识阶段，40-70 年代沉寂消亡阶段，以

及 70 年代以后再次发现和重视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这个阶段端木蕻

良在文坛初露光芒，得到了一些大家的赏识。1929 年端

木蕻良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水生》，1933 年，女长篇

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的发表，奠定了他文坛大作家的基

础，其后的创作也源源不断。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郑振铎

先生在 1930 年代中期，就曾高度赞扬端木蕻良的第一篇

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质上极好”，文学批评家胡风

也称赞他的短篇小说《篙鹭湖的忧郁》为当年创作界宝贵

的收获。

第二个阶段，40-70 年代，国内，自从端木蕻良和萧

红的结合以后，端木蕻良本人收到责难，作品也因此被打

入冷宫。建国以后，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除了几部文学

史极简略地提及一下他的作品外，端木蕻良几乎在现代文

学研究领域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第三阶段，70 年代以后，端木蕻良的作品在海外开

始受到关注。1972 年，《论端木蕻良的小说》这篇著名的

文章里，施本华总结了端木蕻良文学的创作表现了民族的

抗战史。”美国学者夏志清在 1974 年发表了著名的评论

《科尔沁旗草原一一作者简介和作品述评》，对端木蕻沁旗

草原 >》，文中通过把端木蕻良与三十年代作家进行比较，

指出了端木蕻良创作的独特之处，并分析了其小说创作中

的传统文化因素。

二、研究热点

( 一 )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探讨端木蕻良的小说
1. 对端木蕻良小说的总体主题风格的探讨。逢增玉学

者也在他的论文《端木蕻良小说创作的两种追求与风格》

中对端木蕻良小说的风格展开了研究，他的研究范围基本

涵盖了端木蕻良的全部小说。邢富君《端木蕻良创作风格

初论》从他的短篇小说如《僧恨》《鹭鹭湖的忧郁》等创

作分析端木蕻良步入三十年代文坛的传达时代情绪， 展示

地方色彩的完整的创作风格。

2. 对文体的探讨。秦弓的《端木蕻良小说的叙事特

点》一文对端木蕻良小说文体的叙事结构、意象、语言

进行了分析，论述《科尔沁旗草原》具有的史诗性结构 ; 
小说的结构上多层面的复调性 ; 还有写实与写意的参差交

错；叙事语言通过将不同来源、不同色调的语汇与话语方

式熔于一炉， 富于多样性，自然清新， 韵味十足。

3. 对小说中人物的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对

在端木作品中人物进行了类型化的研究。如俎广甫的《论

端木蕻良短篇小说中的外来者形象》从作品中单个人和潜

在集团的外来者形象进行对比，探讨了端木蕻良小说的特

色，从而得出外来者对原本自在世界的豁然侵入，使小说

有一种独特的强悍之力。

( 二 )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端木蕻良文学中创
作的地域特色与民族背景

尹建民《端木蕻良小说的文化视界》从文化学的角

度，揭示了东北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文化形貌，再现

了具有原始情调的民间风俗， 体现了较鲜明的地域文化特

点， 同时展现了自传性人物形象文化性格的复杂性。闫秋

红《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研究

发现了作家端木蕻良内在的有关呢萨满教文化的因素。

( 三 ) 诗学角度分析端木蕻良小说具备诗的浪漫主
义气

中国现代小说的文体变革以是从诗化和散文化为开端。

人们在谈到端木蕻良的时候，都提到了‘诗’与‘诗人’。

杨义《端木蕻良一一土地与人的吟诗人》指出端木蕻

良身上拥有唐代边塞诗人的浪漫的行吟之气。刑富君《端

木蕻良创作风格初论》，赵园《来自大野的雄风一一端木

蕻良小说读后》认为端木蕻良笔下的人物主要是依诗的原

则进行创造的。逄增玉《史诗、传奇与浪漫—端木蕻良小

说诗学研究之一》从史诗、传奇与浪漫三个层面论述端木

蕻良的小说中凝聚的诗意。马伟业《论端木蕻良小说的浪

漫主义》从作品强烈的主观性以及小说形式上的独特性，

结构上的大胆与奔放，语言的恢宏恣肆，等角度论述，认

为其作品充满了诗的浪漫主义气息。

近年来，关于端木蕻良小说的研究呈现不断深化的趋

势。现有对端木蕻良小说的研究呈现的特点是：前期作品

多于后期作品、宏观视野多于微观分析、长篇小说多于短

篇小说、艺术形式多于文本内容等。今后对端木端木蕻良

小说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多角度、尤其是其他学科领域视

角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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