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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高粱》是莫言成名作之一。红高粱这种植物的生长特性就是

向上生长，不低头也不倒下，但是在文中，红高粱已经不仅仅是一种

植物，而成了某种精神的象征。《红高粱》虽然是抗日主题的作品，在

这篇文章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主人公们对日本侵略者不屈不挠的斗争

精神，还感受到了人物对于封建礼制的抗争及成长中的矛盾性格。

关键词：《红高粱》；斗争精神；矛盾性格



前言

《红高粱》是著名作家莫言的代表作，是一部以反抗日本侵略者为主题的小

说。小说讲述了“我奶奶”戴凤莲、“我爷爷”于占鳌、“我父亲”小豆官以及罗

汉大叔之间的爱情、友情和亲情。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他们对

封建礼制的反抗以及对日本侵略者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及血性、刚勇、奔放的

高粱精神。

高粱的形成、生长、发育按一定的顺序进行，高粱种子萌发首先长出根，然

后在地上形成幼苗、叶茎，生长到一定阶段时，开花、结果，产生新的种子。正

如高粱的成长过程一样，《红高粱》所描写的人物和他想表达的血性、刚勇、奔放

的高粱精神也是如同生机勃勃的高粱一样，经历了种子萌芽、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然后再产生新的种子的过程。

一、“高粱精神”在痛苦中萌芽

小说中人物的悲惨命运映射出时代的悲哀，同时也是“高粱精神”萌芽的土

壤。不论是动荡不安的社会还是列强的入侵都给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让

人们原本安定幸福的生活就像是有了一颗炸弹一样，惶惶不可终日。也正是这种

多重的伤害，才塑造了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和后来坚定的抗日情怀。

故事的主线围绕着人物的悲惨命运展开，首先是男主人公，“我爷爷”于占鳌，

本身作为一个地道农民的他，在面对劫匪的劫财劫色，目睹戴凤莲这一弱女子向

自己求助的“无助的眼睛”时，农民身上特有的朴素气质使得他勇敢的站起来，冲上

去铲除劫贼，救我了奶奶。本想凭借自己的力气过上好日子的他，命运却跟他开

了个天大的玩笑。处在乱世时期，温饱尚未解决，又面临强权的欺压，使得他不

得不站起来反抗。因单家父子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想要置戴凤莲的反抗于不顾

时，看透了这一切的于占鳌，不得不又一次站出来，拯救深陷苦海的爱人而杀死

了单家父子。他的反抗不同寻常，手段和其他常人比起来也更加残酷一些，足以

证明他的不平凡之处。



作为女主人公的“我奶奶”戴凤莲，一个 16 岁的花季少女，却承担了，她这

个年龄本不应承受的痛苦。被父亲因几枚铜钱就强迫嫁给了患有麻风病的单家独

生子，出嫁途中又遭遇劫匪，虽然得到了于占鳌的及时救助，但是这个社会并没

有饶过她，闲言碎语以及人们的偏见让她不得不在黑暗的环境中挣扎出来，善良

单纯的她走向了追求自由的道路。她是悲惨也是勇敢的。

身为酿酒师的刘罗汉，内心暗恋着“我奶奶”戴凤莲，与其说暗恋，不如说

欣赏，他把这种欣赏一直藏在内心深处，在爱人需要的时候，勇敢的站出来，给

予关怀与帮助。直至最后，文中罗汉大叔被活剥皮的过程的描写让人记忆深刻，

时间彷佛静止了一般，生命结束的瞬间由彷佛是被无限拉长，让读者深刻感受到

了在极端情况下人的生命感觉和生命存在状态本身即生命本身，死亡的意义似乎

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二、“高粱精神”在抗争中生长

有压迫就有反抗，高粱精神的种子开始发芽了，血性、刚勇、奔放的高粱精

神开始慢慢体现出来。

“我”爷爷余占鳌，他强悍勇猛、风流倜傥，他没有向被摧残被压抑的人生

屈服，他的反抗意识中首先表现的就是反抗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一次偶然经历，

使他不顾一切爱上了戴凤莲，这似乎是他对命运抗争的起点，之后他在“我奶奶”

回门之时，等待着自己心爱的人，继而又杀死了单家父子，这是对封建等级制度

最强有力的反抗。

在面对侵略者的压迫时，他不屈的民族精神和顽强的生存意识都支撑着他让

他变得更加勇猛与坚强。在抗战中，他失去了自己的兄弟，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

他的队伍老弱病残都有，但是就是这样一支残破不堪的队伍，给予了日本侵略者

实实在在的打击，并且杀了敌人的少将。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不属于任何党派，

他的抗日也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他之所以如此激烈的反抗日本侵略者，更多是

因为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性格中勇猛与强悍，使得他不甘受人欺辱与

压迫而奋起抵抗。他被视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又是精忠报国的英雄，他所

有类似于土匪的行径几乎都合乎最善良而单纯的人性之美，因此他似匪非匪，他



杀人越货却能得到谅解与宽恕甚至让他的子孙为之骄傲。

“我奶奶”戴凤莲。以前是一个单纯善良的花季女子。命运却让她被迫遭受

抢劫、嫁给麻风病人的悲惨。但是“我奶奶”戴凤莲并没有逆来顺受，她敢于去

追求自由，追求爱情。正如莫言所说：“我奶奶”的一生‘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

辞小让’，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原始一以贯之。

“我奶奶”戴凤莲是外貌如花但是性格却又像是火一般刚烈与炙热的女子。

她能够因为对为了几个铜板就将她卖掉的父母的憎恨，就敢于突破封建社会“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将想把她嫁于麻风病人的父亲拒之门外；她能够在爱人身

陷囹圄时为了去拯救自己与爱人的生命，急中生智，去拜县长为干爹，从而让自

己和爱人于占鳌逃过一劫；同样，她也是因为爱情，毅然地与名义上的杀夫仇人

而实为她自己的救命恩人的余占鳌结合在一起；在面对国家大义面前，她为了支

持抗日，舍弃小我，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去了战场，抵抗日本侵略主义。在面对

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她毅然决然的选择和日本侵略者同归于尽，从而将她自己长

埋于高粱地中。在那样一个封建保守的年代，在那样一个女性意识受到强烈的压

制的年代，她敢于挑战封建礼教瑕不掩瑜，她肯定能够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奇

女子。

有着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对主家尽职尽忠的刘罗汉，在读者的眼中，他似

乎面对强权总是默默忍受，忍气吞声，对于命运更是逆来顺受的。但是仔细分析

一下，就不难看出，莫言更愿意把他描写成一个有血气、倔强坚强，不怕邪恶，

勇于斗争的人。懦夫和英雄都不是天生的，刘罗汉本身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

的人物设定肯定不会像一个英雄一样，因为伪军的羞辱，监工的鞭打，使得他心

底的怒气慢慢积累。正如鲁迅说过的那样“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刘罗汉的一生，完美的诠释了这句话的含义。当他冒着生命危险想要拯救一同患

难的骡子时，那牲口不但不感激，还“背叛”了他。这些更让他心中仅存的理智

的火苗熄灭。在一个农民眼中，牲口是极其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亲人的存

在，但是当骡子“背叛”他时，他选择将视为亲人一般的骡子杀掉，防止它为日

本人出力。即使在最后他被捉住剥皮示众时，依然对着日本人大骂，丝毫没有任

何惧怕。



三、“高粱精神”在矛盾中诞生

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主人公们的高粱精神开始步入开花、结果的阶段，

主人公们的血性、刚勇、奔放的高粱精神完美的向世人展现出来！

（一）爱情的结合

《红高粱》中写道：“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

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在这片高粱地里，他

们不仅仅是出于感官上的两情相悦，更是出于理性的，经过反复斗争和追求中的

两颗反抗封建强迫、反抗封建婚姻的心灵上的结合。

可以说，从两人相识之后，“我爷爷”于占鳌的一生都是为了“我奶奶”戴凤

莲而活，而“我奶奶”戴凤莲亦是如此。为了两个人的爱情，两个人携起手来共

同反抗了封建社会的压迫，杀死了拥有强大经济财力的单家父子，杀死了他的亲

叔叔余大牙，还杀死了对手花脖子，为了两个人的爱情，他们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者，共同在高粱地里伏击日军车队，一起保卫着自己热爱的土地，这既是出于对

日寇的痛恨与愤慨之情，也是为了保卫过节、保卫家乡的崇高目的。

在文中，莫言先生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去叙述这个故事，他还通过大量的夸张

手法，去描写和歌颂戴凤莲与于占鳌之间 “灵”与“肉”结合、“情”与“理”统一，从而

更加体现出“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气概以及他们之间爱

情的结合。

（二）亲情的结合

小说的结尾处这样写道：父亲从河堤上检起一张未跌散的扦饼，递给爷爷，

说：“爹，您吃吧，这是俺娘擀的拤饼。”爷爷说：“你吃吧！”父亲把饼塞到爷爷

手里，说：“我再去检。”父亲又检来一张拤饼，狠狠地咬了一口。作者虽然没有

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但是以人物对话的形式，冷静客观地还原了当时的现场。



“我父亲”和“我爷爷”吃着死去的“我奶奶”擀的拤饼，并没有流露出悲伤的

神色，也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但是这几句简短的对话，就能让读者身临其境，

从而让读者深刻的感受到了“我父亲”和“我爷爷”之间的亲情，以及他们对死

去的“我奶奶”的深深思念之情。

（三）人物矛盾的性格的结合

《红高粱》中大部分是通过人物对白来展现故事的情节。在原汁原味的方言

中，读者既能感受到底层民众的“粗俗”，又能感受到生命底层最原始、最崇高力

量的呐喊。

文中通过读描写余司令大喊一声：“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余司令一愣神，

踢了王文义一脚，说：“你娘个蛋！没有头还会说话！”来展现“我爷爷”余占鳌

带领游击队打日本鬼子时的几句话可以说是脏字连篇可谓粗俗。但即使满口脏话，

令读者感受到的丝毫并不是粗俗，而是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于占鳌虽然勇猛但

是并没有多少文化。他虽然粗俗，但是却又及其的孝顺和有情意，对待自己的下

属和自己心爱的女人时都展现了他有情有意的一面。这些性格描写看似矛盾，但

是又及其的自然，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性格饱满的东北汉子的形象。

“我奶奶”戴凤莲，她生活在封建社会，就难免会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她从

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在行为和思想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妥协性，可矛盾的另

一面却是她目光长远，敢作敢当，她积极鼓励爷爷抗日并且自己也是一位抗日的

女英雄。她得到了爷爷的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让人们更加感受到了“我奶

奶”的可敬可爱之处。

结语

通过余占鳌、戴凤莲等人物命运的展示，莫言在向我们阐释他在《红高粱》

中着力宣扬的价值理想：人是植根于大地的，就像高粱的形成、生长、发育按一

定的顺序进行，高粱种子萌发首先长出根，然后在地上形成幼苗、叶茎，生长到

一定阶段时，开花、结果，产生新的种子。《红高粱》所描写的人物和他想表达的



血性、刚勇、奔放的高粱精神也是如同生机勃勃的高粱一样，经历了种子萌芽、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后再产生新的种子的过程。

不同的时代背景促进了不同的文化作品的出现，《红高粱家族》充分体现了这

一点。通过我奶奶戴凤莲的泼辣果断，我爷爷于占鳌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罗

汉大爷的忠诚与不屈不挠的农民品性，和我父亲小豆官的莽撞冲动营造了一种民

间生动的人物氛围，营造了一种抗日民族的坚贞气节，营造了莫言对日本侵略和

封建社会的愤怒之情。

高粱精神——血性、刚勇、奔放，这正是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所缺少的品格。

生在在和平环境下，我们的成长方式是温和的，经不起风吹雨打，年轻人遇到一

点挫折就自杀，《红高粱》这部充满斗争、人性、生命力的书，给渐渐凋零的社会

以冲击，让人们看到主人公们的坚毅精神，让人们反思今天，给人以震撼力。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年 10 月

[2]李敬泽，《莫言与中国精神》，小说评论，2003 年第 3期

[3]周政保, 《红高粱的意味与创造性》，小说评论，1986 年第 6期

[4]莫言, 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中国电视，2015 年第 3期

[5]胡松柏, 《红高粱》中色彩词语的运用，上饶师专学报

[6]雷瑞福, 论莫言小说的高密文化特征，[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9

[7]杨振兰, 《现代汉语词彩学》，山东大学出版社

[8]鲍仁, 莫言谈《红高粱》文学教育背后的故事

[9]杨扬,《莫言作品解读》，华东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0]高欣, 《浅论“家国同构”背景下的传统文化》，文史杂志，2002 年第 4期


	前言
	一、“高粱精神”在痛苦中萌芽
	二、“高粱精神”在抗争中生长
	三、“高粱精神”在矛盾中诞生
	（一）爱情的结合
	（二）亲情的结合
	（三）人物矛盾的性格的结合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