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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焕之》

内容概要

《倪焕之》是叶圣陶一九二八年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连载于当时的《教育杂志》上。
《倪焕之》真实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
程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五四”、“五卅”这些规模壮阔的革命运动曾经给予当时知识青年和巨大影
响。主人公倪焕之，是个热切追求新事物的青年。同辛亥革命失败后不少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他最初
把救国的“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真诚地期待着用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洗涤尽社会的黑暗污浊。
他还憧憬着一种建立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互助互爱的婚姻关系，爱慕和追求一个思想志趣和自己相似
的女子金佩璋。然而，严酷的现实生活，破灭了倪焕之的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不但在教育事业上多
次碰壁，而且家庭生活也远违初衷。婚后的金佩璋，沉没有琐细的家庭事务中，对于前途、理想、教
育、书本都不再有兴趣(作者在这里实际上写出了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习惯力量给予妇女以多么深重
的影响)，这使倪焕之深深感到“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的寂寞和痛苦。五四
运动到来，大批倪焕之式的知识青年被卷入革命浪潮里。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下，作品主人公开始
把视线从一个学校解脱出来，放眼“看社会大众”，投身于社会改造活动。“五卅”和大革命高激期
间，倪焕之更进而参加了紧纱的革命工作。由最初改良主义性质的“教育救国”到后来转向革命，倪
焕之所经历的这一道路在当时进步青年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然而人物的这种转变毕竟只是初步的。
他被时代浪潮推涌着前进，却还没有使自己化为浪潮中的一滴水，一旦革命形热逆转，也便容易干涸
。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倪焕之并未象王乐山那样坚持英勇斗争，却是脆弱地感到“太变幻
了”，竟至悲观失望，纵酒痛哭，怀着“什么时候会见到光明”的疑问和希望死去。主人公的这种结
局，实际上正是对一切不能与群众真正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鞭打。
作者生活经验的限制和思想认识上的弱点，自不免对作品发生影响。倪焕之转向革命之后，反而缺少
正面具体的描写；革命者王乐山的形象，也相当模糊；这些都使长篇到第二十章以后显得疏落无力，
不如前半部针脚绵密。此外，作者在估计当时革命形势方面所存在的某些疑虑，也妨碍了他对倪焕之
临终前的悲观情绪作出更为有力的批判。尽管如此，长篇《倪焕之》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作品。金佩
璋这样一个负荷着“传统性格”的女性，能够在丈夫死后“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气”，要“
为自己，为社会”做一点事，虽然她的这种思想转变过程未被细致描写，却也清楚地显示了作者本身
对生活和革命前途的积极态度。其他一些次要人物，无论是进步而带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教育家蒋冰
如，或者贪婪阴险的土豪劣绅蒋老虎，也都写得面目清晰可辨。叶绍钧曾在长篇初版本《自记》中说
：“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不敢存着玩弄心思。”《倪焕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重要长篇，正是跟作者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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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焕之》

精彩短评

1、前半部写的很有趣，不错，但后来好像失控了？
2、彷徨中的青年。关于两性关系：对意念中理想伴侣的追求；《幸福的家庭》与《伤逝》；婚姻家
庭的结合是和社会改造结合的，希望伴侣是同志（同构？组织集合的意味？）；纯粹的婚姻家庭之爱
存在否？两性爱情描写&理想伴侣如何迅速让位于庸俗？自由恋爱与新女性的问题；两次不合理的突
转。
3、“问题小说”反应社会问题
4、叶圣陶先生的小说，真的半中间都要看不下去了，还好后半部分比较精彩，结局再多一点描写就
好了。
5、教育共产主义。。插图的金佩璋也太美丽了吧
6、教育的事情 在那样一个环境下 理想 现实 究竟有多远 后来莫名其妙去世了？
7、主角就这样死去了...
8、前半部写得好，后半部作者似乎驾驭不了太长的篇幅了。
9、这是一篇真诚的小说，在许多地方也都有超越情节讨论人生大义的主动诉求，可每次都不了了之
。当文本所描述的生活和社会与现在严重脱节后，文本只能靠其蕴藏的思想内涵吸引读者，或许第二
流的思想在当时看亦是可喜的，而脱离时代让后来读者看，这篇小说就不忍卒读了。
10、某年月日读此书，恨见之甚晚。彼所以不成者，岂天命乎？昔少年欲以成事，虽人间之不见，而
不为之意动。然改革之事，殊非善而欲从之可也，必究以不善，质其恶视，安之所需，后改革由以成
也。呜呼！此等改革，无伤乎！其所动情伤骨，莫不原则者也，若以焉求变革？时教育为人生向导，
所以兴教育者新国民，而是为少年抱负，则青年所以奋进。而一于灰灭，如何之不坠深渊？故哀彼志
士者，奚时不我与，许更当勉励哉！倪兄之有灵，或可微笑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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