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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霞村的时候》

内容概要

写于1941年初，发表于同年6月的《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后收入1944年桂林远方书店出版的同名小
说集。
作品塑造的是一个在遭受日寇凌辱后又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形态的抗日工作的乡村青
年女子的形象。特殊题材的择选以及作者对于主人公寄予的深切同情和敬意，表明了作者的思想胆识
和艺术创新方面的追求，尽管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从侧面进行的。然而女性作家特有的观
照视角，用作者的话来说作品提出来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仍
然使得作品具有深沉感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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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霞村的时候》

作者简介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现代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
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
女子中学。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
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
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1927年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
《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
反响。1928年10月，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冬，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
。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1933年5月在上海
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转至南京幽禁三年。1936年9月须党的营救下逃离南京，经上海潜赴西安，不久
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
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
。1948年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1年获
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协（后改为作协）副主席、《文艺报
》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
在繁忙工作之余，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
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
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先后出任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出访欧美诸国。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
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丁玲文集》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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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霞村的时候》

精彩短评

1、果然比前期有很大的改变。延安文学啊。
2、我不愿把民众的愚昧冠以国民性，但仇恨和冲动总让受伤的人更加体无完肤。那些体无完肤的人
，只愿和贞贞一般，都敢于追求崭新的未来。
3、the story refuses to let the trope of rape signify the victimization of China. 199
4、心贞才是真
5、探讨人性丑恶面，女性贞洁观。值得反思。
6、鲜明时代烙印。。。
7、挑着读了一些 我在霞村的时候写得最好 其次是在医院中和入伍  现在读读那篇三八节有感也是挺有
意思的
8、丁玲是红色的
9、为所拥有的自由感到幸运。
10、（强烈推荐）那时候的丁玲真的很有个人的特色，就像她笔下的贞贞，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仍然
能够忍受众人异样的眼光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我为贞贞喝彩！
11、一贯文风
12、林老师推荐
13、一旦体会到缺憾也就不稀罕要那幸福了。在一群陌生的人中忙忙碌碌要好过被一群亲友带着有色
眼镜看自己要好。
14、　　从那地的尽头上，伸出几株枯枝的树，疏疏朗朗的划在那死寂的铅色的天上。
　　
　　
　　那 眼珠 却 被 灯光 和 火光照得 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洞开的 窗子，是那么坦白
，没有尘垢。
　　
　　他们 好奇的 心却很热，他们在严寒底下耸着肩，弓着腰，笼着手，他们吹着气
　　
　　
　　坟周围都是松树，坟前面有些断了的石碑
　　
　　
　　
　　我直望到他的影子没入更厚的松林中去，才踏上回家的路
15、很真实，很深刻。在某种角度上与《色戒》达成了一致。结尾有些不真实。但倘若接着读《三八
节有感》贞贞的结局一望便知。
16、　　
　　    丁玲将女主人公起名为“贞贞”，我觉得是一种隐喻。从身体上来看，贞贞被日本鬼子糟蹋了
，失去了贞洁，与她的名字是极为不符合的；从民族的气节上来看，贞贞到日本后虽不至于和鬼子们
同流合污，彻底成为日本人的玩物，却也没有做到宁死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贞洁烈女还是
有很大距离的；从贞贞身边的亲人邻里眼中来看，她完全违背了旧礼教中女子必须遵守的道德观念，
不为自己感到羞愧，也不在乎是否还有人要她，表面对自己的遭遇表现得云淡风轻，没有痛心疾首或
没有脸面活下去的态势，也称不上多么贞淑了。
　　    这样看，贞贞的名字与她实际的行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给我反讽的感觉，但我觉得这只是其
中一点。贞贞虽然有与她名字相背离的部分，也有相吻合的部分：如果我们能充分理解她的遭遇、她
所生活的特殊环境，那么在精神层面上，贞贞还是坚定而有节操的——可以说人如其名。
　　
　　
　　    首先，贞贞由于生活所逼迫，才被蹂躏，简单将其定义为“失节”是不公平的。而且，贞贞被
掳掠到日本以后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对她是一种折磨和煎熬，在她内心会产生怎样的波澜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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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霞村的时候》

难说清楚，所以贞贞即使不能成为宁死不屈的贞洁烈女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次，是她周遭的环境。丁玲用了快一半的篇幅，没有直接描写贞贞出场的内容，而是用贞贞
周围人对于她的语言上的攻击、诋毁，为之后她的出场形成铺垫，使读者对产生很大的期待，将贞贞
视作一名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可能会对其产生同情怜悯之心，好奇她回归故乡后后有怎样的行为表现
。不仅如此，也营造了无奈、冷漠的氛围，表现贞贞周围人对她持有不理解、误解、敌意与蔑视的态
度，能够为后文衬托出贞贞心灵与精神上坚定的一部分实现埋下伏笔。
　　    贞贞的母亲父亲、霞村杂货铺的老板和井台边的村妇，无论与贞贞关系是否亲疏远近，都将自
己至于道德最高点的位置上，对贞贞的横加指责多于怜悯与同情。她们对把贞贞束缚在旧时封建礼教
对于女性的要求框架上，对她的要求仅限于让她嫁个好人家（所以出现快到文末时候求她嫁给夏大宝
的激烈冲突的场景），而不考虑她内心真正的需要；对她的指责与蔑视是出于自己的主观臆断，凭空
想象着贞贞的立场与想法，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具有的矛盾、弱点与缺陷。
　　   客观命运的不合理安排和主观人为环境的不合理影响，在这双重胁迫之下，贞贞就算自怨自艾
、选择放逐到底，或者了解自己、坠入深渊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她却没有。
　　
　　    贞贞在丁玲笔下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而是相对可信的、比较现实的文学形象，在人物性格
处理上偏向收敛，但这收敛的性格当中却让我真真切切被她心灵的坚贞所感动了。文章里没有表现在
她回到霞村后没有写她有很激烈的愤懑、悔恨与想要报仇的仇恨，而是刻画得相对冷静、理智与随遇
而安。我恰恰认为，表上的心如止水才能展现得出恨与痛是多么地深沉。
　　    日本人与日本的生活给她肉体上的重创；身边人语言表情的有意无意侮辱潜在地也给她带来心
灵上的裂口，但贞贞选择用隐忍的方式默默承受。忍受，看开不公，放逐委屈，向着自己的信念，磨
砺、锻炼、改造自己，向着一个自己创造的新生的自己前进，相信“明天会是新的一天”。
　　    唯一的，绝无仅有的的一条新生之途。 
　　    我看到表面上平静的贞贞心中如火的坚定与节操，是一种伟大，一种尊严。所以在我心中贞贞
是配得上她的名字，称得上人如其名的。
　　
17、“我”由于政治部“太嘈杂”到霞村，遇见了“孤独”的地下党、慰安妇贞贞。表面上是一部革
命小说，可读起来感觉又像是一部“反”革命小说。贞贞要去**学习治疗，可是我觉得那儿太”嘈杂
“。丁玲似乎是想传达一种带有政治隐喻色彩的讯息。
18、(⊙o⊙)⋯以自己目前的水平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19、一棵满身泥泞的植株，里面却是透着蓬勃生命力的新芽...
20、女性主体和革命主体的双重话语
21、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
22、纯洁的人，经历再多也是纯洁的。
23、现代中国文坛女作家，丁玲第一，萧红第二，张爱玲第三。张爱玲和萧红更多是天才，萧红早逝
，丁玲却是扎扎实实不顾痛地投身波澜壮阔的变革巨流中挣扎浮沉。
24、这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一篇作品，别出心裁，选择了新颖的题材，独具匠心的采用了内视角
的叙事角度，表达了她对生活深入而真诚的思考，塑造了一个在灵与肉的双重折磨下的地下工作者农
村妇女贞贞毅然决然勇敢迈向新生活的伟大女性形象。
25、自古红颜多苦命啊。。。
26、很有个性的贞贞！
27、光明的尾巴
28、就这样吧= =
29、女性杯具、、
30、感觉丁玲写小说不讲什么结构，随随便便的写，倒也挑不出什么缺点。四十年代的作品和早期相
比变化真的很大。丁玲算不上才女，她在我心里的角色与其说是女作家，不如说是一个有个性有主见
，率性倔强又刚强的女人，伟大的，永远也打不倒的丁玲。
31、贞贞，混合着别样的解读。可你始终贞洁。
32、好！果然是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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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霞村的时候》

33、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以女性和抗日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作品。
　　作者丁玲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作家，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是一个叫做贞贞的女生。日军入侵
，给中国大地上带来了灾难和痛苦。贞贞被日本人抓了去，村里人知道她定是被日本鬼子糟蹋了，他
们说她做了日本人的官太太。贞贞有几次从日本军那儿逃回了村子，可回到村的贞贞却受到了村上人
的闲言碎语和轻视。她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这么和痛苦，甚至抛弃了自己的尊严，但她却得不到家
人、村人的谅解，也无法再接受夏大宝的爱。
　　贞贞虽然表面上是被日军抓了去，可事实上她也是利用这点做了联络员，将日本人的消息传回组
织。
　　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仍旧未觉醒，人们恨日本人，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会想到如何反
抗，如何改变民族落后的命运。他们目光短浅，所关注的，所不能容忍的，是贞贞的贞洁被日本鬼子
践踏了，他们对她有着同情，但更多的确是轻视和嘲讽。真正用自己的生命去挽救的民族的人却得不
到理解和支持。在那个时候，有多少个像贞贞一样的战士，用自己的牺牲去挽救民族危机，但他们却
不能以英雄的形象出现，最后，也许只能带着遗憾和对民族的担忧步入死亡。
　　故事的最后，贞贞选择离开，去了延安，希望在那里她能过上新的生活。故事最后的独白暗示抗
日终将会取得胜利，不仅是贞贞，中国所有的百姓都会有光明的未来。同时，故事也表达了作者对那
些献身于救国救民事业但却得不到理解和承认的人的深切同情和赞颂。
34、贞贞，阶级斗争背景里的一枝红梅...
35、人言，人性，旧习，良心
36、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37、女性立场与政治倾向
38、可贵的是思想性和反思性，有一种高端黑的感觉。语言的断续有一种诗性感。
39、笔调冷峻，总觉得结尾收煞得突然
40、不过尔尔。但是叙事手法值得借鉴。
41、女主角"贞贞“，在旧礼教中虽不被认可，甚至遭人唾弃，但是在民族气节上，她的精神、骨气配
得上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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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霞村的时候》

精彩书评

1、《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先生以第一人称叙述“我”在霞村两个星期生活的所见所闻，并意外
的认识一位名叫“贞贞”的女孩，背景为抗日战争时期。这位女孩所遭受的磨难并非凡人所想，先是
被日军掳走做了“慰安妇”，然后做了随军“军妓”，后来利用这种关系为抗战服务。看完之后，我
无法克制自己内心的情感，情不自禁的流下眼泪。泪点一，为“贞贞”这样一个纯洁，活泼，明亮的
女孩遭受的苦难而痛心不已；泪点二，感慨战争带给我们的痛苦；泪点三，“贞贞”身心都遭受了重
大的创伤，但是依然隐忍坚强的在前线服务，内心的敬佩无法言说；泪点四，身心遭受敌人的糟蹋，
还得不到村里人的理解，却换来白眼和看不起，“贞贞”表现出来的豁达也让人心疼不已。小说篇幅
很骨干，内容却很丰满。
2、从那地的尽头上，伸出几株枯枝的树，疏疏朗朗的划在那死寂的铅色的天上。那 眼珠 却 被 灯光 
和 火光照得 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洞开的 窗子，是那么坦白，没有尘垢。他们 好奇
的 心却很热，他们在严寒底下耸着肩，弓着腰，笼着手，他们吹着气坟周围都是松树，坟前面有些断
了的石碑我直望到他的影子没入更厚的松林中去，才踏上回家的路
3、丁玲将女主人公起名为“贞贞”，我觉得是一种隐喻。从身体上来看，贞贞被日本鬼子糟蹋了，
失去了贞洁，与她的名字是极为不符合的；从民族的气节上来看，贞贞到日本后虽不至于和鬼子们同
流合污，彻底成为日本人的玩物，却也没有做到宁死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贞洁烈女还是有
很大距离的；从贞贞身边的亲人邻里眼中来看，她完全违背了旧礼教中女子必须遵守的道德观念，不
为自己感到羞愧，也不在乎是否还有人要她，表面对自己的遭遇表现得云淡风轻，没有痛心疾首或没
有脸面活下去的态势，也称不上多么贞淑了。这样看，贞贞的名字与她实际的行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给我反讽的感觉，但我觉得这只是其中一点。贞贞虽然有与她名字相背离的部分，也有相吻合的部
分：如果我们能充分理解她的遭遇、她所生活的特殊环境，那么在精神层面上，贞贞还是坚定而有节
操的——可以说人如其名。首先，贞贞由于生活所逼迫，才被蹂躏，简单将其定义为“失节”是不公
平的。而且，贞贞被掳掠到日本以后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对她是一种折磨和煎熬，在她内心
会产生怎样的波澜很难说清楚，所以贞贞即使不能成为宁死不屈的贞洁烈女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
次，是她周遭的环境。丁玲用了快一半的篇幅，没有直接描写贞贞出场的内容，而是用贞贞周围人对
于她的语言上的攻击、诋毁，为之后她的出场形成铺垫，使读者对产生很大的期待，将贞贞视作一名
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可能会对其产生同情怜悯之心，好奇她回归故乡后后有怎样的行为表现。不仅如
此，也营造了无奈、冷漠的氛围，表现贞贞周围人对她持有不理解、误解、敌意与蔑视的态度，能够
为后文衬托出贞贞心灵与精神上坚定的一部分实现埋下伏笔。贞贞的母亲父亲、霞村杂货铺的老板和
井台边的村妇，无论与贞贞关系是否亲疏远近，都将自己至于道德最高点的位置上，对贞贞的横加指
责多于怜悯与同情。她们对把贞贞束缚在旧时封建礼教对于女性的要求框架上，对她的要求仅限于让
她嫁个好人家（所以出现快到文末时候求她嫁给夏大宝的激烈冲突的场景），而不考虑她内心真正的
需要；对她的指责与蔑视是出于自己的主观臆断，凭空想象着贞贞的立场与想法，却没有意识到自己
身上具有的矛盾、弱点与缺陷。客观命运的不合理安排和主观人为环境的不合理影响，在这双重胁迫
之下，贞贞就算自怨自艾、选择放逐到底，或者了解自己、坠入深渊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她却没有。
贞贞在丁玲笔下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而是相对可信的、比较现实的文学形象，在人物性格处理上
偏向收敛，但这收敛的性格当中却让我真真切切被她心灵的坚贞所感动了。文章里没有表现在她回到
霞村后没有写她有很激烈的愤懑、悔恨与想要报仇的仇恨，而是刻画得相对冷静、理智与随遇而安。
我恰恰认为，表上的心如止水才能展现得出恨与痛是多么地深沉。日本人与日本的生活给她肉体上的
重创；身边人语言表情的有意无意侮辱潜在地也给她带来心灵上的裂口，但贞贞选择用隐忍的方式默
默承受。忍受，看开不公，放逐委屈，向着自己的信念，磨砺、锻炼、改造自己，向着一个自己创造
的新生的自己前进，相信“明天会是新的一天”。唯一的，绝无仅有的的一条新生之途。 我看到表面
上平静的贞贞心中如火的坚定与节操，是一种伟大，一种尊严。所以在我心中贞贞是配得上她的名字
，称得上人如其名的。
4、《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以女性和抗日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作品。作者丁玲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作
家，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公是一个叫做贞贞的女生。日军入侵，给中国大地上带来了灾难和痛苦。贞
贞被日本人抓了去，村里人知道她定是被日本鬼子糟蹋了，他们说她做了日本人的官太太。贞贞有几
次从日本军那儿逃回了村子，可回到村的贞贞却受到了村上人的闲言碎语和轻视。她经历了常人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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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这么和痛苦，甚至抛弃了自己的尊严，但她却得不到家人、村人的谅解，也无法再接受夏大宝
的爱。贞贞虽然表面上是被日军抓了去，可事实上她也是利用这点做了联络员，将日本人的消息传回
组织。在那样的时代里，人们仍旧未觉醒，人们恨日本人，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会想到如何
反抗，如何改变民族落后的命运。他们目光短浅，所关注的，所不能容忍的，是贞贞的贞洁被日本鬼
子践踏了，他们对她有着同情，但更多的确是轻视和嘲讽。真正用自己的生命去挽救的民族的人却得
不到理解和支持。在那个时候，有多少个像贞贞一样的战士，用自己的牺牲去挽救民族危机，但他们
却不能以英雄的形象出现，最后，也许只能带着遗憾和对民族的担忧步入死亡。故事的最后，贞贞选
择离开，去了延安，希望在那里她能过上新的生活。故事最后的独白暗示抗日终将会取得胜利，不仅
是贞贞，中国所有的百姓都会有光明的未来。同时，故事也表达了作者对那些献身于救国救民事业但
却得不到理解和承认的人的深切同情和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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