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子夜读书笔记摘抄 子夜读书笔记心
得体会(通用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子夜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子夜》这部小说惊心动魄地描写了一个刚强有为的民族刚
也巨头吴荪莆，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双重压迫下，在工农
革命的夹击中，一败涂地的悲惨命运。

吴荪莆的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并非一个束手待毙的人。
他凭着自己的财力，游历过欧美的见识，以及在同行中过人
的智谋和手段，既获得同业的重视也颇自大自是，具有狂妄
的野心。他向往的理想境界是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戴上二
十世纪中国“工业王子”的桂冠，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犹如一只正要摄食的狮子。一心发展。

不幸从农历端午节后，省政府传来了命令：为了支撑双桥镇
市面，吴府在那里经营的工厂、商店不得关闭，抽回资金的
计划落空了，吴荪莆勃然大怒。但转念一想“益中”即将吞
进七八个小厂，又不由的回嗔作喜，爽快地表示顺从省政府
的命令。可是，新的矛盾又使他陷入窘境;要扩充、整顿那些
亏本的小厂，要资金;要搞公债投机，谋取暴利也要资金。吴
荪莆日益感到资金周转不灵，在这种关键时刻，交易所的斗
争也日益激烈。赵伯韬盯上吴荪莆这块肥肉，想乘吴荪莆资
金短缺之时吞掉他的企业。随后工厂举行了罢工，市局发展
对吴荪莆十分不利。



子夜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看完了《子夜》，我感受颇深。

主人公吴荪甫，应该说是私营企业家吧，精明、自信、有魄
力。但又正如书中所说，不免有些自负，近五百页的《子夜》
讲的就是他从风光到失败的在事业中打拼的过程，当然中间
穿插了诸多生活事宜。说他是主人公是由于故事大致是围绕
他展开的。如战争上你方打击我，我方又不容你一样，正所
谓商场如战场，这里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只要谁精明，更
能耍手段，谁就会是商场上的赢家，这里更要求你心狠手辣、
果断决绝，于是吴赢了一役又一役，但是最终他还是输了，
输给了比他更硬的商家，属在了看人的失误上。开头迎接老
太爷的喧哗与结尾外出避暑的狼狈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
终究是落魄了。沈先生就此收笔，他的明日如何无人知晓。

围绕主人公的还有亲戚、朋友、商友、下属等，加之他们的
生活、感情问题的描写，便展现出了民国时期各种人类的生
活、思想之异。文中后期终于大篇的写到了工人罢工，写到
了共产党，也许正是他们预示着吴的失败。而吴的逃串也许
又正是革命成功、共产党人胜利的象征。

子夜里黑暗，但即将到来的将是黎明的曙光！

子夜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
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
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
“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
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
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
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
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



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
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
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
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
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
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
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
性格里。吴荪甫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
级的典型形象。

除吴荪甫外，茅盾在《子夜》中还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
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打上了时代和
阶级的深刻印记。狡狯、陰狠而剽悍的赵伯韬，在土地革命
风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汗拿
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同时在公债市场上进行投
机活动的冯云卿，卖身权门、依靠资本家钱袋过活的李玉亭、
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也都写得各具有
特色。

茅盾特别擅长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不是对它们作静止的
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写，而是在时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锐的
矛盾和冲突里来时行细致、深入的刻绘。他让吴荪甫同时在
几条战线上作战，让他不断处在胜利和失败的起伏的波澜里，
时而兴奋，时而忧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急躁不安。这样，
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就毫发毕露地呈现在读者的面
前。杜竹斋的唯利是图的性格，在公债市场的决战阶段显得
分外清楚。李玉亭两面讨好的豪门清客的心里，在吴、赵两
家明争暗斗最为紧张的时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还在很多
地方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
借以鲜明地显示人物的性格。他决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写
景即所以写人。有时是因情取景，有时是借景写情，情景交
融，文无虚笔。

《子夜》的语言具有简洁、细腻、生动的特点。它没有过度



欧化的语言，偶尔运用古代成语，也是恰到好处，趣味盎然。
人物的语言和叙述者的语言，都能随故事和人物的性格发展
变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读者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
其境。

《子夜》的产生，正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反革命
文化“围剿”中迈步前进的时候，它显示了左翼文学阵营的
战斗实绩，从创作上证明了无产阶级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最
有发展前途的力量。

子夜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读完《子夜》这本书后，我深深了解了吴荪甫的无奈和无助。
说他是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他就是一个英雄，虽然这个英雄当得太艰难，或许你会反驳，
没有那个英雄是简单的，但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英雄，他们都
有具体可观的事迹摆在那儿，一目了然，被他们的英雄壮举
所感动，并为之赞誉。

吴荪甫也有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的苦衷。其实，他何尝不想
让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发展；他何尝不想让中国的民族工业
独立地站起来，撑起自己的一片天空；他又何尝不想不向那
些投机商、军阀官僚低头。但是这些在那个时代是天方夜谭，
吴荪甫这颗本该发出光辉的民族工业之星，却要应对陨落的
悲剧！

子夜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子夜》这篇文章涵含了深刻的教育意义和思想意义，深刻地
揭示了中国当时的处境和面貌。文中的主人公更生动、鲜活、
深刻的代表了这个时期中的人。

在《子夜》这本书中，丝厂老板吴荪甫雄心勃勃，要在他已
有的实业之上不断发展，再扩大自己的资本，成立大型公司。



可是他生不逢时，大罢工好不容易才在手下屠维岳的帮助下
平息。稳定了工厂后的吴荪甫不断努力，终于合伙成立了一
个银行，低价收购了八个小厂，专营生活用品。可是由于战
事不断，严重影响了销售，资金也周转困难，扼住了企业发
展的喉咙。

在吴荪甫和合伙人的坚持中，赵伯韬盯上了吴荪甫的产业。
他使用了不少手段，最后，在气力不支下，他使用了杀手锏：
他要以“国内公债维持会”的名义，电请政府下令禁止卖空，
他还直接去运动交易所理事会和经纪人会，怂恿他们发文要
增加卖方的保证金。正好是卖空方的吴荪甫只好请自己的姐
夫杜竹斋投入强大的资金在卖空方中，或能一搏，谁知杜竹
斋背叛了自己的妻弟吴荪甫，将资金投向了赵伯韬。最终，
吴荪甫破产了。

主人公吴荪甫，他魁梧刚毅，有财有势，有勇有谋，却在实
现自己的梦想——建造一个大型工业公司时，由于复杂因素
的交迫下而惨败;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不仅有政界作后台，在军
界里也有很深的关系，人称“公债场上的魔王”，正是他将
吴荪甫逼入绝境。

开头讲述大海的软风一阵一阵吹上人面，苏州河幻成了金绿
色，轻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江边充斥着“光、热、力”，
此时的吴荪甫有财有势，气派威风;而结尾，吴荪甫的工厂、
银行、公馆全都没有了，自己的梦(本文来自读后感范文，转
载请保留链接)当然也破灭了，惨败于赵伯韬的吴荪甫带着姨
太太灰溜溜地到牯岭消暑。一头一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得不让我们惊叹于一位民族工业巨子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
治的双重挤压下，又在工农革命的夹击中一败涂地的悲惨。

?子夜》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富有艺术生命力的人物形象。这
些艺术形象是作者匠心独运的艺术创造，他们在我国现代文
学人物画廊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



子夜读书笔记摘抄篇六

这一次将《子夜》完完整整的过了一遍，说到“过”，想来
想去也只能用这个字。因为很少有人能真真正正的读它。

《子夜》是矛盾最有成就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扛鼎之作。看
过的人，也包括看不懂的人，无一不拍手称赞。书里塑造的
人物有出场较多的“巨人”吴荪甫，将他的性格心理活动从
两个月前果断狠辣到两个月后犹豫不绝、担惊害怕，这一过
程刻画的淋漓尽致。也有鲜少出场的赵伯韬，将他一步步打
败吴荪甫的过程也描写的很详尽。

说到我个人，我较多的偏向吴荪甫的，但这种偏向也仅仅局
限于两个月前的荪甫。我喜爱他的狠辣，还有他经常狞笑。
有时我常常想，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想得好，可一定
没有他厉害。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荪甫从风光的地位变到众叛亲离的下场，
太太心里有别人，妹妹从他身边逃走了，姐夫投靠了赵伯韬，
他表侄女刘玉英随风飘。

我是越看越清楚，造成这一切的却是他自己，如果不是他的
刚愎自用，也许会挽回一些些结局。他不会用人，当他用屠
维岳的时候，就应该放些权给他，可他不是，紧紧抓住不放
松一点。结果弄到屠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个资本家想救国却无力。可悲的是他救过不了的原因却是
国人不让他救，这个国人就是赵伯韬也有别人，中国自古就
是喜欢窝里斗。真是可悲。

子夜读书笔记摘抄篇七

与《子夜》的第一次接触是在母亲的书架上，对名著并无多
大兴趣的我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



它以1930年的上海为背景，生动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
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经过民族资本家吴荪莆的遭遇，
展现了那个时代“更加殖民化”的特征和急速变动的社会现
实，使我们每个人都燃起强烈的爱国心，感受如此脆弱的祖
国，作为学生的我们更应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当时民生凋敝战乱不
止，但在都市化的大上海却另有一番景象。那里有着纸醉金
迷的的生活，有着明争暗斗的算计，有着趋炎附势的各色人
物。

它是一部描述中国近代民族工业资本的社会命运的杯具。其
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斗争;民族资产阶级和
帝国主义势力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农民阶级与
地主阶级的矛盾以及农村经济破产是怎样危及民族工业的，
这些矛盾使我们得以全貌地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强烈地唤
醒了我们的报国热情。

小说惊心动魄地描述了一个刚强有为的民族刚也巨头吴荪莆，
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双重压迫下，在工农革命的夹击中，
一败涂地的悲惨命运。

吴荪莆的斗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他并非一个束手待毙的人。
他凭着自我的财力，游历过欧美的见识，以及在同行中过人
的智谋和手段，既获得同业的重视也颇自大自是，具有狂妄
的野心。他向往的梦想境界是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戴上二
十世纪中国“工业王子”的桂冠，他为了实现自我的梦想，
犹如一只正要摄食的狮子。一心发展。

虽然片面地说是为了自我的梦想，但还是会为了中国的经济
发展作出贡献。我们也该像他一般为了自我的目标不懈奋斗，
造福国家，造福人民。



子夜读书笔记摘抄篇八

如果说《围城》戏谑的语言是艺术性的高于生活，那《子夜》
冷峻的笔触则是现实性的贴近生活。今日小编就为大家整理
了关于子夜读书心得范文，欢迎借阅学习，一起来看看吧!

最让我感觉到失望的是蓬勃的理想火焰被时代的洪水扑灭，
心里猛地一沉，突然想到自己曾经拥有的理想是多么的不现
实，说过的那些大话是多么的可笑，而置身于时代的洪流之
中的人们，是多么的渺小。

茅盾的《子夜》，无疑是一部民族工业资本的社会命运悲剧，
在那个1930年式汽车咆哮着奔驰过飘散着“共产主义”传单
的混乱街道的时代，在那个军阀混战，革命镇压乱作一团，
经济跌荡起伏毫无规律的年代，一个刚强有为的民族工业巨
子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的双重挤压下，又在工农革命的夹
击中，一路奔突，一败涂地。看完之后，盘踞在我心头的诸
多疑问和重重忧虑，像春日沉闷的乌云一样，久久不能散去。
雄心勃勃的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失败，买办金融资本家的回
回得手，富家子弟的无所事事和铺张浪费，实在是让人看了
触目惊心。

魁梧刚毅，紫脸多疱的吴荪甫，曾经游历欧美，见多识广，
用尽了他的心智想要实现他伟大的梦想，但是因为身在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没有免得失败的命运，实在可悲。撇
开时代背景等其他的因素，他在发扬民族工业上的努力和决
心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他也有剥削工人的一些表现，但是国
际丝价一路下跌，作老板的也有苦衷，既然我们恨的是剥削
的行为，就不要去恨那些同样被现实逼迫的人，他们只是扮
演的角色不同而已。他在厂里奖罚分明，重视人才，又能合
理规划，也确实是位不错的领导者。然而在公债市场上，他
又被机智狡诈的赵伯韬逼上了绝路，又是由于他贪心不足。
如果老老实实办厂，因为上海的工潮此起彼伏，当然不会容
易，但是至少不会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毕竟时代接受有能耐



的人啊。气派威风，不可一世的他在数月之间厂房、银行、
公馆全没了，最后的结局静悄悄的，灰溜溜的。是因为罢工
风潮搅乱了他的实业，金融魔王卷走了他的一切积累，革命
军队打开了他老家深院的大门，还有他公馆里那一群成天游
手好闲的女人和青年们，把他一步步拖向衰亡。

不光是工业人，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也不好过。吴公馆的常
客李玉亭是当时上海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必然是学识渊博，
见多识广而受人尊重的人，但是他习惯于资产阶级闲适奢华
的生活，看到共产主义革命的一步步成功，整天忧心忡忡，
唯恐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其实无论是怎样的时代，有知识的
人都是受人欢迎，被人需要的，他的杞人忧天与杜家大少爷
杜新箨的毫无忧患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书中形容杜新箨
总是一副“什么都看不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那就是
他从法国学回来的“巴枯宁主义”，当李玉亭在他耳边重复
着现在面临的危机时，他却能不以为然的把视线投向遥远的
海外：“不要紧!至少明天，后天，下星期，下一个月，再下
一月，都还不要紧……再不然，日本，法国，美国，总该不
至于要紧!供我们游乐的地方还很多呢，不要紧!”即使“世
界末日即将到来”的言语也不能刺激这种人奋发上进，那他
花了那么多人民的血汗钱到国外去学了什么呢?真正可恨的是
杜新箨一类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剥削工人的人!

然而资产阶级家庭出来的青年也未必各个如此，这让我们还
不至于绝望：吴芝生、杜学诗都是典型的代表。杜学诗“国
家的铁掌应该强制人们在丝业上压倒日本”，吴芝生与同学
柏青一起走入“五四”游行团队，不都是他们对未来积极的
表现么?他们的出现，就像正待勃发的春草，可以染绿整个田
野。

然而这部著作的中心还在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公债市场上的
残酷斗争。股票就是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公债也不例外，
大人物在里面做手脚，谁最后接到那谁都不想要的“花”谁
就倒霉。虽说我这样的评论十分幼稚，但是这种智商上的游



戏实在太残忍，完全就是在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之间玩的一场
在他人头上妄加噩运的游戏，这样的游戏太不人道，太急功
近利了。在我的概念里，那些单纯用经济来衡量社会进步的
手段太片面，也太自私。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是什么?是某些
人毕生的追求，是他们灵魂的最终归属吗?我一点也看不出其
中的奥秘，是我的知识太欠缺了也罢。但是所谓股市、公债
不都是以赚钱为目的，以损人利己为表现形式的无聊勾当么?
那些为此疯狂的人有没有想过有些人还在饥饿的魔爪下挣扎，
那些赢家的心里有没有一点对自己手下败将的留意——他们
或许会变为危害更多无辜的人的冤鬼。

有没有一种行业是真正造福于社会，能让人们共同享受幸福，
共同进步的?答案当然数不胜数。认认真真地做好实业，让人
们共同富裕起来，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然而正是因为资本
家的贪心，造成了这一系列的悲剧。

读完这本书，我的收获真的很多，也许正如作者茅盾所
说“显不出中国革命进行的伟大气魄与最后必然胜利的前
景”，但是我相信忧患是激励人前进的最大动力，我会因此
而更加明确今后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子夜》是一部一直以来充满争议的作品，但肯定和赞扬的
声音始终占据主流，作品为读者们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当时的
社会背景和都市生活，引人深思。

作品开篇是一段景色描写，为下面一系列的人物出场作铺垫，
紫脸多疱的吴荪甫、封建腐朽的吴老太爷更是给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结尾更是匠心独运，整体结构宏伟严密。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
和斗争是贯穿《子夜》全书的主线，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半
殖半封社会的全貌。吴荪甫就像一个永不知疲倦的战士，战
斗在民族工业的第一线，与赵伯韬勾心斗角;使劲浑身解数平
息罢工;吞并其他小厂来扩大自己工厂的规模。只可惜他生不



逢时，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半殖半封的社会背景扼杀了民
族工业，虽已力挽狂澜，却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不是吴荪甫
一个人的失败，更是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失败和悲哀。然而吴
荪甫也是一个血腥的剥削者，克扣工人工资，榨取工人的剩
余价值，吴荪甫人性恶劣和冷酷无情的一面可见一斑，因此，
吴荪甫形象的评价一直都是毁誉参半的。但无论怎样，吴荪
甫也算是有魄力、有手段，是那个时代的民族英雄。

此外，我认为，《子夜》最值得称颂的是刻画了各赋性格特
色的都市现代环境中的女性形象。林佩瑶是众多女性中最丰
满的，她憧憬着浪漫伟大的爱情，然而现实生活中，她的丈
夫吴荪甫却是汲汲于功力的资本家的特性，她所期盼的浪漫
和诗意都不属于这个家庭，虽表面接收了现代文明，实则却
只能默默反抗。爱情是林佩瑶的全部，而吴荪甫却把全部心
力献给了他的事业，没有给妻子必要的关心，面对初恋情人
雷鸣，寂寞的心再次燃起热情的火花，却也使她背上了沉重
的负罪感，然而对于丈夫的不忠却当做理所当然。林佩瑶活
在这种精神痛苦中，更是在寂寞和愧疚中煎熬着，可以说，
林少奶奶的一生是悲剧的，是一种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精神
上的悲哀，她的人生让人怜惜，可悲可叹。

四小姐惠芳是最能体现封建文明与都市文明碰撞和冲突的女
性形象。在父亲吴老太爷严厉的管教下，“万恶淫为首，百
善孝为先”、“男女授受不亲”等封建思想更是禁锢着惠芳，
支配着她的思想和行动。当走进这个物欲横流、光怪陆离的
大上海，旧有的价值观受到强烈的冲击，地位虽然显赫，却
与都市人之间存在这隔阂，四小姐就这样孤独悲哀地在夹缝
中生存，精神上的矛盾让她产生了臆想。心中虽希望去追逐
爱情，但禁欲思想时刻牵制着她，内心软弱的她只能学着死
去的老太爷的样子，捧起《太上感应篇》潜心修行，虽然以
失败告终，但最后也算是有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局，离开吴公
馆，追求新的自由天地。

这些女性的爱情与人生比起主角吴荪甫和赵伯韬及其斗争并



不是主要的和完整的，但每个女性都带有理想的色彩，形象
的丰富，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一类女性的欣赏。

《子夜》整体上显现出一种浪漫与颓废、真实与虚无的交织，
也是展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的历史性巨作，《子夜》的诞生更
是显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不可战胜。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了一本书，
就像对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可见，书是一个人一生不可缺
少的东西，多读书可以使自己的内在变得充实。

《子夜》这本书大家一定读过，正是读了这本书，使我体会
到了许多东西，了解到了书的重要性!

它所展现给我们的是一部民族工业资本的社会命运的悲
剧——一个刚强有为的民族工业巨子如何在帝国主义和军阀
政治的双重挤压下，又在工农革命的夹击中，一路奔突，一
败涂地!

《子夜》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一位魁梧刚
毅、紫脸多疱，他就是吴荪甫。他凭借着自己的见识，雄厚
的资本，过人的胆识，智谋的手腕，企图实现他的梦想——
一个强大的工业王国。然而他生不逢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
社会性质，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在这些人物的塑造上，矛盾充分表现的他的创作意图：中国
的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
因为一九三零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
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暗淡无光的。

一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着的。个人离不开
国家，就像小鱼离不开水一样。国家兴盛强大，人们才可以
有更大更好的空间展现自己的才华，使生活更加幸福。否则
光凭个人的微薄之力是毫无用处的。



“光阴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知识。”从现在做起，认真
读好每一本书，相信你一定会从书上读到许多的有趣的知识!

一声叹息，叹近代中国的堕落。

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中国已完成沦为洋人的半殖民社
会。香港、上海、厦门、武汉、沙市……一个个租界象最肮
脏的污点，被泼洒到神州大地。洋人肆虐着，咆哮着，中国
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国将不国。

一声叹息，叹近代中国工业的堕落。

一声叹息，叹近代中国人性的堕落。

刚刚读《子夜》的时候，最前面的章节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可是细细想来，可谓意味深长。吴老太爷的死后蕴含的难道
不是中国旧社会从旧到新的迅速发展吗?可是，正因为发展得
过于迅速，一些不良现象没有得到处理，反而扩大、蔓延，
最终在人心中埋下了邪恶的种子。刘玉英、徐曼丽、九姨太，
一个个不守贞洁、妖冶的女人代表的难道不是那个时期女性
人性的堕落吗?象曾家驹这样对穷苦人无尽剥削，对上司却象
一条狗般点头哈腰，失去了人最起码的尊严的人不也象征了
人性的堕落吗?还有为得到一些公债上消息而甘愿将女儿送入
虎口的冯云卿、花钱买官的李壮飞，还有一些天天戏耍玩闹、
不知关心国家大事的青年男女们，不正是那个社会的真实写
照吗?现在想来，反而是那个即将入土的吴老太爷人格最高尚
了。

或许，作者写《子夜》的初衷，便是在叹息这个堕落的社会，
去让后人明白，了解一个真实的旧社会吧。

《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
中国社会的面貌。



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
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
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
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
统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
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一方面强大、
自信、有抱负、有手腕;另一方面却软弱、空虚。一方面对帝
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官僚不满;另一方面又敌视工农。

而《子夜》里最能体现乡村封建文明与都市现代文明对立冲
突的女性形象是四小姐蕙芳。她激烈的精神矛盾是封建社会
的集体无意识和开放的现代观念相对抗的表现。她在父亲主
宰一切的家庭里受到严格的管教，她的心灵痛苦打上了精神
迫害狂的烙印。她被父亲吴老太爷关在封建囚室里太久, 都
市生活让她不适应。身为女性的被动与软弱, 使她没有勇气
主动 追求爱情, 便学着已故的老太爷的样子, 捧起了《太上
感应篇》, 烧香念经潜心修行。

《子夜》的语言具有简洁、细腻、生动的特点。它没有过度
欧化的语言，偶尔运用古代成语，也是恰到好处，趣味盎然。
人物的语言和叙述者的语言，都能随故事和人物的性格发展
变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读者能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
其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