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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
诗人牛汉在悼念她的诗里这样赞颂她的名字——    这是北方牛车上的铃铎    在炮弹炸得坑坑洼洼的田
野    乌黑冰冻的道路上    不停地颠簸，不停地呼喊，不停地一摇一响    丁玲丁玲丁玲⋯⋯    这是多么悦
耳动听的名字，这又是一个迷人的历史符号，一个中外人士心中的“谜”。
丁玲也曾说过：“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特别是海外人士的心目中，我依然是一个谜。
”(《丁玲纪念集》)    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于湖南临澧县黑胡子冲，原名蒋冰之。
直至1986年3月4日在北京逝世，她在20世纪的中国度过了82个春秋。
可以说，她是20世纪中国的“一本历史书”、“20世纪中国活的化石”。
如果你想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历史的状况与变迁，你必须去解读丁玲及其作品。
她是一部厚重的大书，隐藏着解不完的谜。
    杨义先生曾说过，她的小说给人以“带露折花的紧迫感”。
因此，你可以从她的作品中听到时代的声音、时代的脉搏、时代的要求。
而且还可以从丁玲天才的艺术直觉、独具的慧眼中发现尚未被前人发现的许多的“谜”。
    法国评论家玛丽安娜·曼说：“丁玲作品是中国思想、中国现实的艺术再现，给了我们一张进人中
国世界的门票。
”    的确，有了这张“门票”，外国朋友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20世纪的中国徜徉，去了解20世纪的中
国。
    丁玲又是一只扑火的“飞蛾”。
瞿秋白说过：“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这是一个惨烈而辉煌的预言，丁玲不幸被他言中。
    丁玲一生有如钱塘江的大潮，大起大落。
政治风浪时而将她托上云霄，时而又将她沉人海底。
    纵观她的一生，有4次大的浮沉。
    第一次浮沉是从《莎菲女士的El记》发表到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软禁于南京期间。
    1927年至1928年，在短短的两年中，这位年轻的姑娘，连续创作的4篇小说都在叶圣陶先生主编的《
小说月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特别是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在少男少女中刮起了一
阵旋风，她成为文坛最耀眼的新星。
    然而好运不长，1931年2月7日，丁玲的丈夫胡也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五烈士之一)遭到国民党反动派
的枪杀。
27岁的丁玲遭受丧夫之痛！
之后，1933年丁玲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软禁于南京，一关就是3年，这是丁玲的第一次浮沉。
    第二次浮沉是1936年丁玲逃到陕北至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
    1936年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丁玲终于逃离南京到了延安。
丁玲是第一个到达延安的国内著名作家，延安高规格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出席了欢迎
会。
接着，丁玲奔赴前线。
1936年12月30日，丁玲在前线收到毛泽东写的一首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词中称赞她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在延安，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于是，丁玲红遍了陕北。
    然而好景不长，1942年丁玲因在《“三八节”有感》中揭示了解放区中某些落后的意识而遭到批判
，于是她又沉落了。
    第三次浮沉从1948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
    1951年，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丁玲风光一时，在新中国的文艺
界立刻行时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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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她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要职。
    然而时隔4年，1955年，丁玲突然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头目”(丁、陈曾是《文艺报》主
编)。
“罪证”材料既不与丁玲见面，更不用说核对了，全是闭门造车搞出来的。
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丁玲是“反党集团头目”，那自然是“右派分子”了。
从此，丁玲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丁玲这只“死老虎”又成了当然的“牛鬼蛇神”。
1970年丁玲被“四人帮”投进监狱，坐了5年牢之后于1975年释放，发配山西劳动改造，直至1979年。
这回，丁玲足足沉没了25年，约1／4个世纪。
    第四次浮沉是1979年丁玲回京治病，到1986年去世。
    1979年，丁玲——这只扑火的“飞蛾”，冒着腾腾的烈焰，终于冲出了火海，回到人间。
她那萧萧的白发、深深的皱纹以及肉体上、心灵上累累的伤痕，镌刻着1／4个世纪的人生苦难。
    返京后，她被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恢复了党籍。
1984年，党中央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6年，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丁玲荣誉院士的称号，称赞她是“20世纪伟大的诗人和小说家之一”
。
    1986年3月4日，丁玲沉落了，她走完了苦难之旅，她死了。
    丁玲一生4次的升降沉浮，大起大落，时而誉满人间，时而又成千夫所指，让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
，迷惑不解。
    除了她的身世之谜以外，丁玲身上还有许多的“谜”！
    譬如，丁玲和沈从文都是著名的湘籍作家，但湖湘文化对沈从文的影响是显性的，他书楚语、作楚
声、名楚物，表现了这位“乡巴佬”对故土的热恋。
人们一看便知道，沈从文是一个乡土作家。
    然而丁玲与他不一样，她18岁就离开湖南，从此四海为家，在她心里，还恨死那个“蒋氏大家族”
，小说创作中也很少写到家乡⋯⋯据此，有的研究者便认为湖湘文化对她的影响“很难确认”。
    我以为：一个作家的出生之地以及生存环境、文化环境对作家的塑造和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要知道区域文化最先开启了作家的心智，传输给作家最初的知识，并濡染、渗透进作家的血液。
传统文化、区域文化会像空气、阳光和食物一样，滋养着作家的艺术生命。
    那么，湖湘文化是怎样影响丁玲的？
细分析，湖湘文化对丁玲的影响是隐性的、潜移默化的，它渗透进丁玲的血液中，融化在她的骨髓里
。
丁玲骨子里就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和毛泽东、彭德怀一样，都是“湖南蛮子”。
    歌唱家李谷一说过：“我们湖南人霸得蛮，吃得苦，耐得烦。
”这是湖南人的自我写真。
外省人也经常给湖南人画像——“江西老表，湖南骡子”；“敢说‘不字’的湖南人”；“有‘另外
一根筋’的湖南人”；“好管大事的湖南人”；“乐于帮忙的湖南人”；“性急还想吃热豆腐的湖南
人”；“不讲卫生的湖南人”(指湖南人爱吃臭豆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湖南人”⋯⋯这些话
，并非山寨版，确确实实从某一侧面说出了湖南人的某些特征。
且历来的文人、学者、政治领袖对湖南人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谭嗣同赞道：“万物昭苏天地曙
，要凭南岳一声雷。
”    梁启超说：“其可以强天下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
”    杨度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
”    以上这些评价，都在盛赞湖南人的爱国精神及在强天下保中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的确，湖南盛产政治领袖和军事将才，历史上有“无湘不成军”之说。
湖南人又是不怕死的“蛮子”，盛传辛亥革命就是“广东人出头脑，江浙人出钱，湖南人出血”！
    湖南人这种卓厉敢死、强悍炽烈、百折不回的士气民风，在丁玲身上有最集中的体现。
丁玲个性气质中的“蛮”、“倔”、“辣”显然是湖湘文化濡染的结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迷人之谜>>

    湘女多情，丁玲作品中感情热辣、阳刚，作品“女性而非女子气”，这亦是湖湘文化浸润使然。
本书将逐一解开这些谜。
    近二十多年来，有人认为丁玲自《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她的小说创作便“丧失了艺术个性”。
尤其是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的评价，由众口一词的赞扬，开始走向分歧。
有人说这部小说是丁玲创作的顶峰；有人则认为这部小说“完全丧失了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公式
化概念化之作”。
分歧严重，意见对立，关系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问题。
本书将对此作一些具体的分析，以解开丁玲艺术个性嬗变之“谜”。
    我总觉得：丁玲是层峦叠嶂的群峰，不是一泓清澄见底的小溪，她始终让人可望而望不透，深邃而
又神秘。
譬如说，在“左联”时期，当她向“左”转的时候，内心里是否有过政治与艺术的矛盾？
在她的创作心境中，潜意识与理性是否有过冲突？
感情的潜流有没有过被理性选择压抑的时候？
    再说，在个人情感世界里，她与陈明也有让人不解之谜。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大夫小妻、甚至老夫小妻似乎也是不见怪之事。
但是大妻小夫则有人见怪了。
湘女多情，丁玲更是多情、重情。
她和后来的丈夫陈明的生死之恋，让多少人感慨唏嘘。
    我国北方有句俗语：“女大三，抱金砖”。
但丁玲比陈明不是“大三”而是大13岁。
这位小弟弟为何会和丁玲老大姐结为终身伴侣，且荣辱与共，生死相恋，不离不弃？
这中问有什么秘密？
    丁玲到底还有多少不解之谜？
如何解开这些谜？
    丁玲曾说过，人家把我看做这些年我们文艺界的一个谜，我是个作家，只有用自己的作品给人解谜
。
因此，每当新作出版之时，她总是热情地给中外朋友送书。
    我以为作为一个研究者，只有细细地研读丁玲的全部作品，才能看清其“庐山真面目”，看清楚丁
玲其文、其人。
拙著《迷人之谜：丁玲》正是我三十多年来研读丁玲作品，为解读丁玲所作的一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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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候，翻开《莎菲女士的日记》，映入眼帘的是《“三八”节有感
》⋯⋯”
　　如果我们继续这种接龙的游戏，上述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排下去。
正是这一部部熠熠生辉的作品使丁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但其人生经历却
更具传奇色彩。
先是与“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结婚，但最后与比她小15岁的陈明相濡以沫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
程；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赋一阕《临江仙》赞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可20世纪50年代
，她又被打为“丁陈反党集团”的头目，“文革”中身陷囹固⋯⋯其书如谜，“都云作者痴，谁解其
中味？
”其人如谜，如此跌宕起伏的人生难道真是拜造化小儿所赐？
《迷人之谜：丁玲》作者是资深丁玲研究专家，积30年研究之功力，为您拨开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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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漱芬，抗日烽火中诞生于广东潮州市一个贫穷的教师之家，196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现为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出版著作10种。
其代表作有《丁玲小说的嬗变》、《丁玲与湖湘文化》及《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研究》等。
此外还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
获“曾宪梓高校教师奖”、“湖南省优秀教师”称号，曾任湖南省第八届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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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虽盖棺仍无定论之谜
死之歌
奇才奇人的传奇色彩
生前沸沸扬扬，死后争议依旧
丁玲生前死后争议漫论
第二章　蒋氏名门家族之谜
“蒋氏家族”——传说中李自成的后裔
“具有决定意义”的童年印象——家族的败落
母亲——文化的一片沃土
“五四”风雨的滋润——叛逆的种子发了芽
第三章　小说创作艺术个性嬗变之谜
文坛“炸弹”——《莎菲女士的日记》
“左联”时期小说内容和形式转向之谜
《母亲》——寻求艺术上新的突破
医院的“怪人”陆萍和霞村“不贞洁”的贞贞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公式化概念化”之作？

丁玲小说嬗变之轨迹
第四章　湖湘文化对丁玲个性气质濡染之谜
“虽九死其犹未悔”——“一条道走到底”之谜
“蛮”、“倔”、“辣”——丁玲个性气质的文化基因
个性气质对其小说形象的渗透——“丁玲是莎菲？
”
咬牙励志，韧性战斗的文化人格、意志
第五章　湖湘文化对丁玲作品的气韵风格浸润之谜
诗的激情与浪漫的色彩
喜欢“真情性”，“火热、火热”
“女性而非女子气”的文体风格
附录
桑干河畔忆丁玲
情系桑干河
生死之恋
我心中的相思树——悼丁玲
回眸：我的丁玲研究之路
一个“自讨苦吃”的人——记《丁玲小说的嬗变》作者彭漱芬教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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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5岁的丁玲，热忱地投身于这场运动中。
二师沸腾了。
一天之内，七八十名同学同时剪掉长发，丁玲也剪成短发。
在大班同学王一知（后为张太雷夫人）、王剑虹（后为瞿秋白夫人）等人的组织下，学生会成立了。
她们率领几百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等口号。
同时，她们又组织“救国十人团”上街演讲、查禁日货，宣传爱国的道理。
丁玲成了宣传队中年龄最小的成员。
她们还利用一些机会讨论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
校长彭施涤不赞成学生们的活动，王剑虹等人便与他辩论。
这些女学生口若悬河、随机应变，常常博得听众的热烈掌声。
丁玲是她们忠实的小伙伴，经常为她们扬威助阵。
 女师的学生会还办起了平民夜校，向附近贫苦妇女宣传爱国道理，教她们识字、学文化。
丁玲自告奋勇去教珠算。
由于她年龄小，个子小，大嫂大娘们都称她为“崽崽先生”。
 二师的校长彭施涤是国会议员，反对学生运动，便用提前放假的方式来破坏学生运动，丁玲就在这一
年暑假结束了学习，又回到常德。
这一年的学习生活，对于丁玲来说，记忆是深刻的。
她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伟大的时代给予了她丰富的营养。
丁玲说：这次运动给了我最大的启发，把我从狭小的天地，以为读书只是为了个人的成就，可以独立
生活，可以避免寄人篱下，可以重振家声出人头地的浅陋的思想境界，提高到应以天下为己任，要出
人民于水火，济国家于贫困，要为祖国挣脱几千年来的封建枷锁和摆脱百年来殖民地的地位而学习的
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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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丁玲，有“谜”一样的人生。
她既有人生的美丽，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人生酸楚；她有红得发紫之时，也有被当作魔鬼丢下地狱
熬炼之苦⋯⋯这样的人生，深深地吸引着我。
    她的作品更像是“谜”一样，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眼里，一样的人物形象竟然会有魔鬼与天
使的差别⋯⋯这样的作品深深地吸引着我。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新时期以来，我乐此不疲地对其探索、研究。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哪个层面，我都惊喜地有所收获⋯⋯于是，我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呈献给我的读
者，以求教于大家。
    此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感谢他们为本书的出版做了精心
的策划，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同时，我还要感谢西苑出版社的蒋焱兰同志对本书出版的鼎力相助。
    本书吸收借鉴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未能一一注明出处，在此深表谢意！
    书中插页中所刊登的部分丁玲的照片，均由中国丁玲研究会、河北涿鹿县文化馆及丁玲纪念馆提供
，特此致以深深的感谢。
    本书只是对丁玲及其作品的一些探索与研究，如有疏漏，敬请专家、学者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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