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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
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
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
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路历程。
    近三十年来，海内外陆续出版了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和评论著作，可谓十分繁多，其中亦不乏可圈
可点之佳作。
但总起来说，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要么就是注重文本的传记特征，凸显其文学性，而淡化了史
料性和学术性；要么就是从纯学术性入手，只注重对传主遗留文字内涵的学术性发掘与剖析，而忽略
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揣摩，对其工作与生活事件的叙述以及对文本艺术性和文学性的追求。
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个体例问题，其实它关乎的却是文化理念以及方法运用等宏观统摄的
大问题。
    我们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关于怎样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完成评与传的问题，尤其是传的部分，如何
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力”，应该是每一个学者应该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
    当“历史是一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回避历史真实性的遮羞布时，当克罗齐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史学界治史的箴言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一次次被歪曲的悲剧。
我们是一个不缺乏历史教育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往往是建立在充满着过度丰富的“历史的
想象力”之中的，实用政治对历史学的十预往往建立在夸张、扭曲、变形和虚构的基础之上，造就了
一代义一代人对历史的误读——远离历史的真实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历史是永远不可能“还原”和“复原”的，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却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最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
然而，这个底线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呢?实用历史的观念把历史学推向了深渊
。
曾几何时，对秦始皇的过分褒扬而掩盖其非人性的残酷一面，无非是为彼时的专制制度树碑；对各朝
各代法家的歌颂无非是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立传；对成吉思汗穷兵黩武的膜拜无非是为人类“兽性”
张目，因而，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
雕”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抒情，却成为史学界的治学指南时，注定会产生历史学教育的悲剧
结局。
同样，对辛亥革命的由贬到褒的过度阐释，片面地追求“历史的想象力”，也正是体现了史学界实用
主义的治学理念，倘若这种理念不改变，我们的历史学教育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滑行。
即便是并不遥远的现代史，涂抹历史的记忆也同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们以为，“历史的想象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公开的基础之上，它应该是照亮历史幽暗处的
一束光线，使其成为更加光明的原动力；它更应该是填补历史细节不足的润滑剂，成为使其更加丰满
起来的驱动力。
它不能建立在凭空想象的基础上，没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基本史实作为实证的依据，就不能
抵达历史真实性的彼岸，只有在实证加合乎逻辑的想象前提下，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原态。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谈“历史的想象力”，可能会有许多古往今来的事例可举，只一部《红楼梦》
就足以证明它在文学艺术中的生命力所在。
但是我想举征的恰恰是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滥用“历史的想象力”的弊端。
    自台港文学中的武侠历史小说流人大陆以后，效仿戏说历史的风潮开始蔓延，作为一种消遣休闲文
学，这似乎是无可指责的创作方法。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许多喝着这样的文学奶汁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居然将那
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故事当作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阅渎，尤其是在这个人文意识日趋淡薄、丁具理性口
益发达的时代，那些只希望在“快餐”中获得和完成人文教育的人，是无视历史学和消遣文学之间的
界限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历史题材创作已经到了不戏说和不杜撰历史就不能成书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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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家们对于那种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有凭有据地发挥“历史的想象力”的功夫
已经失去了耐心，那种“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一辈子磨一剑”的严肃创作态度已然
被消费文化时代的“快餐”制作法所取代，谁还愿意穷几十年的皓首来“磨铁杵”呢?传统意义上的历
史题材的严谨创作已不复存在，为弄清楚一个历史细节花费巨大精力的创作将会成为历史。
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呢?    从没有“历史的想象力”到过度的“历史的想象力”，我们的历史
和文学走过的道路并不曲折，但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结局。
我们需要的是贴近历史原态的价值理念，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成为一个运用合理的“历史的想象
力”的典范。
    本着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原则，我们在准备编纂这套丛书时，就明确要求作者将“传”与“评”
尽可能完美地结合。
所谓“传”，是作者以叙事的方法再现传主的生活历程；所谓“评”，是作者直接站出来阐释、论说
传主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成就。
做到在真实可靠的史料考察基础之上，既具备叙事的文学魅力，又不失清晰的学术剖析。
我们充分注意到了本套丛书的受众面——既要为少数文化研究者提供可资参考的史料和学术视野，同
时也要兼顾广大文化和文学爱好者拜视文化名人的嗜好，为文化普及做好基础工作。
因为我们深知，无论是专业研究，还是业余爱好，一旦失去了其趣味性，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一个
“自由王国”境界的。
所以，我们倡导在严谨的叙述中，避开那种繁琐考证和过多纠缠于枝节问题的写法，力图着眼于大事
件和传主之间的勾连，以及传主行状与时代思潮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来勾勒与构筑传主在历史现场的
真实存在。
    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消费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守成主义者
，固守拒绝任何想象的传统“评传”写法，摈弃一切文学的想象和合理的推论。
但是，我们绝不提倡那种以出卖传主隐私而获得名利的商业性炒作，反对那种“演义化”的写法。
因此，本丛书的编撰原则就十分清楚了，广大读者也可从中看出某种端倪。
       为了丰富本丛书史料的直观性，我们要求作者尽可能提供一些有关传主的图像资料，内容包括生
活照、手稿、书影等等。
其目的就是在严肃的学术性观照中增加历史现场感，同时给书籍的装帧增添一些活泼的色彩，融学术
性与艺术性为一体。
    丛书将会以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其中多属新制原创，少量是旧著修订新版，
我们也将在此过程中不断改进和不断完善，将这一套丛书做成一流品位的文化书籍。
我们相信，有众多高水平作者的支持，有广大高品位读者的呵护，有一个高要求的编委会以及出版单
位的努力与支持，这套丛书一定会达到预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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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酝酿多年的一个课题计划，它的主旨就是要为广大读者提
供一个认识现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化在极其复杂的语境下是怎样孵化出一大批文人名流的窗口，从而回
到历史的现场，更真切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缝隙中识别那个时代的文化真实，体悟那个时代里名人的心
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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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西子湖畔的彷徨
第六章 迎着时代的暴风雨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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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富春江就淙淙地歌唱着，日夜不息地流淌在浙江省的中部。
她的清澈潋滟的水流，滋润着两岸丰饶的土地，哺育过一代又一代勤劳的人民。
她具有异常优美的景色。
早在一千五百年前，梁朝的吴均就对富春江的山光水色作了极为生动的描绘：“自富阳至桐庐，一百
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水皆缥碧，千丈见底。
游鱼细石，直视无碍。
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夹岸高山，皆生寒树。
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
泉水激石，泠泠作响。
好鸟相鸣，嘤嘤成韵。
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
”（《与朱元思书》）在她秀丽的景色中，又点缀着许多名胜古迹，钓台和西台就是其中著名的两处
。
钓台相传为东汉时严子陵垂钓的地方，后世常以他辞帝归隐的故事作为歌咏那不贪富贵自甘淡泊的隐
士的典故；西台则是南宋末年爱同志士谢翱因文天祥就义而击石歌哭悼惜忠良的所在。
郁达夫在其《自述诗》里曾吟唱道：“家在严陵滩下住，秦时风物晋山川。
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
”就是这富春江明媚秀丽的景色以及沿岸底蕴丰厚的人文环境，孕育着她的儿女中的英杰和俊才，同
时也激发了历代无数诗人美好的情思。
 1896年12月7日，即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初三的夜半，郁达夫出生在富春江畔的富阳城里。
他原名文，小名荫生，达夫为其表字。
父亲郁士贤，早年设塾授课兼行中医，后来也曾任富阳县衙门户房司事。
母亲陆氏。
达夫为郁家幼子，长兄郁华，字曼陀，比他大十二岁，二兄郁浩，字养吾，比他大五岁，姐姐郁凤，
比他大两岁。
他的家庭原为书香世家，太平天国以后才逐渐破落；达夫出生时仅剩有一间旧式_一开间的楼房和六
亩薄田，家境贫困。
因此郁达夫后来回忆儿时的生活时说：“我所经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
”（《悲剧的出生》） 郁达夫出生在“风雨如磐黯故同”的苦难的年代。
他说：1896年，“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
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
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
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设之中。
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同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悲剧的出生
》）。
另一方面，他的童年又是十分孤独的。
在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
正像房屋断了支柱一样，这个家庭的生活也立刻倾斜了。
于是，母亲艰难地挑起了沉重的生活担子，经常在外面忙碌奔波，老是不在家里，年幼的姐姐也给送
到环山村叶家当童养媳，两个哥哥早就上离家很远的书塾去念书，不能和他一起玩。
在这个“静得同在坟墓里一样”的家里，陪伴着他的，时常只是老祖母那凄凉而单调的念经的声音。
郁达夫回忆说：“守了数十年寡的祖母，也已将人生看穿了，自我有记忆以来，总只看见她在动着那
张没有牙齿的扁嘴念佛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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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的出生》）畸形的时代，寂寞的生活，是形成童年时代的郁达夫比较孤僻、内向的性格和
气质的重要原因。
 由于生活的寂寞，郁达夫就怀着无限亲切的感情眷恋着大自然，而美丽的、神秘的大自然也给这个孤
独的孩子带来温暖和安慰，并且使他对生活产生了深深的热爱和丰富的遐想。
他后来回忆说：“在小学校念书的时候——也许是在进小学校之先——记得老爱走上离城市稍远的江
边上去玩。
因为在那里有的是清新的空气，浓绿的草场，和桑槐的并立排着既不知从何处始也不知在何处终的树
影，而从树丫枝里望出去的长空，似乎总是一碧无底的。
在这些青葱蓝碧的中间，记得还有许多喳喳唧唧和悠然长曳地沁的一声便踪影全无的飞鹰的绝叫声听
得出来。
置身入这些绿树浓阴的黄沙断岸中间，躺着，懒着，注目望望江上的帆船一一那时候这清净的钱塘江
上是并没有轮船的——和隔江的烟树青山，我总有大半日白日之梦好做。
对于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
”（《忏余独白》）当这个头上养了一圈罗汉发的清瘦的孩子沉浸在富春江上的山光水色中的时候，
他幼小的心中就会升起一种新的惊异：“这世界真大呀！
那宽广的水面！
那澄碧的天空！
那些上下的船只，究竟是从那里来，上那里去的呢？
”“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大起来呢？
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这象在天边似的远处去呢？
到了天边，那么我的家呢？
我的家里的人呢？
同时感到了对远处的遥念与对乡井的离愁，眼角里便自然而然地涌出了热泪。
”（《我的梦，我的青春！
》）长日与秀丽的山水相对，培养了郁达夫对自然美的感受能力，孕育了他的诗人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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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最早接触郁达夫研究这一课题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那是1954年秋天在老师贾植芳教授指导下
，《郁达夫论》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定下来的。
从此我们就一直关注着郁达夫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作家。
1957年我们发表了《郁达夫论》，1983年出版了《郁达夫评传》，1985年《评传》又再版，九十年代
我们又写了一组系列论文，论述郁达夫与传统文化、外国文化、地域文化的关系和分析某些代表作
，2001年为台湾撰写并出版了一本郁达夫传记：《零余者的叹息——郁达夫》，此外还先后编了一本
《郁达夫自传》和一本《郁达夫自述》出版。
        跟踪这一研究课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深化的过程。
随着研究环境的改善，随着新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现在的郁达夫研究已经比从前丰富和
深人多了，我们的一些看法也有变化，现在再回头看看写于近三十年前的这本《评传》，就发现有不
少地方是需要补充和修改的，我们真希望能有机会来做这个工作。
就在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去年5月，正好接到丁帆约我们修订《郁达夫评传》的电话，就很高兴
地马上答应下来，并立刻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增订、修改工作。
        这次修订，在重新阅读郁达夫著作和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郁达夫评传》的原有框架作了一些
调整，对许多评价和观点根据目前的认识重新斟酌，新增写了一些内容，重写了一些部分，修改了一
些文字，补充了一些资料，订正了一些引文。
现在这个增订工作基本完成，我们希望它能以较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研究课题的终结，况且现在所呈献出来的成果也一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
题和不足，我们期盼得到读者和专家的指正，以便使这一课题能达到更高的研究水平。
丁帆、徐德明和新版责编马蓝婕为本书的修订和出版花了不少心血，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郁达夫评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