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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评传合一，图文并茂”的学术专著。
它全面评述了我国20世纪著名女作家萧红的生平和创作，并与文字材料相得益彰地辅以大量图片。
书稿是笔者廿载积累，九谒“故居”，两次参加萧红学术研讨会，参考了40余部有关专著和大量论文
，兼收并蓄，披沙拣金。
吸收了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内化为自己的切实感受，并融人了自己创造性的思考的小结之作。
在萧红的生平方面，介绍了萧红的家世、童年、少年、逃婚、流浪、落难、获救，以及逃出“满洲国
”、名扬“上海滩”，还有东渡扶桑、退居江汉、北上秦晋、西入巴蜀，直至客死香港的史实。
其间又述及萧红与萧军的恩恩怨怨，与端木的风雨情缘，与鲁迅的师生之谊等等。
在这一部分中，本人力图作一些扫却迷雾，澄清事实的尝试。
所以既不爱屋及乌，也不因人废言；既不捕风捉影，也不人云亦云；既不标新立异，也不用一家之言
。
而是根据亲历者或当事人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以及大量背景材料所作的综合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说不清的地方不硬说、不杜撰，力求给人们留下一份信史。
同时，借助人们的回忆，形象、立体地展示萧红的人格魅力。
在萧红的创作方面，分别就萧红作品中的各类文体的有代表性的篇章加以评析。
小说中有早期的《跋涉》，中期的《生死场》、《桥》、《手》，后期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散文有《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诗主要有组诗《春曲》、《苦杯》、《沙粒》；剧本有
四幕哑剧《民族魂鲁迅》等。
在这一部分中，不想作高深之语，来显示写作者；也不想作惊人之语，来蒙骗初学者。
只想使之成为对爱好者有一定欣赏价值，对研究者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书。
作为学术专著，应该更强调认真、严谨，所以我坚持该多则多，能少则少，决不敷衍成篇的原则；作
为学术专著，也应该很理智、很客观，但写萧红我却不时地笔下流情，常发感慨，我不知道这样是否
会降低它的品位。
该专著还采用了大量图片。
这些图片除了萧红及其与亲友的照片外，还有反映黑龙江人民往昔生活的照片、东北流民历史的照片
、萧红故居的相关照片、萧红所生活的年代呼兰城旧貌的照片、1932年哈尔滨大水灾的照片以及萧红
曾经生活过的一些大城市的相关老照片等等。
其中的一部分照片是本人遍查黑龙江省档案馆、哈尔滨市档案馆、呼兰区档案馆所发掘出来的，有的
照片尘封多年，从未面世过，因而极为珍贵；还有一部分取自《黑龙江历史记忆》、《老城市》系列
丛书等，这部分照片都是权威机构提供的，如中国照片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
馆、武汉档案馆、重庆博物馆等，而这些照片也极少见诸于纸媒体和网络。
我自知资质不高，所以肯下功夫。
左拉说，写作要“蘸着自己的血液和胆汁”，马原也说“写要吐血”，我想本着这种态度才有可能把
事情做好。
但是，“网过千层，网网有鱼”，尽管我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一定还会有讹误之处和不当观点，恳
切地期待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的萧红爱好者指出该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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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评传合一。
图文并茂”的专著。
本书全面评述了萧红的生平和创作。
在生平方面，介绍了萧红的家世、童年、少年、逃婚、流浪、落难，获救，以及逃出。
满洲国”。
名扬“上海滩”，还有东渡扶桑，退居江汉，北上秦晋、西入巴蜀。
直至客死香港。
其间又述及萧红与萧军的恩恩怨怨，与端木的风雨情缘，与鲁迅的师生之谊等等在创作方面，分别就
萧红作品中的各类文体有代表性的篇章加以评析。
本书不仅借助人们的回忆。
还通过大量相关的图片，形象、立体地展示萧红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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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玉斌，满族。
黑龙江绥化人。
生于1965年10月。
东北师大文学学士。
吉林大学硕士，九三学社成员，现为绥化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独立完成省级科研项目一项。
获省级科研奖五项；所撰写的论文《萧红小说对土地与生命的人文关怀》被评为吉林大学优秀硕士论
文；在《新文学史料》，《戏剧文学》，《学术交流》、《名作欣赏》，《语文教学通讯》．《文学
自由谈》等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论文十几篇；参编教材两部，独立完成学术专著三部。
其中2006年出版的《朗诵艺术的技巧与赏析》）文化艺术出版社），被全国十佳艺术教育机构“中艺
清美艺术教育”定为“教辅用书”，被中国传媒大学定为播音与主持艺术类的“专业必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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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引言第一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童年与少年  一、小城故事  二、悠远的家世  三、温润的大手  四
、自然之女  五、外面的世界第二章　秋阴不散霜飞晚——威压与叛逆　一、走出荒凉的家　二、在
哈尔滨流浪　三、困居旅馆　四、洪流中的解脱第三章　松花江畔饥寒日——结伴与跋涉　一、在欧
罗巴旅馆　二、在商市街　三、跋涉中的《跋涉》第四章  上海滩头共命行——流亡与成名  一、在青
岛的快乐时光  二、在鲁迅身边的日子  三、隔断两个世界的《桥》  四、争取人格尊严的《手》第五章
 《生死场》上起悲风——坚强与挣扎  一、多主题变奏  二、矗立的群像  三、越轨的笔致第六章  《商
市街》里温旧梦——独语与反顾  一、不折不扣的生活记录  二、清新、沉郁的抒情色彩  三、注册商标
式的优美简洁  四、实幻相生的意识流第七章  东飞伯劳西飞燕——离乱与婚变  一、东渡扶桑  二、小
住沪京  三、退居江汉  四、北上秦晋  五、西入巴蜀  六、情感的历程：《春曲》、《苦杯》、《沙粒
》第八章  程门立雪譬如花——感恩与纪念　　一、长诗《拜墓》  二、长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  三
、哑剧《民族魂鲁迅》第九章  日暮乡关何处是——大河与小城  一、诗化纪实小说《呼兰河传》  二、
荆棘鸟的绝唱《小城三月》第十章  零落成泥碾作尘——避居与夭逝  一、天涯孤女有人怜  二、文坛驰
骋联双璧  三、此恨绵绵无绝期  四、遗志沉埋浅水湾  五、故园花放待萧红  六、不思量，自难忘——
萧军对萧红的怀念  七、剪不断，理还乱——端木对萧红的怀念附录：东昌张氏族谱书（萧红一支）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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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童年与少年一、小城故事遥远的地方，不是诱惑于美丽，便是诱惑
于传说。
北大荒就是这样的地方！
这片一望无际的神奇的土地．陌生而又辽远地隔离在山海关以外，铺展着神话似的富饶、难于置信的
美丽和异教徒的迷惑。
自古以来，这里的白山黑水、林海雪原．这里的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这里的山珍野味、大豆高粱．
这里的豪侠义士、土匪大盗，还有这里打鱼的、狩猎的、伐木的、放排的、挖参的、贩马的、采煤的
、淘金的⋯⋯就像谜一样，吸引着异域的人们。
北大荒的腹地有一条美丽的江叫松花江．松花江北边有一条支流叫呼兰河，呼兰河边上有一座小城就
是呼兰。
呼兰的历史还真的很悠久呢：据文物考证，早在两三千年前就有少数民族在这里生活。
而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则是在《金史》上记载的“胡刺温”屯，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元史》载的“朶颜卫”，就是这里设置的最早的行政官署。
明洪武时设“虎尔文卫”，·“虎尔文”就是《金史》上说的“胡刺温”，明代也称为“忽剌温”。
清朝很注重呼兰河流域的开发，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该流域设卡伦（哨所）8处，在官方的文书
上始见“呼兰”一名。
雍正十二年（1734年）设置呼兰城守卫，成为黑龙江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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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哈尔滨往北是呼兰，呼兰往北是绥化。
1986年暑期，我独自骑着自行车跑了近8个小时的路程，从绥化来到呼兰，朝拜了我仰慕已久的、从家
乡走向世界的女作家萧红的故居。
当时故居开放刚刚50天。
呼兰河有条支流叫诺敏河，诺敏河便是我的家，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多情的黑土地。
正如屠格涅夫所说：“人们对自己的家乡，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爱的。
”为了同乡的缘故，我借到一本残破得没有封面和封底的，但幸而还不缺正文页码的《呼兰河传》(那
时候，萧红的作品还较难找到)。
书一到手，略掂量一下，不很厚，便想用小半天把它“拿下”。
然而，当我还没读上10页的时候，就发现自己错了。
它强烈地吸引着我，让我沉迷在它的艺术漩涡里，产生一种无法自救，也不愿自救的濒死前的巨大的
欢乐！
于是，相识恨晚！
于是，幸得相识！
于是，叹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它打破了我看书的两个常规：一是阅读速度，一是阅读习惯。
我慢慢地读，细细地品，生怕暴殄天物，就这样，一部并不很长的长篇我竞读了半个多月。
还有，平常我有作读书笔记的习惯，可这次我却感到一种少有的力不从心。
那种不可言喻的感受，就像海潮一样，一次次地将我淹没；那美妙的语句，就像海潮退后，留在沙滩
上光洁的贝壳，俯拾皆是，美不胜收。
我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拥有一桌丰盛的饭食，一个孩子拥有了一个大玩具店。
我战栗，我因奢侈而战栗：我痛苦，我因快乐而痛苦！
我甚至不希望那小说写得那么好，而使我拥有如此之多⋯⋯大学毕业时，同学留言册上有一栏是“你
喜爱的书”，我毫不犹豫地写上了萧红的《呼兰河传》与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二“萧”二“河
”)。
是的，一部《呼兰河传》，无论何时读，也无论从何处读。
我都能全神贯注地读下去，并且常读常新，爱不释手。
加拿大著名华裔作家陈若曦参观萧红故居时留下了令人吟味的字幅说：“《呼兰河传》启发了我对东
北的兴趣和向往。
”我完全理解这位“外乡人”发自肺腑的感言。
因为我也是在《呼兰河传》的启发下走近萧红的，并且在以后的岁月中，研究萧红成为我的主课之一
。
1991年《萧红全集》出版发行了，我真是大喜过望，因为我一直想珍藏并阅读萧红的全部作品，便一
下买了两套。
一套自己留下，一套送给了我尊敬的老师。
1993年我曾尝试着把萧红的《生死场》改编成了电视文学剧本；1993年和2001年，我参加了两次大型
萧红学术研讨会(即：“首届萧红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纪念萧红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1997年
，我又为中文系的学生开设了“萧红与东北作家群研究”的专题课，此后10年间，课程已开了6个轮次
，授课学生逾千人。
此外，我还多次到呼兰萧红故居，也寻访了哈尔滨的东兴旅馆、欧罗巴旅馆、商市街25号、萧红中学
以及阿城福昌号青岛的观象1路1号、武汉的小金龙巷21号等居所、学校或遗踪。
就在去年的端午节(萧红诞辰纪念日)，我还怀着麦加朝圣的心理，徒步“走了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来到了通江段的呼兰河畔。
呼兰河，是萧红的母亲河，是钟灵毓秀的河，又是我施洗的河！
我用那清凉的河水，洗去一路的疲惫，洗去心上的尘埃⋯⋯我对萧红的痴迷竞至影响了我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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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带着十岁的女儿去哈尔滨，路过呼兰的时候我试探着问她：“车过呼兰你能想起谁？
”她不假思索地答道：“萧红！
”悦，再问：“还能想起谁？
”她毫不迟疑地答道：“萧军！
”大悦，三问：“还能想起谁？
”女儿扬起脸骄傲地答道：“鲁迅！
”大大悦，又问：“还能想起谁？
”这个问题对于她来说似乎难了点，但她眨巴了一下眼睛，还是出人意料地答了出来：“刘呼兰(刘胡
兰)！
”闻者无不大笑！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萧红评传>>

编辑推荐

《萧红评传》：萧红，苦难而漂泊的灵魂：出走老北平、流浪哈尔滨，逃出“满洲国”、名扬“上海
滩”⋯⋯东渡扶桑、退居江汉、北上秦晋、西入巴蜀、客死香港⋯⋯萧红，感情胜过理智的女人：与
萧军的恩恩怨怨，与端木的风雨情愿，与鲁迅的师生之谊⋯⋯萧红，中国20世纪的文学洛神：《生死
场》、《商市街》、《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呼呈河传》、《小城三月》⋯⋯萧红短暂的
生命为什么能够带给我们永久的感动？
让我们走近萧红，来翻检那一帧帧发黄的老照片，辨清萧红依稀的面容和身影；来拂去图书馆里蒙尘
的书页，捧读萧红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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