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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读郁达夫经典》是一套名家视角丛书。
由21世纪中国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名著。
丛书以教育部最新语文课程标准为依据，将经常人选中学课本，又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成就的10位大
师级作家作为介绍对象，其作品篇目的选择、书前导言及篇末的解读文章，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内学术界最新研究水平，并且贴近青少年读者的欣赏口味，好读、耐看、有吸引力，充分体现了权
威性、当代性、青年性、知识性和新鲜活泼的编选风格。
丛书既是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也是青少年学生课外阅读的最佳选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读郁达夫经典>>

书籍目录

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开山者 第一辑 个人的抒情 沉沦 银灰色的死 南迁 采石机 第二辑 忏悔之作 迷羊 
春风沉醉的晚上 迟桂花 过去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读郁达夫经典>>

章节摘录

书摘    静儿回来了之后，她的母亲就到厨下去做菜去，菜还没有好，酒已经热了。
静儿就照常的坐在他面前，替他斟酒，然而他总不敢抬起头来再看她一眼，静儿也不敢仰起头来看他
。
静儿也不言语，他也只默默的在那里喝酒。
两人呆呆的坐了一会，静儿的母亲从厨下叫静儿说：    “菜做好了，你拿了去吧!”    静儿听了这话，
却兀的不动身体，老是坐在那里。
他不知不觉的偷看了一下，静儿是在落眼泪了。
        他胡乱的喝了几杯酒，吃了几盘菜，就歪歪斜斜的走了出来。
外边街上，人声嘈杂得很。
穿过了一条街，他就走到了一条清净的路上。
走了几步，走上一处朝西的长坡的时候，看看太阳已经打斜了。
远远的回转头来一看，植物园内的树林的梢头，都染了一片绛黄的颜色。
他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对了西边地平线上溶在太阳光里的远山，和远近的人家的屋瓦上的残阳，都起
了一种惜别的心情。
呆呆的看了一会，他就回转了身，背负了夕阳的残照，向东的走上了长坡。
    同在梦里一样，昏昏的走进了大学的正门之后，他忽而听见有人在叫他说：    “Y君，你上哪里去!
年底你住在东京么?”    他仰起头来一看，原来是他的一个同学。
新剪的头发，穿了一套新做的洋服，手里拿了一只旅行的藤箧，他大约是预备回家去过年去的。
他对他同学一看，就作了笑容，慌慌忙忙的回答说：    “是的，我什么地方都不去，你预备回家去过
年去么?”    “对了，我是预备回家去的。
”    “你见你情人的时候，请你替我问问安吧。
”    “可以的，她恐怕也在那里想你咧。
”    “别取笑了，愿你平安回去，再会再会。
”    “再会再会，哈⋯⋯”    他的同学走开了之后，他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在薄暮的大学园中，呆呆的
立了许多时候，好象疯了似的。
呆了一会，他又慢慢的向前走去，一边却自言自语的说：    “他们都回家去了，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
。
Oh，home!sweethome!”    他无头无脑的走到，了家里，上了楼，在电灯底下坐了一会，他那昏乱的脑
髓，也把刚才在静儿家里听见过的话想了出来：    “不错不错，静儿的婚期，就在新年的正月里了。
”    他想了一会，就站了起来，把几本旧书，捆作了一包，不慌不忙的将那包旧书拿到了学校前边的
一家旧书铺里。
办了一个天大的交涉，把几个大天才的思想，仅仅换了九元余钱；有一本英文的诗文集。
因为旧书铺的主人，还价还得太贱了，所以他仍旧不卖。
    得了九元余钱，他心里虽然在那里替那些著书的天才抱不平，然而一边却满足得很。
因为有了这九元余钱，他就可以谋一晚的醉饱，并且他的最大的目的，也能达得到了。
——就是用几元钱去买些礼物送给静儿的这一个宏愿——    从旧书铺走出来的时候，街上已经是黄昏
的世界了，在一家卖给女子用的装饰品的店里，买了些丽绷（ribbon）犀簪同两瓶紫罗兰的香水，他
就一直的跑上了静儿的家里。
      自小就神经过敏的黄仲则，到了二十三岁的现在，也改不过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质来。
他本来是一个负气殉情的人，每逢兴致激发的时候，不论讲得讲不得的话，都涨红了脸，放大了喉咙
，抑留不住时直讲出来听话的人，若对他的话有些反抗，或是在笑容上，或是在眼光上，表示一些不
赞成他的意思的时候，他便要拚命的辩驳；讲到后来他那双黑晶晶的眼睛老会张得很大，好象会有火
星飞出来的样子。
这时候若有人出来说几句迎合他的话，那他必喜欢得要奋身高跳，他那双黑而且大的眼睛里也必有两
泓清水涌漾出来，再进一步，他的清瘦的颊上就会有感激的眼泪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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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这样的发泄一回之后，他总有三四天守着沉默，无论何人对他说话，他总是噤口不作回答的。
在这沉默期间内，他也有一个人关上了房门，在那学使衙门东北的寿春园西室里兀坐的时候；也有青
了脸，一个人上清源门外的深云馆怀古台去独步的时候；也有跑到南门外姑熟溪边上的一家小酒馆去
痛饮的时候。
不过在这期间内他对人虽不说话，对自家却总一个人老在幽幽的好象讲论什么似的。
他一个人，在这中间，无论上什么地方去，有时或轻轻的吟诵着诗或文句，有时或对自家嘻笑嘻笑，
有时或望着了天空而作叹惜，竟似忙得不得开交的样子。
但是一见着人，他那双呆呆的大眼，举起来看你一眼，他脸上的表情就会变得同毫无感觉的木偶一样
，人在这时候遇着他，总没有一个不被他骇退的。
    学使朱笥河，虽则非常爱惜他，但因为事务烦忙的缘故，所以当他沉默幽郁的时候，也不能来为他
解闷。
当这时候，学使左右上下四五十人中间，敢接近他，进到他房里去与他谈几句话的，只有一个他的同
乡洪稚存。
与他自小同学，又是同乡的洪稚存，很了解他的性格。
见他与人论辩，愤激得不堪的时候，每肯出来为他说这句话，所以他对稚存比自家的弟兄还要敬爱。
稚存知道他的脾气，当他沉默起头的一两天，故意的不去近他的身。
有时偶然同他在出入的要路上遇着的时候，稚存也只装成一副幽郁的样子，不过默默的对他点一点头
就过去了。
待他沉默过了一两天，暗地里看他好象有几首诗做好，或者看他好象已经在市上酒肆里醉过了一次，
或在城外孤冷的山林间痛哭了一场之后，稚存或在半夜或在清晨，方敢慢慢的走到他的房里去，与他
争诵些《离骚》或批评些韩昌黎李太白的杂诗，他的沉默之戒也就能因此而破了。
    我挤进了庙门，在人丛中争取了一席地，也跪下去向上面佛帐里的一个有胡须的菩萨拜了几拜，又
立起来向佛柜上的签筒里抽卜支签出来。
    香前烟和灯的焰，熏得我眼泪流个不住，勉强立起，拿了一支签，摸向东廊下柜上去对签文的时候
，我心里忽而起了一种不吉的预感，因为被人一推，那支签竟从我的手里掉落了。
拾起签来，到柜上去付了几枚铜货，把那签文拿来一读，果然是一张不大使人满意的下下签：    宋勒
李使君灵签第八十四千    下下        银烛一曲太妖娇    肠断人间紫玉箫    漫向金陵寻故事    啼鸦衰柳自无
聊    我虽解不通这签诗的辞句，但看了末结一句“啼鸦衰柳自无聊”，总觉得心里不大舒服。
虽然是神鬼之事，大都含糊两可，但是既然去求问了它，总未免有一点前因后果。
况且我这一回去的求签，系出乎一番至诚之心，因为今天的那一场奇遇，太使我满意了，所以我只希
望得一张上上大吉的签，在我的兴致上再加一点锦上之花，到此刻我才觉得自寻没趣了。
    怀了一个不满的心，慢慢的从人丛中穿过了那池塘：，走到戏园子去的路上，我疑神疑鬼的又追想
了许多次在塔上的她的举动。
——她对我虽然没有什么肯定的表示，但是对我并没有恶意，却是的的确确的。
我对她的爱，她是可以承受的一点，也是很明显的事实。
但是到家之后，她并不对我打一个招呼，就跑了进去，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想来想去想了半天，结
果我还是断定这是她的好意，因为在午后出来的时候，她曾经看见了我的狼狈的态度的缘故。
    想到了这里，我的心里就又喜欢起来了，签诗之类，只付之一笑，已经不在我的意中。
放开了脚步，我便很急速地走到戏园子里去。
      我见了月英的面，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欢和一种马上变不过来的激情，只冲出了这一句问话来，一边
也在急喘着气。
    她看了我这感情激发的表情，止不住的笑着问我说：    “你怎么着?为什么要跑了那么快?”    我喘了
半天的气，拿出手帕来向头上脸上的汗擦了一擦，停了好一会，才回复了平时的态度，慢慢的问她说
：    “你上什么地方去了?我怕你走失了路，出去找你来着。
月英啊月英，这一回我可真上了你的当了。
”    “又不是小孩子，会走错路走不回来的。
你老爱干那些无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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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着她就斜嗔了我一眼，这分明是卖弄她的媚情的表示，到此我们三人才合笑起来了。
    月英叫的菜是三块钱的和菜，也有一斤黄酒叫在那里，三个人倒喝了一个醉饱。
夏月仙因为午后还要去上台，所以吃完饭后，就匆匆的走了。
我们告诉她搭明天的早车回南京去，她临走就说明儿一早就上北站来送我们。
    下午上街去买了些香粉雪花膏之类的杂用品后，因为时间还早，又和月英上半淞园去了一趟。
    半淞园的树木，都已凋落了，游人也绝了迹。
我们进门去后，只看见了些坍败的茶棚桥梁，和无人住的空屋之类。
在水亭里走了一圈，爬上最高的假山亭去的中间，月英因为着的是高底鞋的原因，在半路上绊跌了一
次，结果要我背了似的扶她上去。
    毕竟是高一点儿的地方多风，在这样阳和的日光晒着的午后，高亭上也觉得有点冷气逼人。
黄浦江的水色，金黄映着太阳，四边的芦草滩弯曲的地方，只有静寂的空气，浮在那里促人的午睡。
西北面老远的空地里，也看得见一两个人影，可是地广人稀，仍复是一点儿影响也没有。
黄浦江里，远远的更有几只大轮船停着，但这些似乎是在修理中的破船，烟囱里既没有烟，船身上也
没有人在来往，仿佛是这无生的大物，也在寒冬的太阳光里躺着，在那里假寐的样子。
    月英向周围看了一圈，听枯树林里的小鸟宛转啼叫了两三声，面上表现着一种枯寂的形容，忽儿靠
上了我的身子，似乎是情不自禁的对我说：    “介成!这地方不好，还没有X世界的屋顶上那么有趣。
看了这里的景致，好象一个人就要死下去的样子，我们走吧。
”    我仍复扶背了她，走下那小土堆来。
更在半淞园的土山北面走了一圈，看了些枯涸了的同沟儿似的泥河和几处不大清洁的水渚，就和她走
出园来，坐电车回到了旅馆。
    若打算明天坐早车回南京，照理晚上是应该早睡的，可是她对上海的热闹中枢，似乎还没有生厌，
吃了晚饭之后，仍复要我陪她去看月亮，上X世界去。
    “扣多少钱?”    “每月九块钱，所以是三块钱十天，三分大洋一个钟头。
”    “饭钱多少?”    “四块钱一月。
”    “这样算起来，每月一个钟头也不休息，除了饭钱，可省下五块钱来。
够你付房钱买衣服的么?”    “哪里够呢!并且那管理人又⋯⋯啊啊!⋯⋯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厂的。
你吃烟的么?”    “吃的。
”    “我劝你顶好还是不吃。
就吃也不要去吃我们工厂的烟。
我真恨死它在这里。
”    我看看她那一种切齿怨恨的样子，就不愿意再说下去。
把手里捏着的半个吃剩的香蕉咬了几口，向四边一看，觉得她的房里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来道了谢
，就走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里。
她大约作工倦了的缘故，每天回来大概是马上就入睡的，只有这一晚上，她在房里好象是直到半夜还
没有就寝。
从这一回之后，她每天回来，总和我说几句话。
我从她自家的口里听得，知道她姓陈，名叫二妹，是苏州东乡人，从小系在上海乡下长大的。
她父亲也是纸烟工厂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
她本来和她父亲同住在那间房里，每天同上工厂去的，现在却只剩了她一个人了。
她父亲死后的一个多月，她早晨上工厂去也一路哭了去，晚上回来也一路哭了回来的。
她今年十七岁，也无兄弟姊妹，也无近亲的亲戚。
她父亲死后的葬殓等事，是他于未死之前把十五块钱交给楼下的老人，托这老人包办的。
她说：    “楼下的老人倒是—个好人，对我从来没有起过坏心，所以我得同父亲在日一样的去作工，
不过工厂的一个姓李的管理人却坏得很，知道我父亲死了，就天天的想戏弄我。
”    她自家和她父亲的身世，我差不多全知道了，但她母亲是如何的一个人?死了呢还是活在那里广假
使还活着，住在什么地方，等等，她却从来还没有说及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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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开山者　　程光炜　　郁达夫是以专情而放任的矛盾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的。
他个人的情感经历，充满传奇、怪诞和自我中心的色彩，带有五四那代人的心灵轨迹，曾是媒体的炒
作热点，更是当时书商热烈追逐的对象。
他客死南洋本身就是一个谜，但他个人生活所具有的神秘形态，也因为战争阻隔、音讯的断绝和个人
文字的缺失而成为一个永远的悬案。
当然，这或者可以说是郁达夫的个人魅力——一个崇尚个性的现代文人，社会的多余人。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
他出生在一个衰落的世家，父亲早亡，身边只有母亲和一个丫环。
破败的家世和体弱的身躯，养成了他内心忧郁与躁动不安相交杂的性格。
他中学就读于著名的杭州府中学。
1913年东渡日本，192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
此间与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为该社的重要作家之一。
1926年，因与创造社成员意见相左而宣布退出。
两年后，与鲁迅合编《奔流》，并过从甚密。
1930年加入左联，不久又退出。
抗战爆发后，他辗转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做过报刊编辑和其他职业，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
郁达夫早年有过婚姻经历，与王映霞相遇后，离异后与王结合。
为此，他记录这段“苦恋”的日记出版后，曾是沪上的一大新闻，被广为传布。
他与王映霞因性格不合闹得沸沸扬扬，他之远赴南洋，与这一感情风波有直接的关系。
两人分手后，据说郁达夫又与南洋一当地土著秘密结合，但时间不长。
　　在现代文坛，郁达夫是以惊世骇俗的“自我暴露”小说而闻名遐迩的。
1921年，他的短篇小说集《沉沦》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在上海出版。
《沉沦》收《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它们以大致相同的叙事视角展现了“零余者
”的畸形心理和性压抑的心态。
　　这些小说对主人公性心理的大胆暴露，对传统道德构成了猛烈的攻击，出版后，在传统读者界和
新文学所受到的截然不同的“待遇”是不出人们的意料的。
《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由此也形成了他小说创作的“言说方式”。
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留学日本、形单影只的男青年，他们神经过敏、脆弱多疑，饱受贫穷、孤单和
性苦闷的折磨而不能自拔。
他们期待得到女性的爱，但追求方式多以幻觉、梦想的怪异形态表现出来，这些感觉与自卑相混杂，
又扭结为变态和出格的特点。
同时，这种极具个人性的心理挫败又与爱国、民族自尊等宏大叙事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既与留学生
文学潮流合流，又带有作家“自叙传”的鲜明色彩。
　　在现代文坛，以记录个人生活为背景的“自叙传”抒情小说是郁达夫开启先河的，在他之后，形
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小小的“传统”。
虽然这一传统在后来的发展中几遇曲折而发生多次变异，但其基本叙事框架和抒情方式，却都与郁达
夫有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
这种“自叙传”小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同时又吸收了20世纪初风行于日
本的“私小说”的创作手法，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主要是呈现作家自己的身边生活，减少对外
部社会的依赖，而偏重于作家个人私生活——尤其是灵与肉的冲突中的性变态等等。
我们注意到，在郁达夫的创作中，他总是以第一人称写“我”，如《青烟》、《薄奠》、《春风沉醉
的晚上》、《过去》等，或者采用第三人称“他”，但实际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如《沉沦》、《银灰
色的死》、《采石矶》、《南迁》、《茫茫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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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量小说，其他大部分小说都直接取材于他自己的经历、遭遇和心情，与其生活道路和事件基本
处在相互叠合的状态。
但这种“自叙传”小说并不等于自传，正如郁达夫所公开表白的，而是想“赤裸裸把我的心境写出来
”，以便社会读者“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
因此，他的小说并不谋求曲折的情节、细致人微和周到的构思，注重表现个人情绪的起伏变化和心理
的流动，依靠激情和才气一路写去。
他只求情感的真切和坦率，于是，直抒胸臆是最常见的手法，在事件的叙述中做大胆的自我解剖，乃
至用长篇独白去直接触动读者的心弦，即使结构松散、粗糙也在所不惜。
如《沉沦》用激动的、跳跃性的语言，直接展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作品的结构完全服从他的情绪的
变动。
《南迁》围绕两个女人的爱，以赤裸裸的笔法交代了主人公内心极端的苦闷、惆怅和行为上的怪诞。
由于郁达夫的个人身世和情绪折射，与五四退潮后青年一代普遍存在的精神苦闷和婚恋问题紧密结合
在一起，他大胆的自我暴露宣泄了后者压抑的情感，所以，造成了当时的“郁达夫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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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读郁达夫经典》：虽然，在“文学”和“历史”的天平上，重量是倾斜于“历史”的，文学无可
置疑只是历史的一部分。
然而，文学却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历史宏大的场景及其丰富和充满矛盾的内涵，暴露出被时间掩埋的某
些不便言传的细节，从而把历史的声音、形象储藏在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之中，变成一种特殊的
民族记忆。
所以，当历史远走之后，留给“今天”的，往往是一些作家的名字。
所以，当历史远走之后，留给“今天”的，往往是一些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那些不会“远走”的作
品。
我想，这也许正是我们编选丛书的一个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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