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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我们囿于意识形态的成见，将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化为单调贫乏的概念，这既遮蔽了历
史的真实，也蒸发了人生的魅力。
因此，《桂林文化城作家研究》在做桂林文化城研究的时候，力图从艾芜、王鲁彦、欧阳予倩、巴金
等八位作家的个体出发，努力还原他们当年的社会生活状况、精神情感状况和文学创作状况，试图通
过这样三个层面的历史还原、逼近历史和人生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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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伟林，196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武汉大学文学博士。
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文理论家协会副主席。
出版《孔子的魅力》、《转型的解读》、《中国当代小说家群论》等专著，曾获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
学奖、庄重文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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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不曾屈辱过一次——《桂林文化城文人生态研究》导论一 城市记忆：岁月沧桑堪回首二 文人心
态：渗透着苦难与奋争的激流第一章 凄苦邂逅诗意漂泊——艾芜“桂林时期”的生活及创作一 桂林
：乱世中的邂逅二 在桂林：没有硝烟的烽火岁月三 匆忙的别离四 桂林时期的创作述评第二章 迷失在
“现实”中——王鲁彦的桂林“战场”一 “不能飞山过海”，生命“愈觉战傈”二 生活是“战场”
三 理想与天真的挫败四 迷失在“现实”中第三章 抗战中的沉郁剧魂——欧阳予倩的烽火桂林一 风雨
如晦——去沪来桂之因缘二 桂林之旅——抗战时期的艺术人生三 改革与创作——烽火中的文化贡献
第四章 “沉默”中的坚守——巴金桂林时期的“三进山城”一 避难桂林二 重返桂林三 三进桂林四 桂
林时期的创作第五章 南国人问啼笑寂，鸡鸣风雨寸心知——茅盾的桂林春秋一 桂林春秋二 烽火中，
不折不屈三 疾书奋笔谱新篇第六章 激情回荡的岁月——艾青在桂林一 过渡的驿站二 流金岁月三 此情
可待成追忆四 桂林时期的创作第七章 战士与诗人——桂林文化城里的胡风一 “天正长，路正长，工
作永远无休止”二 在由混乱而“凸显出的鲜血淋漓的斗争”中“昂首阔步”三 战士与诗人：一个神
的两个化身第八章 山水桂林得暂息——陈寅恪先生抗战期间广西大学的授业生涯一 典衣卖物离港赴
桂二 躬亲提水劈柴从容析疑论学三 笔耕不辍出精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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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凄苦邂逅诗意漂泊——艾芜“桂林时期”的生活及创作　　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的流
传于世，除了作品而外，常常还有很多非审美因素。
这些因素对普通读者或是外围人群的吸引力，往往超过作品本身，它们与优秀作品的艺术力量一道，
形成作家神圣而持久的魅力，从而一代代被人们记起和推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着实不少：张爱玲早熟的天才与晚年的神秘，徐志摩炽烈的情感和
英年早逝的遗憾，沈从文少更百事的人生经历，等等，都可作如是观。
　　艾芜，也是一个与此有关的名字。
这个本名汤道耕，十几岁就开始醉心于文学的四川新繁人，很早便受到五四新的时代精神的影响。
他渐渐开始不满守旧的学校教育，反抗封建的包办婚姻，终于在21岁时的1925年暑期，离开了令他失
望和憎恶的校园，开始了去国离乡的漂泊流浪。
那时候，支持着一个青年的反叛的，更多的或许只是青春期的冲动，然而一旦决定，他就没有回头。
孤独的道耕，带着几分得意与豪迈，义无反顾地踏上成都望江楼下的一艘木船，沿着府南河默默地走
出了众人的视线。
就这样，一个涉世不深的半大小伙子，在西南边境一带和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漂泊游走，过
着地地道道的流浪生活。
好在流浪对文人来说，从来就是终生受用的财富，西南群山的优美与静穆，边地乡民的淳朴与穷困，
还有沿途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周边国家的异域风情，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同时，一路上自然环境的险恶，响马贼们的凶悍也让他提心吊胆，生活上的艰难更是可想而知。
从四川到缅甸，就全用赤足走那些难行的云南山路。
在昆明就曾有过缴不起店钱而被赶到街头的时候。
为了鍸口，他当过小学教师、报馆校对和副刊编辑，也当过帮工杂役，甚至扫过马粪。
一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实践着自己人生的“行为艺术”，将墨水瓶挂在脖子上，
记下了他所感受到的地域风情和时代律动，也记下了一个企图寻找新生活的青年一路南行的流浪生活
。
　　结束了流浪生活的汤道耕，于1931年回到祖国，定居上海，以《人生哲学的一课》正式开始了他
一生辉煌的创作生涯。
此后，中国文坛又多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一一艾芜。
　　一　桂林：乱世中的邂逅　　反叛、流浪、革命、囚徒⋯⋯刚进而立之年的艾芜，在人生阅历上
已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了。
1937年，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爆发，上海的艾芜迅即拿起手中的笔撰写文章，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
中。
然而，上海很快沦陷，刚刚结束漂泊的艾芜，又不得不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从而给他的传奇
人生又添上了苦难却又耐人寻味的一笔。
　　上海火车站。
北站失守，西站成为战场，南站又即将被敌人进行新一轮轰炸。
艾芜好不容易搭上一辆黄包车，与挑着马桶逃难的人群一起拥挤到南站，在凌晨三点钟终于费尽周折
挤上了火车。
火车时行时停，一路上还得躲避日机的轰炸，途经嘉善、嘉兴，辗转到达镇江，而后改乘轮船溯江而
上直达武汉。
　　虽“疲于奔命”，却对家国事业仍怀一腔热血的艾芜，本来是想在武汉大干一场的，因为此时的
江城已经是战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了。
在武汉，艾芜见到了很多旧时的朋友，并准备与友人。
．合办一个抗战刊物，还如获至宝得到了老舍的“赐稿”允诺，谁知正在他紧锣密鼓为刊物做准备的
时候，上海的杂志公司突然问改变了主意。
办刊物的计划意外流产，加之国民政府义明令迁都重庆，艾芜在武汉待了40多天，于11月南下到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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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进入湖南，艾芜的心是欣喜的，也是激动的：这里是自己的祖籍，这里有分别了数月的妻女，更
有从未谋面的岳母大人。
在长沙的半个月时间里，艾芜见到了王家的第一个亲戚——妻子的哥哥王昌德，找到了在上海认识的
“像个朴实的农民”的作家蒋牧良，还聆听到了徐特立的报告：分析中国向何处去，讲述自己参加“
长征”的经历。
　　在逃亡的日子里，艾芜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妻子王蕾嘉和两岁的大女儿珍妮，她们已经先期逃难
到了湖南的老家。
学校正好提前放假，蕾嘉的几个亲人正好回家，艾芜便和他们一道，坐上了开往郴州的火车，又从郴
州出发前往老家宁远，经过三四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妻子出生的地方——小桃源。
结婚之前，艾芜夫妇并没有征求蕾嘉母亲的意见，结了婚才告诉她。
一个贫穷的文人能如此顺利地被岳母大人“接纳”，并受到盛情款待，艾芜在略感意外的同时无疑是
万分地惊喜。
在宁远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岳母的关照和接济，让艾芜在战乱中第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馨，也使得
这位历经苦难的作家，又一次得以深入到社会底层亲身体验“苦轭”下的真实生活，从而为以后的创
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背景。
　　宁远的生活对艾芜来说是舒适的，但那里毕竟是一个小县城，消息闭塞，几乎没有文化氛围可言
。
艾芜急于回到自己的战斗阵地，而此时的武汉、广州已先后失守，大批文化名人云集桂林。
为了了解桂林的战时情形，艾芜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写信给正在桂林教书的孙毓棠，所幸这位从未谋面
的好心陌生人很快就回信给艾芜，告诉他读书生活出版社、《救亡日报》等很多文化单位都已先后迁
至桂林。
这个消息让艾芜好一阵兴奋，并让他做出了举家迁往桂林的决定。
1939年年底，艾芜别过了岳母和王家亲戚，携妻带女一家三口，爬山路，坐木船，经过近一个星期的
折腾，终于由宁远到达冷水滩，在那里买票乘湘桂路火车到了桂林。
　　时代的纷乱固然是向往和平的人类的天敌，然而对于仍然处在不断成长与超越中的艾芜，对于虽
已闻名遐迩却尚显单薄的南方小城桂林，正是这乱世中的邂逅，让山水平添了几分人文的厚重，让作
家获得了独异的人生体验，也留下了许多供后人回味和传颂的记忆。
　　二　在桂林：没有硝烟的烽火岁月　　1939年元月，正是农历的旧岁年关，艾芜一家跟随逃难的
人群盲目来到桂林。
蜗牛一样的火车到达桂林时，天色已近黄昏，面对陌生的街道和面孔，一家人顿时回不过神来，就连
年少漂泊饱经世事的艾芜，也不禁有些茫然了。
　　旅馆早已人满为患，瑟瑟寒风之中，举目无亲的艾芜只得来到太平路12号救亡日报社，那里有个
叫林林的编辑，是个诗人，是艾芜在上海就认识的。
林林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逃难的朋友，并好不容易在救亡日报社为他挤出了一间空房子。
就这样，艾芜一家三口总算在桂林这个陌生的地方蜗居下来。
　　住是住下来了，但条件异常艰苦。
小小的一幢木楼，既是报社的编辑室，又是职工宿舍，加之日军几无间断的轰炸，时刻不得安宁。
好在战时的桂林也是热闹的，一大批文化名人纷纷云集至此，一时间形成西南的文化重镇。
艾芜很快就联系上了一大批文艺界的新老朋友，还跟周立波成了邻居，两人经常到广西省政府开办的
乐群茶社喝茶聊天，加之原来就有过来往，很快成为挚友。
周立波不久就去了延安，临走时“看见艾芜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立波拿出一条高级毛料西装裤
子给艾芜，说是借黄洛峰（黄垲）的，交由艾芜保存，以后代为转还。
在桂林，艾芜几年都没有见到过黄洛峰一——这个当初在昆明流浪时就认识的好友，又的确缺一条像
样的裤子，干脆把裤子穿了”。
　　报社的小木楼虽然方便，却实在是拥挤。
艾芜在一次听徐特立作报告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叫施家园的小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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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家园离七星岩不远，而七星岩有个大溶洞，能容纳上万人，是个躲避日军轰炸的天然防空洞。
加之这个小村子离城区也很近，进城也比较方便，又听说村子里有房子供人租住，作家舒群和木刻家
刘建庵、赖少其就住在那里。
于是艾芜一家便迁往施家园，一直住到1940年。
　　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国内文艺界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知识分子和文
艺工作者齐心协力，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大业振臂呐喊。
1939年，为了团结社会各阶层的文化人士投身抗日洪流，并领导抗日中的文艺宣传工作，“文协”桂
林分会的筹备工作被纳上了议事日程。
这一年的春节，刚到桂林不久的艾芜便开始投入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筹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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