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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萧红，一个来自东北沦陷区的女性作家，有着“如同秋季草叶上的露珠那样晶莹与剔透”的文笔，又
对“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有着刻骨的感知，《小城三月》写一个少女在春天的心事，温润的笔
调载满了对幸福不为人知的期待；《回忆鲁迅先生》以女性视角描摹生活中的鲁迅，风格特异地以细
节现出一代导师的亲切；《生死场》被称为“中国女作家所写的最有力的现代小说之一”。
本书以此三部作品展示萧红创作的不同侧面，精心选取大量珍贵图片配合阅读，希望有助于读者全面
了解这一天才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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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红（1911-1942），现代著名女作家。
原名张乃莹，曾用笔名悄吟、田娣。
黑龙江呼兰县人。
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
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使用笔名萧红）。
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
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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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小城三月回忆鲁迅先生生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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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厨房是家里最热闹的一部分。
整个三层楼都是静静的。
喊娘姨的声音没有，在楼梯上跑来跑去的声音没有。
鲁迅先生家里五六间房子只住着五个人，三位是先生的全家，余下的二位是年老的女用人。
    来了客人都是许先生亲自倒茶，即或是麻烦到娘姨时，也是许先生下楼去吩咐，绝没有站到楼梯口
就大声呼唤的时候。
所以整个的房子都在静悄悄之中。
    只有厨房比较热闹了一点，自来水花花地流着，洋瓷盆在水门汀的水池子上，每拖一下磨着擦擦地
响，洗米的声音也是擦擦的。
鲁迅先生很喜欢吃竹笋的，在菜板上切着笋片笋丝时，刀刃每划下去都是很响的。
其实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所以洗米声和切笋声都分开来听得样样清清晰晰。
    客厅的一边摆着并排的两个书架，书架是带玻璃橱的，里面有朵斯托益夫斯基的全集和别的外国作
家的全集，大半多是日文译本，地板上没有地毯，但擦得非常干净。
    海婴公子的玩具橱也站在客厅里，里边是些毛猴子，橡皮人，火车汽车之类，里边装得满满的，别
人是数不清的，只有海婴自己伸手到里边找什么就有什么，过新年时在街上买的兔子灯，纸毛上已经
落了灰尘了，仍摆在玩具橱顶上。
    客厅只有一个灯头，大概五十烛光，客厅的后门对着上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一方丈大小的
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棵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一到了春天，喜欢
生长蚜虫，忙得许先生拿着喷蚊虫的机器，一边陪着谈话，一边喷着杀虫药水。
沿了墙根，种了一排玉米，许先生说：“这玉米长不大的，这土是没有养料的，海婴一定要种。
”    春天，海婴在花园里掘着泥沙，培植着各种玩艺。
    三楼则特别静了，向着太阳开着两扇玻璃门，门外有一个水门汀的突出的小廊子，春天很温暖的抚
摸着门口长垂着的帘子，有时候帘子被风打得很高，飘扬的饱满得和大鱼池似的，那时候隔院的绿树
照进玻璃门扇里来了。
    海婴坐在地板上装着小工程师在修着一座楼房，他那楼房是用椅子横倒了架起来修的，而后遮起一
张被单来算做屋瓦，全个房子在他自己拍着手的赞誉声中完成了。
    这间屋感到些空旷和寂寞，既不像女工住的屋子，又不像儿童室。
海婴的眠床靠着屋子的一边放着，那大圆顶帐子日里也不打起来，长拖拖地好像从棚顶一直垂到地板
上，那床是非常讲究的属于刻花的木器一类的。
许先生讲过，租这房子时，从前一个房客转留下来的。
海婴和他的保姆，就睡在五六尺宽的大床上。
    冬天烧过的火炉，三月里还冷冰冰地在地板上站着。
    海婴不大在三楼上玩的，除了到学校去，就是在院子里踏脚踏车，他非常喜欢跑跳，所以厨房，客
厅，二楼，他是无处不跑的。
    三楼整天在高处空着，三楼的后楼住着另一个老女工，一天很少上楼来，所以楼梯擦过之后，一天
到晚干净得溜明。
                              P83-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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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萧萧落叶红---再读《小城三月》程福康 再读《小城三月》，我所居住的小城正是三月春光。
书中的小城在北国，但春天到来的气息是一样的，如同三月里微曛的柳风，有着淡淡的喜悦与忧伤，
夹杂着主人公若有若无的叹息。
60年前的阳光还照在这卷书上，那是女作家萧红的最后时光。
萧红写这篇小说时正在香港，她所写的小城唤作呼兰城，离她已有千里之遥。
事实上，她再也不曾回去，十年漂泊，小城是她的起点，而香港是她的终点。
她在南方城市里，回想童年的哀乐往事，一切已杳不可及。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城三月》是她的绝笔，她抱病写完这篇小说，之后便卧床不起，数月之后与世
长辞。
呼兰城在东北松花江畔。
我在地图中特意寻找过这个小城，因为萧红的缘故。
印象中的小城并不大，长满了高大的树木，总有马车从街面急弛而过。
大户人家的院落长满蒿草，有蝴蝶、蜻蜓飞过梢头，有荒凉的烟雨声。
这是萧红的呼兰城，是她童年的梦影。
她的经典作品《呼兰河传》写尽了这种况味。
《小城三月》、《后花园》是短篇杰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呼兰河传》的缩写，或是侧影，一样让
人掩面叹息。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猜想萧红当年的心情，经历了人生颠沛流离，萧红似乎预见了自己的将来，正如
《小城三月》里翠姨的哭泣：“我的命，不会好的。
”她的悲哀藏在文字中。
读有关萧红的传记，我一直不敢细细阅读她最后的时光，尽管我所欣赏的文章都是那时写成的。
那是一种美的消逝，让人不忍卒读。
她在小说中流露出故园之恋，熟知萧红的人都知道她童年的不幸及苍凉，故园并没有给她美好的过去
，她只是在虚拟一个梦境，想在梦中重返童年，再度过一回真实的人生。
萧红悲剧性的命运注定她与众不同。
民国时期的才女中，冰心有着学者的沉静与母性的温柔，张爱玲是没落贵族的高傲与冷漠，苏雪林才
气横溢，有时咄咄逼人。
她们都有着高雅的生活，有丰富的内涵与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冰心与苏雪林都享高寿，成为海峡两
岸文坛祖母。
而萧红，永远是31岁，她的人生定格在那一刻，她悲剧性的命运，她沉郁的悲哀铸成了她作品的丰碑
，却也如同一片秋后的枫叶，萧萧而下，在雨中零落成泥。
萧红墓在香港浅水湾，濒临大海。
大海是宽容的，能够带走所有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浅水湾一带种满了红影树，蔚蓝而沉静的海滨，花红似火，但萧红依旧是寂寞的，她的文字和她本人
一样，在三月的雨后，寂寞的清愁漫天飞舞。
《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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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才的女性作家萧红的名声近年来与日俱增，原因之一在于其文字的感觉之美，其二是其让人同情爱
怜的身世。
年仅30岁便孤独辞世香港的萧红遗言是“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留得那半部
《红楼》给别人看了”。
本书精选了能最充分地表现萧红的感觉，萧红的思想的《小城三月》、《回忆鲁迅先生》和《生死场
》，让你领略凄美无比，充满抒情气息，而又扯到人心灵的萧红的文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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