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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八十多年来，对于徐志摩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学术界似乎是一直争论不休的。
至于其中的原因，同样也是十分复杂的。
然而，随着思想解放步伐的加快，人们文化价值观念的更新，有些极端而偏颇的评判早已被否定了，
而一些客观公正的观点进一步获得了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的认同。
现在，人们更多的是谈论徐志摩诗歌与散文创作的突出成就，特别是他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杰出贡献，
以及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不再偏颇地热衷于阶级分析以及他个人的轶事杂闻。
这是可喜的现象。
    当然，学术界的不和谐之音也随处可见。
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在论文与著作中对史料文献的忽视与漠视。
在急功近利的潮流中，有些人已经不想再走正常的学术研究之路，而是力图寻求一条所谓立竿见影的
捷径。
为此，他们不再做艰苦扎实、细致严谨的文献与史料积累工作，而是盲目地花样翻新，或者是制造一
些奇谈怪论，甚至于凭借想象和虚构来“速成”所谓学术成果——因为这样做省力省时，“成果”出
得快。
然而，其结果只能是错误百出，贻笑大方，既糟蹋了学术，也误导了读者，后患无穷。
    正是在这种“泡沫”学术氛围中，一批青年学人注重文献与史料的发掘与积累，显示出严谨的治学
态度与端正的学风，尤其难能可贵。
如今，王任将长期收集到的徐志摩遇难前后的文献史料汇编整理成册，作为纪念诗人遇难80周年的一
份礼物。
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理应得到大力支持与称赞。
它的出版，廓清众说纷纭，还原历史真实，不仅对徐志摩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而且能促进对其他现代
作家作品的研究，并对中国现代文献史料学的建设具有一定意义。
    我与王任既是师生，又是挚友，志趣相投，忘年之交，时常在工作之余谈学论道，畅所欲言，直言
无忌。
特别是在我从济南南下福建任教之后，我们的联系不仅未有中断，反而更加频仍，可见情谊可贵！
十多年来，他曾跟从我参与老舍资料的查考工作，并协助我校阅《老舍年谱》《老舍资料考释》《（
老舍全集）补正》《老舍论集》等著作，其间受到了一定的学术训练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今看来，我们在治学风格上很相像。
如果从文化根源上来探求，似乎与深受故土沂蒙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沂蒙山人那种吃苦耐劳、正直耿介、执著倔强的性格禀赋，是他做人与做学问的“根”与“魂”。
表现在治学上，那就是坚持求实求真的学术态度，努力以扎实而丰富的文献史料考析取胜。
    在近五年的时间里，王任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不辞辛苦，孜孜以求，或故地寻踪，查寻徐志摩当
年遇难的准确地点；或遍览史料，从当年多家报章的原始记载中考辨诗人遇难的真相。
锲而不舍，用心探研，耐得住寂寞，经受住清贫，其中的甘苦谁人能知？
然而令人高兴的是，昔日的耕耘如今终于有了收获——一本丰富扎实的文献史料集《徐志摩之死》（
即《哭摩》——编者注）即将出版。
笔者先睹为快，自然更是喜出望外。
为此，他约请我来为此书撰写“序言”，自然是无法推辞的。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我是了解王任的，他还很年轻，但他的志趣在读书问学，而不是追逐名利。
今后的路还很长，我对他更大的希望还是着眼于未来：找准自己的学术方向，开垦独立的学术园地，
恪守严谨扎实的学风，孜孜不倦，潜心钻研，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这也是我借此机会向他寄予的希望与嘱托。
    写于二○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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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志摩，一个影响力至今毫无退减的伟大诗人，一个被文化界奉为“一代诗魂”的浪漫才子，在
人间只有璀璨而短暂的三十五年便陨落了，于是他的死便与
他的生一样让人刻骨铭心。
本书简略地概括为：还原历史现场，历览众说纷纭；穿越八十春秋，追忆一代诗魂。
全书分为三辑：辑一“旧闻新知”，收录一九三
一年上海、北平等地多家报章的原始记载以及时人的悼词挽联。
辑二“师友追忆”，收录徐志摩师友对其遇难事件前后的详细叙述和深情追忆。
胡适、沈从文、
陆小曼、林徽因⋯⋯耳闻与目睹，思念与痛切，缱绻与决绝，万千思绪，尽遣笔端。
辑三“后世寻踪”，收录一九八○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诸多传记写作、后人
寻访中的诸多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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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任，济南某高校教师，现代文学硕士，曾在《老照片》《温故》等文化杂志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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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致赵家璧 沈从文 家璧兄： 昨寄一信，想可收到。
因新从敦煌回京，杂务待清理，迟迟作复极歉仄。
尊信询及小曼先生忆志摩先生二遗文，已不易记忆所说《文艺月刊》是否左恭在南京编的，还是另外
一种？
 因为我当时在青岛大学，记得徐先生在山东遇难得北京电告时，我正在杨今甫（杨振声）先生家中和
闻一多、梁实秋、赵太侔诸先生谈天，电文中只说：“志摩乘飞机于济南附近遇难，奚若、慰慈、龙
荪（金岳霖）、思成等，拟乘×车于×日早可到济南，于齐鲁大学朱经农先生处会齐。
”使大家都十分惊愕，对电文措词不易理解。
我当时表示拟乘晚车去济南看看，必可明白些事情经过。
大家同意，当晚八点左右上胶济路车，次日一早即到达。
去齐鲁大学，即见到张奚若先生等也刚下车不久，此外还有从上海来的徐大公子。
据经农先生叙述，才知道已由济南中国银行一工作人员，为把徐先生尸身运到，加以装殓，拟搭晚车
去沪。
大家吃了早饭，即同去城里一个庙中悼看。
原来小庙是个卖窑器的店铺，院子里全是大小成堆的坛坛罐罐，小庙里边也搁下不少存货。
停尸在入门左边贴墙一侧。
前后全是大小钵头。
银行中那位上海办事人，极精明能干，早已为收拾得极清洁整齐。
照当地能得到一份寿衣，戴了顶青锻子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子长袍，罩上件黑纱马褂。
致命伤系在右额角戳了个李子大小洞，左胁下也有个同样微长斜洞，此外无伤。
从北京来的几个熟人，带了个径尺大小小花圈，记得是用碧绿铁树叶作主体，附上一些白花的，和希
腊式相近。
一望而知必思成夫妇亲手做成的。
大家都难料想生龙活虎般的一个人，竟会在顷刻间成了古人，而且穿上这么一份大不相称寿衣，独自
躺在这个小庙中一角，不免都引起一点人生渺茫悲痛。
大家一句话不说，沉默在棺旁站了一会。
因为天已落雨，就被经农先生邀回校中，听银行中那个办事人谈了些白马山地势和收殓经过。
才知道事实上致命伤即只两处，和后来报纸传说全身焚化情形不合。
（也可证卞诗人在近期《诗刊》上说的不可信。
他对此根本无知，前因后果更无知。
但因这些传说加上别的附会，闻在“文化大革命”中，硖石本地人竟以为是用金头配上殉葬，坟墓因
之被掘，却是几年前从陈从周先生处才明白的。
）因为当时已商定由张慰慈和徐先生大公子随棺于晚十点南下，其他几位北返，我也在当晚即回青岛
，报告情形。
 至于徐先生生前那么匆匆南下，又急于北旋，却是在一年后我到北京时，住在胡适之先生家里楼上（
即志摩先生生前住处，胡家中人不敢住），半夜里胡先生上楼来和我说起的。
徐南去主要是因小曼不乐意过（“过”即“到”的意思——编者注）北京，在上海开支大，即或徐先
生把南京中央大学和北大教书所得薪金全寄上海，自己只留下卅元花销，上海还不够用。
因乘蒋百里先生卖上海愚园路房子事，挂个中人的名义，签了个字，得一笔款给小曼，来申多留了几
天。
急于搭邮件运输机返北京，则因为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节讲中国建筑艺术，急于参
加这次讲演，才忙匆匆的搭这次邮运飞机回京。
到山东时，白马山只隔济南廿五里，因大雾飞机下降，触及山腰失事致祸。
一切都近于凑巧而成此悲剧，不仅当事亲友，为此含悲抱恨终生，以国家言，也是一不可挽救之大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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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我过青岛以前，由上海过北京时，正是大家都极力劝徐先生离婚时，内中还包括最拥护女权
的胡太太！
徐因上海小报传述的翁陆种种，十分苦闷，且因北京友好的压力，更感到痛苦。
在无可奈何情形下，曾在胡家住处临窗一长藤椅上告我种种：“从文，这些日子熟人都极力劝我，以
为小曼既不肯来北京，最好是离婚。
胡太太历来是以保护女权著名的，现在也居然同意这件事情。
我不能这么办。
你知道，她原是因我而离婚的。
我这么一来，她又毁了，完事了。
所以不管大家意见如何，我不能因为只顾自己而照办⋯⋯”随后不久即听到胡太太告我：“志摩先生
把两边的钱寄过上海，还不够用。
志摩在这里一月只留下卅块钱作零用，衣服破破烂烂，还包括鞋袜！
也不在乎，太不成样子了。
这里老奶妈为他缝缝补补，还总说：‘不碍事，北京学生哪会注意到我这一身。
’这样过日子那[哪]是长久之计！
小曼不来是怕吸不成鸦片烟。
戒不了烟，那[哪]是什么治病无人？
在上海和那个学海军的翁某某靠灯按摩治病，像个什么生活！
⋯⋯”但据胡先生那夜里和我说的意思，把林徽因、凌叔华及某名作家并提时，却以为论才情，小曼
先生或不及三人有才气，论为人气度开阔，小曼却高一着。
依胡先生分析⋯⋯对人对事真正厚道，还是小曼好。
这点月旦评可能有些“十分正确”或“相当正确”。
有小部分或稍带感情作用。
因为小曼先生对胡先生是极好的，口口声声叫老师。
 另外，你信中提到关于泰戈尔第二次到中国事，我可能不在上海，只依稀记得不受欢迎，难公开露面
。
所以住在徐家一阵，即郁郁回国了。
是徐先生住福煦路时。
后来我曾经到二楼泰戈尔住过的房间看过，满墙用大吉岭买来的各种小蝴蝶贴上，房中并无床铺，厚
厚地毯上只搁下大小不同许多靠垫，十分有趣。
后来张韵[歆]海夫妇曾住过一阵。
或许还留得有些相片，只是时间久，就散失不易追寻了。
至于第一次泰戈尔到北京时的种种照相，《晨报·副刊》似出过专刊登载过，且有林徽因演戏的场面
。
我保留了一份，也许还夹在～本《志摩日记》中，可得待将来换个住处时，才有清理机会，目下是无
法找寻的。
另外还记得泰戈尔入宫见溥仪，徽因为作翻译，是在故宫御花园西边那所小楼上进行的。
徽因对于溥仪印象，说得极有趣味。
（一九）五六年我被调过故宫帮忙搞丝绸时，曾在这座小楼办公，原归溥仪英文教师英人庄士敦所住
。
外表蛮好看，全份紫檀家具。
但全楼窄小如童话中的房子，住下来可真不舒服，热天特别热，冬天又极冷，上下楼还格外令人担心
！
巧的是我居然还有机会在皇上读书处办了半年公。
不免增加了一点历史沧桑感。
以后若有机会，再来谈谈这些巧事，和解放后同溥仪同车去西山，听溥仪亲口说的第三次被捕的笑话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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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皇上十分有趣，和彭子冈在《文史资料》工作时，叫他作“溥老”还不认账，必须改作“老溥”
才觉得亲热合式！
 草草作复，并祝府中一切佳好。
 弟沈从文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一北京 （据《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二○○二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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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先生乘“济南号”飞机
在济南西南郊遇难。
    诗人的云游飞升，备受关注，轰动一时，被称作“中国文坛之大损失”。
近八十年来，徐志摩其人其文，似乎一直没有离开这个纷繁的尘世，关于他的浪漫诗歌、才情风流、
趣事逸闻，总是在坊间播散流传，以至任由“打扮”。
其中，关于徐志摩遇难事件的前前后后也已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遇难的准确地点、时刻似乎
都说不清楚了。
    倏忽八十年，已然有必要去廓清一下历史的迷雾。
面对以讹传讹的纷扰错乱，任何不以史料文献为基础的传记写作都是苍白无力的。
所以，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现场”，是解读历史的必要前提。
重翻民国时期的新闻报纸，重温文化名人的追忆文章，重读后世生成的传记文本，其中便存留着源头
、媒介、传播的层累的记忆过程，在这过程中自然凝结着丰富的意味和蕴涵。
    所谓“温故而知新”，编者以为“温故”重在呈现过程，而不是急于阐发与作论。
史料汇编有时是重于传记写作的。
因此，本书编纂的主旨，可以简略地概括为：还原历史现场，历览众说纷纭；穿越八十春秋，追忆一
代诗魂。
全书分为三辑：    辑一“旧闻新知”，收录一九三一年上海、北平等地多家报章的原始记载以及时人
的悼词挽联。
丰富多样的史实细节，尘封旧报的历史氛围，讹误流转的最初源头，原汁原味的情感气息，在此可窥
一斑，进而可获得新的认知。
旧闻新知，正本清源，未读过的“旧闻”，也便是“新闻”。
    辑二“师友追忆”，收录徐志摩师友对遇难事件前后的详细叙述和深情追忆。
胡适、沈从文、陆小曼、林徽因⋯⋯耳闻与目睹，思念与痛切，缱绻与决绝，万千思绪，尽遣笔端。
斯人已逝，笔墨长存，这大概便是文人与文字的价值之一吧。
    辑三“后世寻踪”，收录一九八。
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诸多传记写作、后人寻访中的诸多文本。
徐志摩之死，是传记写作中无法避开的结尾。
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隔着山水重复的阻碍，难以亲到历史和遗址的现场，从而出现错讹，也算情
有可原吧。
但是，传记应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所谓的合理的虚构和想象，甚至出现了徐志摩与飞行师的空中对话
，那就实在匪夷所思了。
    回望岁月苍茫，对于徐志摩一生的评价，笔者认为胡适之先生的评语是最为恰切的：“他的人生观
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
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因了“爱，自由，美”的单纯信仰，三十五岁逝去的徐志摩，是不朽的。
    “徐志摩是五四精神在诗歌领域杰出的代表”，二○○六年三月，诗人牛汉先生到济南长清出席“
徐志摩纪念公园”奠基仪式，他深情地如是说。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商品经济时代，“五四精神”已然是遥不可及的历史绝唱，徐志摩也已是一去不
返的人间绝响。
“诗意的栖居”依旧是红尘一梦。
徐志摩作为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信仰和理想在当下的时代依然是稀缺的，所以他依然值
得人们长久的纪念和铭记。
    “山不在高，有诗则灵（牛汉先生语）”。
然而，奠基仪式举行之后的五年来，所谓的“徐志摩纪念公园”一直不过是山野间两块孤零零的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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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间，每天望着窗外山间那孤零零的碑石，我想即使凭借诗人的才情，大概也是读不懂此间的
热闹与落寞的。
缘此，在徐志摩遇难八十周年之际，围绕诗人之死汇编一本文献集，也聊作献给诗人碑石上的一份纪
念吧。
    本书从酝酿到雏形，再到补充完善、寻求出版，至今终于完成。
期间对一些问题的求解，陆续经过了近五年的查寻与考析。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师友的支持和帮助，在此略表谢意。
业师张桂兴先生悉心指教，并不辞辛劳地为本书提供《新月》月刊等重要文献，且为本书作序；十多
年来的教诲，铭记我心，在此衷心致谢！
业师张光芒先生热情地为本书作序，并予以鼓励，在此衷心致谢！
感谢沈从文之子沈虎雏先生、《老照片》冯克力先生、《山东画报》公晓慧女士、山东工艺美院王承
利先生的关注与支持。
    感谢中国国家图书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提供的文献
支持。
    本书的出版，幸赖薛原先生热忱地鼎力相助并为之付出精力和劳作，谨致深挚谢意！
姚冬霞女士和责任编辑为此书出版付出辛劳，亦在此致谢。
    谨此感谢潘鲁生、李新、张云龙、董占军、唐家路等的关注。
感谢关家铮、车振华、赵晓峰、王伟、张勇、高杰、赵建伟等友人的帮助。
致谢的名单将是很长的一串，此不一一。
  本书收录的史料文献大多是挖掘的第一手资料，主要依据民国报刊予以选录和校勘，对于其间的句
法、用词习惯以至版本差异等，尽可能地忠实于原始文献，不妄加改动，仅在个别地方作了编者注释
。
史料的发掘，似乎是难以穷尽的。
相信随着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以后还会有新的发现，也希冀将来能有修订补充的机会。
  本书选录的各篇文章，均尽力与著作权人联系并奉寄样书及稿酬，但尚有部分未能取得联系（编者
信箱：renwen20012@163.com），在此谨致谢忱！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或会存在失误和不足之处，谨请读者指正！
    编者王任    二○一一年十一月，于济南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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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哭摩》经过近五年的查寻与考析，编者的内心里有一种对逝去的某种精神的深切怀念，而徐志摩便
是这种精神最好的代表，这种精神或称“五四精神”，或叫“诗意的人格”，或称“爱，自由，美”
的单纯信仰。
总之，三十五岁逝去的徐志摩，是不朽的。
《哭摩》是一本有价值的文献，也是对徐志摩的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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