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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懋庸（1910-1977），原名徐茂荣，生于浙江上虞。
幼年家贫，高小毕业辍学。
1926年参加第一次大革命，后因政府通缉，逃亡上海，考人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
1933年夏开始写杂文并向《申报·自由谈》投稿。
他的杂文笔法犀利，揭露时弊不留情面，批判社会一语中的，因风格酷似鲁迅而以“杂文家”出名。
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联”，1935年出版《打杂集》，鲁迅为之作序。
1936年因“左联”解散等问题写信给鲁迅，鲁迅为此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938年到延安，后加人中国共产党。
以后任抗大教员及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副校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中南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研究员等职。
1956-1957年间写杂文100多篇，结集为《打杂新集》。
1957年被作为为右派进行批斗，后平反。
1977年逝世。
　　徐懋庸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提到鲁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绕不开徐懋
庸。
《中国现代文学史》说徐懋庸写的《不惊人集》、《打杂集》等，“批评时事，泼刺有力，写来从容
自如，不事雕砌，鲁迅为他的《打杂集》撰写序文，在文坛有较大影响。
”，林非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说徐懋庸的杂文“确实是尽了自己对时代的责任”，“他那种流
畅而又隽永的文风，在杂文创作中却是别具一格的，给当时繁茂的杂文创作园地又增添了新的异彩”
，“他的《街头文谈》（1936年出版），是通俗性的文艺论丛，颇为当时业余写作者所爱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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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先国，男，湖南省常宁市人，1971年出生。
1993年在湘潭师范学院获学士学位，2005年在苏州大学获博士学位。
2006年至2008年在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1998年以前主要从事流行歌词研究，1998-2002年主要从事叙事理论的比较与实践研究，2002年以来主
要从事朱自清研究、批评想象研究和沃尔特·佩特研究。
在海内外各级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已出版《化俗从雅文学观的建立——朱自清与西方文艺思想关系
研究》专著1部。
独立承担厅级课题l项，主持市级课题1项，参与省、市级课题3项。
现为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人文学院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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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鲁迅作《（打杂集）序》　　鲁迅在1934年10月以后写给徐懋庸的借中，表现得非常冷淡，再没
有最初劝告徐懋庸时那种殷切和循循善诱的态度了。
　　1934年秋，即在徐懋庸卸去《新语林》编辑之后不久，便被选人“左联”常委会，担任宣传部长
。
次年春，在田汉、阳翰笙等被捕以后，原来担任“左联”书记的任白戈去日本，由徐懋庸接任书记。
　　徐懋庸以一个1933年才在上海文化界露面的青年（那一年只有二十三岁），在“左联”又不过是
一个新盟员，为什么“飞黄腾达”如此之快？
这本来是一件反常的事。
但这是有原因的：　　首先，“左联”在前几年已遭受过国民党的几次破坏，因此一些作家消沉了，
虽然还挂着“左翼作家”的牌子，但不愿干组织工作，而徐懋庸却有一股勇于任事的锐气，也可以说
是呆气。
又因为胡风同周扬闹对立，拉了一部分人出去。
作为“正派”的周扬，手下人数不多了。
　　其次，当时许多老“左翼作家”，作品很少，在社会上名声不大。
　　徐懋庸则因为译书，写杂文，当时显得“异军突起”，而且与生活书店关系较好。
　　最后，也是主要的一点，当时周扬所主持的原“左联”常委会的人，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同鲁迅谈
得拢，。
而徐懋庸，特别经过《新语林》的一段工作，在他们看来，鲁迅同徐懋庸的关系很好。
周扬虽然和鲁迅关系不好，但还要团结他，要有个人去同他联系。
　　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让徐懋庸担任宣传部长以至书记，以便代表常委会同鲁迅联系。
　　那第三条，周扬他们当时是对徐懋庸明说的，前两条则是徐懋庸后来慢慢体会到的，这也是为了
利用的方便。
鲁迅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1935年6月28日给胡风的信中说：“我们的元帅（指周扬）深居简出，只令
别人出外奔跑”，这在当时，是由“叶君”　（即叶紫）引起的话，但也包括徐懋庸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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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徐懋庸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提到鲁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绕不开徐懋庸。
《徐懋庸评传》依徐懋庸生平，叙述徐懋庸走出管溪(1910—1926)、上海成名(1927—1937)、革命岁
月(1938—1949)、运动风云(1949—1957)、孤鹜落霞(1958—1977)的一生，总结了徐懋庸的人生经验、文
学创作特色，翻译成就、编辑成就及学术研究成就。
本书由李先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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