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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遇萧红，对于一个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业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幸运。
但是，能够读懂萧红，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的意义长期被遮蔽，首先是被自己的传奇经历所遮蔽，然后是被鲁迅遮蔽，还有就是被萧军遮蔽。
在目前已经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很少有为她设专节论述的。
一般是放在左翼文学的题目下，近年则多放在东北作家群的范畴中，只有在女性文学史中有她独立的
章节。
左翼的身份使她获得被言说的合法性，东北作家群的归纳使她得到乡土的认同，而女作家的前卫姿态
又使她的政治、文化、人生、人性等方面的诸多思考被忽略。
至于那些商业炒作式的写作，更是以不幸身世的煽情抹杀了她思想和艺术的成就。
当然，这也说明了她的丰富性，可以从各个角度被阐释，被各个层次和各个时代的读者所接受，好的
作家都能为后人提供一个阐释的空间。
    但是对于还原一个真实的萧红无疑困难重重，她所生活的历史情境如此错动混乱，不仅是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大历史变动，还有她所生长的东北地区独特的政治史轨
迹，张氏父子治下反日维护路权的运动，张学良易帜之后的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以后日本法西斯的猖
獗，都直接影响到她的命运。
她所承载的乡土文化如此独特，肃慎、东胡、抚余与汉四大族系，在漫长的历史中生活在这块肥沃的
黑土地上。
清代长达200年的封禁，只有流民和逃荒的破产农民，带来了中原的文化，闯关东的破产农民在文化史
的“奇劫巨变”中，迎击了铁血文明的外族入侵。
最现代的文明裹挟着最原始的文化，层层累积的移民传统带来了神奇的人生场景与形态。
萧红所生长的家庭又如此畸形，作为逃荒暴富的山东移民后代，衰落中的中兴，迫于时势的变通，血
缘关系的复杂，上一代人阴暗的心理纠葛，都使她的成长历尽曲折，至今仍有一些无法彻底释解的谜
团。
十几年以前，我仓促写作《萧红传》的时候，就充满了疑惑，只能坚持一个原则，搞不清的地方全部
存疑。
5年前开始，我在学校开设(《萧红研究》的课程，每年教一轮，每次都有新的发现，实地的考察、访
谈和广泛地搜集资料，使大量的疑点得以冰释，仍有谜底无法揭开，也只好继续存疑。
但是，这一次发现的萧红显然丰满了许多，称之为全传尚可差强人意。
    对于萧红身世的考辩，实在应该感谢呼兰学人和几代哈尔滨学者以及萧红亲属所做的大量工作，家
世基本已经搞清楚，使最大的一个谜团得以解开，萧红就是张家的女儿。
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与调查者的立场，仍然有一些结论大可质疑。
    在萧红的生活史中现存最大的一个谜团，是订婚的时间与未婚夫的人间蒸发。
前者关系到萧红求学等一系列奋斗的困厄所在，后者关系到她情感生活的巨大转折，而且，两者又都
是一个问题的延续。
最早的说法是3岁订婚，而后则是14岁上高小的时候订婚，她的嫡亲侄子张抗先生坚持这种说法，铁锋
先生当年找到介绍人于兴阁，也证明了这个说法。
最新的调查成果来自她的堂妹张秀珉，是在初中二年级、18岁的时候，由她的六叔张廷献介绍定亲。
三种说法时间相差不少，但都是一个人，汪恩甲或者汪殿甲。
只有铁峰先生根据于兴阁的说法，认为是呼兰驻军游击帮统王廷兰的次子王恩甲。
    这一说法最近似乎已经彻底被否定了，因为王廷兰作为抗日殉国的名将家世一目了然，他只有一个
正式名分的儿子王凤桐，比萧红大3岁，在16岁的时候与呼兰一商家女结婚，次年生子。
1932年，哈尔滨沦陷后，王廷兰代表马占山到齐齐哈尔接触李顿调查团，被捕后在日本特务的严刑拷
打之下坚贞不屈，最后被装进麻袋从楼上扔下去壮烈殉国。
王家不堪日本特务的骚扰，悄悄逃往关里投奔张学良抗战，后人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仍有一些蛛丝马迹让人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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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珉说六叔张廷献和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是要好同学，受汪大澄之托为汪恩甲介绍对象。
既是同学，张廷献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同学的弟弟，自己岂不矮了一辈，这在19世纪30年代的东北是
不合礼法的，何况乡绅张家又是极讲门第和体面的。
    萧红小学毕业之后，全班绝大多数同学继续升学，父亲张廷举却坚决不许她继续到哈尔滨读书，这
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疑点。
仅仅用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是不足以解释的，因为张廷举是新派乡绅，是呼兰提倡女学的头面人物，
阻止自己的女儿读书，要受到教育界同仁的鄙夷，也要受到前妻家族的压力。
而且，对于所有为萧红说情的亲朋一概不做任何解释，其中必有难言之隐。
致使萧红在家停学一年，最后是向家庭施行了“骗术”才到哈尔滨上了初中。
她的同学好友徐淑娟对于她的叙述基本都是属实的，当年萧红曾经对她说，自己很小就被家里订给豪
门，允许出来上学也是为了攀这门高亲。
汪恩甲的父亲只是一个小官吏，是谈不上高亲的，除非他另有不为人知的神秘身世。
曹革成先生在《我的婶婶萧红》一书中，提到长期流传着一个说法，汪恩甲本姓王。
还有一个传说，萧红的祖母范氏的哥哥是某地的一个督军。
所有关于范氏的回忆，她都是神神道道、好走动，在家里说一不二。
当时的东北乡间，订婚有口头和正式下礼两个步骤，萧红的父母婚事就是由范氏最早托人提亲，延搁
了四年之后才正式下礼成婚。
3岁订婚一说，也未必就是空穴来风，以范氏的精明强干，联姻一个军界豪门也是可能的，后人未必
知晓内情，作为过继子的张廷举又不便说破。
萧红祖父80大寿的时候，马占山、王廷兰和呼兰县长等军政要人都亲自赴宴，马占山赠匾额，并且当
场把她家所在的英顺胡同改名长寿胡同，胡同原名得自驻军将领之名。
张廷举当时只是一个小学校长，何来如此大的排场和威势？
萧红对祖母颇多怨愤，是否与这密不告人的婚约有关。
14岁订婚的说法，大概是旧话重提，因为萧红这时有一次伤心欲绝的初恋，并且抑郁生病半年，对方
是破落了的二姑家的哥哥，应该是《呼兰河传》中兰哥的原形，后者贫病而死，萧红在小说《叶子》
中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不仅场景与人物和她家耦合，没有亲历是写不出那样哀婉悲凉的体验。
于兴阁出面做媒，就在这个时候，而后来张廷举阻止萧红升学，大概也和这次提婚有关，而父亲的最
终妥协和萧红对徐淑娟的自述，是否还隐藏着双方家长幕后的暗中协商？
汪恩甲家在哈尔滨顾乡屯，本人也已经师范毕业在哈尔滨工作了，萧红到哈尔滨读书可以离他近一些
。
而18岁的正式订婚，也是由于她在“反五路”游行中活跃，招来不少异性青年，引起家长的紧张。
她与未婚夫同居是在黑龙江政局急剧动荡之时，马占山将军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汪恩甲的失踪
就是在王廷兰殉国前后。
萧红一生不说婆家与未婚夫的坏话，对自己的婚事讳莫如深，大概都和这不可言说的神秘婚约有关。
    把萧红从所有意识形态的简单逻辑中剥离出来，发现一个真实、完整的萧红，是我多年的努力，而
传记的写作是这个努力得以实现的基础。
事实上，我们当代文坛讨论的所有问题，萧红那里几乎都有。
譬如，乡村溃败、底层写作、身体叙事、民族国家、性别政治、终极关怀，生命价值等等，甚至包括
早期后殖民的问题，更不用说民族化和文体的问题等等。
在近年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潮流中，萧红被新一代研究者从左翼文学中剥离出来的同时，也从
历史的具体情境中被分解出来，所谓矫枉过正，合法性的宽松有了新的阐释可能。
甚至有的论者认为她根本不是“抗日作家”，这无疑是违背历史真实与她创作实际的。
彻底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就是去历史化，从鉴赏的角度是可以的，但是从传记的写作与学术的
研究来说则是虚妄的。
除了调查考辨之外，还需要与她的文本互读，这也是尊重作者的基本学术准则。
    人是植根于历史当中的，而文化思潮、意识形态与具体的历史情境总是相互扭结，是所有人成长的
意义空间，是历史土壤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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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以意识形态去解释一个卓越的作家自然是愚蠢的，而完全不顾意识形态的作用，试图抽象出一个
没有历史政治色彩的作家也太过虚妄。
这就是本书试图克服的两种倾向，希望在尽可能真实的历史还原中，发现这个奇特的艺术生命，是以
什么样的方式植根于什么样的历史当中，又以怎样独特的心路历程回应错动历史的政治、文化、艺术
思潮，完成内心纠葛向文学绽放的转化，而最终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萧红一开始写作就是左翼的立场，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就是以惨烈的阶级压迫刷新了读者的
视野。
乡村大地主阶级的豪横与无法无天，是东北地区最显赫的文化特征。
因为是流民集聚的地区，黑龙江至晚清“慈禧新政”之前几乎没有民治机构，一直都是军政合一的管
理方式，相对于中原的儒家规范，大地主更多是在以渔猎为主的通古斯原住民的生荒土地上，通过跑
马占山式的开拓，与官府丈量土地时的营私舞弊发展起来的豪强地主。
国民党的势力是在张学良易帜之后，才渗透过来。
由于政治统治的疏松，天高皇帝远，匪患又十分严重，大地主的庄园都有深壕高墙，还建有炮台，豢
养着私人武装。
萧红祖辈聚族而居的张家大本营黑龙江阿城福昌号屯，村外被一条矩形的壕沟围着，沟深三米多，只
在南面和东面开门。
夏天，为了防止匪患，沟内还蓄满着水。
张家老宅因为在屯子的中心，被称为张家腰院。
四周由高墙围着，墙基1．5米宽，高3．5米，围墙四角设有炮台，炮台上有步枪和大台杆(土炮)，昼
夜有人在炮台上放哨。
大院只正南有门，平时关着，只开一角门，有打更的人守着。
萧红早期的小说《出嫁》等，都是以这里为背景，而她笔下所有的地主都姓张，可见是以自己的家族
叙事为主。
《夜风》里面的人物设置可以和张氏家族的血缘亲属关系一一对应，所以要想抹杀她以阶级论为核心
的左翼倾向也是很难的。
她成名之后，被父亲开除族籍，理由之一是“侮蔑家长”，也可见与封建地主家庭矛盾的不可调和。
    然而，萧红最终超越了左翼的立场，开启了通往永恒的文学之门。
这主要是和她的性别立场与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有关系，为了求学与婚姻自主，她和家庭爆发了最初
的冲突，这是五四精神之女最一般的奋斗起点，由此开始了苦难的跋涉之旅。
由于两度离家出走到北京求学，被家庭软禁在福昌号屯张家腰院中6个月，在历史急剧错动的“九一
八”事变之后的混乱中，逃出被软禁的老宅，一度流浪街头，拒绝受和自己处于两极的父亲的豢养。
她在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只有22岁，但是已经有了和两个男人的同居，遭际了痛失亲子的人生大悲，
完成了女性生命的基本过程。
她现存最早发表的散文《弃儿》，细致生动地记叙了自己生产前后的窘迫处境与内心感受。
她是以女性的经验洞察着历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幻影，也超越了党派的立场。
    尽管萧红的一生都主要生活在左翼文化人的圈子里，每当危难的时刻，都得到共产党员朋友的帮助
，曾经还一度想加入共产党而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出于对她的爱护与激赏，以环境太残酷为理由
打消了她的意愿。
地下党组织也曾经想发展她，但是看到她那副“不可救药”的艺术家风度和任性的。
自由主义思想作风，便放弃了初衷。
她对于党派政治的心理疏离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除了和舒群、高原等人的当面争吵之外，旅居
日本时期写作的小说《亚丽》，更是从生命的情感价值的角度，对于党派政治的组织形式表达了深刻
的质疑。
    性别的立场与女性的经验都是她接受左翼思想的基础，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她始终认同民众的苦
难，而且仰视他们顽强的生命力。
这无疑适应了全民抗战的时代主潮，顺应了在外来暴力的威胁之下，建立历史主体的种族需要。
她对聂绀弩说，我的人物比我高，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悲悯我的人物，写着写着感觉就变了，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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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配悲悯他们，倒是他们应该来悲悯我才对。
这实际上也把自己和鲁迅那些自觉地承担着启蒙责任的精英知识分子区别了出来。
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启蒙立场，而是随着历史大势的变动，调整着自己思想的罗盘。
1939年4月，她在《七月》座谈会上，对于“战场高于一切”的急功近利的文学观念大不以为然，公开
表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作家要永远向着人类的愚昧。
当时，人类最大的愚昧就是遍及全球的法西斯战争。
萧红一开始就针对这人类浩劫写作，(《生死场》中后几章都和日本军队的入侵有关，只是她不是正面
表现民众的抗日斗争，而是以更多的笔墨描写外族入侵摧毁了乡土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也震动着民
众的精神心理。
历史时间的断裂，使村民们原本贫苦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苦难以加速度的方式导致乡村社会的崩溃
，彻底改变了生和死的形式，民族国家的意识也因此被强迫植入蒙昧生存中的民众头脑。
“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她写下了《天空的点缀》等文章，直接参与了全民抗战的伟大事业。
1939年，她在重庆又写作了《牙粉医病法》，揭露了外国医生在东北草营人命的医疗暴行，这就是早
期后殖民的问题，是对(《生死场》中《传染病》一节素材的重申，也和当时日军在华的暴行接上了榫
，这篇文章由于“反日倾向”而长期不能被批准发表。
    当然，性别的立场在她始终都没有泯灭。
从启蒙到救亡，从左翼到人类情怀，从民族国家到乡土之恋，她都是以女性独特的感知方式表达历史
错动中的人性追问。
《生死场》中最触目的是女性的生存惨状，月英的病象，三个女人生产的刑罚，因为生活无着而像一
大一小两条干鱼一样上吊自杀的祖孙俩，王婆曲折悲惨的经历，“一生的痛苦都是没有代价的”。
金枝盲目地受孕，受到乡土文化的精神挤压，孩子被破产的丈夫在暴怒中摔死之后，为逃避日军横行
的破产乡村，化妆进城缝穷，又被一个中国男人强暴，种族的立场与性别的立场发生了抵牾。
她想去当尼姑，彻底摆脱苦难的人间，结果女人最后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尼姑庵，也因为战争关闭了。
这就是终极关怀的问题，哪里是安放灵魂的处所？
！
《呼兰河传》中王大姑娘自由婚姻的悲剧，承受了乡土社会公众舆论的话语施暴。
至于小团圆媳妇的命运更是让人发指的残酷暴行，其中有同胞之间鲁迅所谓“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
的愚昧，也有超越了种族的人性施虐本能。
五四的启蒙立场，一直以女性的视角潜在地影响着萧红对世界人生的观察。
在《呼兰河传》中，唯一一个健康的人性故事就是磨倌冯歪嘴子，尽管贫穷、尽管受人歧视，却满怀
希望坚韧不拔地顽强生活下去。
这和富于反抗精神的王婆一样，是让萧红感到心灵震动的乡土人物。
在冯歪嘴子的形象中，萧红再一次完成了人生价值精神认同的自我确立。
    而对于新式知识者的屡屡幻灭，使萧红的讽刺才能得到淋漓尽致地挥洒。
1930年夏天，她随着远房姑表兄弟陆哲舜偷偷跑到北京，人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部读书，受到家庭的
经济制裁之后，陆哲舜顶不住压力，两个人双双败退回哈尔滨。
离京之前，萧红曾说他是“商人重利轻别离”。
她在未婚夫汪恩甲人间蒸发之后，陷落在东兴顺旅馆，和萧军迅速结合，在共同生活的6年中，萧军
频繁发生外遇。
当年许广平对萧军说，萧红从来不说你不好。
萧军回答，她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爱我的人，我们以前的历史太复杂。
认识萧红以前，萧军已经有10年婚龄，和前妻育有两个女儿。
把妻子送回老家之后，和两三个女子关系暖昧，暗恋着一个叫李玛丽的文学沙龙主人，追求南方姑娘
陈涓多年，致使学生气的萧红倍觉感情的荒凉，以至独自东渡避到日本。
以后的种种事端，更是让她无法忍受。
不仅是爱情的“苦杯”与郁积在胸的“沙粒”，而且所有的朋友都站在萧军一边，连她弟弟张秀珂也
要在萧红逝世十几年之后，才能理解当年她和萧军的争吵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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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要摆脱萧军的影响，走独立的人生之路，就像当年想摆脱父亲张廷举的影响一样。
但是，她的逃亡总是以失败告终，就像逃离历史的冲动最终以死亡结束在战火中一样。
她躲到日本，被萧军为了结束“没有结果的恋爱”而叫了回来；她逃进白鹅画院，被萧军的朋友打探
到消息带了回来；她独自跑到北京，又被萧军以身体有病而骗了回来，实际上萧军真正担心的是萧红
会不会爱上她的朋友李洁吾。
直到1937年夏，端木蕻良的出现，才使她获得彻底摆脱对萧军的精神依附。
实际上，这摆脱也并不彻底，人是无法彻底割断自己的历史的。
由于和端木蕻良的结合，她受到所有旧日朋友的诟病，而她自己也背上了思想的包袱，因为端木蕻良
是初婚的处子，萧红因此觉得他为自己做了牺牲，而心甘情愿地为他料理所有的生活琐事，久而久之
，便也觉出劳累。
而所有早期左翼文人朋友都对端木蕻良心存轻视，更不用说异性隐秘的暗恋，她面临的是友谊与爱情
的抉择。
    而且，就是在新派文人的圈子里，她也时时感受到性别的精神歧视。
萧红由此看到一些人性的永恒问题，是政治革命和文化改良都无法解决的。
在《三个无聊的人》一文中，她讽刺那些以人道的精神与学者的态度去嫖娼的新式知识者；在《夏夜
》中，她嘲笑左翼文人对少女红唇的人血比喻是酸葡萄心理，一旦得到红唇少女的爱情，便放弃文化
的批判。
在《马伯乐》中，她嘲笑了深陷于悲观哲学的新式小知识分子，只会怨天尤人、夸夸其谈而一无所能
的可笑性格，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在中外文化冲撞的历史情境中进退维谷的尴尬，既是伯乐又是马，完
全是一个“没用人”的滑稽形象。
其洞察力也是女性的视角，而温和的软幽默也体现着女性独特的智慧。
    但是，在萧红那里，性别的问题是和人生的问题、阶级的问题、种族的问题搅缠在一起的。
她是从切实的人生出发，以生命的价值为原点，去表现历史人生的种种苦难，民族国家的宏大主题也
因此而具有了深厚的民众生活基础，自身的生命体验则是所有问题得以融汇为艺术整体的情感酵母。
    四    萧红在艺术上是非常前卫的。
    她的艺术修养有着多个源头，童年和祖父学诗的音韵启蒙，早年乡土生活民间艺术的熏陶，在国际
化大都市哈尔滨读书时期，20世纪美术新潮的影响，还有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对域外民族艺术的涉猎
，都影响着她的写作。
她一生学过四种外语，中学读的是英语班，和萧军一起学习俄文，在上海学了世界语，在旅日期间又
学了日语。
这些语言中渗透着不同的艺术思维方式，形成多个参照系，影响到她对汉语的独特领悟。
    一般来说，她早期的作品较易受到域外先锋美术的影响。
《生死场》几乎是一组富于象征性的画面，鲁迅当年“略图”与“叙事写景胜于人物的刻画”的评价
，就有保留地说出了她的特点。
而身体的装饰性，则以儿童式的想象带给小说以新鲜明丽的视觉效果，《生产的刑法》一节，毫不相
关的三个女人生产的场面明显带有先锋美术的构图特征，夸张地放大了女人独特的苦难。
而她所有作品中都具有前卫艺术感觉主义的表现特征，以散文集《商市街》最充分。
在1937年的《萧军日记》中，记叙了他们之间一次有趣的争吵，起因是为了一个细节描写的分歧，萧
军认为萧红的写法不是小说的方式，而是诗的方式，自己的写法才是小说的方式。
两个人争吵不休，萧红气得哭起来。
鹿地亘来访，弄清原委之后说，你们俩个写得都很好，一个是古典的写法，一个是感觉主义的写法。
可见，萧红是有相当艺术自觉的，而且，当时她刚旅日归来不久，日本民族对于感觉的重视也和西方
前卫的美术潮流合拍。
    她晚期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则主要是以中国古典诗歌为主要的艺术源泉，这是它被更多的中国读
者所激赏的原因。
音韵的自然流露，节奏的复沓，都暗示和强化着乡土人生的悲凉主题。
成长中失乐园的过程也因此而格外清晰，邻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她以这样的挽歌形式，祭奠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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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也祭奠了所有的乡土故人，使哀祭的基本文体尤其显豁。
    萧红的时间形式也适应着错动的历史，表现出多种不同的形式。
她的历史时间是断裂的，《生死场))以日军入侵为界限分为前后两段相隔十年，近于蒙太奇式地剪辑
出乡土人生的故事。
晚期从《后花园》开始的乡土叙事，基本的时间形式则是农耕民族封闭循环的文化时间，适应了对于
单调生活与重复人生的悲凉喟叹。
而《呼兰河传))则在封闭循环的传统文化时间框架中，楔入了钟表所象征的现代文明的时间形式，既
与中国近代的历史相契合，又与成长的过程相适应，容纳了不同的生命周期。
乡土人生与大的文化时间框架同构，表现为生老病死的无穷循环。
而叙事者则跳出了这时间形式之外，隔着断裂的历史时间，以回顾的方式审视记忆中的家园，追问“
人生何如？
”最终超越了左翼文学以阶级论为核心的立场。
    这样丰富的艺术创新，成功地完成了汉语写作的现代化转型。
萧红在对民族与民众的苦难认同中，以血书写了生命的诗篇，在错动的历史中完成了自己的文学飞翔
，超越了自己的时代，这就是她永生的价值所在。
当年，萧红曾经想以《呼兰河的女儿》命名她的《呼兰河传》。
今年是她来到这混乱世间的100周年，以这个名字命名追寻她匆忙离去身影的著作，也许是最切近她文
学理想的描述，至少是笔者最诚挚的祭奠。
    2011年春一稿    夏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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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相遇萧红，对于一个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业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幸运。
但是，能够读懂萧红，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的意义长期被遮蔽，首先是被自己的传奇经历所遮蔽，然后是被鲁迅遮蔽，还有就是被萧军遮蔽。
在目前已经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很少有为她设专节论述的。
一般是放在左翼文学的题目下，近年则多放在东北作家群的范畴中，只有在女性文学史中有她独立的
章节.左翼的身份使她获得被言说的合法性，东北作家群的归纳使她得到乡土的认同，而女作家的前卫
姿态又使她的政治、文化、人生、人性等方面的诸多思考被忽略。
至于那些商业炒作式的写作，更是以不幸身世的煽情抹杀了她思想和艺术的成就。
当然，这也说明了她的丰富性，可以从各个角度被阐释，被各个层次和各个时代的读者所接受，好的
作家都能为后人提供一个阐释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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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红真，1955年生于浙江丽水、在燕赵大地度过青少年时代，当过农工、印刷工，毕业于吉林大学、
北京大学，文学硕士，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工作二十年，现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
究所教授，出版文学评论集《文明与愚昧的；中突》、作家传记《呼兰河的女川——萧红全恃》、文
化随笔《人生的节气》等十什，编著《中国人的动物故事》等十种。
获当代文学研究会颁发“1988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奖”、首届“萧红研究奖”等十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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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错动历史中的文学飞翔第一章 富饶北疆的边陲小城第二章 乡绅地主之家第三章 顽童生涯第四
章 祖母死了之后第五章 母亲之死与继母过门第六章 觉醒的少女时代第七章 升学风波第八章 进入现代
大都市第九章 投身学生爱国运动第十章 祖父死了以后第十一章 出走北平求学第十二章 再次出走北平
第十三章 软禁与逃脱第十四章 陷落东兴顺第十五章 投书裴馨园第十六章 热恋萧军第十七章 逃出囚笼
第十八章 “生产的刑罚”第十九章 落脚欧罗巴第二十章 筑巢商市街第二十一章 走上左翼文艺之路第
二十二章 爱情的烦恼第二十三章 逃离“满洲国”第二十四章 驻足青岛第二十五章 初到上海第二十六
章 进入上海文坛第二十七章 在鲁迅夫妇身边第二十八章 爱情的“苦杯”第二十九章 躲到东京第三十
章 重回上海第三十一章 最后的北平之行第三十二章 “八·一三”前后第三十三章 暂居武汉第三十四
章 临汾：两萧分手第三十五章 西安：情结端木第三十六章 退回武汉第三十七章 奔逃重庆第三十八章 
栖身北碚第三十九章 避居香港第四十章 情系呼兰第四十一章 在战火中挣扎第四十二章 与蓝天碧海永
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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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萧军原拟要到北京，但因为忙着帮助许广平先生印刷《且介亭文集》1、2、3集，还要
编辑《鲁迅纪念集》，腾不出时间北上。
他5月12日写信给萧红，告诉她：“我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
如你愿意，即请见信后，束装来沪。
”他在13号的日记中写道：“昨晚吟有信来，语多哀怨，我即刻去信，要她回来”萧军为什么突然决
定不去北平了？
改变到北平住一年的计划，要6月底再和萧红一起去青岛。
这些疑问都已经无法考证了。
晚年，他的解释是“既然我一时不能到北平去，就决定要她回上海了。
在那里像一颗飘飘荡荡的‘游魂’似的，结果是不会好的.”似乎主要是因为萧红独自在北京不放心，
更根本的原因大概是唯恐失去萧红，因为萧红的独立性已经越来越强了.而且，萧红现在的两个朋友都
已经脱离了他的关系网，舒群与他还没有和好，李洁吾原本不是他的故人，能够监护萧红的同学周香
谷又找不着。
他怀疑萧红会爱上她的朋友，这个朋友应该指的是李洁吾，但是却终究放不开萧红。
“我很理解她好逞刚强的性格，主动是不愿回来的，只有我‘请’或‘命令’以致‘骗’才能回来。
”在这封信里，他既没有“请”，也没有下命令，自然只是骗了.他已经戒了酒，烟抽得也不多，所谓
“睡眠不好”“恐旧病复发”云云，大约是属于骗术了。
在1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吟是一个不能创造自己生活环境的人，而自尊心很强，这样的人要痛苦一
生。
”萧军是太了解萧红的心性了，也太了解她对自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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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大传》是在我十年前写作的《萧红传》基础上，大量更改之后完成的。
    当年写作《萧红传》的时候，就是仓促上阵，连她的故乡也没有去过，资料的搜集也只限于北京、
香港和东京，关于黑龙江的近现代历史几乎是从《东北近代史》和《东北现代史》里抠出来的，对于
她的家世与早期经历主要是依赖当地学者的最新工作成果。
尽管自以为尽力严谨，资料搜集和阅读的粗疏与考辩的马虎，今天读来，不免汗颜。
十年中，当地的学者发现了不少佚文，对于她的家世有了更准确的了解，不少文献资料解密，使字母
变为图像，而网络的发达也使资料搜集变得容易。
而我自己工作条件的改善与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使深入细致的研究成为可能。
新著不仅字数、图片大量增加，而且着意增补了历史文化的背景与人物的传记资料，尽可能还原萧红
生活的大历史与小环境。
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在一些资料的考辩方面也具有了方法论的改良，尽可能保留多种声音的叙事
，也尽可能分析通透，既存疑又推测，存疑的同时保留多种可能的开放性叙事，所有叫不准的地方仍
然全部存疑。
    能够写成这样一本书，首先应该感谢所有现代文学史专家们的工作，他们对萧红以及所有现代作家
，特别是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工作，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宽广的基础。
而萧红研究的学人们半个多世纪以来深入细致的调查，更是我的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
尤其应该感谢我的同窗好友杨殿军、徐彤夫妇，是她们为我的访学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而且尽最大努
力坚持不懈地支持萧红研究的工作。
王贺英同学以她精湛的日文与广博的东北近现代文化史知识，为我答疑解惑，使我的工作得以深入。
特别应该感谢的是张海宁先生，他以多年细致的调查工作带领我们实地考察，在资料搜集方面给予了
无私的帮助。
在他的介绍下，结识了张抗先生等萧红的近亲和叶君、刘乃翘等哈尔滨的萧红研究专家。
他们以及所有当地学者的工作令我佩服，也令我惭愧。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刘偬偲、卢金梅女士不厌其烦地为我查找资料，杨晶女士为我购买图书。
在此一并致谢。
    还需要再次感谢的是日本的平石淑子女士，我2000年在东京访学期间，她在百忙中带我寻访萧红当
年的遗迹，使我至今受惠。
在香港的小思女士为我查找了海外的萧红资料，也是我一直难以忘怀的。
臧永清先生大力扶助本书的出版，张晶女士为此书的编辑耗时颇多，都令我感动，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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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她那“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
至今鲜有超越。
《萧红全传》以翔实的资料和对萧红深切的理解，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今生今世。
季红真的文学笔玫和研究功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在云端也在大地的萧红。
风云际会的历史和鲜活的个人传奇就这样展现在我们面前。
　　——文学批评家孟繁华季红真是一位具有深厚理论修养和思辨能力的学者，这使得她的萧红研究
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她于十几年前出版的《萧红传》就广受好评，此后她一直致力于萧红研完的深
度开掘，特别是在资料的搜集发现和文本的反复细读上颇有收获，而这一切学术努力都充分体现在她
所撰写的关于萧红研究的新作《呼兰河的女儿》上，这部新作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萧红研究的学术空
间。
　　——贺绍俊季红真的《萧红全传》以“呼兰河的女儿”为题，体现着以乡土与童年为作家创作源
泉的学术理念。
她曾三次到哈尔滨考察了几乎所有萧红早年生活的遗迹，走访了她的族亲与资料专家，有着感性的观
察与翔实的资料基础，是迄今为止最为富于学理的萧红传记，也是一部根植于深厚历史文化土壤的作
家传记。
　　——张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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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萧红全传(修订版)》编辑推荐：仅以此书献给萧红百年诞辰！
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贺绍俊、张志忠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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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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