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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写作将主要以叙述萧红的故事为主，同时兼顾学理性，力图是书稿兼具趣味性、通俗性和书卷
气，尽量以一种客观的观照态度来看待萧红和王恩甲、萧军以及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之间的婚变和恋
情。
以笔者所收集到的最新资料，对萧红一生中有些疑案，也有属于自己的解释。
全书篇幅大约在35万字，同时配发有关萧红的一些图片资料，在哈尔滨收集萧红的遗迹图片十分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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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君：男，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1971年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
1993年毕业于黄冈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200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
于华中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在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期满出站，现为黑龙江大学文学
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后备带头人。
自1998年以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见于《文艺研究》、《新
华文摘》、《武汉大学学报》等权威、核心期刊，并已出版专著《参与、守持与怀乡──孙犁论》
（19万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
像》（25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现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本人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萧红研究是近年兴趣之重点，对萧红相关资料和研究成
果的占有十分全面、丰富，书稿已经完成20万字，计划在2008年底全部完成。
另外，本人除了进行学术研究外，自幼酷好文学创作，感受细腻、文笔漂亮，已经在《散文》等杂志
发表散文、小说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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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呼兰河与后花园身世之“谜”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萧红出生于呼兰城内龙王庙路
南的张家大院。
20世纪80年代初，萧军之女萧耘女士在访谈萧红生前好友李洁吾时，听他谈到萧红给人的总体印象是
“不轻易谈笑，不轻易谈自己，也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内心”。
这种性格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别人对这位命运多舛的女作家的了解，甚至，最简单的身世信息亦变得扑
朔迷离，比如生日。
30年代，萧红因与家族关系彻底破裂，父亲与之脱离父女关系并将其开除族籍，因而，在《东昌张氏
宗谱书》里对她不作记载，在姜玉兰条目下只载有“生三子”而不是“一女三子”。
关于一个人生日最权威的认定，莫过于父母，但父母对此不予言说，因而到底生在哪天，就成为萧红
的第一个未解之谜。
而在其31年的生命历程中，像这样似乎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往后还有很多。
或许这就是萧红的特殊之处——她生前实在被人了解得太少。
关于萧红的生日有很多种说法，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两种：其一是1911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即端
午节，当地称“五月节”），其二是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
亦有人撰文说是1911年6月2日，但把这天认为是五月初五，这显然是错误的，从万年历可以推知1911
年的端午节是6月1日。
然而，在端午节和6月2日之间，更有一种深入人心的折中说法，那就是萧红实际生于端午节，但呼兰
本地风俗认为端午节出生的孩子不吉利，因而就“往后串一天”，即五月初六，也就是6月2日。
“端午节生孩子不吉利”之说，最早或许见于姜德明1978年8月在《新文学史料》第四辑上发表的《鲁
迅与萧红》一文，文中强调：“她（萧红）一生下来便受到家人的诅咒，因为按照旧时迷信的说法，
端阳节生下的孩子是不吉祥的。
因此，萧红连生日的自由都没有，她从小就被人们指定推迟三天出世，硬说生日是五月初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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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萧红是我的情结，我想她也可能是大多研习中国现当代文学者或深或浅的心理情结。
萧红弃世已六十多年，而距离她的诞辰将近一百年。
死时只有31岁的她，但在我的想象中，一直是个命途多舛的姐姐。
这种想象如此真切，每次接触到关于她的资料，心底便弥漫起淡淡的伤感，涌动着强烈的表达冲动。
香港中文大学资深萧红研究者卢玮銮教授，基于女性的立场，出于对萧红的细腻感知，写下了一段很
能引我共鸣的话：“愈看得多写萧红的文章，特别是与她有过亲密关系的人写的东西，就愈感到萧红
可怜——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
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
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
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多年来，我一直想在进入关于萧红的论述之前，写一部她的传记，想以此传达对她的理解和对其生
命历程进行细致触摸之后的感受。
我想在自己的叙述里，最大限度地将她还原成大时代里的一个普通女性，一个命运坎坷的天才女作家
，一个任性的姐姐，而与革命、进步、左翼并没有太多关涉。
总之，我要写一部全然关于萧红自己的传记，在想象中，隔了漫长的时空我要与她做一次精神的对话
，对其精神苦难感同身受。
这是我的理想，也是我庄严的举意。
2005年的隆冬，我第一次来到哈尔滨。
那天夜里，一下火车便觉得自己已然进入这个留有太多萧红印记的城市，心理上是如此亲切，以至于
在出租车上便迫不及待地向中年司机打听商市街、东兴顺旅馆、欧罗巴旅馆，不想对方一脸茫然，萧
红这个名字在他是陌生的。
我有无边的失望，觉得这座城市可能在渐渐把她遗忘，那些建筑还在，但那些哈尔滨往事却在渐成淡
漠的传说。
那一夜，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哈尔滨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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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呼兰河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一抹凄迷的气质，一种独特的风格，如此幽雅、任性、伤感，令人魅
惑，是一个无乡女子渴望回家的絮絮倾诉。
萧红，这从异乡奔向异乡的呼兰河的女儿，以其对故土的想象性触摸，刺激了太多后人对呼兰河，对
后花园的想象，不断传说她那坎坷、传奇而短促的一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一个如此卓异的存在，了解她、认知她，是大多研习中国现代文学者或
深或浅的心理情结，而呼兰河早已成为众多读者心中的又一处精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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