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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死恋》是我三十多年前写的一本旧作，写的是自己年轻时一些不幸的遭遇。
它好像一场噩梦，虽然经过了三四十年，还时时在我的脑海里重现。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封建意识很浓厚的旧家庭里。
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争取婚姻自主的权利，我苦苦挣扎了许多年，饱尝辛酸，受尽磨难。
好不容易从封建势力下挣脱出来，而战争、疾病、死亡、贫困，又把我层层包围起来。
面对这险恶的处境和沉重的打击，我的心头刻上难以磨灭的创伤，只觉得万念俱灰，前途茫茫。
这时候，《伉俪》月刊编者吴好好先生建议我把这些亲身的经历书写出来。
　　后来又在他的帮助下，把我在《伉俪》月刊上连载的《生死恋》出版了单行本。
它从1948年初版至1950年共印了5次。
每次重印，都会引起我痛苦的回忆。
　　三十多年过去了。
　　这期间，我身历新旧两种社会的巨大变革，目睹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所在，使我深深地体会到：
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所造成的那股顽强的恶势力，不知残害了多少的青年！
正像徐惠民医生说的那样：“‘礼教’这两个字虽然是无形的东西，但是它却残忍地吞噬了许多有为
的年轻生命。
”那是一个吃人不见血的社会！
在那样黑暗、冷酷的年代里，青年人要想摆脱封建势力的压迫与束缚，求得光明、自由和幸福是多么
难啊！
徐医生的不幸去世和我自身所受的种种苦难，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变革。
新的社会已经来临，旧的时代终究结束了。
过去的这场噩梦，也就让它永远埋葬在心底吧。
　　不意去年7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两位同志来访，说该社有意将《生死恋》重版，征求我的意见
。
我思虑再三，犹豫不决。
因为我考虑到这样一本幼稚肤浅的旧作，今天重新出版是否合适。
同时，我不愿埋葬在心底的那场噩梦再一次在我脑际重现，再去尝受一次回忆的痛苦。
　　另一方面，我把自己过去的种种遭际与今天社会在恋爱、婚姻上反映出来的许多问题联想起来，
感到旧时代的青年男女要想取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权利，需要付出多么重的代价，作出多么大的
牺牲；而这些，生活在80年代的青年（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是难以体会的。
反过来说，我为今天已经获得这些权利的青年们感到幸福，同时觉得他（她）们应该珍惜并维护这些
权利。
有时看到社会上在十年内乱中形成的一些不良风气也影响了某些青年；也看到在某些地区父母包办的
变相的买卖婚姻还在发生，青年男女因而被迫丧生的惨剧也时有所闻，不禁感慨系之。
这种现象，不由我不想到封建制度在中国统治了几千年，而解放才三十多年，封建势力虽然已经被推
翻，封建意识却不是短时期、不是那么容易被肃清的。
它不仅在老一代人的头脑中作祟，也或多或少侵蚀着年青的一代。
这还不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吗？
出版社同志经研究，认为今天重版《生死恋》还是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决定把它重新出版。
我因有上述感慨，同意了出版社的意见。
但这终究是三十多年前写的一本旧作，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主要是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文学修养差
，内容方面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甚至错误。
我恳切地希望读者能给予指正。
但为了保持历史旧貌，我没有把它修改；旧版上以前未经校出的一些错别字和漏字，趁这次重版机会
作了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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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还去访问了三十多年前曾为《生死恋》写过“读后感”的周振甫先生。
周先生在那篇文章中不仅给予我很多鼓励，而且也指出了不足之处。
我很感谢他对我的帮助。
在解放前，周先生和我虽同在上海，解放后也都在北京，但因我没有途径得以认识周先生，所以无缘
识荆。
这次重版《生死恋》的责任编辑费淑芬同志把周先生的地址告诉了我，我正待专程拜访，却不期周先
生先来找我而得以会面，这不仅使我感到荣幸却又深感不安。
叙谈间，得知周先生与我还是平湖同乡，更是使我高兴极了。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而且，从周先生那里又打听到了吴好好先生的确讯。
这是又一个意外的收获。
当吴先生得知《生死恋》将重版，在抱病休养期间，不辞辛劳，为《生死恋》重写了纪念文字，更是
使我感动，我谨在此表示谢意。
　　林淑华1982年5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死恋>>

内容概要

她，一位天真快乐、温婉多情，独享万千宠爱的富家千金小姐；
 他，一位勤奋刻苦，志向远大，然而出身贫困之家的热血青年；
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爱情自然要遭受重重阻碍，然而要怎样纯洁真挚的爱恋才能经得住那些有形与无
形的压力，要怎样的矢志不渝与勇气才能争取到相守的幸福？

战争的残酷，人世的炎凉，他的积劳成疾，她的强咽血泪⋯⋯回荡在世间的是这曲生死恋歌的绝响。

 八年的苦恋，两年的相守，留下一生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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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淑华，1919年1月1日出生，原籍浙江平湖。
现年92岁。
原名方德闳，曾用名方健。
解放后，参加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后改名方健明，沿用至今。

在报刊上还陆续发表了《严父慈母》（随笔）、《秋深落叶时》（散文）、《孽缘》（散文）等文艺
作品。
并创作出版了《问宝宝》、《新中国的好朋友》、《劳动英雄的故事》等儿童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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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生死恋》劫后余生的故事（代序）
重版自序
《生死恋》重版记
初版自序
吴　序
胡 序
三版后记
读《生死恋》后
读《生死恋》
一　身世
二　初恋
三　拒婚
四　小别
五　抗命
六　母丧
七　压迫
八　重逢
九　战争
十　苦难
十一　热恋
十二　毕业
十三　波折
十四　激变
十五　释嫌
十六　枝栖
十七　新婚
十八　结晶
十九 阋墙
二十 罹病
二十一 永别
二十二 长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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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叫我认方块字，念《三字经》，背《唐诗》，到我七岁时，母亲才
给我留发，改装，恢复了我女孩儿的本来面目。
于是父亲又叫我学《孝女传》、《二十四孝》和《列女传》等。
　　母亲却开始给我“缠脚”。
我看见母亲和舅母的脚都是小小的。
　　母亲用白竹布给我缝了两双“袜套”。
那“袜套”缝得很尖瘦、狭窄，后跟却空着不缝，勉勉强强把我的一双脚塞进“袜套”后，再把后跟
的两端布拉得紧紧的用针线缝死，这时，我已经觉得很痛很痛了，母亲还让我站在地上试着走走。
我痛得连站都站不稳，还能走路吗？
我的眼泪也就跟着淌下来了。
我不干，大声地哭喊起来。
　　母亲哄着我说：“裹脚还有不痛的吗？
我们那时候，都还用更长的布条一层一层缠起来，那才真叫痛呢！
哪有现在这样用‘袜套’来裹脚的，这已经算是开放了。
宝！
忍着点儿，痛几天，慢慢就习惯了。
”可是，这“袜套”紧紧地裹在我脚上，害我痛得一晚上也没有睡好觉。
到了第二天一早，我趁母亲还未起来，找了把剪子就把“袜套”给剪了，扔在地上。
母亲发现后，又拿出一双来要给我穿，我又哭又叫，硬是不肯再让她给我裹。
母亲见哄我不动，也只好放弃了给我“缠脚”的老规矩。
所以我有幸到现在还保持着一双“天足”。
　　我上学很晚，在八岁（虚龄）时，父母亲才把我送到培德女校去上学。
父亲给我取的学名叫“德闳”。
那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是一位懂法文的“嬷嬷”。
父母亲都是信佛的，大概因住所附近没有其他学校，而邻居家的孩子早已在那里上学了，所以只好把
我也送到那所学校去了。
　　母亲给我留了一年的头发，到上学时，还梳不了辫子，所以就剪了个“童化”头，后来才慢慢地
梳成了辫子。
　　上学后，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也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小学时期就连续跳了两级。
高小毕业后，顺利地升入了初中。
　　这学校在小学时还招收男生，到了中学就不再收男生了。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在我的潜意识中，觉得在这世界上我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在这个家庭中我是一个被父母
宠爱着的“独生女”；在学校里我是一个博得师长赞誉的“好学生”；即便在周围的一群小伙伴中，
也被认为是一个吃得好、穿得好、长得好的“顶儿尖儿”。
我有着一般生长在富裕家庭中的女孩子的劣根性：骄傲、任性、倔强、好胜，既矜持，又爱撒娇⋯⋯
从我走过的这十多年的道路来看，应该说是快乐、幸福、平坦、顺当的。
进了初中后，我对自己的前途抱着更大的希望，对自己的生活也产生了更美的憧憬。
我的理想是：初中毕业升高中，高中毕业考大学。
我觉得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
　　哪里想到，我初中才念了一年半，连初二还没读完，日本鬼子就在东北发动“九·一八”，接着
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连续的侵略之火，不断在中国的土地上燃烧⋯⋯父亲的家境骤然衰落，
他说他不能再供我上学了。
这是个实际情况。
另外，我想父亲那种“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恐怕也是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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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他把我送到教会学校去上学，本来也是出于不得已，现在面临这一现实，他当然不会再供我上
学了。
我从此失学。
那一年，我才十四岁。
不能继续上学，我的希望、憧憬都被打破，当然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引起我心头过去从未有过的
懊恼、气愤、烦恼和苦闷⋯⋯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
在这侵略战争中，同学中遭此厄运的也不是我一个。
有的同学到内地去了，有的同学随父母回老家去了，就是住在我们西面既是邻居又是我的好朋友也是
与我同校而不同班的璧姐（她比我大）不是也同样失学在家吗？
还有许多同学也都和我一样失学了，只好无可奈何地待在家里。
我懊丧、气恼又有何用？
这样一想，我的情绪才稍稍平静些。
　　不能再到学校去了，我也像有些同学那样，只好在家自修吧。
　　虽然进度慢、效果差，却也未尝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弥补之法。
于是，我把学校里教的《古文观止》、《孟子》、《左传》、《千家诗》温习着，学着看。
我花了一定的时间去读“THENEWCHINA”和“TALESFROMSHAKESPEARE”，背了许多英文生字
，不识不懂的就查字典；也天天练习大小楷。
相对来说，我对数学的兴趣远远不及国文和英文。
另外，我爱好文学，除了自修上述功课外，也常常偷看家里的《三国志》、《水浒》、《聊斋》和《
红楼梦》等。
我还向同学借了些新文学的作品来看，如冰心的《寄小读者》，鲁迅的《彷徨》、《呐喊》、《阿Q
正传》等，鲁迅的书我还不太理解，兴趣不大。
而巴金的《家》、《春》等却引起我更大的兴趣，可以反复看几遍而不厌倦。
　　这些新文学作品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
　　我在家除了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自修和阅读文学作品上外，也从母亲那里学到了不少家务活儿。
　　母亲是一位很贤惠、很能干，脾气又很温和的女性。
她的手很巧，不仅能刺绣，也能缝制四季衣服，还擅长烹调、烧制各种可口的菜肴，也能做一些美味
的小吃，如糖酱核桃仁、桂花糖芋艿等。
　　在她的教导下，我也学会了缝纫、烹调等活儿。
可惜的是，母亲的视力在逐渐下降。
她教我绣花时，戴上了花镜也感到很费劲。
好在我升人初中后，学校里一位副校长高嬷嬷是教手工的，所以在那一年半的初中时期，她已教给我
们许多手工活儿，有中国的刺绣和西式的包花、抠孔花，还教了我们做桌布上的花边等。
我对这些也是很感兴趣的。
这样，我在家自修学业和学习家务、手工活时，也能稍稍驱散我失学所引起的愤懑和痛苦。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在消逝，转瞬就是两年过去了。
　　谁又想到我的生活又起了一个突变！
从这突变中我第一次流出了我真心感到伤心的、忏悔的眼泪，也从这一次的眼泪开始，我的一生从此
与眼泪结下了不解之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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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的一句诺言守候了八年，值得吗？
在爱情如快餐的今天，我们还需要承诺吗？
 林淑华的《生死恋》将引领追忆民国往事，感受人生悲欢。
如果今天的你为了柴米油盐，车和房子而心力交瘁，以致在爱情上有所动摇时，那就看看曾经的人是
如何坚持、怎样定义幸福的，问问自己还相信爱情吗？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死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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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