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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里所辑存注释的几十封书简，大部分是萧红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由日本东京寄回来的；也
有几封是她回国后，又去北京，由北京寄到上海的。
我为她寄去日本的信件，由于当时国内和日本的政治环境正是十分恶劣，不宜于保存在身边，一旦被
日本“刑事”搜出，而发现她的左翼作家身份，这会增加无限的麻烦。
当她去日本之前我就告诉她，信读过以后，马上就焚毁或消灭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因此，我给她
的信就一封也没遗留下来。
至于如今留下的几封，这全是后来她从北京带回来的。
关于这批书简还能够存留到今天，居然还能够和读者们见面，这只能说是一个偶然的“奇迹”！
若按一般规律来说，它早就该尸骨无存了。
从一九三六、七年计算到今天，已经是四十多个年头过去了。
这期间，对于我们国家、社会⋯⋯来说，是一个大动乱、大变换、大革命⋯⋯的时代；对于我个人来
说，在生活方面是东飘西荡，患难频经，生死几殆，⋯⋯当时一身尚难自保，更何能顾及到身外诸物
？
⋯⋯兴念及此，不能不怃然以悲，怆然而涕，悚然以惧，以至欣然而喜也！
一九三八年初春之夜，当我和萧红在山西临汾车站上分别时，我竟忘记了把这批书简应该由她带去西
安。
待第二天我检查提箱中诸物时，才发现这包书简尚留在箱子里；同时，在椅子下面还发现了她的一双
棕红色的短腰军式女靴，竟也被遗落下来。
火车昨夜就开走了，估计已到了西安，当然不可能再由她带走。
这时候，日本军队要进攻临汾的消息很急迫。
民族革命大学决定要撤退到晋西南的乡宁，正在匆忙地准备中。
有一些教员纷纷准备乘火车去西安；有一些身体较好的单身人，要步行到黄河边，渡河去陕西或者去
延安。
有一位教员T君要步行渡黄河去西安，我就托他把这包书简，连同其他一些东西，还有那双女靴带去
西安给萧红，还附了一封信给她：×××：这双小靴子不是你所爱的吗？
为什么单单地把它遗落了呢？
总是这样不沉静啊！
我大约随学校走，也许去五台，⋯⋯再见了！
一切D同志会照顾你，⋯⋯祝健康！
你的×××与这批书简一起有《第三代》一、二部合订本一册，以及它的一些底稿和一些别的信件与
材料，包了一小包，在包皮上还写了这样几个字：“我不愿失落了它们！
”又给D同志写了一封信：D：拜托您，因为您的地址固定些，请把这个小包代收一收吧。
里面有一部分是原稿，一本书，两本日记，几封朋友们的信。
如果我活着，那请再交给我，万一死了，就请把我那日记和朋友的信，顺便扔进黄河里或者代烧掉它
。
总之，我不愿自己死了，这些东西还留在别人的眼里。
请尊重我的嘱托。
军（以上二信均摘录自我所出版的《侧面》第二章）这位T同事他并没去西安，他去了延安。
不久后我也到了延安，他又把原包交还给我了。
一九四〇年第二次我去延安，路上冒着被国民党关卡检查出来的危险，它们又从重庆随我到了延安。
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冬，我随着东征的队伍从延安出发去张家口待转路去东北时，我
的一些书稿、材料之类，由一匹马驮载着，路上经过一条河，两匹马在渡河时咬起架来，把箱子竟翻
落到河水里。
亏得事先我把箱子里怕水湿的东西全用油纸包裹了几层，才没有全部被水所浸透。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进行中，从八月二十五日开始，我的家几度被抄没以后，所有书籍、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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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书信、写作材料⋯⋯等等，可以说是“荡然无存”！
—这些书简当然也无从幸免，也全被席卷而去！
直到一九七四年我的人身被宣布“解放”以后，才分成了几批把一些书籍、文物、信件、材料、手稿
⋯⋯等陆续归还给我一部分，有一些就无从查找，大概是失落了。
一九七七年八月间，当我移居于京城东郊东坝河村居住时，于故纸堆中才偶尔捡出了这批书简。
虽然那堆“故纸”归还给我已经有了几年，但因为我没心情整理它们，这“故纸”就一直被捆绑着堆
在屋角里竟也有了几年！
发现了这批书简以后，我把它们按月日排了顺序，从头看了一遍。
发觉到有的字迹已经漫漶难于辨识了，有的纸张已经破碎或在开始破碎了！
再经过若干时日，我估计可能就要成为一批废纸！
这期间我将将把五十几年来记存或余存的以至大革命过程中所写下的约有八百首左右旧体诗，抄集起
来初定名为《五十年故诗遗存录》。
装订完了，就又决定把这批书简也用毛笔抄录一份，加以适当的注释，我以为它们将来对于有志于研
究这位短命作家的生平、思想、感情、生活⋯⋯等各方面，会有一定参考用处的。
尽管此时正当酷暑逼人，蚊蝇纷集，汗流透衣⋯⋯我还是坚持着抄录下来！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开始注释。
九月十四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文学组牛汀同志来访，并携有一封约稿信，我和他谈了关于这批书简
的问题，他说“资料丛刊”很愿意刊载这类资料。
我和他初步商定，先把注释出来的二十封信拿去发表。
决定以后，我就请我的二女儿萧耘日夜兼行，抄了二十封交出版社暂先刊载。
待全部书简刊载以后，我还要把聂绀弩兄纪念萧红的一篇文章和几首诗，我个人从《侧面》一书中摘
录出的一段短文和几首诗也附入，由于它们与这批书简全有着一定关联性。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于京都银锭桥西海北楼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哥哥，我爱你>>

内容概要

这篇小说，从构思到完成，作者只用了二十四天的时间。
最多时，作者一天写了一万三千多字，而且几乎没有像作者其他的小说那样进行再三地修改，除了某
段文字由于电脑故障发生了一个漏失而重新补缺之外。
几乎可以说，这篇小说是作者在内忧外患的状态之下一气呵成的。
它是作者的一个宣泄，是一个 喷发，是一个死亡，更是一个重生。
通常来说，我们都认为小说是作者的一个臆想，一个幻象，一个杜撰，是空穴来风，是子虚乌有，但
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小说只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点，一个面，一个缩影。
生活本身比小说要曲折的多，要起伏的多。
语言本身，或者说文字本身存在着它的局限性，你所表达的往往不是你最想表达的，你最想表达的，
语言很苍白，文字很无力，比如死亡所导致的内心深处的那种疼痛，那种恐惧，那种撕裂，那种空洞
，那种无助，那种了无所依⋯⋯通过这篇小说，作者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开始优化自己的生命，可
以说，这篇小说让作者重获新生，这是这篇小说带给作者的最大的利益。
关于写作，作者的师父对作者的唯一希望是“要利益更多的人才好。
”所以，希望你，亲爱的读者，不只为小说中所表现的真情落泪，不只为主人公所发生的遭遇痛心，
不只为世事无常而伤悲，作者唯一的希望便是——你能从中受益。
你的视野因此开阔，你的内心因此柔软，你接受并珍惜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你活在深深的爱中⋯⋯
在写完这篇小说之后，作者便放弃世间所有，削发为尼剃度出家了，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作者的软弱，
是缺乏面对残酷生活的勇气，是一个懦夫的逃避。
还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作者对“哥哥”的忠贞，是一种陈旧的、过时的、保守的，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的恪守。
这只是因素之一，最重要的因素是作者对自己的忠贞，她必须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在面对变故、
丧失、死亡时能不惊不惧、不怖不畏、不慌不忙，淡定、从容、坦荡、柔软⋯⋯从而散发出正向的能
量和光，让自己，以及身边的人感到安详。

任何有形，都要经由成住坏空这一过程，而死亡是每一个生命确凿无疑的未来，早一点，或者晚一点
，以这样的方式死去，或者以那样的方式死去，无可遁逃。
当花开正好，很少有人看到凋败，很少有人看到枯萎，你认为凋败与枯萎还为时尚早，还有许多的岁
月可以度过，还有许多的故事有待发生。
然而，晴空丽日却风雨突至，顷刻之间，从天堂坠入地狱，一颗心被生离死别的残酷现实击打的支离
破碎。
一个鲜活的，温热的生命，顷刻之间成了僵硬的，冰冷的尸体。
有多爱，就会有多痛。
一个人的死去，绝不仅仅是死者个体的消散，如果你们相爱，他会带走你，他死了就像是你死了，那
种滋味除了你自己，无法被任何人所了知。
它不是单一的丧失，它是多重的丧失，所以，苏雨失去的绝不只是一个丈夫，她同时还失去了一个老
师，同时还失去了一个知己，同时还失去了一个“哥哥”⋯⋯所以，他人的安慰是徒劳，他人的同情
是徒劳，他人的帮助是徒劳。
同时，死亡暴露了太多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经历了猜疑、防范、干涉、强迫、利用与伤害之后，
苏雨发现，车子不重要，房子不重要，体面的工作不重要，甚至新的爱情和婚姻不重要，内心的安宁
与祥和才是死亡所给予一个人的最重要的启示。
如果你往生命的深处活，如果你活在生命的深处，你会发现，死亡不值得沉重，不值得悲痛，不值得
以泪水去悼念，更不值得自弃，死亡会让你的生命充满信心、勇气、平静。

本书内容特点：
1.不仅仅是一部凄美的爱情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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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花开正好却人去楼空的丧失。

3.不仅仅是直面死亡时的惊惧、惶恐、迷惘、困惑与挣扎。

4.不仅仅是寂寞、孤独、利用、占有与伤害。

5.不仅仅是放下、舍弃、抉择、探寻与信仰。

6.甚至，不仅仅是爱。

7.更甚至，不仅仅是尊崇、敬仰、恋慕、爱戴⋯⋯丧失即是获得，在不曾逝去的爱情之中，在友情之
中，在亲情之中，在一种超越了爱情、友情、亲情的师徒关系之中，她日渐柔软，日渐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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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云紫，女，1980年末生于安徽省蒙城县。
一个不喜欢上学，却热爱读书的人。
一个情商很高，智商很低的人。
一个十三岁认为自己苍老而三十三岁还认为自己很年轻的人⋯⋯作品以婚姻写实小说为主，透过夫妻
矛盾，家庭矛盾，反映了当下社会的矛盾，不只是反映矛盾，作者认为，将矛盾反映出来并没有意义
，小说不能作为一种茶余饭后的无聊消遣，它是一个载体，是一个平台，它应该散发出一种正向的力
量。
所以，作者将佛陀所提倡的“看破”与“放下”老子所提倡的“无为”与“不争”，潜移默化在小说
之中，表达了所求皆苦无欲则刚的人生态度，以小说的方式让读者感受和了知，索取、占有、控制、
强迫是导致不安与痛苦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根源。
只要践行了“看破”与“放下”，只要践行了“无为”与“不争”，所有的矛盾、纠葛、冲突、暴力
都会自行消解，都会烟消云散，从而生活在一种恬淡平宁、安详和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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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萧红写给萧军1第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 船上）3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远，生活费用比上
海也贵不了多少；那里环境比较安静，既可以休养，又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同时也可以学学日文第
二封信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东京）7我们彼此对各自的体性“相知之深”，生活在一起并没什
么“矜持”的习惯第三封信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东京）11回忆我们将到上海时，虽然人地生疏
，语言不通，但是还有我们两人在一道，同时鲁迅先生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写给我们一封信，在精神上
是并不寂寞的第四封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东京）15后来我就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规律化起来：
一、早晨六时以前必须起床。
二、沿跑道跑步三圈。
三、一小时运动后，漱洗，休息，吃早点。
四、八时半或九时开始写作第五封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 东京）23我总愿意说一些愉快的事情去
影响她，用以冲淡她那种容易感到孤独和寂寞的心情，所以总是说这样好，那样好⋯⋯免得她大惊小
怪，神经过敏，浪费精力来关心我！
第六封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东京）27我们这虽然也算是夫妻之间的“情书”，但却看不出有
多少地方谈到“情”、谈到“爱”！
或者谈到彼此“想念之情”，更多的谈的却只是事务和工作第七封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东
京）33这也就是当时我们的关系和实情。
又如两个刺猬在一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
这也是我们当时的关系和实情第八封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 东京）41她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对待自
己的工作的，这也就是很快地熄灭了她的生命之火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九封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
日 东京）45我估计自己当时不会“漠然视之”，可能马上就写了复信表示祝贺和鼓励！
她是需要鼓励的。
同时也会对她提出“警告”，当心身体所能容许的限度，免得再故病复发第十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
二日 东京）49在我的意念中，过早地睡觉是一种时间的“浪费”！
我是很珍惜夜深人寂那一段时间的第十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四日 东京）53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
由于肚痛好了，写作胜利地完成了，所以她就感到了宁静和“快活”了第十二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
六日 东京）57她是有矛盾的，但为了自尊，还是隐忍地要坚持原来的计划—住一年，因此我也不便勉
强她回来第十三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 东京）61一件作品如此，一个作家也如此，只要人民需要
他，他就要被批准，任何排斥，掩没，或假装他不存在的办法⋯⋯也是无用的第十四封信 （一九三六
年九月十日 东京）67这就是她的脾气，一切事常喜欢从兴趣出发，缺乏一种持久的意志第十五封信 （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二日 东京）73一个人的心情一坏下来，对于任何事物全会厌烦的，更何况从事所谓
“文学写作”？
第十六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 东京）77这目的是要使对方明白，我不独有钱，而且是有高等文
化修养的绅士—那时期能说洋文的就代表是高级知识阶级，这就是那时期作为上海洋场社会的一种可
怜和可悲的现实第十七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 东京）81我通常是接信即复的，首先是回答问题
，其次是说些别的，而且要说得多，说得仔细些，“敷衍成篇”，否则又要抱怨、发牢骚了，说我不
给她写信第十八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 东京）83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
来对待所有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
这种乐观的习性是我们共有的第十九封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东京）87在任何人，任何国家、
社会⋯⋯在未“笑”别人之前，先检查一下自己，“笑”一下自己，我看这是有必要的第二十封信 （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东京）91尽管生活如何折磨我们，但彼此之间还没有失却“童心”，总还要
彼此开开玩笑的第二十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三日 东京）95她想到“病老而且又在奔波里的人”
，这“奔波里的人”是指的鲁迅先生第二十二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 东京）99这是给黄河清兄
的一封信第二十三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东京）103但她不知道将要有最大的、最沉痛的悲哀
在等待来袭击她了！
—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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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东京）107她可能在报上（她不懂日文，也许不看日本报纸
）得知了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了吧？
也许还不知道第二十五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东京）111其实一个人的死是必然的，但知道
那道理是道理，情感上就总不行第二十六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 东京）119大概许先生把她的
人生经历和遭遇全和萧红谈过了，因此她们是彼此较多有所理解的第二十七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六日 东京）123问题还是老问题，我要随着学生们去打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而她却希望我仍然继续做
一个“作家”（她也不能算错），但是那时我已经失却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心情了！
对于“笔”已经失却了兴趣，渴望是拿起枪！
第二十八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 东京）127古语所谓：“欲哭无泪，欲嘶无声！
⋯⋯”这话是深刻的。
流不出眼泪的悲痛才是最深沉的悲痛！
第二十九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东京）133她说我把她一向看得很弱，和我比较起来，无论
身体和意志，她确是很“弱”的，在信中她还有点不服气的样子第三十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 东京）141她又建议我买软枕头了，也发表了“理论”，大概我是没买的，因为我并不头痛第三
十一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 东京）145我在那时期是不吸烟的—现在吸了—因此就对吸烟的人
有“意见”；特别是对于女性的吸烟第三十二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东京）151幸亏我是个
皮粗肉糙、冷暖不拘的人，假如我和她“差不多”，就要生活不下去，为生活所压倒，早就“同归于
尽”了第三十三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东京）155回想和她结合的几年来，尽管生活如何艰
难困苦，外来的风风雨雨如何恶劣，而“形影不离”这一点还是做得到的第三十四封信 （一九三六年
十二月末 东京）159我和她之间，全是充分认识、理解到我们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诸种矛盾存在着的
。
后来的永远诀别，这几乎是必然的、宿命性的悲剧必须演出：共同的基础崩溃了，维系的条件失去了
！
第三十五封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 东京）163我很敬重他，爱惜他，⋯⋯并没因为我和萧红分开我
们的友情有所损伤或冲淡！
第三十六封信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北京）171从日本寄回来的信件就只剩了以上的三十五封，
究竟失落了多少，无法考查了第三十七封信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北京）179在一般朋友眼中认
为我们“夫妻”之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除开贫穷以外，是幸福的。
我们也承认，在比较起一般的夫妇之间来，我们确是幸福的，但也还是各有各的痛苦！
第三十八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北京）183我想你应该有信来了，不见你的信，好像总有一件事
，我希望快来信！
第三十九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 北京）189何况这一次“痛苦”的形成是我自作自受，我无可责
备于任何人，也无须寻找任何客观条件或“理论”为根据，对于自己错误的行为进行辩解或掩饰！
第四十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 北京）197假如她用拳头敲我，我也可以任她敲去：第一，她的拳
头是敲不疼也敲不坏我的；第二，她也不会认真敲我的第四十一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 北京
）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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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骗”才能回来
第四十二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北京）207这是她从北京寄上海最后一封信了，不久她也就回
到了上海海外的悲悼208第四十三封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东京）209当她信中问到：“不知现
在他睡到哪里去了？
”这时鲁迅先生已经落葬了。
这句天真的，孩子气式的问话，不知道它是多么使人伤痛啊！
这犹如一个天真无知的孩子死了妈妈，她还以为妈妈会再回来呢！
萧军写给萧红211第一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 上海）221由上海寄北京给萧红的信，我手边还存有
四封，附在这里的目的，是可以对照她寄来的信所提的问题是些什么？
我是怎样回答的第二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六日 上海）235“小狗熊”这是她给我起的绰号，因为我
笨而壮健，没有她灵巧，我就叫她“小麻雀”，因为她腿细，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第三封信 （一九三
七年五月八日 上海）247这封信可能就是被她讽刺为“讲道理”的信吧第四封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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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 上海）251这是我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侧面 第一章 我留在临汾（节选）252萧军纪萧红诗261附264之
一 在西安—聂绀弩回忆萧红265之二 聂绀弩悼萧红词一首，诗四首269之三 萧红生平年表（丁言昭 萧
耘）271之四 萧红已出版著作目次年表（丁言昭 萧耘）279之五 第一章 从迁墓说起（陈宝珍）293之六 
萧红一生所走过的路（王建中）295之七 本书所用参考资料297之八 有关萧红研究的中外文著作资料（
萧耘）301之九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的回忆”（骆宾基）310编后赘语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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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杨逸笑着纠正苏雨：“是初中肄业生，我的媳妇儿。
” 苏雨知道自己是初中肄业生，在十一年前，杨逸第一次纠正她的时候，她就记住了。
但是她故意念成肄业生。
 杨逸把苏雨的衣服丢到卫生间隔壁自己房间的床上，然后进到卫生间给苏雨搓背，苏雨双手撑在墙壁
上，弓着背，低着头。
杨逸手戴搓澡巾给苏雨搓背。
 苏雨说：“脏不脏？
” 杨逸说：“脏死了，泥条条好粗！
” 苏雨说：“你嫌弃我了？
” 杨逸说：“我哪会嫌弃你，这些年，你没有嫌弃我已经是我的福分了。
” 苏雨哼哼了两声说：“谅你也不敢嫌弃我，当年，如果不是我动了恻隐之心，大发慈悲收留你，现
在你肯定还在打光棍呢！
” 杨逸说：“那是肯定的！
自从认识了你，我妻子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
总之，这辈子，我知足了！
” 苏雨忍不住哈哈大笑：“你太容易满足了吧，你还差一个小妾不是？
” 杨逸喜欢苏雨和他开这种玩笑，这种玩笑让他觉得很受用，也因为苏雨这样，他对她的爱更深了，
她从不翻查他的手机，他回来晚了，她也从不追究他跟谁在一起，有女的请他吃饭，她甚至提醒他多
带点钱，他知道没有哪个女人能像苏雨那样爱自己。
他开玩笑地说：“十分认同！
要不，咱把赵蕾那姑娘纳了？
” 苏雨说：“严重支持！
不过，我们得说好了啊，我们一家人的衣服得她洗，饭得她做，卫生得她打扫，你闺女宝儿得她接送
，早晚呢，还得给我这个做姐姐的请安。
” 杨逸说：“赞成！
最重要的是工资还得上交。
” 苏雨说：“罢了，工资就不用上交了，就赵蕾每月那仨瓜俩枣，说真的，我还真没看上，还是留着
她自己花吧，人家姑娘能爱上咱也不容易。
” 杨逸给苏雨搓澡完毕，将搓澡巾取下，递给苏雨。
苏雨取下花洒，对着杨逸就喷，杨逸逃也似的跑回自己的房间。
 苏雨洗完澡，裹着浴巾端着半盆水放在杨逸的床边叫杨逸：“老爷，辛苦您洗个脚吧。
” 杨逸不起来，只是把两只脚伸到脚盆里，苏雨蹲下来给杨逸洗脚。
 苏雨一边给杨逸洗脚一边说：“哥哥，明天是周六，我们和宝儿一起去爬山吧？
” 杨逸连犹豫都没有犹豫就断然回绝道：“不去，荒山野岭的没意思。
” 苏雨说：“巍巍大秦岭，神秀终南山，怎么是荒山野岭呢，你有点文化好不好，还名记呢。
要知道，天下修道，可是终南为冠的呀，再说，自古至今，咏叹终南山的诗词佳句比比皆是。
” 杨逸来了兴致，他要考考苏雨，他说：“都什么诗词佳句啊，说来哥哥听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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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哥哥,我爱你》编辑推荐：葛云紫，1980年末出生于安徽省蒙城县。
曾在著名期刊社任采编多年，著有婚姻家庭写实小说多部，如《香火：孩子姓氏争夺战》、《欢情薄
》等。
《哥哥，我爱你》是作者弃俗出家前的最后一篇小说。
《哥哥,我爱你》内容特点：1.不仅仅是一部凄美的爱情绝唱。
2.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花开正好却人去楼空的丧失。
3.不仅仅是直面死亡时的惊惧、惶恐、迷惘、困惑与挣扎。
4.不仅仅是寂寞、孤独、利用、占有与伤害。
5.不仅仅是放下、舍弃、抉择、探寻与信仰。
6.甚至，不仅仅是爱。
7.更甚至，不仅仅是尊崇、敬仰、恋慕、爱戴⋯⋯丧失即是获得，在不曾逝去的爱情之中，在友情之
中，在亲情之中，在一种超越了爱情、友情、亲情的师徒关系之中，她日渐柔软，日渐安详⋯⋯纪念
萧红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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