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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叶君石评梅（1902～1928），山西平定县人，小名元珠，学名汝璧，现代著名女作家。
惊世的才华和过于短促的生命，某种意义上，让石评梅成了一个民国传奇。
今天，一旦提及民国那些才情耀世的卓异女子，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她。
石评梅自幼喜欢梅花，成年后自号“评梅”，居所雅号“梅窠”。
确实，梅花成了这位民国才女最为恰切的象征，一生犹如一枝梅的花开花落。
石评梅父亲石铭为前清举人，续弦后，46岁得女，视若掌上明珠，亲自督促其幼教。
严父督学，加之天资聪颖，石评梅幼时便涉猎广泛，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识见与表达能力。
其父虽科举出身，但并不迂腐、守旧，辛亥革命后，剪掉辫子，走出大山，来到太原任省立图书馆馆
员和中学教员，高君宇、高长虹是其得意门生。
石评梅12岁，随父进入省城，入山西省立女子师范就读。
新式教育开阔了她的眼界，亦让她各个方面得到充分发展，在校期间各科成绩优异，琴棋书画、诗词
文赋俱佳，尤其拿手风琴演奏，闻名遐迩，16岁时被誉为“晋东才女”。
其间，因参加女师学潮，石评梅曾被除名，但校方惜其才华，稍后又恢复其学籍。
1920年，石评梅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渴望进入国文系深造，不巧，该系当年不招生，无奈之
下，权衡兴趣，就读于体育系。
以文会友，她毕业前夕结识国文系女生黄英（庐隐）和陆晶清（小鹿），旋即与之建立深挚友谊。
民国才女们似乎完成了一次美好的集结。
时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庐隐长石评梅四岁，但两人家世相近，情趣相投，内心，还有文字的哀戚与伤
感亦似乎如出一辙。
她们之间的知解与认同，更多基于精神层面。
石评梅之死给了庐隐巨大打击，稍后，她将石评梅与高君宇那凄艳而高洁的爱情，以小说《象牙戒指
》细细写出，至今传为佳话。
石评梅与陆晶清则几乎形影不离，共同的爱好与抱负，加之，陆晶清早年丧母，石评梅没有亲兄妹，
两人漂泊异乡，自然亲近、投契得如同姐妹，并称“梅花小鹿”。
1923年底，石评梅毕业后，任教于女高师附中，担任国文和体育教员。
她以新式教育理念教书育人，注重对学生进行爱的感化，同时，以自身的敬业与执著，为学生树立榜
样。
作为体育老师，她一手栽培的附中女排1928年在华北运动会上大显身手，获得亚军。
她本人更以出众的文学才华，在北京的文坛上大放异彩，笔耕不辍，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
各体创作。
石评梅的同事教育家汪震，在《评梅的女子教育》一文中指出：“评梅先生是一位文学家、体育家，
也是一位教育家”，并认为她“以教好体育作为德育的一个门径”。
石评梅的创作各体兼长，带有“五四”高潮期的鲜明印记。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妇女的觉醒，或许最为引入瞩目。
石评梅毫无疑问是当时女界最为早醒的灵魂。
她编报刊、写文章，为争取妇女的权益，为呼吁社会关注妇女的生存处境，为警醒不自觉被男权桎梏
的姐妹而振臂高呼。
1924年，年仅22岁的石评梅不断发表充分彰显其女性意识的激扬文字，即便今天读来，仍令人激动与
讶异。
散文《露沙》，可视为作者与同道露沙（庐隐）的笔谈，探究妇女的命运和作为知识女性对于时代、
社会的责任。
文中写道：“但一想到中国妇女界的消沉，我们懦弱的肩上，不得不负一种先觉觉人的精神，指导奋
斗的责任，那末，露沙呵！
我愿你为了大多数的同胞努力创造未来的光荣，不要为了私情而抛弃一切。
”这是对对方的劝勉，亦是庄严的自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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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2月10目，由石评梅、陆晶清主编的《京报副刊·妇女周刊》第一期出版，石评梅亲自撰写“
发刊词”，她清晰看到中国妇女“禁锁幽闭，蜷伏在黑暗深邃的幕下”，在“礼教的桎梏中呻吟”、
“箝制的淫威下潜伏”的现状，呼吁广大妇女起而抗争；并对未来满怀希望：“相信我们的‘力’可
以粉碎桎梏！
相信我们的‘热’可以焚毁网罟！
”而“数千年饮鸩如醴的痛苦”即将成为过去，“我们去诉述此后永久的新生，我们去创造”。
在我看来，女性意识的觉醒，某种意义上是石评梅高洁人格的体现，是一份庄严的自爱。
而她以柔弱的女性之躯自觉担负起“自觉觉人”责任，并将这份庄严的自爱推及姐妹，则是一个现代
女性深沉的民族国家之爱。
除了撰写文章大声疾呼，她更将这份爱贯彻于教育实践中。
汪震撰文回忆亦谈到，石评梅始终对学生灌输男女平等的观念。
作为一个优雅、诗意的现代女性，除了爱己、爱国，石评梅自然也爱人。
只是，那如此彻底、纯粹的爱恋，终究成就了一曲久久传诵的悲歌。
隔了漫长的岁月，成了神话，成了传说。
我很反感于以石评梅和革命家高君宇的爱情为原型，故作政治意识形态解读，并刻意敷衍的影视作品
。
石、高之间的爱情，我以为并不关涉其他，在石评梅一方，只是一个自觉觉人的现代女性，所传达出
的一份对待爱情的态度，还有她那结局古典，而过程极为现代的取向。
这也许是石评梅最为动人之处——爱已、爱国、爱人，都如此彻底，以至于让自己的一生成为了诗意
本身。
石评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爱上有妇之夫，初恋的伤痛，让她不敢再接受哪怕世间最为诚挚的爱情。
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君宇（又一个有妇之夫）的追求。
只是，后者的爱恋同样过于纯粹，以至这无法得到回应的爱情，最终让他付出了生命代价。
悲剧，就这样有如多米诺骨牌，不断迁延、倒伏。
石评梅更为深巨的创痛，源自她对真爱的拒绝。
她无法原谅自己，沉浸在无边的忏悔与自责中，甚至平静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才华横溢的生命就这样一点点被无边的伤痛消蚀——那枝梅凋零了。
她要倾诉这爱的创痛，写下大量意绪凄苦的文字。
她那基于良好旧学根底而来的超拔的驱遣现代汉语的能力，让其生命晚期的文字凄艳、哀婉，曲近忧
伤，甚至让今人的阅读难以终篇。
她的感伤并非矫饰、滥情，而恰恰是忧伤过于诚挚。
一代才女最后就死于这生命中难以承受的忧伤。
今天，我想说的是，石评梅生命后期的写作毕竟是一种青春期的写作，无法超越感伤，加上过于精美
的文字，让她个别文章显得空洞、单调。
自然，我也知道这样的评价在勉强前人，我只是惋惜于没有看到走出忧伤之后的石评梅的样子，还有
她的文字。
对一个卓异女性的天不假年，我常常以为这是上天对其才华的嫉妒——那上帝之手要收回她。
而在喧嚣、浮躁，几乎所有一切都无法纯粹的当下，我想石评梅更让人缅怀、嫉妒还有敬爱。
令我生出无限感慨的是，作为本书编者，我本人似乎也与石评梅有一段前定的渊源。
我不得不承认，她那些无比感伤的文字，或许是我此生最为真切的文学启蒙。
接触它们时，我只有15岁，而在这不惑之年的多个夜晚，重读石评梅，仿佛穿越漫长的时空，让我看
到了当年那个懵懂而羞涩的少年。
我想，与石评梅的遇合，也一定出于上帝之手的排定。
1986年，我成了一名高中生，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十分瘦弱的文学青年，忧郁、善感。
每每晚自习前的读报时间里，给我们朗读一节《墓畔哀歌》。
美丽而感伤的文字，打动了许多少年——我的男同学、女同学，还有——我。
大家都对老师手里的那本书，产生了浓烈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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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即，小县城新华书店那套1984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邓颖超题签的《石评梅作品集》，便卖出
好多套。
买者自然都是我的那些家境稍好的同学。
午休时，他们拿出来从容地提前阅读晚上老师可能朗读的段落。
这是最为让人眼羡的虚荣。
多少次徘徊在新华书店柜台前，隔着玻璃，看着眼前定价1。
25元的书，而生出小小的拥有的奢望。
这念头到底被我压抑了下去，但是，石评梅还有那飘着一片红色枫叶，素洁而雅致的封面，倒是烙印
在我的脑海，无论历经多少岁月，都无法漫漶。
那是一本，不，应该是一套三册，在我生命中无比亲切的书，传载着一个少年与之遭遇的喜悦、感动
，还有忧伤。
2012.5.31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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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才女美文?感伤：石评梅精品文集》是“民国才女美文”系列之一。
《民国才女美文?感伤：石评梅精品文集》分为：散文、小说、诗歌、戏剧四部分，收录了石评梅的精
品之作。
具体有：《心之波》、《弃妇》、《祷告》、《红鬃马》、《叫她回来吧！
》、《这是谁的罪？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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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叶君
散文
心之波
母亲
漱玉
小玲
露沙
《妇女周刊》发刊词
红粉骷髅
梅隐
致全国姊妹们的第二封信
烟霞余影
灰烬
爆竹声中的除夕
痛哭和珍！

寄山中的玉薇
缄情寄向黄泉
我只合独葬荒丘
肠断心碎泪成冰
梦回寂寂残灯后
寄海滨故人
给庐隐
深夜絮语
婧君
墓畔哀歌
寄到鹦鹉洲
蕙娟的一封信
涛语
恐怖
小说
弃妇
祷告
红鬃马
被践踏的嫩芽
白云庵
流浪的歌者
林楠的日记
忏悔
诗歌
叫她回来吧！

你告她
春的微语，
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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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影
星火
谁的花球？

归来
“我已认识了自己”
痛哭英雄
夜深了
旧稿
雁儿呵，永不衔一片红叶再飞来！

抬起头来，我爱！

秋的礼赠
浅浅的伤痕
附：晶清《浅浅的伤痕》
祭献之词
断头台畔
别宴
附：晶清《临行》
这悠悠相思我与谁弹
我告诉你，母亲！

夜行
疲倦的青春
红叶的家乡
玫瑰花片的泣诉
戏剧
这是谁的罪？

附录
石评梅略传庐隐
我哭你唤你都不应晶清
忆评梅高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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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露沙昨夜我不知为了什么，绕着回廊走来走去的踱着，云幕遮蔽了月儿的皎靥，就连小星的微笑
也看不见，寂静中我只渺茫的瞻望着黑暗的远道，毫无意志地痴想着。
算命的鼓儿，声声颤荡着，敲破了深巷的沉静。
我靠着栏杆想到往事，想到一个充满诗香的黄昏，悲歌慷慨的我们。
记得，古苍的虬松，垂着长须，在晚风中：对对暮鸦从我们头上飞过，急箭般隐人了深林。
在平坦的道上，你慢慢地走着，忽然停步握紧了我手说：“波微！
只有这层土上，这些落叶里，这个时候，一切是属于我们的。
”我没有说什么，检了一片鲜红的枫叶，低头夹在书里。
当我们默然穿过了深秋的松林时，我慢走了几步，留在后面，望着你双耸的瘦肩，急促的步履，似乎
告诉我你肩上所负心里隐存的那些重压。
走到水榭荷花池畔，坐在一块青石上，抬头望着蔚蓝的天空；水榭红柱映在池中，蜿蜒着像几条飞舞
的游龙。
云雀在枝上叫着，将睡了的秋蝉，也引得啾啾起来。
白鹅把血红的嘴，黑漆的眼珠，都曲颈藏在雪绒的翅底；鸳鸯激荡着水花，昂首游泳着。
那翠绿色的木栏，是聪明的人类巧设下的藩篱。
这时我已有点醺醉，看你时，目注着石上的苍苔，眼里转动着一种神秘的讪笑，猜不透是诅咒，还是
赞美！
你慢慢由石上站起，我也跟着你毫无目的地走去。
到了空旷的社稷坛，你比较有点勇气了，提着裙子昂然踏上那白玉台阶时，脸上轻浮着女王似的骄傲
尊贵，晚风似侍女天鹅的羽扇，拂着温馨的和风，嫋嫋的圈绕着你。
望西方荫深的森林，烟云冉冉，树叶交织间，露出一角静悄悄重锁的宫殿。
我们依偎着，天边的晚霞，似纱帷中掩映着少女的桃腮，又像爱人手里抱着的一束玫瑰。
渐渐的淡了，渐渐的淡了，只现出几道青紫的卧虹，这一片模糊暮云中，有诗情也有画景。
远远的军乐，奏着郁回悲壮之曲，你轻踏着蛮靴，高唱起“古从军”曲来，我虽然想笑你的狂态浪漫
，但一经沉思，顿觉一股冰天的寒风，吹散了我心头的余热。
无聊中我绕着坛边，默数上边刊着的青石，你忽然转头向我说：“人生聚散无常，转眼漂泊南北，回
想到现在，真是千载难遇的良会，我们努力快乐现在罢！
”当时我凄楚的说不出什么；就是现在我也是同样的说不出什么，我想将来重翻起很厚的历史，大概
也是说不出什么。
往事只堪追忆，一切固然是消失地逃逸了。
但我们在这深夜想到时，过去总不是概归空寂的，你假如能想到今夜天涯沦落的波微，你就能想到往
日浪漫的遗迹。
但是有时我不敢想，不愿想，月月的花儿开满了我的园里，夜夜的银辉，照着我的窗帏，她们是那样
万古不变。
我呢！
时时在上帝的机轮下回旋，令我留恋的不能驻停片刻，令我恐惧的又重重实现。
露沙！
从前我想着盼着的，现在都使我感到失望了！
自你走后，白屋的空气沉寂的像淡月凄风下的荒冢，我似暗谷深林里往来飘忽的幽灵；这时才感到从
前认为凄绝冷落的谈话，放浪狂妄的举动，现在都化作了幸福的安慰，愉快的兴奋。
在这长期的沉寂中，屡次我想去信问候你的近况，但慵懒的我，搁笔直到如今。
上次在京汉路中读完《前尘》，想到你向我索感的信，就想写信，这次确是能在你盼望中递到你手里
了。
读了最近写的信，知你柔情万缕中，依稀仍珍藏着一点不甘雌伏的雄心，果能如此，我觉十分欣喜！
原知宇宙网罗，有时在无意中无端的受了系缚；云中翱翔的小鸟，猎人要射击时，谁能预防，谁能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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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呢！
爱情的陷入也是这样。
你我无端邂逅，无端结交，上帝的安排，有时原觉多事，我于是常奢望着你，在锦帷绣帏中，较量柴
米油盐之外，要承继着从前的希望，努力作未竞的事业；因之，不惮烦嚣在香梦朦胧时，我常督促你
的警醒。
不过，一个人由青山碧水到了崎岖荆棘的路上，由崎岖荆棘又进了柳暗花明的村庄，已感到人世的疲
倦，在这期内，澈悟了的自然又是一种人生。
在学校时，我见你激昂慷慨的态度，我曾和婉说你是“女儿英雄”，有时我逢见你和宗莹在公园茅亭
里大嚼时，我曾和婉说你是“名土风流”，想到扶桑余影，当你握着利如宝剑的笔锋，铺着云霞天样
的素纸，立在万丈峰头，俯望着千仞飞瀑的华严泷，凝思神往的时候，原也曾独立苍茫，对着眼底河
山，吹弹出雄壮的悲歌；曾几何时，栉风沐雨的苍松，化作了醉醺阳光的蔷薇。
但一想到中国妇女界的消沉，我们懦弱的肩上，不得不负一种先觉觉人的精神，指导奋斗的责任，那
末，露沙呵！
我愿你为了大多数的同胞努力创造未来的光荣，不要为了私情而抛弃一切。
我自然还是那样屏绝外缘，自谋清静，虽竭力规避尘世，但也不见得不坠落人间；将来我计划着有两
条路走，现暂不告你，你猜想一下如何？
从前我常笑你那句“我一生游戏人间，想不到人间反游戏了我”。
如今才领略了这种含满了血泪的诉述。
我正在解脱着一种系缚，结果虽不可预知，但情景之悲惨，已揭露了大半，暗示了我悠远的恐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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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才女美文·感伤：石评梅精品文集》是“民国才女美文”系列之一。
石评梅的创作各体兼长，带有“五四”高潮期的鲜明印记。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妇女的觉醒，或许最为引入瞩目。
石评梅毫无疑问是当时女界最为早醒的灵魂。
她编报刊、写文章，为争取妇女的权益，为呼吁社会关注妇女的生存处境，为警醒不自觉被男权桎梏
的姐妹而振臂高呼。
1924年，年仅22岁的石评梅不断发表充分彰显其女性意识的激扬文字，即便今天读来，仍令人激动与
讶异。
散文《露沙》，可视为作者与同道露沙（庐隐）的笔谈，探究妇女的命运和作为知识女性对于时代、
社会的责任。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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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