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施济美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施济美传>>

13位ISBN编号：9787807069454

10位ISBN编号：7807069457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上海远东

作者：王羽|主编:陈学勇

页数：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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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施济美传>>

前言

女性参与文学写作一定是很早的，口头创作的《诗经》里显然有她们的作者。
后来文学创作进展到书面形式，后来“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作者便隐退到男士身后了。
数千年间，虽总有些不甘寂寞的人，但终究稀少得很，如蔡琰、李清照者，凤毛麟角。
今人从列朝列代史籍录出一本诗、词、曲、文大全的《中国古代女作家集》（山东大学出版社），纵
然厚达千余页，就算加上遗漏和未录的小说、剧本，翻它多少倍吧，比起浩如烟海的男性作品，仍不
过沧海一粟。
直到五四时期，发现了“人”，包括女人，为她们群体地重返文学舞台提供了从未有过的社会环境、
文化环境，数以百计的女性作者纷纷捏管挥毫，添上一道夺目的创作景观，文学研究也多了一方新的
天地。
有人发问，为何女性作家要单列出来研究？
开句玩笑，不妨反问，为什么医院要设立妇科呢？
无非她们有着与男性不同之处，就像如今医院里又有了男科。
文章不是无情物，文学创作离不开情感表达，女性则特别易于并且善于表达感情，而她们的表达总还
会显示有别男性作家的特色，这便有了单独研究女性创作的理由和需要。
再说，不加性别区分地整体研究创作，势必亏待女性作家，她们的特色难以得到充分剖析，公正地肯
定她们创作成就也不易了。
共和国成立初的十多年里，文学研究实际上不准许按性别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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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施济美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知名的女作家，更是名噪一时的“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在当时文
化界颇有影响。
她出身外交官家庭，毕业于东吴大学经济系，终生贡献于教育事业，是一代新女性的典型代表。
她因与好友俞昭明的弟弟俞允明相恋，而在恋人殉难于日军轰炸之后坚持独身，缔造了一个平凡又异
常华丽的爱情传奇。
    本书讲述了民国女作家施济美丰富传奇的人生经历，是国内第一部完整呈现施济美出身名门，接受
过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富于文学才华，并曾获得相当声誉。
作者用生动的笔致展示了她作为一代新女性的心路历程，并表现其坚执于民族大义、始终闪耀着理想
星光的人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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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羽，生于1978年12月，天津人，200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
，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派文学、女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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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高尚的精神界标 爱情本来是自私的，崇尚爱情的施济美却常常选择用道德和正义的力量来压制
内心的情感，以完成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高尚的人生目标。
《圣琼娜的黄昏》中的司徒蓝蝶便是这样，当她得知恋人柳翔的知心女伴黎萼已经病人膏肓，迫切需
要柳翔陪伴左右时，不惜以自毁声誉的方式来刺激柳翔放弃自己，重回黎萼身边。
《凤仪园》中的冯太太，为谢康平的人生与前途考虑，毫无解释地将他赶出凤仪园，重新堕入孤独的
精神世界之中。
在她笔下出现的这些为了道义而做出牺牲的人物，从本质上看代表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人
格，即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始终把完善个人的道德系统作为人生的首要任务。
在这种人生理想的观照之下，爱情也就必然脱离了狭小的个体性，而成为服务于群体的平衡机制了。
横亘在爱河彼岸的病患爱情竟是如此脆弱，常常受到无情的病患的阻隔，使柔顺而又富于牺牲精神的
女性选择主动放弃和退出。
《古屋梦寻》中，沅和表妹荷珠本来青梅竹马，完全可以成就一段美满姻缘，然而荷珠患上了严重的
肺病，她为了“我怕有一天会令你伤心”，而拒绝了唾手可得的爱情，只能孤独地回家养病。
可以想见，等待她的命运会是何等的残酷。
在诸种病患中，施济美尤其乐于为她们的主人公选择肺病。
其实她本身从未身染此疾，之所以皈依于这种在当时还算得上不治之症的死神天使，关键还在于肺病
所包含的根深蒂固的隐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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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本陪伴了我两年的书，关于一位陪伴了我十二年的作家。
1997年我在天津读大学一年级时，看到新华书店里摆着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虹影丛书·民国
女作家小说经典》（第一辑），十本小册子里只有最末一本《凤仪园》不知来由，其作者“施济美”
的名字也是闻所未闻。
然而，十本小说读过，最使我痴迷的便是《风仪园》。
我开始在各种可能相关的文字中找寻她的资料，只不过，北方粗犷的泥土似乎埋不下凤仪园的雕栏玉
砌，在我赴上海求学之前，我几乎没有任何收获。
那时，我更加迷恋业已浮出历史地表的张爱玲，后来便有幸考到了“张学泰斗”陈子善教授门下，当
然，他也正是《虹影丛书》的编选人。
我决意以施济美所在的“东吴系女作家”为题目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因为从史料的角度看，张爱玲在
哪里都可以研究，“东吴系”则只能在上海。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在各种文学史中几乎无迹可寻的作家群能否支撑起一部大部头的毕业作品，只是
带着完成大学时代一个理想的强大动力，频繁地出入于上海各个图书馆。
与此同时，对包括施济美在内的各位成员及其后人的寻访也进行得如火如茶。
三年后，我不仅以这篇论文获得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更重要的是，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
成长，感谢时间，它让我用十年的成长来承担这样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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