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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每逢阅读新著，如同步入新的知识领域，不仅验证了刘勰这句名言实
乃真理，而且自身也切实感受到从新著中所获取的新知充实了知识装置、所获取的理性启迪丰富了才
智结构。
这次拜读厉向君先生的新著《人生悲苦命运的象征》，同样有这样的体验和收益。
虽然我与向君先生并不相识，年龄差异已属两代人，但是新著所传递的学术信息却拉近了彼此的思想
距离，没有难以相通的“代沟”而确有“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感。
这不仅因为我们都酷爱中国现代文学，也因为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阳光照醒了我们“学术自由”的
主体意识。
基于这样的情感思想基础，我才有资格为这本新著谈点所思所感。
　　本书并非通常所理解的那种严格的有完整逻辑结构和缜密思想体系的学术专著，即或对现代中国
文学进行系统书写或对文学思潮流派进行专题研究或把作家作品纳入特定理论框架进行全面考察等，
固然这样的学术专著值得重视，尤其那种创新趋优的著述应该高看；但是也必须严肃指出，眼下有不
少所谓学术专著，或者人云亦云，老调重弹，套话连篇，缺乏创新之意，或者变着花样去抄袭，用华
而不实来卖弄，这非是真货色而是地道的“水货”，更有甚者凭借权钱的威势，诱逼他人提笔书写以
署已名，且重金买书号出版，试问这样的所谓“学术专著”有何价值可言？
除了为学术库藏填几种赝品外，只能败坏越来越糟的学术风气。
相比之下，那种优秀的论文集更具有学术价值，是货真价实的学术著作，向君的新作就是这样一部学
术专著。
这不仅因为它每篇论文都是探索现代中国文学系统的作家作品，也因为它所研究的作家作品既是整个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又是选取新视角新理路进行有新意的探讨，并且以新的价值视野和评估
标准给予观照与评定，形成一套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故而它的真正学术价值并非那种平庸的所谓“
学术专著”能够相比。
有人说，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其价值不亚于那种“水货”的一部著作。
从特定意义上说，此话并不夸张，的确如此，一部优秀论文集的总体水平和学术价值应该高于一般化
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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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生悲苦命运的象征：无名氏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论》并非通常所理解的那种严格的有完
整逻辑结构和缜密思想体系的学术专著，即或对现代中国文学进行系统书写或对文学思潮流派进行专
题研究或把作家作品纳入特定理论框架进行全面考察等，固然这样的学术专著值得重视，尤其那种创
新趋优的著述应该高看；但是也必须严肃指出，眼下有不少所谓学术专著，或者人云亦云，老调重弹
，套话连篇，缺乏创新之意，或者变着花样去抄袭，用华而不实来卖弄，这非是真货色而是地道的“
水货”，更有甚者凭借权钱的威势，诱逼他人提笔书写以署已名，且重金买书号出版，试问这样的所
谓“学术专著”有何价值可言？
除了为学术库藏填几种赝品外，只能败坏越来越糟的学术风气。
　　相比之下，那种优秀的论文集更具有学术价值，是货真价实的学术著作，向君的新作就是这样一
部学术专著。
这不仅因为它每篇论文都是探索现代中国文学系统的作家作品，也因为它所研究的作家作品既是整个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又是选取新视角新理路进行有新意的探讨，并且以新的价值视野和评估
标准给予观照与评定，形成一套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故而它的真正学术价值并非那种平庸的所谓“
学术专著”能够相比。
有人说，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其价值不亚于那种“水货”的一部著作。
从特定意义上说，此话并不夸张，的确如此，一部优秀论文集的总体水平和学术价值应该高于一般化
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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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厉向君，山东日照市人。
1961年9月生。
1982年毕业于临沂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后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
学专业及曲阜师范大学中文教育硕士研究生班。
现任日照广播电视大学教学科研处副主任、副教授。
 　　在教学方面，给专科生和本科生讲授或辅导过《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共党史》、《
关贸总协定》、《文学概论》、《经济应用文写作》、《中国古代文学》、《基础写作》、《公共关
系》、《公关谈判与推销技巧》、《公务文书写作》、《中学语文教材教法》、《外国文学》、《司
法文书》、《文书学》、《思想道德修养》、《教师职业道德》、《简明中国古代史》、《中国现代
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题》、《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导读》等二十多门
课程，受到学员们的好评。
 　　科研方面，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和教学方法的研究，曾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30
余篇，在《齐鲁学刊》、《当代教育科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文论12篇。
参编教材、书籍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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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几句题外的话孤独·悲苦·寂寞——鲁迅的画像与自画像《边城》：一曲爱与美的颂歌论叶灵凤小
说中蕴含着人道主义的性道德美的憧憬爱的讲座——叶灵凤及其性爱小说“南玲北梅”之“梅”——
梅娘的坎坷人生及文学创作二十世纪“潜在写作”的典型代表——无名氏及其《无名书初稿》《小河
》：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音乐美：徐志摩诗歌的鲜明特征康河唤诗魂 悠悠别离情——徐志摩的康桥诗
文赏析《弃妇》：人生悲苦命运的象征象征·朦胧·暗示——戴望舒和现代派的诗谈《中国现代文学
发展史》兼与黄修己先生商榷附：黄修己先生复厉向君关于《谈兼与黄修已先生商榷》的一封信对《
有权拒绝 有权鄙视——从知人论世谈无名氏》一文的商榷附：有权拒绝 有权鄙视——从知人论世谈
无名氏张爱玲资料中错误知多少“尽信书不如无书”——曹聚仁的读书经验之一无名氏的文学创作与
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无名氏研究考略多种视角的港台及海外无名氏研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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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叶灵凤，1905年4月9日出生于江苏南京，是创造社后期重要的作家、画家。
原名叶蕴璞，笔名有林丰、叶林丰、霜崖、柿堂、南村、任诃、任柯、风轩、燕楼、灵凤等。
幼年在九江和昆山度过，青年在镇江，然后到了上海。
1925年加人创造社，并开始文学活动，后来参加编过创造社《洪水》半月刊。
他的第一篇小说《昙华庵的春风》1925年7月写成后发表在1926年《洪水》创刊号上。
1926年秋与潘汉年一起办过《幻洲》。
“幻洲”是世界语OAZO的译音兼译意，即沙漠中的绿洲。
1928年与钱杏部合编《现代小说》，1929年与周全平合办新兴书店，曾出版现代文学史上最小的杂志
《小物件》。
此后还编过《戈壁》（光华书局）、《现代文艺》（现代书局）。
1934年与穆时英合编《文艺画报》。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到广州，后到香港，在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立报》副刊《
言林》、《国民日报》副刊和《万人周刊》。
1944年11月，他与戴望舒一起到浅水湾畔，对病死在香港的《生死场》的作者——女作家萧红的坟墓
，默默凭吊。
当1957年这一孤坟有被铲除而湮没的危险时，叶灵凤与陈君葆出面办理，由他在一群文化界朋友的陪
同下，亲送骨灰到深圳，由广东的几位作家到罗湖桥头相迎，萧红的骨灰后来葬在广州银河公墓。
叶灵凤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就不再画画，40年代以后，也几乎不再写小说，却不是搁笔不写文章，不
仅写，还写得很勤，写的多是散文、随笔，而其中大多数是读书随笔。
60年代以后，出版了《读书随笔》、《文艺随笔》、《北窗读书录》、《香港方物志》、《张保仔的
传说和真相》、《晚晴杂记》。
未结集成册的有《霜红室随笔》、《香港书录》、《书鱼闲话》和一些有关的译文。
1975年11月，叶灵凤在香港去世。
他谢世后遗下的一两万字的作品有待整理出书。
　　叶灵凤还是一位藏书家，据说他去香港前在上海的藏书就有近万册，到香港后藏书也有近万册。
　　叶灵凤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才华的小说家，可他戴了二十四年的“汉奸文人”的帽子，直
到1981年即叶灵凤谢世六年之后，才终于获得平反。
1981.年在再版的《鲁迅全集·革命咖啡》（第四卷）的注释中，客观公允地评价了叶灵凤：“叶灵凤
（1905——1975），江苏南京人，作家和画家。
他们（指叶灵凤与潘汉年）都曾参加创造社。
”这才恢复了叶灵凤的真实面目。
推翻了1975年出版《鲁迅全集·文坛的掌故》（第四卷）的注释中给叶灵凤下的结论，当时的结论是
：“叶灵凤，当时曾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面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
”关于叶灵凤在香港沦陷时期在日本军方办的“大冈（一说大同）公司”工作过一事，据香港有“金
王”之称的金融界大亨胡汉辉写的忆旧的文章说，叶灵有一段时期在香港工作，就和叶灵凤保持往来
，他们原来是老朋友，这时还是老朋友。
潘汉年并没有把他当“汉奸”对待。
在香港暂住过的郭沫若、茅盾、夏衍等许多作家，也都和叶灵凤有往来。
至于鲁迅骂过创造社作家叶灵凤是“流氓+才子”也是值得商榷的。
诚然，叶灵凤“图文并谬”地骂过鲁迅，鲁迅也骂过创造社同人，但挨过鲁迅骂的，未必都是坏人。
“今天，事实已经证明鲁迅也有一些话是不正确的，是形而上学的，是有偏见的”①。
当六七十年代朋友们有时和叶灵凤谈起他这些往事时，他总是微笑，不多作解释，只是说，我已经去
过鲁迅先生墓前，默默地表示过我的心意了。
剖开顽石方知玉，淘尽泥沙始见金。
若叶灵凤地下有知，也该瞑目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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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灵凤的画名为文名所掩，早期创作主要在小说方面，主要有：《女娲氏之遗孽》、《菊子夫人
》、《鸠绿媚》、《处女的梦》等短篇集及《红的天使》、《时代姑娘》、《永久的女郎》、《未完
的忏悔录》、《紫丁香》、《爱的滋味》、《穷愁的自传》等长篇。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相继出版或重印了他的小说和散文集《灵凤小品集》（1985
年上海书店，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香港方物志》（198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读书随笔》（一至三集，1988年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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