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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声名
卓著的作家，他出版于1921年的小说
集《沉沦》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
短篇小说集”，收在这本集子中的三
篇小说 《沉沦》《南迁》《银灰色的
死》发表后即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
反响，“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
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
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
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
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
露骨的直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
难”——从郭沫若的这段话中，不难感
受到郁达夫小说一经问世就产生的巨
大冲击力。

受日本文学界重视

郁达夫作品所产生的冲击力，很
快就波及到了国外，根据伊藤虎丸等
人编纂的 《郁达夫资料》，1923 年日
本的《雅声》杂志即刊登了对郁达夫
的评述，山上正义、佐藤春夫等人随
后都在文章中谈到过郁达夫。1928
年，郁达夫作品开始有了日文译本。
根据日本学者大久保洋子的研究：首
次翻译《过去》是在原作发表 （1927
年2月） 的1年后，《沉沦》是在原作
出版 （1921 年 10 月） 的 19 年后。在
1945 年以前，《过去》 被翻译 6 次，

《沉沦》 被翻译 1 次；1945 年以后，
《沉沦》被翻译2次，《过去》被翻译5
次。在反复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集
的过程中，《过去》 译文的整体收录
次数最多，《春风沉醉的晚上》 次
之，其他作品的收录较为零散。

郁达夫在日本留学，与日本作家
佐藤春夫等人有过交往，因此他在日
本文学界受到重视顺理成章。除翻译
郁达夫的文学作品，如小田岳夫翻译
了 《过去——外六篇》、冈崎俊夫翻
译了 《我的梦、我的青春》，日本对
郁达夫的研究也起步甚早。李丽君的
研究表明，在日本最早将郁达夫作为
对象进行学术研究的，是竹内好发表
于1937年1月《中国文学月报》第22
号的 《郁达夫觉书》，而竹内好的东
京帝国大学毕业论文即为《郁达夫研
究》。与二战后郁达夫作品翻译的兴
盛同步，日本郁达夫研究在此时也有
了全新的突破，伊藤虎丸、稻叶昭
二、铃木正夫等人编纂的《郁达夫资
料》《郁达夫资料补编》 堪称重要成
果，而伊藤虎丸的郁达夫研究，则将
日本的郁达夫研究推向了新高度。他
认为，“郁达夫虽然接受了英国世纪
末作家和佐藤春夫等日本作家的影
响，但是与后者在颓废的后面有欣赏
颓废的审美心理相比，支撑郁达夫的
颓废是传统的‘感伤悲哀’的审美观
念”。伊藤虎丸看出郁达夫受“外来
影响”的外表之下仍保有“中国传

统”的内在底蕴，这不能不说是知
音 之 论 。 除 了 伊 藤 虎 丸 的 “ 传 统
论”，桑岛道夫的“理论观”和比较
视野、坂井洋史和井上薰的“性”话
语，以及小田岳夫的《郁达夫传——
他的诗和爱及日本》、稻叶昭二的

《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平井博
的 《郁 达 夫 —— 他 在 文 学 上 的 探
索》、铃木正夫的 《郁达夫：悲剧的
时 代 作 家》 和 《苏 门 答 腊 的 郁 达
夫》、大东和重的 《郁达夫与大正文
学——从“自我表现”到“自我实
现”》等，都是日本郁达夫研究的代
表性成果。郁达夫有日本留学经历，
又和日本文坛有交往，后来失踪也与
日本人有关，这使得日本的郁达夫研
究，主要聚焦“郁达夫与日本”，同
时致力于解开他的失踪之谜。

与“南洋”文坛互动

在郁达夫生活过的另一个域外
“南洋”，郁达夫作品的出版和研究也
相当活跃，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不
但出版了 《郁达夫南游记》《郁达夫
抗战论文集》《郁达夫集外集》《郁达
夫选集》，还出版了 《郁达夫别传》
（温梓川著）。温梓川在中国留学时就
和郁达夫有交往，因此他为郁达夫所
做的传记视角独特，不但写得详尽生
动富有代入感，而且对郁达夫颇为崇
敬，提供了不少郁达夫“南洋”生活
的细节，对于郁达夫最后的失踪，作
者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除了马来西亚的温梓川，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作家原甸以及作家兼
学者王润华 （出生在马来西亚） 等人
也对郁达夫在“南洋”的人生经历和
文学贡献，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
们不约而同地将“南洋”郁达夫与马
华文坛的纠葛和他最后的失踪之谜，
作为各自的论述重点，体现出郁达夫
在“南洋”的“文”踪重点。方修对
郁达夫的肯定，着重在他“南洋”时
期的抗日政论，认为这些政论显示了

“郁氏晚年的思想似乎有着一番飞跃
的进步”；原甸则特别梳理和分析了
郁达夫与“南洋”文艺界围绕他《几
个问题》一文展开的一场大论战。相
对而言，王润华对郁达夫的“南洋”
论述，从 《郁达夫在新加坡与马来
亚》到《中日人士所见郁达夫在苏门
答腊的流亡生活》，几乎可以看作是
郁达夫“南洋”人生的简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郁达夫在
“南洋”还被黄锦树、林幸谦等新一代
马华作家作为书写对象或人物形象，
写进了他们的小说（黄锦树 《M 的失
踪》《死在南方》） 和诗歌 （林幸谦

《五四诗刻·郁达夫图》）中——郁达夫
由此被编织进当代马华文学中，“内
化”或融化成了马华文学的一部分。

被英语世界探讨

郁达夫在英语世界的“文”踪，
主要分布在一些文学选本中，如《沉
沦》（Sinking） 被夏志清编入 《二十
世纪中国短篇小说》（哥伦比亚大学
出版社）。相对于郁达夫的作品翻
译，英语世界对郁达夫的研究似乎更
加投入，成果也更为突出。夏志清的

《中国现代小说史》（耶鲁大学出版
社） 是较早论及郁达夫的研究著作，
作者一方面肯定郁达夫“唯有他敢用
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种
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
德的范围”，另一方面也觉得“他自
己的想象完全来自真实生活，被其自
我 狭 小 世 界 里 的 感 觉 、 情 欲 所 支
配”，因此有其局限性，是“带些病
态的心灵探索者”。捷克学者普实克
在他的 《抒情诗与史诗》（印第安纳
大学出版社） 中也讨论了郁达夫的创
作特色，认为郁达夫“最典型的特色
无疑是不稳定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
在感情的整个音阶上来回奔跑，从最
低贱可悲的感情，直到最高尚最尊贵
的 感 情 如 美 的 感 受 、 自 我 牺 牲 等
等”，郁达夫都表现得突出。他们对
郁达夫的判断无疑深刻而准确。李欧
梵在论及郁达夫时，则更多地从“孤
寂”“漂泊”的人生形态和“自我幻
象”的追求等方面，开掘出郁达夫

“以写作和暴露他内心魔鬼给他想象
中的读者来祓除和驱去这些内心魔
鬼，自白就是他的治疗法”，因此

“他必须是颓废的”，因为唯有这样他
才能实现“自我幻象”。这就将郁达
夫研究推向了心理分析层面。在此基
础上，加州大学的史书美将郁达夫视
为是“以实践颓废美学来揭穿传统道
德和美学的真面目”。

英语世界中，克莱蒙特研究生大
学R.O.Chang的博士论文《一个与世
疏离的天才——郁达夫》，将郁达夫
归结为文学天才，认为“他的小说表
现了一种吸引力——一种和人类心灵
深处最动人的感情联结在一起的吸引
力”，这个评价无疑是相当高的。比
较起来，夏威夷大学的 Michael Egan
对郁达夫的评价则具体实在得多，

“具体”是指他主要研究郁达夫的早
期作品，“实在”指的是他认为，将
色彩、时间、心理元素、反讽运用代
入作品，是判断郁达夫成为“现代”
作家的重要标志。

欧洲学者中，除了普实克，斯洛
伐克学者多勒扎洛娃堪称用英语研究
郁达夫的重要人物，她不但用斯洛伐
克文翻译过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 （起
名 《春风沉醉的晚上》），而且还用
英文写过两本专著：《郁达夫文学创
作之特征》 和 《郁达夫与创造社》。

对于郁达夫文学创作的特点，多勒扎
洛娃从“自我表现”的多样性、创作
方法的丰富性、文学观念的变化性等
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郁达夫
创作的主要特征，虽然论点较为平
实，但贵在论述全面。比较起来，荷
兰学者黎德机对郁达夫与佐藤春夫比
较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则显得更有深
度。黎德机认为，郁达夫的小说世
界，自责心和挫折感同在，疏离意识
和性苦闷共存，既吸收中国传统文学
技巧又杂糅西方文学因素，反映出当
时中国文化世界的混沌（chaos）状态。

郁达夫的海外“文”踪，驻足日
本、“南洋”，远及北美、欧洲。总体
上看，郁达夫在日本是一个“关心”
的对象，在“南洋”是一个“好奇”
的对象，在北美欧洲则是一个“研
究”的对象。日本通过郁达夫看到了
自己的文学影响力和历史罪孽，“南
洋”通过郁达夫看到了自己的文学成
长和影响痕迹，北美欧洲则通过郁达
夫看到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
进程。这一切的合成，则构成了郁达
夫海外影响的完整“文”踪。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配图由郁达夫之孙郁峻峰提供）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郁达夫的海外“文”踪
刘 俊

凉州不凉，文脉绵延。尽管
凉州词抒写的不一定是凉州，凉
州却演变为一种历史文化符码而
存在。汉唐时，因就职或不同缘
由到凉州的王维、高适、岑参等
诗人，无不在凉州留下了深深烙
印。一曲曲凉州词，让人们在回
望凉州时，仿佛置身于历史的脉
动中，随羌笛的节拍和金戈铁马
的声响，倾听有别于莺歌燕舞、
小桥流水的慷慨高歌。

繁华之上，创作的难度便增
加。再辉煌的历史，一走入活生
生的现实，便是挑战。

宏大叙事不是历史的全部。
小切口，往往会使历史的瞬间或
细节更能直指人心。

凉州籍或居于凉州的当代写
作者，面对辉煌的历史，难免会
陷入迷茫或沉思。让凉州在纸上
焕发新生，拥有勃勃生机，而不
是单纯地把历史摊开，插上几根
旗杆，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
个课题。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这
片西北的热土，会发现“文学凉
州”今时已不同往日。

叶舟之于凉州，是一种诗意
的存在。一部《敦煌本纪》，不
仅为敦煌立传，更为找寻那些失
落已久的民族血脉和气韵。三大
家族跨越半世纪的命运沉浮，说
尽河西走廊的来路与归途。与生
俱来的野性，在河西走廊奔逐，

“冰天跃马”的梦想插上翅膀，
一挥袖，凉州便气象万千。

祖籍山东的王登渤出生于凉
州，把凉州视为故乡。一部《凉
州的光响》，吟唱、弹奏、曼
舞，给丝绸之路平添了浪漫情
调，让行走的旅人不再孤单寂
寞。在他笔下，五凉文化东渐，
凉州学者、儒生乃至僧侣参与了
一场浩大恢宏的历史壮剧，在拓
跋鲜卑之后，中国文化中浸润了
一股来自旷野的浩荡之气。也正
是依凭这股气息，迎来了一个充
满活力和开放气度的大唐。

古马提着锉刀，把丰满的凉
州锉得形销骨立。在 《胭脂牛
角》《西风古马》《红灯照墨》

《落日谣》等诗集中，他插入凉
州的缝隙，离凉州越远，心却靠
得越近。他骑着西风瘦马，专找
那些精悍的意象和短章，像乌鸦
穿了鞋子，在西夏的苍茫中奔走。

徐兆寿一路向西，在五凉的
漩涡中奋力摇楫，试图靠近河流
的另一岸。一部 《西行悟道》，
堪比文学上的西域凿空。如李敬
泽所说，这样的书写是在新近获
得的历史自觉、历史洞见的视野
里，重新认识、重新讲述的西
部，凸显出“凉州是中国人恒久
的精神边疆”。

雪漠的大漠三部曲被称为
“守根的文学”。这位土生土长的

凉州作家，为日益消逝的西部农
耕文明做精神传记。他的长篇小
说《凉州词》，展示的是“武侠
世界背后的世界。”他剑走偏
锋，找寻凉州武魂与人之生存的
相融点，看似“草灰蛇线，伏脉
千里”的奇幻，叙写的其实是

“一种无比真实的生活”。
他们的努力，使人们重新认

识了凉州。他们的笔下，凉州不
单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是一种充
满奇异的意象。他们突破了宏大
叙事和华美风格的单向输出，竭
力在找寻一种根脉的所在或延
伸。凉州，在他们笔下生动起来。

这是凉州的宿命，也是他们
的使命。

各种文化的杂糅，须得顺丝
而抽，理出的那条线，连缀起凉
州的古今。

这座城市，太古老了。古老
得令人肃然起敬。

在认真读过《伦敦传》《东
京传》《北京传》《南京传》 和

《丝绸之路》后，我发现凉州在
豪放之外，更是内敛的。它站在
了历史的背面，拉长的背影上，
有行字在跳跃，那就是新凉州的
前世今生。

这座工商业并不发达的城
市，在当今，如何重拾汉唐的辉
煌，重新发挥丝绸之路桥头堡的
作用，像阿来那样远眺，像马步
升那样测度“鸠摩罗什的法种与
舌头”，留给我们无限空间。

文脉胜处，总会芳华四溢。
（作者系甘肃省作协副主席）

收到束沛德先生题赠的 《我这九
十年——文学战线“普通一兵”自
述》，一口气读完。这里有我熟悉的

《我当秘书的遭遇》《我也当过炮手》
《难忘菡子》等篇章，也收录了我未曾
读过的不少新作。全书分为“我与作
家协会”“我与儿童文学”“我的良师
益友”“我的笔耕生涯”“我的亲情家
风”“我的夕阳时光”6 辑，以“我”
为主角，雪泥鸿爪，串联起作者与文
学结缘的人生轨迹。读后，有一种翻
阅厚重老相册的感觉，落花流水，蔚为
大观，须眉毕现，栩栩如生。这本书无
疑是束沛德先生九十大寿最好的礼物。

在儿童文学领域，束沛德集领导
者、组织者、观察者、评论者和建设
者于一身，说他如同儿童文学园地的
一棵大树，浓荫之下，庇护并培养了
几代儿童作家，大概他不会同意，因
为他从来是谦逊的、平易的。书中他
不只一次称自己是跑龙套的、打杂
的，是散兵游勇，这是他对一生钟爱
的儿童文学最朴素真挚的感情。在编
辑 《束沛德谈儿童文学》 一书时，他
坚持用“谈”字，而不用“论”字。
他说，书名用“谈儿童文学”而不用

“论儿童文学”，是“量体裁衣，更切
合实际”。这很能说明束沛德对于自己
所处的角色和所做工作的基本认知、
态度和感情，他把身段拉得很低，不愿
做振臂一呼高悬于上的姿态，与这本书
铅华洗尽的风格很是吻合。

不过，在涉及儿童文学观时，他
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为谁创作？他
说儿童文学是为我国“几亿儿童创作
的”。创作标准？他说“以情感人，以
美育人”，这是“儿童文学的艺术特征
和功能”。对作家的要求？他说“儿童
文学作家要永葆童心。失去童心，失

去童年生活对自己的馈赠，就可能捕
捉不到生活中的美和诗意，捕捉不到
孩子们独特的情感、心理、想象。”这
三方面构成了他几十年来稳定的儿童
文学观，对于今天有些“乱花渐欲迷
人眼”的儿童文学现状，尤其具有明
心醒目的作用。

书中还可看到他对师友们及普通
作者的感情。写德高望重的前辈或功
成名就的晚辈，很容易锦上添花、肥
肉添膘，或沦为人情站台式的敷衍和
吆喝。但束沛德能将这类文章写得出
自真情，平实而感人。特别是 《一本
诗集联结了我们仨》，写与一位几十年
从未谋面的业余作者的感情。1956年6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请束沛德为志愿
军战士蔡庆生的诗集 《告诉我，来自
祖国的风》 做初审和编选工作。诗集
出版后，他保留至今，并在耄耋之年
终于和蔡庆生联系上。60 余年漫长岁
月，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经历多
少迁徙颠簸，又不是自己的熟人或亲
人，束沛德却能将一本薄薄的诗集珍
存至今，足见其重情重义、心思细
腻。这样的小细节，已经蔓于文学之
外，尤为令人感佩和敬重。

“我的亲情家风”“我的夕阳时
光”两辑，使我更加了解束沛德人生
的侧面。读《相见时难别亦难》，品味
出他与亲人的缱绻之情；读 《童年记
趣》，谁能想到这样一位温和的谦谦长
者，当年竟站在叠在八仙桌的椅子
上，学京戏武生，一下子从上面跳将
下去？也许，拥有这样的童年经历，
命运才会让他与儿童文学结下一辈子
的不解之缘吧。还有一篇《退休23年
来辞旧迎新日记》，最为别致，收录了
1998年到2020年20余年来每年最后一
天的年终小结，生活写作、家人朋

友、居家旅行、患病医疗等方方面
面、点点滴滴，删繁就简，清晰而情
趣盎然地留下他的屐痕与心迹。这样
穿珠成串、蒙太奇式的拼接闪回，起
码我是没见过。2004年12月31日，他
写到：“晚上做了干贝三丝、清蒸桂花
鱼等菜肴，一家人举杯共祝新年好。”
2012 年 12 月 31 日，他写到：“我和崑
身体、精神还算好，生活能自理；我
俩乘公交车先后探望了几位病中的老
同事、朋友。”2014 年 12 月 31 日，他
写到：“读李东华的 《少年的荣耀》，
已读了三章，60多页。”这三组特写镜
头记下的并不是什么大事，但不要忘
了，作者已是耄耋老人。我们看到了
他对生活一如既往的热情，对友人一
如既往的情谊，对年轻作家一如既往
的关注。这是三幅活色生香、温馨蕴
藉的画面。

诗人布罗茨基说：“一个诗人的影
响，就是一种放射和辐射，它会传递
一代人和两代人。”束沛德就是这样
的，他用他的文字，他的工作，更用
他的心地、感情和精神，影响着我
们，并将传递给下一代和下两代。因
为这样的影响，也是他从上一代那里
继承的，如书中的赵景深、严文井、
沙丁、远千里、菡子……

合上新书，意犹未尽，写下一首
打油，作为此书读后感，并祝束沛德
先生健康长寿——

儿童文学一生忙，
九十风霜染夕阳。
鸿爪雪泥留岁月，
蝇头鹤发课文章。
深枝著子多新熟，
幽谷开花晚后香。
龙套情缘不辞老，
秋光依旧似春光。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诗佛
王维为何从儒学转向佛学，在入
世出世之间，他如何应对内心的
困厄？从一介布衣到朝堂重臣，
韩愈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发出
自己的声音？白居易的人生是否
如他所说的“知足保和”那样淡
然超群？近日，茅盾文学奖获得
者张炜的随笔集《唐代五诗人》
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该书凝结了张炜 20 多年来研习
古诗的结晶，择取王维、韩愈、
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5位唐代
重要诗人，从历史、哲学、诗
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的角
度，深入他们的精神与艺术世界，
让每一位诗人在文本中复活。

在张炜看来，人性决定诗
性。诗人的道德感、价值观、身
份和立场，构成了他们的创作基
础。如论及韩愈时，张炜指出，

“韩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辩，使
他在对待一切事物，无论是情与
景、人与事，都一概全力以赴，
兴致勃发。他在阐述事物的过程
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种决战
的姿态。”“为了完成这种超常的
表达，他必要寻找抵达极境的一
些词语，于是也就有了新奇的造

句方式，无论是比喻还是描述，
都要浓烈深切，绝不会浅浅划
过。”论及李商隐的无题诗时，
则认为“这些辞章由于别具一格
的果断、痛哀、敏捷和锐利，从
而免除了同类诗章的感伤与呻
吟。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呻吟之
声，在李商隐这里殊为少见。”

从 《读 〈诗经〉》《〈楚
辞〉笔记》《陶渊明的遗产》《也
说李白与杜甫》《斑斓志》，到

《唐代五诗人》，张炜完成了个人
的古典诗学体系。正如论者所
言，真正的诗学应是一种生命的
对接，而不单是字面的诠释。张
炜重视挖掘个体生命的复杂品
质，让每个论题得以直取本源。

◎

解
码
文
学
空
间

心
事
浩
茫
话
凉
州

李
学
辉

◎

解
码
文
学
空
间

心
事
浩
茫
话
凉
州

李
学
辉

与唐代诗人实现生命对接

◎

新
作
评
介秋
光
依
旧
似
春
光

—
—
《
我
这
九
十
年
》
读
感

肖
复
兴

▲

小
田
岳
夫
著
《
郁
达
夫
传
—
—

他
的
诗
和
爱
及
日
本
》

▲

小
田
岳
夫
译
《
过
去
—
—
外
六
篇
》

▲

小
田
岳
夫
译
《
过
去
—
—
外
六
篇
》

▼
冈
崎
俊
夫
译
《
我
的
梦
、我
的
青
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