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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一无所恋》

内容概要

本书以史实为依据，辅以合理的文学想象，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萧红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叙述其
从童年到成年，从哈尔滨流亡到香港的全部人生经历，详细展开她与汪恩甲、陆哲舜、萧军、端木蕻
良等人的情感纠葛，以及与鲁迅、茅盾、聂绀弩等文化名人的交往，将萧红人生中存留的诸多迷案一
一解开，还原一代才女的悲情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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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一无所恋》

作者简介

叶君，湖北省浠水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萧红文学奖得主，著有《从异乡到异乡─
─萧红传》、话剧《落红》，现居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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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一无所恋》

精彩短评

1、希望这个命途多舛的女人 能够被更多人真正所知
2、关于萧红的作品读过不少，这本书的叙述很多地方改变了原来对萧红的一些认知，用小说的方式
表现这位女作家的一生似乎也是最尽致的。仿佛在听她本人娓娓诉说，这种感觉很微妙。
3、第一人称的视角，读来格外亲近动人，也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的选择。了解并理解萧红一生，读
两本书足矣：《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我本一无所恋》。这部小说最别致之处在于，在客观与
有温度之间找到了一个自然的平衡点，没有对萧红极深的研究功夫作底子，这点恐怕很难达到。
4、内容精彩，装帧设计很美，值得购买
5、“天蒙蒙亮，我发现自己露天躺在一张小床上，四周都是病人。护士还有做义工的女学生在病床
间忙碌。我好像又看见了那个港大高个女生。
我想起哈尔滨那个送人的孩子。
我想死后暂时埋在一个面朝大海的地方，日后迁至鲁迅先生墓旁。
我想告诉端木这些，却完全没有力气开口。
我感到极其难受。我在挣扎。端木俯身把耳朵贴近我的嘴边。
我重复着：“孩子、鲁迅、大海⋯⋯

我穿着那件亲手做的旗袍，拎着手提箱，站在呼兰河边。
月已落，一盏河灯，远远朝我漂来，停在我的脚边⋯⋯”
被催泪了。心里被涨满，既满足又伤感，或许这就是百感交集的旅程吧。
6、从头读到尾，简直停不下来。第一次看到以“我”的视角写萧红的作品。比电影好看，耐人寻味
。
7、传记小说写的精彩不容易，用这样的叙述角度更是大胆的开创，把许多作家回避的变成自己的特
色，还是很不错的。希望作家越写越成熟，有更好的作品。这年头烂书泛滥，有个可读的书真不容易
8、书不薄，但因为内容精彩，排版的视觉感舒服，所以读起来毫不费力，比较享受。第一人称的视
角，和第三人称叙述给人的感觉确实不同。作为小说来讲，第一人称确实是费力但讨好的天然小说视
角。
9、非常棒的第一人称小说，是作者经过十年的研究之后铸就的细节真实、情感流畅的关于萧红传奇
一生的小说。可能是太了解萧红，她的人，她的文字，她的感情，她的坚强和脆弱，她的文学才华和
人性弱点，作者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吧
10、读完使人想起"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
否？千万恨，为君剖。"
11、最近在图书馆看到，看了一些，想继续看下去描写细腻.去年十一月份看到这本书。后来借来看，
已经看了一大半了。男性作家写的能这样细腻，很不错了。17.4.6
看完了，也写了一点点感想⋯⋯诶，萧红，成为我喜欢疼惜的一位女性
12、叶君老师最新传记小说，十年心血，值得一看！

Page 5



《我本一无所恋》

精彩书评

1、非常幸运能够读到叶君先生的这篇小说,拿到书后读了两次,收获颇丰.说来汗颜,本人之前对萧红的
印象仅限制在文学史教材,传闻八卦方面,对其本人缺乏整体的了解.读了叶君先生的小说,让我认识到了
一个相对真实,立体的萧红:既有任性倔强的一面,又有作为女人脆弱的一面.我时常想,这就是性格的原因
吧,骨子里叛逆,不受家庭的束缚,所以注定走一条异于常人的道路.如果当初萧红听从家里的安排,事情的
发展又会是怎样.首先,本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令人耳目一新.&quot;我&quot;在小说中提到
的祖父,翠姨,有二伯等等,都是之前在萧红作品里遇到过的,所以读起来特别的真切,颇有带入感.读小说,
就像与萧红面对面,使我迅速接收到她不同时期的情感活动以及坎坷的个人遭遇.再者,作为一名男性,叶
君先生用特有的细腻情感写出了萧红短暂而又传奇的一生,作者通过&quot;我&quot;的诉说,牵引出对汪
恩甲,萧军,端木蕻良等男性的理解以及对生活的体验感受.与此同时,小说观点又尽量做到了客观公允.其
次,小说中涉及的人物较多,处理不好就会使读者思想混乱,但阅读小说后,我们惊喜地发现作者为人物出
场作了精心地铺垫,从而给读者争取了心理缓冲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搜集资料方面下了很大的
功夫,时间,地点的设置都有据可循,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如果作者没有足够耐心的
话,是很难胜任这样繁琐的考据工作的.总体而言,小说语言直白细腻,行文自然,值得细细阅读.
2、好处已被说尽，我只好大胆说些“不好处”。

之前从未读过这种学者写的第一人称“传记小说”，无从比较，不过以常理论，大概学者作文还是同
作家有异。

1长于搜集，短于材料剪裁；

写这样一部作品需要积累的材料数量一定是海量，客观如地理风貌、服饰特色、饮食习惯、物价，主
观如人物的家庭情况、交际情况、语言风貌，考证研究一定艰难而繁复，作者不愧是萧红研究专家，
整部作品材料丰富而详实，有些地方可谓细致到令人赞叹。

于此同时，因为掌握着自己钟爱的宝贵材料，便很可能舍不得裁剪，如此呈现出的作品风貌也有芜杂
之感，以至于各种来去的人物、事件太多，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过少。本书中的多数事件大概可以概括
为“社交”，某某去了二萧处，二萧同某某一起吃饭，某某同萧红散步，某某给萧红写信⋯⋯未免有
些单调。

2长于叙事，短于塑造人物；

想起萧红，我们先想到《呼兰河传》《生死场》“左翼”“萧军”，而作者则很可能只是想到了这个
人，是一个丰富而鲜活的人。作者一定是对萧红有着非比寻常的熟悉与热爱，所以跳出了一般人将萧
首先当做一个“作家”的认知范围，首先将她塑造成了一个女人，文笔细腻而自然，尤其是几次发现
萧军移情时的嫉妒与隐忍，笔触真切，令人赞叹。然正如我们观山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身在山中
却只是满眼山石、野花、溪流，作者对萧红的细节过于熟悉过于了解了，整体人物就有些散。

一本书近500页，除二萧、鲁迅三人，其他人似乎都是“扁平人物”，有点“用过就丢”的意思。读完
此书，重新翻开现代文学史，看二萧二人的介绍觉得很熟悉，那些列在“东北作家群”五个字之后的
从未在脑海中留下过任何印象的“舒群”“罗烽”“白朗”等名字突然有了意义，但非要说出这些人
的作品、性格，又实在说不出。唯一一个有趣的汪恩甲，却注定是个不正面的路人甲，很快就消失在
了本书茫茫的配角之海，真是可惜。

最后，若多些这种优秀作品，文学院的学生啃课本的时候也可以多有些趣味。近两个月来第一次这么
完整地读完一本现代作品，真是不错。

PS:表示一下对两小时读完25万字并写出书评《借我最初与最终的不敢》的吴女士的敬佩之情，是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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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一无所恋》

才，本书断续读了两天，感觉再也不敢混豆瓣了。

3、带不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他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书名 “我本一无所恋 
”但显然作者笔下的萧红正如他在整本书的开头所说的那样，我本一无所恋，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
。书中的萧红也并非我们所曾经认识的市井百姓口中绯闻缠身的萧红、并非语文、文学史课本中的萧
红、并非电影中那个一生似乎只流离在情感之中的萧红；这是一个和千千万万个我们一样，有自己的
想法、有勇气又懦弱、有爱情有仇恨、有豁达有自私的萧红。“我本一无所恋”中的萧红，我更愿意
称她为遒莹，正如那个她狠狠爱过的三郎、她所爱戴的鲁迅先生、她日日夜夜牵挂在心头的祖父、那
个鼓励她读书的陆哲舜、那些她周遭的人人一遍遍唤她的名字一般。这是她自己的故事，打开书，你
仿佛就能听见那时候的遒莹，在一个略冷的却还没有冷透的冬日下午，靠在暖气片上，手里拿着一只
略有些斑驳的钢瓷杯，缓缓和你讲她的故事，语调平缓，偶尔因为痛苦或是怀念停顿，偶尔湿了眼眶
，冬日哈尔滨的阳光打在她的脸颊上，能看见上面细细的绒毛。书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处，一处
是遒莹刚刚脱离家庭求学的时候，“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的暗夜的到来”，太过
喜欢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了，而这也是为何在我看来就算在今日也算是生陷人生的极困窘的地步的遒莹
从未放弃自己的求学信念的一束光。书中的描写也是极为细腻的，仿佛随着那轰轰的火车声，我也随
着遒莹颠沛往来，看着她怎样一次次接受打击，一次次扛下来，奋不顾身地挣扎着；另一处让我动容
的，就是遒莹与萧军的爱，“我摇摇头，靠在他胸前：“三郎，我会拖累你。可我又太想痛痛快快地
爱一回。不尽兴的爱不如没有。但我知道，我的宿命只能跟那些我不爱的东西周旋。”那是怎么样清
醒而又勇敢的女性啊！一个为爱而活的女人，身上总有着一种天真与不世俗的气息，当遒莹靠在她的
三郎的身上说出这些时，我能感受到的是一种极为纯净、无私的爱意，一种苦难中的浪漫。说来也惭
愧，“我本一无所恋”是我读过比较厚的书了，但是读起来并不费力，情感时常会随着遒莹的经历一
次次波动，很多长辈甚至同辈无法理解萧红，特别是女性。读书的时候，我是完全能明白她的，我并
不是要一味地颂扬她，她也有她的无知和软弱，但更多的时候，她是那么的勇敢、灵气、为了爱不顾
一切正如我题目中说的那样，因为渴望太阳，所以看日出复活，狂奔着飞翔！
4、书到手里刚刚四天，得空暇就读上几页，思绪始终沉浸在作者所叙述的故事里。仿佛在眼前展开
了一部电视剧，各色人物粉墨登场，而那个拎着手提箱四处漂泊的主人公萧红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
去，感同身受着的她的孤独、喜悦、痛苦还有抱负。叶先生的著作，这是读得最认真最细的一部。这
本书在写作与制作上都很用心。叶先生笔下的萧红，应该是最值得信赖的书写，因为这又是一部文学
作品，在值得信赖的同时也经得住品味。放在书橱上也是能增光添色的一本好书。
5、萧红是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女性作家，《我本一无所恋》以独特的写作视角描述了萧红悲惨
短暂的一生。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爱折腾，不愿守本分，就像是一棵不服输的野草，让人心
生怜惜。读完了这本书，我认识了解了一代才女跌宕起伏的一生，感受萧红的爱恨情仇，在书中同她
一起和不公平的命运坚强的作斗争，在逆境中生长，在死亡里永生
6、第一次写书评，紧张而幼稚，但还是想表达，尝试这未尝不可的一步。同时想着不写过分抒情和
带入过多个人感情的话语，要求自己冷静观照，滤清自己的思路，提供一个视角。不一定对，又不一
定错，个人感受，期待交流。两个小时看完本书，看完的瞬间感觉仿佛从水中终于浮出头，被人提拉
出水，也终于泅渡至彼岸，深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像是看罢一场台词鲜少的冷色调电
影。心情复杂，因为窥探到太多——对平凡之物的温情，对崇高形象的消解，对一个我们想来觉得有
些&quot;作&quot;的有才华的女人命运的作者个人理解。想起沈从文以前说过&quot;明白生命的隔绝，
理解之无可望&quot;，但是萧红作做所为，想想极具人性，为何不合理？唯一不作法自毙或是被扼杀
死于那片东北大地的办法是飞。木心先生也说过，艺术家，天才，就是要飞。然而飞高，狂而死。但
萧红的性格，也是宁可飞高，宁可摔死。扯远了，回到作品本身，作品内故事时间主要横跨萧红高小
毕业直到伊人逝去，前半生没有与萧军的纠缠、与文学的相依，是同家族共处时产生的不甘、反抗、
矛盾，令人难以置信，恍若看一部所有巧合聚集在一起的戏剧，几乎在第一章叙述中就开启了同家族
彻底决裂而投身于一个像她父亲、胜过她父亲、却也与她父亲不同的男人，开始了另一段自我吞噬同
时自我肯定、收获，不断推翻又不断重建的人生。一个烫痛过许多次的孩子，一个心灵世界无限敏感
的姐姐，你看到她仍然如飞蛾爱火，从容燃烧。作者在后记中提到，&quot;所有的努力，不过是为了
让一个命途多舛的女人真正为人所知&quot;，我想最低最低，低到尘埃里的愿望，是我们别再以一个
私人情感过于&quot;浪漫&quot;的女人去衡量她，一旦被贴上标签，成为某种概括性的符号，你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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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一无所恋》

难逃脱，何况她已无机会为自己言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文中几处地方明显营造了对于故事时间
和叙述时间不一的提示，比如说，说到&quot;我无从意识到，我那后半生的宿命，便在这句话里种
下&quot;、&quot;我哪里知道，他们的故事今晚只是暂告一段落&quot;，类似的地方书的289，340
，391，428，444，459页都有，因为都是极能使人注意到的超前的讲述，在看的时候做了标注，这么
略统计一下，发现竟然确实是有许多处的，这样的写法固然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冥冥之中牵引着主人公
的宿命感，生命太长，但她的又过短，遥遥一梦。但用得过劲，如说毛笔写&quot;老&quot;了，撇捺
铺张过大，过于渲染前后宿命气氛和雕琢反而暴露了隐藏在第一人称叙事后的写作者的企图，那就是
为读者提供一条也同宿命感般的阅读思路而无暇其他。从我阅读习惯来看，我其实时时想跳出，想抗
拒这叙述的必然，反正因为故事的本身传奇性和戏剧性，它的节奏裹挟你向前向前冲，来不及细想来
不及反应，就进入下一段矛盾、下一段&quot;传奇&quot;。生命所该有的庄严、沉寂，用克制的笔调
写就极其考验作者功力，不露出&quot;马脚&quot;几乎不可能，何况&quot;零度写作&quot;其实也是一
种 温度的今日视角，既然这是以第一人称写作，同时又是回忆式的，这样的昭示又情有可原。视角选
择值得称道，也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与亮点，第一人称&quot;我&quot;，好处在于直述心事，没有遮
遮掩掩，也得以窥见作者感受；也有局限，很多剧情掣肘，如萧军一次次&quot;出轨&quot;被撞见，
不过也仅限此处重复，其他细节如端木和骆宾基相拥的日光影，还是使人内心一热，双眼湿润的，因
为看到这里，我发现此前所有的锋芒所有的压迫感都消失不见，满心只剩下慈悲。萧红也是在此时，
真正与命运和解。凡是伟大和解的爱，必经过死，向死而生，有时又以死句读，极好的爱极悲的爱极
、幸运极不幸的皆是。另外我注意到，全文最要害的转折点，大概也在书将近一半的这个位置，就是
由三郎名讳到萧军的这一身份转变，使人发现对叙述节奏的安排是颇有意识的，现实把张廼莹劈成两
半，一半向前追寻江风空澈温暖，一半向后宛若草叶飘零坠落，一漂就是近十年，本来无根的浮萍，
越发如蓬草无可依凭。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作者是男子，想想觉得这样写对他来说应该是很难，但
我看到描述之外，他内心有着柔软的水，是倒印着女子心肠的，我认为世上男子皆有脆弱，男性里包
含着被压抑克制的女性，女子也是一样。这样的匠心和用心乃至可以称得上&quot;精工&quot;，从每
章标题也可看出。有句话我觉得表达得特别巧妙，是女性的体贴无奈，水一样的感觉，可又是土一样
的厚实，语言简单，但贴切，直截了当，添了爽利，就是电影院画广告那段情节，三郎喝酒后，廼莹
心想的&quot;男人感伤了。&quot;读到这里，我甚至意外调皮地笑了一声。真实与虚构(注意，虚构并
非杜撰！)的界限一次次被作者营造的合理性气氛模糊，拉远来又可以看见作者自我的一种满意的愉悦
，或者说是一个善意的游戏。举个例子：一个女作家过早的去世了，又一个女作家过早的成熟。港大
的高个子女生，张姓女学生，演讲上的一打眼，是作者在有限的虚构里任性了一把，却不让人觉得突
兀，这是有意营造出的细节真实性和合理性带来的别样的阅读体验！甚至最动情的尾声，&quot;港大
高个子女生&quot;竟然也出现，作者认为萧红是足以和张爱玲比肩的女作家，所以在这本书里也有看
到这样的细节，是所谓&quot;无法遏抑的抒情&quot;和&quot;有限的虚构&quot;，和作者对她们文学史
地位观照的理解的一次深情的体现。就像王安忆写《匿名》曾说说&quot;生活中藏着隐喻，也布着陷
阱。读者，你要小心。&quot;故事本身真实与否不重要，关键是讲述出来以后，带来的效果，读者你
相不相信，这需要文字技巧，部分事实依据加上环境情况，以及细节(心理细节，动作细节等)，最后
抓住读者求奇心理。不过这判断仍然留给读者，因为一个有能力的读者，会在阅读中形成自己的认知
和观点，关键是&quot;作者已死&quot;，故事还给我们读者。除了客观描述人生，一部作品更多的欲
望是加入自己的理解与诠释，至少这部作品是如此。想象和事实妥协互为表里是需要大量资料的，所
以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作者对文中涉及的史实、人物的苦心经营，是掌握着相当详尽的资料才能&quot;
还原&quot;的！这里要感谢作者为一部小说，在大众眼里常常是&quot;故事&quot;&quot;虚构&quot;的
代名词所做的，已经上升到学术水平的贡献。&quot;倾城时刻，一张纸条便是巨大的慰安&quot;，分
明感觉这是一场倾城之恋，没有道理，是水中的芦苇，但是却又让人难以不伸手抓握住，你怎么能在
下坠之时不本能的拖拽住眼前所能见的一切依凭？只是因为了解了，才敛了尖锐，退了锋芒，和解以
后成为圆融的温柔，宽厚的刚执，且更成为自己的牺牲品。但你是否能说萧红不该遇见这些所有人？
不是的。像哈姆雷特和霍拉旭，天才必是孤独的，但也必是有朋友启发，只是不论朋友还是婚姻，失
和之事常有，因未完全了解而吸引，又因摸透底细后分离。是悲剧吗？是。但并非萧红个人，这可说
是人类的悲剧，是所有亲密关系中潜藏着的刺。悲哀吗？很悲哀。但并非只一人悲哀，所以希望我们
可以从悲哀中落落大方走出来，作品里放不下，但你感觉得到，所以说好。廼莹这样的人，让人体会
到爱的艰险，该爱什么人，又该被什么人爱呢？以死开始，以死终场。前后印证，至诚至情写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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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柔的纵情，要阳刚的理性，难。但是好不好？特别的好。因为在细枝末节中突现匠心，整体气氛又
是一派苍凉茫茫。所以我才在开篇阅读体验中提到电影，提到泅渡。接着再发现，小说里河灯、旗袍
、手提箱，便是这女子的一生了，死亡、归依、离散。其实同那些男子都无关，这女子一开始感情张
力便猛而烈，活在荷马史诗般的力量中，活在诗里，活得颇像个曲高和寡的传奇，清唱中的繁弦疾管
。一生中，不断南逃南逃南逃，心念回乡回乡回乡，身体是牢笼，唯有在梦中，才得出狱喘息片刻。
原谅我私心只说萧红，其他人物不着一笔，这是因为在我的角度，过多的分析他们的形象和性格无用
，大概过偏了，可能也是我的任性。另外补充两处我最爱处：一为日本寻弟弟秀珂，描写&quot;他住
的那间屋子里放着竹帘，里边静悄悄的，好像有人在里面睡午觉&quot;，不知为何有禅意，又有日本
腔，怪味道，浅浅的力道是四两拨千斤感，也许还有智慧灵光一现，难说，不见深度，但就是清淡柔
软如糯米之美。二为323页12行，可说是颇痛苦颇有哲理的话，&quot;这世界有些人强到令人讨厌，而
有些人却弱的让人心疼&quot;，是病着了的叹息，芸芸众生为何芸芸？花花世界何其花花！最后稍微
提一下《黄金时代》，近几年有关萧红的各种形式叙述泥沙俱下，本片态度其实是很严肃的，在我看
来看过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之后观影，绝对是一次实验性的享受，并能够沉醉于电影所提供的不
断抽离，并时刻和故事保持冷静的距离。这种影像叙述方式不是迎合大众的，甚至是和大众有些抵触
背离的，从它的票房可以看出。但如果我们越来越只接于单一舒适的言说，我们对于各种艺术形式的
体验也会趋于大众化的统一。这就是我的一二点感想了，落笔草草，不成体系，只是说出个人的声音
，因为这部文学作品带给我的心灵上的感动。
7、书拿到手不到一周，得空就静静翻读几页，思绪始终沉浸在作者深情讲述的故事中。在这本书中
，民国名流悉数登场，那个拎着手提箱四处漂泊的孤零零的身影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散。这本书像是
有一种魔力，从触摸到封面以后开始就爱不释手。叶君先生的著作我手里都有，这一本无疑从写作到
制作上都是独具匠心的。放在书架上确实能增光添色的好书。很多地方真的有增之一字太多，减之一
字太少的感觉，不经过多次修改应该没法达到这种状态。这个年代，有人肯静心满怀诚意的写这样一
本书，有人肯好好制作用心打造出这本书，都是应当致敬的。
8、了解一座城从了解一个人开始，了解一个人从读一本好书开始，有幸读到《我本一无所恋》，看
到了萧红传奇而悲惨的一生。首先作为一部以真人故事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最吸引我的是小说的叙述
角度，我会在阅读的开始就关注作家该如何以第一人称写这么一部长篇小说，不说多么成熟，但足以
看见作家构思的精巧，尤其是文中几个男主人公的情节，第一人称写不出来，作家通过写作技巧表现
出来，但同时又不觉得假。然后就是小说的语言风格，小说引子开始写到“月亮挂在天边，长长的影
子拖在我俩身后，薄薄的雾霭被河风吹散。呼兰河宽阔平静，水流无声。不一会儿，水面上就只剩下
几星零落的烛光，在灯碗里一闪一闪。”细腻的描写我首先想到作家是女性，后来想到沈从文，细腻
的文笔让人读来会很舒服。小说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是线索，和意象，河灯从开始出现的突兀的奇怪
，到后来尾声再次出现，一切就解释的通，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很难表现“我”的死亡过程，于是
作家用意象代替，这种表现手法也许是叙述角度的限制，但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收获，为死亡蒙上了
一层美丽的面纱。我不了解哈尔滨，印象中的冰天雪地，没有生气，到这本书告诉我萧红一生以后，
我又读了萧红的小说，看了《小城三月》和《呼兰河传》，感叹哈尔滨还有这样美丽的风景和淳朴的
民风。也许这是我初读浅薄的见解吧！希望有机会了解更多的
9、在没有来到哈尔滨以前，“萧红”这个名字于我而言只是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里介绍东北作
家群的一个很短的段落里，一带而过。那时我没有读过《生死场》，也不知道《呼兰河传》，更不了
解她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她引发的我仅有的一点关注也只是她唯美而感伤的名字——萧萧落红，哀
婉凄艳。后来，我来到哈尔滨。这时我才知道，哈尔滨是萧红的故乡，是她很多作品的背景所在地。
这里有她喜忧参半的童年生活，有她孜孜不倦的求学时光，有对父权的决绝挑战，有饥寒交迫的流浪
经历，也有她刻骨铭心的情爱传奇。而对这一切的深入了解，全部源于我的研究生导师——叶君老师
。叶君老师是湖北浠水人，来到哈尔滨已有十余年。他说：“这十年其实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专
注于对萧红的研究。”十年一剑，他倾注的不仅是专注和执着，更是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令人肃然
起敬。对萧红的叙述，到2016年的这本传记小说《我本一无所恋》已是叶君老师关于萧红的第五度叙
述。在此之前，他写过传记《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电视剧剧本、话
剧《落红》以及大量关于萧红的学术论文，成果丰硕，获奖无数。《我本一无所恋》以第一人称进行
书写，真实感十足，似乎主人公萧红穿越了70余年的光阴来到我的面前，将她充满波折却流光溢彩的
一生娓娓道来。而本书更为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全书以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贯穿始终，并不存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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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视角和全知视角交替出现的混乱情况。但这一纯粹视角的选择无疑增加了叙事的难度，也是对作者
的一个挑战。但在阅读过程中我欣喜的发现，叶君老师做了一些巧妙的处理，不仅解除了限知视角叙
事的障碍，也为作品增加了文学性和艺术性，可谓一箭双雕。举个例子来说，1942年，战火蔓延至香
港。萧红病重，躺在香港某医院的病床上，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一起照料她的生活。两个男人决心无论
如何也要拯救她，于是走到病房外商量对策。萧红（即”我“）卧床不起，显然无法跟随他们二人来
到病房外。那么，“我”如何知道并描述病房之外的情形呢？如果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这一问题当
然会迎刃而解。但叶君老师是严谨的，他不想破坏叙事视角的纯粹性，所以他做了这样的处理：他俩
走出了病房。只听端木说：“明天我就联系玛丽医院。我们一起挽救她！”一道斜阳将门外两个男人
握手拥抱的身影映照在门口，那一刻我泪如泉涌⋯⋯斜阳脉脉，人影摇曳，这一切尽在“我”眼中，
保证了视角的纯粹。而日落将至，“我”亦将死，凄凉落寞的心境更是通过这一道斜阳渲染加重。这
是作者的严谨，更是他的机智、才情与诗意的流露。掩卷沉思，书中的一幕幕犹在眼前。每座城市，
每个人物的描写都形象真实，栩栩如生。作者对景色的描写尤为出色，如：月亮挂在天边，长长的影
子拖在我俩身后，薄薄的雾霭被河风吹散。呼兰河宽阔平静，水流无声。不一会儿，水面上就只剩下
几星零落的烛光，在灯碗里一闪一闪。这是幼年时的“我”随祖父在呼兰河畔放河灯的情节，寥寥几
笔，似写意山水，如身临其境。在人物的塑造方面，我认为全书最为生动的形象是萧军。在作者笔下
，他憨直、鲁莽和霸道的性格特点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其中有一段描写十分令人捧腹：萧军装没
听见，继续说：“我写长篇，最伟大！”说着，为自己竖起大拇指，接着转向端木，“你的长篇让日
本炸没了，那要写出来再看！”又冲我摆摆手，“你也想写长篇，没那个气魄，我看趁早作罢！”最
后看着锡金，“你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他翘起右手小拇指，“你是这个！”三两动作，
几句话，将萧军狂妄自大的形象刻画无遗，足见作者匠心。《我本一无所恋》主要叙述萧红短暂一生
中后十年的生活，她历经多次炮火，辗转十个城市，最终客死他乡，落红成泥。虽然题材为小说，但
作者依然秉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进行创作。他说：“在这部小说中，虚构的东西很少，哪怕是一个不
起眼的细节我也做过细致的考证。比如我要写几十年前的那个晚上的月亮，我就会去查万年历，查那
天的天气和月亮的圆缺情况，我不会瞎编一个。如果一定要说这里边有虚构的成分的话，那便是书中
融入了我个人的理解和激情。我认为关于萧红的叙述没有必要虚构，因为她的一生原本就十分精彩。
我要做的只是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即可。”如今市面上有不少关于萧红生平的叙述，尤其是电影《萧
红》和《黄金时代》热映之后，对萧红的解读更是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很多作品缺少对萧红本人以
及历史最基本的尊重，只是一味博眼球赚取关注度，实在令人不齿。如将萧红视为一个无耻浪荡的女
人，将萧红与鲁迅之间处理成暧昧的关系等等。而叶君老师十年如一日的细致考证，用心钻研的治学
态度令人景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作品中最不缺的就是诚意”。所以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感到
特别的踏实和放心。哈尔滨这座城市里，很久以前住着萧红，现在住着叶君老师。他们生活的时代和
人生经历有着太多的不同，但我想，他们之间一定是心意相通的。叶君老师说，“我觉得，萧红就像
一个姐姐。”他研究她，理解她，同情她，心疼她，爱她，为她付出了整整十年光阴。所以我说，这
本书写的其实是两个人的十年，是萧红的，也是叶君老师自己的。
10、大概很多人都会更关注萧红的所谓传奇吧。学了现代文学史， 读了《呼兰河传》《生死场》《小
城三月》才知道东北这样一个被视为文化贫瘠的地方，曾经走出过一位这样有灵气的女作家。 原来小
说也是可以写得像散文这样美 原来哈尔滨严冬的冷可以写得让你如同身临其境 拍案叫绝。读了《我
本一无所恋》才了解这位大姐姐。你知道一位女性在十年间一直辗转飘零吗？你知道一个女性对知识
对自由的渴望吗？你知道一个女人曾经怎样为爱情痛苦吗？你知道一个只活了三十一岁的女人经历过
怎样的命运的捉弄吗？有很多人诟病萧红抛弃了她的孩子，但毕竟我们不是她，不知道她当时是怎样
的困难与绝望，若不是万不得已 哪位女性忍心放弃自己的孩子呢？阅读中会被鲁迅先生对青年的栽培
与关爱所感动，会被鲁迅先生的家国情怀感动。“不要紧 经验多了就会好起来 关键是要有一颗关注
现实的心”“我老了没什么好在乎的 只是年轻人还要生活在这样的国家” 读着读着，我竟然觉得，
叶君先生就是鲁迅先生。这本书给人的感觉很真实，不仅是因为是以“我”来做叙事角度，还有很多
的时间 地点 人物 战役 都有作者的考证。 我本没有对萧红的生平有细致的了解，只是曾经细读过《小
城三月》。 读《我本一无所恋》第一章时心里想 ，这是萧红的翠姨！我在她的书里见过呢！ 那种感
觉里有奇妙， 也有真实。“月已落 一盏河灯 远远朝我飘来 停在我的脚边” 读到尾声时不觉间似乎有
泪水在眼眶打转。萧红带着爱离开这个世界。一位女性生命的最后十年，一位学者用十年的时间来考
证，来感受，来诉说她的故事。我感受到的，还有他满满的诚意。最后，希望这个被命运捉弄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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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命途多舛的女性，能够真正为更多人所知。
11、首先感谢北方文学出版社给我们读者奉献一部很好的精神食粮。民国才女萧红在作者叶君教授笔
下爱憎分明性格跃然纸上。⋯⋯不知是出于同姓的亲切感还是对作者才气吸引，购得此书一口气将其
读完，还真有意犹末尽的感觉。看完萧红的故事，联想今天的我们，不愁吃，不愁穿，有安定祥和的
环境却没有多少时间用在读书和学习上，实属可惜。⋯⋯这是一部可以当作“一个人的信史”来阅读
的传记小说。大到人物，小至日常琐屑，都本于细致的考订。令我感叹的是，萧红一生的戏剧性，如
同虚构。但在这部小说里，最大的虚构只是体现在作者对萧红的理解，以及个别情景与心理的想象上
。人生如戏，用在她身上最为恰切不过。萧红的一生，作者是在用心地触摸，忠实地记录，这便是最
好。⋯⋯《我本一无所恋》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是一个民国女子肉身与精神的流浪史一一在
深巨的情感创痛里辗转，在炮火连天里流徏一一其中，作者朴素的叙述，节制的感怀，有限的虚构，
还有无法遏抑的抒情，更有深厚文学研究的功底，才能深刻对萧红及其周围人的认知与理解，诸如与
鲁迅夫妇、茅盾、丁玲⋯⋯等文化名人的交往。深刻细腻呈现一代才女的梦与真，爱与痛⋯⋯织就作
者笔下别开生面的萧红一生，让一个命途多舛的女人真正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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