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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君》

内容概要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
家。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象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
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
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他要使海棠有香，鲫鱼少刺。你说他违背天然，他本来就不求忠实于天然
。他把那种美德，早已三揖三让地让给科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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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君》

精彩短评

1、语言清新雅丽，只恨自己不能过目不忘。林一存有点儿像《白夜》里那位好先生。
2、有趣的故事。比较喜欢结尾。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真是太好了。
3、　　杨振声先生，身兼教育家与作家两种角色，但其一生，为民国乃至新中国的教育，是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和重要影响的，所以这方面他的名声恐怕还更为显赫一些。譬如，他毕业于北大国文系，
又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回国先后参与创办了清华大学，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
）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曾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一职。
　　
　　但也正是这种经历，使他和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分子们命运交集，互为同伴并肩同行。同时他也就
越加紧密地投入到了新文学的发展和创作事业中。这部《玉君》，就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中长篇作品
发表于1924年，在当时来说，篇幅已属“长篇”之列，这部作品当时曾得到很高的评价，但鲁迅还是
认为过誉了，并进行了批评。在后来鲁迅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将杨振声的小说选
入并说“杨振声是疾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但对于《玉君》的意见，却依然不少。
　　
　　而观乎这部小说，作者却也似乎确未“描写民间疾苦”，这部小说，说到底，不过是通过一场复
杂而又单薄的三角爱情关系，描写的现代人（当然指当时）对于现实生活和恋爱的怀疑之心。无法得
到明确的生活目标，男主人公林一存宁愿不追求，而是遗世独立，洁身自好，农耕闲居。这个时候，
现代的生活都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了。然而林一存却无法放弃对于周玉君的恋爱，而周玉君已是身在
法国的好友杜平夫的恋人，他只好努力压制这种恋爱，当她苦等平夫时，竭力保护他，当她对于平夫
的爱告终时，又全力助她摆脱。而他自己对他的爱呢？那种纯洁的爱，犹豫的爱，则被他掩盖了起来
。
　　
　　这是一部干净的小说，其实没有太多的爱恨纠葛，没有陷入小儿女的姿态中去。小说的语言也是
清新的，带着一些亦梦亦幻的色彩。或许是当时的小说过多得讨论着社会黑暗、革命未来这类题材吧
。这种直观展示生活中人们的现实情况的小说，就显得尤为可贵。每个时代自由其文学主流，而新潮
的力量，片面却不是唯一部分，也是完整的一个拼图，不容我们忽视。
　　
　　2010-7-12 夜（实在写得累了，不愿再概括情节，从网上找到一个网友做的梗概，附在下面吧）
　　
　　全书梗概：
　　　　杨振声中篇小说《玉君》，全书共十九章，前有作者自序。内容梗概如下：
　　　　林一存海外留学归来，孑然独居。他的朋友杜平夫与女子周玉君自由恋爱，却遭周家反对。
杜要留学海外，以玉君相托。恰好玉君是林小时候的玩伴，于是杜的来访引起林对与玉君往事的追忆
。
　　　　次日，林去给杜送行，见到玉君及其顽皮、可爱的妹妹菱君。玉君因为违反父命，其父托媒
婆赵大娘来林处提亲。林心乱如麻，发狂奔出。桥下生梦，欲杜有外遇也，又欲早能与玉君有婚约也
。提亲之事发生之后，林心中平添许多无端烦恼，于是跑到北京做教员。这日领薪回来，正在发牢骚
，忽得玉君快信。原来玉君父欲以其嫁军阀之子黄培和，故玉君写信求救也。
　　　　林急忙赶回老家。次日即访黄，欲劝黄放弃，未果，反倒自己吓出病来，于是搬往西山学种
地。恰好遇到玉君跳海，为二渔人所救，抬到就近的林所住之处。原来上次林去访黄的时候，言语不
慎。黄家在外面吹了些恶风，周父听见，严厉责问玉君。玉君本想逃去林处，又怕牵连林，伤心哭泣
，不慎落水。于是林给玉君腾出住处，并接使女琴儿来伴玉君。暂时将玉君未死的消息隐瞒周家。又
找到以为姐姐已死、在海边伤心欲绝的菱君，接来与姐姐相见。
　　　　为了送玉君去法国留学，林不顾仆人反对，将东庄田亩贱卖给了高长脖子。刚好七夕，为了
破破玉君一向独居的寂寞，林带她去看附近小岛上渔民乞巧。这时文中又穿插了林的使女与仆人兴儿
的恋爱故事。一日林又携玉君、菱君姐妹二人去岛上游玩。后来肚子饿了，跑去偷枣子，认识了郑家
渔民。由此玉君与岛上女孩子生了感情，于是教她们读书画画。
　　　　忽然杜归来，听信流言，责备玉君与林关系不正当。玉君大受刺激，愤而成病。康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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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君》

二人商议在岛上开办学校，由玉君来教岛上女孩子，岛上居民听说后也欢喜得不得了。这个时候，杜
无意拾到玉君的日记本，才知误信流言，前来致歉。玉君严厉斥退之。
　　　　忽然岛上发现溃兵绑票，林又碰到旧同学于更生要送妹妹于话梅留学法国。于是林写信给周
父，为玉君请求留学。在玉君准备上岛的日子，林把她与妹妹菱君送上了往法国去的轮船，并告知这
么做的原委。最后林“一个人坐在小舟上，左右漂流，不知何处归去。举目四顾，海阔天空，只远远
地望到一个失群的雁，在天边逐着孤云而飞。”
　　　　全书至此毕。
　　（转自天涯闲闲书话《[书库文信]杨振声小说&lt;玉君&gt;内容梗概及原文的几段摘抄》作者白石
鹤）
　　
4、不错的小说，由于很复杂的原因很少人知道了啊
5、果然很二十年代。动不动就与封建礼教抗争。
6、其实读的是现代社1925年5月再版本的影印（上海书店1985年发行），但豆瓣上无⋯⋯
7、是对“五四”时期受到热议的“娜拉出走”主题的呼应，尽管在这篇小说登场时风潮早已过去。
有必要关注的是它在一系列同类型新文学作品或论说中所处的位置。
8、杨先生的文笔其实很好，短篇里简单几个情境也能勾勒出丰满的人物叫人怜惜。这部《玉君》不
以文笔见长，最叫我欣赏的是借男主人公“一存”之口道出的对于“教育”、“女性发展”、“婚姻
”、“经济重心”等社会各方面的看法，十分超前也十分智慧。
9、新文学碑林一本一本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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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君》

精彩书评

1、杨振声先生，身兼教育家与作家两种角色，但其一生，为民国乃至新中国的教育，是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和重要影响的，所以这方面他的名声恐怕还更为显赫一些。譬如，他毕业于北大国文系，又先
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回国先后参与创办了清华大学，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和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曾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一职。但也正是这种经历，使他和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分子
们命运交集，互为同伴并肩同行。同时他也就越加紧密地投入到了新文学的发展和创作事业中。这部
《玉君》，就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中长篇作品发表于1924年，在当时来说，篇幅已属“长篇”之列，
这部作品当时曾得到很高的评价，但鲁迅还是认为过誉了，并进行了批评。在后来鲁迅编辑《中国新
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将杨振声的小说选入并说“杨振声是疾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但对于《玉
君》的意见，却依然不少。而观乎这部小说，作者却也似乎确未“描写民间疾苦”，这部小说，说到
底，不过是通过一场复杂而又单薄的三角爱情关系，描写的现代人（当然指当时）对于现实生活和恋
爱的怀疑之心。无法得到明确的生活目标，男主人公林一存宁愿不追求，而是遗世独立，洁身自好，
农耕闲居。这个时候，现代的生活都是虚伪的，不真实的了。然而林一存却无法放弃对于周玉君的恋
爱，而周玉君已是身在法国的好友杜平夫的恋人，他只好努力压制这种恋爱，当她苦等平夫时，竭力
保护他，当她对于平夫的爱告终时，又全力助她摆脱。而他自己对他的爱呢？那种纯洁的爱，犹豫的
爱，则被他掩盖了起来。这是一部干净的小说，其实没有太多的爱恨纠葛，没有陷入小儿女的姿态中
去。小说的语言也是清新的，带着一些亦梦亦幻的色彩。或许是当时的小说过多得讨论着社会黑暗、
革命未来这类题材吧。这种直观展示生活中人们的现实情况的小说，就显得尤为可贵。每个时代自由
其文学主流，而新潮的力量，片面却不是唯一部分，也是完整的一个拼图，不容我们忽视。2010-7-12 
夜（实在写得累了，不愿再概括情节，从网上找到一个网友做的梗概，附在下面吧）全书梗概：　　
杨振声中篇小说《玉君》，全书共十九章，前有作者自序。内容梗概如下：　　林一存海外留学归来
，孑然独居。他的朋友杜平夫与女子周玉君自由恋爱，却遭周家反对。杜要留学海外，以玉君相托。
恰好玉君是林小时候的玩伴，于是杜的来访引起林对与玉君往事的追忆。　　次日，林去给杜送行，
见到玉君及其顽皮、可爱的妹妹菱君。玉君因为违反父命，其父托媒婆赵大娘来林处提亲。林心乱如
麻，发狂奔出。桥下生梦，欲杜有外遇也，又欲早能与玉君有婚约也。提亲之事发生之后，林心中平
添许多无端烦恼，于是跑到北京做教员。这日领薪回来，正在发牢骚，忽得玉君快信。原来玉君父欲
以其嫁军阀之子黄培和，故玉君写信求救也。　　林急忙赶回老家。次日即访黄，欲劝黄放弃，未果
，反倒自己吓出病来，于是搬往西山学种地。恰好遇到玉君跳海，为二渔人所救，抬到就近的林所住
之处。原来上次林去访黄的时候，言语不慎。黄家在外面吹了些恶风，周父听见，严厉责问玉君。玉
君本想逃去林处，又怕牵连林，伤心哭泣，不慎落水。于是林给玉君腾出住处，并接使女琴儿来伴玉
君。暂时将玉君未死的消息隐瞒周家。又找到以为姐姐已死、在海边伤心欲绝的菱君，接来与姐姐相
见。　　为了送玉君去法国留学，林不顾仆人反对，将东庄田亩贱卖给了高长脖子。刚好七夕，为了
破破玉君一向独居的寂寞，林带她去看附近小岛上渔民乞巧。这时文中又穿插了林的使女与仆人兴儿
的恋爱故事。一日林又携玉君、菱君姐妹二人去岛上游玩。后来肚子饿了，跑去偷枣子，认识了郑家
渔民。由此玉君与岛上女孩子生了感情，于是教她们读书画画。　　忽然杜归来，听信流言，责备玉
君与林关系不正当。玉君大受刺激，愤而成病。康复之后，二人商议在岛上开办学校，由玉君来教岛
上女孩子，岛上居民听说后也欢喜得不得了。这个时候，杜无意拾到玉君的日记本，才知误信流言，
前来致歉。玉君严厉斥退之。　　忽然岛上发现溃兵绑票，林又碰到旧同学于更生要送妹妹于话梅留
学法国。于是林写信给周父，为玉君请求留学。在玉君准备上岛的日子，林把她与妹妹菱君送上了往
法国去的轮船，并告知这么做的原委。最后林“一个人坐在小舟上，左右漂流，不知何处归去。举目
四顾，海阔天空，只远远地望到一个失群的雁，在天边逐着孤云而飞。”　　全书至此毕。（转自天
涯闲闲书话《[书库文信]杨振声小说&lt;玉君&gt;内容梗概及原文的几段摘抄》作者白石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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