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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了看电影，我也是蛮拼的。电影还没看，下周有时间会把这本书理一下
2、至少读了这本书对于看懂《黄金时代》里各种人物的关系我觉得甚有帮助。
3、虽然是抱着八卦的心态去读的，但是这部书其实还蛮考据的，感觉作者是真心“爱”着萧红啊-，-
4、一本正经的讲述意淫中的萧红。
5、起初分析得入理，后边就明显是偏袒萧红了
6、作者太感性了
7、生死场 需要借来读一读。爱情，对于萧红来说，得是一辈子的念想。可惜那个人，辜负了他
8、不仅仅是野史吧 有很多心理学的分析我觉得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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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一部别样的萧红传记　　　——读《萧红的情人们》　　　　　　周彦敏的《萧红的情人
们》一出版，似乎就遭受了不少非议。非议者大多还没来得及阅读原书。初听书名即开始叫嚷，都说
作者或出版者有炒作之嫌，或者直接说是为炒作。　　　我第一次听说书名时，也有觉得这是出版方
在炒作，待到看完全书才发现，用这个书名是无可厚非的，至于是否恰当，当是见仁见智了。毕竟，
情人除了可作“恋人”解释外，还有“感情深厚的友人”之意，甚至泛指“有情之人”也无不可。　
　　连续用几个周末来读这一样本书，在我是刻意为之，每一个周末都仿佛是萧红一个生命阶段的终
结或开始。从某一阶段开始，萧红将走向另外一种生活，或遇见另一个“情人”，从父亲张延举始，
至骆宾基终，那些出现在萧红生命中的男性，或亲人，或友人，或爱人，成了解读萧红短暂一生的一
把重要钥匙。本书作者在写作时也直言：萧红短暂一生中的情爱史则跌宕起伏，丰富多彩。萧红在情
爱的路途上一再陷落，在一个又一个男人之间辗转流离，虽然伤痕累累，却一直乐此不疲，直到生命
最后一刻。　　　读懂了“一个又一个男”，也就差不多读懂了萧红的一生。所以，我看本书，是把
它作为萧红别样的传记来读，没有正统传记来得严谨，写作之中作者自有偏爱，也难免八卦——一个
经历充满传奇的女作家，也难免被后人八卦。是故，将本书作为盛夏消暑读物也未尝不可。　　　即
便如此，对萧红或有不敬。可是现在，对萧红不敬之言行何其多，从萧军始，其实在萧红生前就已经
开始。萧红临终所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是我们现在无法视而不见的。
当父亲的冷艳、弟弟的误解、萧军的家暴，萧红的悲怆，在生命的最后44天里，和骆宾基道出了几许
。即至在死后，如萧军之流还喋喋不休地纠缠，反而端木讳莫如深、守口如瓶，骆宾基晚年极力否认
与萧红的恋情⋯⋯　　　在萧红生命的“生死场”里，他们扮演的角色，如今任由否认去想象、八卦
，即便“那个儒慕的人”鲁迅，不也被好事者解读成和萧红有恋情，而胡风对萧红香港之行说成“秘
密飞港、行止诡秘”继而对其政治立场的质疑，萧红“不甘”又何如？　　　天才作家的一生，无论
是当年的爱人友人仇人，还是今天的研究者和读者，解读起来各有立场，有误解，有同情；抱有同情
之心的大概会越来越多。但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今人有资格去同情萧红吗？或许，该同情的，是我们
自己。
2、从父亲张廷举到弟弟张秀珂，从李洁吾到萧军，从方未艾到鲁迅，从端木蕻良到洛宾基，如果胡
风也算一位的话。因为想看一下电影，所以想找本书来大致浏览一下萧红的生平。无论是自己所写的
个人传记，还是别人所撰写的人物传记，总归还是有一些不可言说或者附会的个人情感在里面，所以
读传记只是了解一个人生平的一种方式。作者的书名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但如果整本书读下来，
会发现其实这个名字也无可厚非。作者依照时间顺序，根据不同的人分类，介绍了萧红各个期间的生
活、情感等状态。书读完之后，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萧红为鲁迅写的一首小诗“我哭着你/不是哭
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没有能被人带走”。虽然鲁迅逝世时，远在
东京的萧红未能回来，归国后，萧红拜谒鲁迅墓，写下了这首小诗，能够让人感受到她内心的悲痛。
“在现实生活里，她身体的状态是不断地逃离故土，越走越远，永不回头，而她的文字，却隔着山川
岁月，一再地凝望和聚焦家乡。”突然让我想到了《半生缘》中，十四年后，沈世钧和顾曼桢相遇，
她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萧红离开了家乡，义无反顾，而她的小说，最精彩的文字都是关于
故乡，关于亲人的。“出走是为了更彻底的回来。萧红对家庭的叛逆，也许就是为了这灵魂的最终回
归。”“不能相濡以沫，至少守口如瓶”，萧军、端木蕻良、洛宾基三人因萧红而互不理睬，吃的真
是“陈年老醋”。不管谁对谁错，这种家务事外人本来就断不清吧。可是端木的默不作声，使得对他
的好感，要比其他两个人要好：不管怎样，伊人已逝，争感情（爱谁不爱谁）、争利益（版权），都
没有什么意义了吧。阅读过程中，有一点让我感到十分不舒服：一些感觉明显杜撰的风月之事，虽然
作者也进行了辩驳，但是这些事情提出来总会给人添堵的，所以不如干脆不提。1936年，身在东京的
萧红在寄给萧军的第二十九封信中说道：“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
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然而仅在五
年零两个月后，她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
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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