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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桂花》

内容概要

《迟桂花》由现代小说家、散文家郁达夫编著，由《采石矶》、《茑萝行》
、《青烟》、《春风沉醉的晚上》、《还乡记》、《还乡后记》等作品组成，让你在阅读中体味经典
，体味新奇。
这儿到这时候还有桂花？我在以桂花著名的满觉陇里，倒不曾看到，反而在这一块冷僻的山里面来闻
吸浓香，这可真也是奇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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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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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桂花》

精彩书评

1、迟桂花因开得迟，而香得长久。这句是全文的线索，既是满觉陇迟开的桂花香浓似雪，丝丝勾沁
入心，亦是翁则生的生活如迟开的桂花，将要平稳幸福着。而本文最想说的，其实是则生的妹妹，是
作者心中的一朵迟桂花。很多人读罢此文，都会觉得为什么就这样结束，为什么“我”最终没有带着
莲一起回上海两人一起生活。其实最初我亦有此遗憾，没有“我”，或许莲这朵迟桂花最终要孤芳自
赏。。。而这亦是本文出彩之处，若  “我”最后带着莲回上海便会掩盖了作者对迟桂花真正意图。
一朵花的开放，总会让人着迷，“我”亦着迷莲的美丽、天真。。。以致不可避免产生邪念，而莲的
单纯一下子让“我”醍醐灌顶。“对于一个洁白得同白纸似的天真小孩，而加以玷污，是不可赦免的
罪恶。”这是作者的原话，莲的美，如这片山的自然之美，原始不受污染的天真单纯，总是让人不自
觉产生敬意。而“我”的热泪盈眶，真是对这种古老的敬意的感动，对欲念的超脱，如一朵迟桂花在
“我”的生命中绽放。
2、《迟桂花》是郁达夫在后期创作的作品，风格较之前期有了很大的改变。前期的一些作品中作者
多作肉欲的渲染和情色的描写，而从《迟桂花》中则可以感受到作品风格的根本转变，《迟桂花》通
篇格调开朗清新，感情浓郁真挚，充满诗情画意。“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
久。”翁家山的迟桂花经过前期的酝酿沉淀，以厚积薄发的姿态绽放在这冷僻的山中。就如同翁则生
一家一样，早年的翁则生因患病差点连生存的希望都没有了，经过十几年光阴的休养，身体也渐渐好
转，做起了一名乡村小学语文老师，还准备结婚了。妹妹莲也摆脱了再婆家受苦受累的生活，一家三
口的日子越来越红火。属于翁家的迟桂花的芳香最终弥漫在了翁家山的每个角落。纵观郁达夫便可以
发现其并没有鸿篇巨著，《迟桂花》便是其中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以“我”留学时的同学翁则生邀
请自己去参加他的婚礼的邀请信作开头，这封信不仅仅是一一封邀请信，同时也是翁则生对与“我”
别后的十几年光阴生活的一个补充，一个交代。从信中也大致了解了翁则生与“我”的关系以及这么
多年的生活状态。信中还提及了翁则生的妹妹，一个叫莲的少妇。这开头的那一封厚信为后面发展的
故事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迟桂花》中描绘了“我”与翁则生真挚的友谊，同时也讲述了“我”与
莲之间超越普通兄妹的感情。“我”与翁则生的友谊高潮期是在十多年前，那时候两人作为同级同乡
的同学往来的最亲密，在同一所公寓里住的也是最长久，“我”时常拉上则生在风和日朗的晴天到近
郊去散走闲游，劝说则生要多保养身体等等，这些学校时代的愉快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显得弥足珍贵
。因而在相隔十多年后，两位老同学见面后丝毫没有尴尬冷场的局面，文中翁则生的母亲说的一句话
也足以体现“你看，则生这小孩，他一听见我说你到了，就同猴子似的跑了回来了。”还值得一提的
是“我”与莲的故事。莲是翁则生寡居乡间的妹妹，“我”对其的印象最初来源于则生的信，莲年纪
轻轻便做了寡妇，丈夫生前放荡凶暴，婆婆和小姑也尖酸刻薄，连哥哥则生也叹其“前世不修”。“
我”从则生的口中得知莲是一个身体强壮但生性天真活泼的人，因为则生要婚娶，莲一方面触景伤情
，另一方面觉得自己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权利再寄食在娘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则生提议“我”带莲出
去走走，缓和她的心情，于是才有了我与莲的单独相处的机会。在游走途中，“我”对于那些花花草
草兴致颇高，莲对那些都能说得有趣且详尽，在交谈的过程中“我”深深被莲所吸引。小说对莲的面
部和体态描写也极为细腻生动，使“我”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为之沉迷。“我”对莲也有了反应，开
始将手搭在莲的身上，两颊也变得潮热。而就在读者以为接下来两人将发展成恋人的那种方向时，作
者却出乎意料地扭转了这种尴尬的局面。莲率真自然的个性犹如迟桂花般芳香，将“我”感化了，“
我”对自己的“邪心”进行了“严正的批判”，最终两人以兄妹相称。迟桂花撩人的芳香，让“我”
闻了“似乎要性欲冲动的样子”，而莲就如迟桂花一般，也让“我”产生了想亲近的念头。若按照作
者之前的写作风格，接下来肉欲和色情的部分将占主要篇幅，而《迟桂花》却着重描写了人物“欲情
的净化”，在处理“我”和莲的关系上，也更加开朗化，清新化，将莲那坦率的品性维持了下去，并
用其的高洁个性感化“我”。《迟桂花》就像迟开的桂花在秋天的山野中久久散发出朴素的清香，令
人百读不厌，人物之间的朴质、自然的情感让人自在，温暖。《迟桂花》这部作品不仅体现了作者风
格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郁达夫的思想和修养也更加成熟。
3、迟桂花　　　“我并不在看茶叶，我只觉这触鼻的桂花香气，实在可爱得很。” 　　因为在前回
听取了一番他所告诉我的衷情之后，我于举酒杯的瞬间，偷眼向他妹妹望望，觉得在她的柔和的笑脸
上，的确似乎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寂的表情流露在那里的样子。我一看她脸上的表情，似乎已经有了
答应的意思了，所以又追问了她一声说： “五云山可着实不近哩，你走得动的么？回头走到半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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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桂花》

我来背，那可办不到。” 　　因为听听她那种舒徐清澈的语气，看看她那一双天生成象饱使过耐吻胭
脂棒般的红唇，更加上以她所特有的那一脸微笑，在知识分子之外还不得不添一种情的成分上去，于
书的趣味之上更要兼一层人的风韵在里头。我们慢慢的谈着天，走着路，不上一个钟头的光景，我竟
恍恍惚惚，象又回复了青春时代似的完全为她迷倒了。多看一歇，也要使我贪鄙起来。她的朴素的天
性，真真如翁则生之所说，是一个永久的小孩子的天性。 　我的心地开朗了，欲情也净化了，重复向
南慢慢走上岭去的时候，我就把刚才我所想的心事，尽情告诉了她。我将那两部小说的内容讲给了她
听，我将我自己的邪心说了出来，我对于我刚才所触动的那一种自己的心情，更下了一个严正的批判
，末后，便这样的对她说：“对于一个洁白得同白纸似的天真小孩，而加以玷污，是不可赦免的罪恶
。我刚才的一念邪心，几乎要使我犯下这个大罪了。幸亏是你的那颗纯洁的心，那颗同高山上的深雪
似的心，却救我出了这一个险。不过我虽则犯罪的形迹没有，但我的心，却是已经犯过罪的。所以你
要罚我的话，就是处我以死刑，我也毫无悔恨。仍复了平时的脚步，两人分着前后，在那条窄岭上缓
步的当中，我才觉得真真是成了她的哥哥的样子，满含着了慈爱，很正经地吩咐她说：“走得小心，
这一条岭多么险啊！” 　　她笑着摇摇头说： 　“不好，不好，写名字也不好，两个人分开了写也
不好。” “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对翁家山的美景所吸引，并深深的感
触翁则生妹妹翁莲那纯洁、可爱、善良得宛如山中的迟桂花一般美丽的天。翁莲翁莲是一个懂事、愿
意牺牲自己的女子。父亲死得早，哥哥到日本留学，家里就剩下母亲和她，亲族因为其家到中落。小
小一个女孩支撑着这么一个家庭，可见翁莲很早就应该懂事，并且也很能干。当翁则生因病回国，面
对体弱多病的哥哥，作为妹妹的翁莲更是操持肯干，煮药缝衣、采茶栽菜，操持家务，直到哥哥的病
有所好转，“才时时展开了她的愁眉，露出了她那副特有的真真是讨人喜欢的笑容。”等到哥哥的病
痊愈了，这才把已经拖延的婚期定下来，放心的出嫁。她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女人。翁莲嫁给了乡下
一个富家，但却没给她带来幸福。而是要面对婆婆的繁言吝啬，小姑的刻薄尖酸和男人的放荡凶暴。
直至丈夫因染急病死掉，于是年纪轻轻就背着克夫的罪名守寡。这些并没有把翁莲打倒，她搬回娘家
，也给家人重新带来了许多变化与希望：多年不做的焙茶事业，也竟出产了一二百斤；则生可以到一
个训蒙小学当教师；居然又有人来向翁家议婚，使则生中年重缔婚约。翁莲是个心灵纯洁、仁慈宽厚
的女子。与哥哥的同学共游五云山，在旅途中曾发生一些微妙的事情，翁莲并没有苛责郁兄，更没有
鄙弃。而是宽容与理解，并大方地叫郁兄“大哥”。在对待哥哥的婚礼及对将来跟哥哥嫂子一起生活
曾有的顾虑，经过郁兄的劝慰和自己的心理思考，她乐观面对，高高兴兴的为自己的亲哥哥操办婚礼
。[1] 摘自百科：艺术特点莲是作品最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她是一个农村青年妇女，美丽善良，性
格率真，尽管遭受了生活的挫折，却依然保持着天真活泼的性格。正是她的美丽、沉静和乐观，给予
了叙述者“郁先生”强烈的精神愉悦，使他被燃起的欲望得到净化，心灵也融化为澄静大自然中一部
分。作品将莲的形象和迟桂花时时相映衬，又把她的性格气质放在翁家山的大自然世界中，仿佛她不
只是一个具体的人，同时也成为了大自然美和宁静的化身，是一枝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迟桂花”。
迟桂花是和谐与清新的音符，是青春与幸福的代言词，是天真自然的莲妹的化身，在作家的笔下，迟
桂花，每一点，每一瓣，都在言美。思想内涵《迟桂花》一文处处写桂花的清香，这种花香飘散在灵
秀的山水间，飘散在和谐的家庭气氛里，飘散在天真无邪的女性的笑声中，它象征着和谐与清新，象
征着青春与祝福，其浓郁馨郁的气味仿佛能把人们的宿梦摇醒，把人们的灵魂涤净，具有一种沁人心
脾的艺术魅力。（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卷一）纵观达夫全部的小说，有两个始终出现的最重要的
描写对象，一是女人，娇媚的、凄苦的、温柔的、软弱的、纯真的女人；二是风景，旖旎的、萧瑟的
、恬静的、荒寂的、清澄的风景。在玉洁冰清的莲妹身上，在弥漫迟桂香气的绿色的山谷里，这两种
抒情对象可以说是浑然一体，臻于完美的统一。当然，女子、风景，终究又都是主人公情绪的对象化
，抒情对象的变迁，折射出主人公（也就是作家）的一种不懈的感情追求：他从狂热中、从迷乱中走
出来，他从苦闷中、从激忿中走出来，虽然最后，他好象想在天真、自然的境界里寻找归宿，然而，
这种曲折的、螺旋形的历程，却比那事实上未能实现的终点更有意义。《迟桂花》在技巧上，也代表
了后期的水平：纯熟而不做作，精美却又自然。郁达夫对第一人称形式已经爱不释手，就连翁则生的
经历、莲妹的身世也是通过书信以“我”的口吻直接叙说。卷首的信，好象为后面的抒情搭起了舞台
，布置了背景，尽管冗长但不觉累赘。在剪裁上，在构思上，郁达夫花了一番不露痕迹的功夫，于随
意挥洒中化巧为朴。他的抒情文笔，是舒徐的，飘逸的，宛如悠扬的弦乐（绝非管乐），韵律轻盈，
从容。叙事时，他不慌不忙，娓娓而谈，于行云流水间显示潇洒的气度。他向来注重写景，现在更探
求声、光、色之外(也是之中)的某种神韵；他向来喜欢感叹，现在更注意同意象结合，讲究“物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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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他早期佳作相比，颜色淡了，线条简练了，柔和了，浓烈的生气勃勃的感伤气息与有力的刺
目的笔触都少了。同他的“写实”作品相比，则比较缺乏坚实的社会质感，但也不那么僵硬拘紧。《
迟桂花》中对幽静的山居和变幻的山色的描写，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整篇作品充溢着明朗乐观
的气氛，人物性格和自然环境溶化在一起，自然美衬托着人物的形象美和心灵美，人物的精神美又增
加了自然环境美，人比物，物化人，到处弥漫着晚桂的清香，读之令人心醉，令人感奋。作者笔下的
翁家山的山村景色，暮时、月下、清晨，都各不相同，——时间不同，物候、光线、色彩以至人物心
境都各不相同。郁达夫先生将主人公设定为一个“病态”男子，而主人公在山清水秀之间忘情游历时
心灵得到大自然的净化和陶冶，心理逐渐归乎健康与平和。另外，“治愈”主人公心理顽疾的还有一
剂“猛药”——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翁莲。翁家山被郁达夫先生用细腻的笔调刻画为宁静、圣洁的
人间仙境，而翁莲就是飘逸于山水之间、花草之上的精灵，人格中的纯洁、善良、乐观散发着桂花一
样的清香，洗涤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在郁达夫先生眼中，翁莲就是“一个洁白得如纸似的天真小孩
”，也是一个清纯、善良、美丽、没有世俗气息的女子，更是感召和点化主人公心灵的仙子。二、《
迟桂花》中的美在郁达夫先生的《迟桂花》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对自然景物非常精细的描写，他笔
下的那些男女主人公也显得格外的多愁善感，自然界的阴晴雨雪，一景一物，花开花落的季节流动，
都无不引起他们感情上的变化与震动”。[3] 创作背景《迟桂花》写于1932年10月10到20日，当时中国
人民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蒋介石集团变本加厉地镇压人民革命斗
争、民族工业破产、农村凋敝、在国民党反动派空前的“文化围剿”下，命作家处境十分险恶。这是
他创作风格的一个转折点。那是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时候，郁达夫避居于杭州，在这篇小说中，郁
达夫没有注重对性的描写，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纯朴自然，有着儿童般的活泼天真，极具原始美的女
性形象，近似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从作品表面来看，这种近似佛教般的清静很是令人神往，但其中女
主人公的命运归途，其最终生存的走向却不免让人产生一丝悲哀。
4、我喜欢这篇小说。第一次读的时候，大约刚高中毕业，没有多少社会阅历。只是粗粗地读过一遍
，象渴极了的野孩子俯身于山间的清泉，咕噜咕噜地灌了一通。就觉得有一股淡桂香，还体会不出其
中的深意。这次我细细地又读了一遍，好小说是读不厌的。达夫的小说也是要细品的。现在有谁能写
出这样唯美的小说？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恐怕没有那种沉静的心灵了，没有那种浸了淡如桂香的文化
环境了。现在我们都在忙着谋生，赚钱，娱乐，消磨时间。生活的目的现实而明确。
5、“烟霞洞我儿时也曾来过的，但当这样晴爽的秋天，于这一个西下夕阳东上月的时刻，独立在山
中的空亭里，来仔细赏玩景色的机会，却还不曾有过。我看见了东天的已经满过半弓的月亮，心里正
在羡慕着翁则生他们的处地的幽深，而从背后又吹来了一阵微风，里面竟含满着一种说不出的撩人的
桂花气⋯⋯”确是一段优美的好文字，在五·四的一批文人里，达夫先生算是浪漫主义了——虽说他
曾参与郭沫若的《创造》。我对达夫先生的印象，最早当然来自于《沉沦》，那是自己也当青春年少
，既有一腔爱国热情——这是精神层面，又有青春期卡路里燥动——这是肉体层面，再加上对五·四
的敬崇，达夫先生的沉沦竟读得我也沉沦进去，那份精神上的苦闷和肉体上的制抑让我颇经历了一段
用现今我的小朋友们常用的词为“闷骚”时期——大概正因如此，才可成“骚体文人”的了。就五·
四一批的文人而言，达夫先生属留日派，当然少不了叔本华的影响，不过，创造他的特色的，却是弗
洛伊德，因此有些人便将达夫先生开辟成率先描写“性心理”的男性作家的先锋。我在读沉沦的时候
便颇有此感：总觉得一个小弗洛伊德在我的图腾里摇旗呐喊，可在种种制压之中，我的种种挣扎不过
面壁而谈。其实，沉沦未必只有一种颓废的后果的——倘若是火山，在长期的压抑中，会喷发得更勃
勇。然而，沉沦的颓废却符合了当时青年的普遍心理：面对国外的强权、国内的强者，大多数的人陷
于绝望之中，自暴自弃的人便选择了颓废主义——达夫有过这样一段时期，恰是他由日本回来，从少
年到青年，壮志初起而就地沉沦了，就在他《春风沉醉的晚上》的颓废徘徊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总
觉得，达夫先生的性情是怯懦多于坚强的。当我读《她是一个弱女子》时，看到吴一粟乞求张康的场
景，我对于这等怯懦的人的怜悯也荡然无存了。或许因为有这种质气，他的文字便都有了闷骚的味道
了。达夫先生确乎对弗洛伊德的兴味更浓一些，自从周作人《人》在新青年发表后，“人性解放”已
经从“封建桎梏”中变味为“性解放”了。因此，《新青年》的扉页上不少“某某少女之日记”、“
李记制药，一剂见效”一类日前流行在“十尺杆上”（电线杆）的小广告，倒也为《新青年》贴补不
少。记得关于达夫先生的一则小趣事：一次达夫先生问某文学青年：为什么鲁迅先生冬天还穿单衫，
那文学青年懵然不知：若说穷吧，身为大学兼职教师又为教育部官员的鲁迅也不致如此。后来达夫先
生才告知这青年：据说鲁迅先生穿得少是为了抑制性欲。穿得少能否起到这种效果当然是同天气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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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夏天也必会导致鲁迅先生所言的“阳狂”吧！但我却觉得，迅哥的方式却不是这种的，譬如
阿Q能在刑前唱上一句“二十年后”，达夫笔下的人物是断不能超越的。达夫先生在《迟桂花》中对
弗洛伊德的“打击”也颇令人郁闷：当“我”面对朋友的妹妹——一个健壮的农家少妇，那肥实的后
部，紧密的腰部，和斜圆的胫部曲线而筑生异想时，“沉沦”的瞬间使“我”流了泪，而这泪却涤荡
了“我”的灵魂：“我”坦言出自己的“邪心”，最后在纯洁之心的照耀下，我们“永久地做作最亲
爱最纯洁的兄妹”——我想，达夫的眼泪，大概是ED（一位女生评价我的“专业术语”）之泉吧！这
同样让我想到一个人：我刚留校住筒子楼时，隔壁的邻居是一个江浙人，教数学的，却也不乏文才，
更不乏与女孩求欢的天才。我们楼有一个小校花，借用迟桂花中的言语，她那“一呼一吸涨落得特别
快的那个高突的胸脯，又要使我恼杀。”我有幸得她的近幸，她告诉我一次那数学老师邀她去玩，谈
言至欢时，他建议：“来，我们玩拉手的游戏吧”，这游戏最后把她吓跑了。我知道那位仁兄经常用
这种游戏去同小女生求欢，他应擅长这类游戏，因为他最牛皮的一件事情是在新东方当过教师——新
东方的老师们是颇擅长此类游戏的。在我所接触的“江浙才子”中，是不乏此流的。不知是南宋偏安
所至，还是扬州屠城时留下的根患：江浙的才子多一份“大内精神”。我觉得，宁可当会打鸣的母鸡
，也不要做会下蛋的公鸡！达夫先生结局是很悲惨的，这或也由于他的这种体质。好的说他因抗日而
遭日军所杀；不好的则说他最后成了叛徒：我想，两者之间或更真实。从主动的精神层面而言，达夫
先生痛恨日本和日本人，从被动而言，为求生存达夫先生也未必不可以做做翻译。这又是一个知识分
子面对人生的选择问题，在此不多言了。这本迟桂花是我与柔石的二月同时买的。我对于《二月》中
的萧涧秋颇有相悟之感，而《沉沦》中的“他”对于我永远希望是“第三者”。文学的名声不能替代
文学的品质，这也是柔石与达夫的不同。
6、“桂花开得愈迟愈好，因为开得迟，所以经得日子久，才有味哩！ 但愿得我们都是迟桂花！” —
—郁达夫《迟桂花》 我是迟桂花吗？ 我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的。 往往许多事情并不是越早做越好 
就像现在的我迟了两年才重新走进大学 可完完全全与在天津时不同了 这种不同主要来自精神 思想上 
许多曾经困惑 彷徨的问题都有了解答 更坚定了人生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终于进入了我向往已久的中文
专业 这种收获是无价的 这种人生状态所散发出的况味也是平静 淡定的 就像山顶迟开的桂花 “含满着
一种说不出的撩人的桂花香气” 《迟桂花》是郁达夫先生在1932年冬天创作并发表的 是时先生不仅新
娶了有杭州第一美女之称的王映霞 而且与鲁迅先生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左联 可谓事业与爱情双丰收 就
在这时候先生写下了这篇他最为圆熟 经典 最被学界称誉的小说作品 现在的文学界普遍认为《迟桂花
》表达的是一种归隐情绪 我以为不然 不说小说结尾时的“还看见他们兄妹俩直立在东面月台篷外的
太阳光里，在向我挥手” 这句话所展现出的阳光下的希望之景 单是主人公从翁妹身上体会到的蓝莲
花般的纯洁 从而对自己肮脏思想的净化 以及从迟桂花身上领悟到的“愈陈愈香”的人生哲理 进而对
自己的生活方向有了新的启示 这可以概括为从出世归隐者身上学到的入世经验 再说明白点就是从桃
花源出来后更加懂得了如何在尘世间更好地生活 读完小说后，我有一种身心都得到净化 提升的感觉 
《迟桂花》更像是郁达夫先生在新的生活画卷展开时对自己的一首激励曲 这种内涵是那群故纸堆之所
流理解不了的 关于《迟桂花》还有很多想说 比如优美的文笔 巧妙的构思 时间所限就先写这些吧 希望
我这朵迟桂花能最终绽放出醇厚的陈香 但愿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是迟桂花！作于2007-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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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迟桂花》的笔记-迟桂花

        山中的清晓，又是一种特别的情景。我因为昨天夜里多喝了一点酒，上床去一睡，就同大石头掉
下海里似的，一直就酣睡到了天明。窗外面吱吱唧唧的鸟声喧噪得厉害，我满以为还是夜半，月明将
野鸟惊醒了，但睁开眼掀开帐子来一望，窗内窗外已饱浸着晴天爽朗的清晨光线，窗子上面的一角，
却已经有一缕朝阳的红箭射到了。——只有诗意的人才会在将清晓误以为是夜半的时候，联想出月明
惊野鸟的意象，这是一种睡得好，不觉时间过，心情惬意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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