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序 言

序言

2010 散文阅读小札

散文需识见，散文也需阅历，散文需诗的清新，散文也要生活的烟火

气世俗气。时间是散文的最内在的线，有时沧桑的刻痕对散文尤为可贵，

“赋到沧桑句便工”，一下笔，无论故事，无论描摹，都是一种境界高格，

有人说思想和语言银币的两面，互为皮毛，生死与共。

一

“华发已生，暮雾已沉，我好像等不到了。”读到余秋雨先生的这话

头，内心也有了苍凉模样，他从两位祖父辈开笔，感情还是那样丰沛，但

语调却是平实。和余秋雨先前的文字作比，《我等不到了》这书中多了故

事，少了抒情，多了细节，少了原先夸饰颇大的概括性叙述，这书是在电

脑流行时代的手工活，是余秋雨用笔一笔一画地写出，因此他将此举与当

下的流行区隔，称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也许这个奇怪的名称能

够引发读者的一种想象: 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握笔支颐，想想，写写，涂

涂，改改，抄抄，再把一页页手稿撕掉，又把一截截稿纸贴上……这种非

常原始的‘纯手工写作’，与 ‘记忆’两字连在一起，真是再合适不过

的了。”

《我等不到了》叙述了余氏家族的历史，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

母、父亲、母亲、姨妈、叔叔、“我”以及妻子马兰，众多家族人物的影

象在时间的河流里顺流而下，在近一个世纪历史苍茫中，奋斗挣扎沉浮;

特别是“文革”中表哥益生和叔叔之死，好像是在回答有些人对余秋雨文

革时代的参加写作组的另一种告白。 “写下来才发现，真实，比文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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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而最触动我的是和书名一样的 “我等不到了”那一节。余秋雨去了一

趟安灵堂，与天堂的余家逝去的长辈们进行的心灵的对白。我想他与余颐

贤先生的对话有着黄金的品质，是可以流布与世，千古不磨———

我说: “最美丽的月色，总是出自荒芜的山谷。”您说: “最厚重的文

物，总是出自无字的旷野。”

我说: “最可笑的假话，总是振振有词。”您说: “最可耻的诬陷，总

是彬彬有礼。”

我说: “最不洁的目光，总在监察道德。”您说: “最不通的文人，总

在咬文嚼字。”

我说: “最勇猛的将士，总是柔声细语。”您说: “最无聊的书籍，总

是艰涩难读。”

我说: “最兴奋的相晤，总是昔日敌手。”您说: “最愤恨的切割，总

是早年好友。”

我说: “最动听的讲述，总是出自小人之口。”您说: “最纯粹的孤独，

总是属于大师之门。”

我说: “最低俗的交情被日夜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您说: “最

典雅的友谊被矜持的水笔描画着，越描越淡。”

我说: “浑身瘢疤的人，老是企图脱下别人的衣衫。”您说: “已经枯

萎的树，立即就能成为打人的棍棒。”

我说: “没有筋骨的藤，最想遮没自己依赖的高墙。”您说: “突然爆

发的水，最想背叛自己凭借的河床。”

我说: “何惧交手，唯惧对峙之人突然倒地。”您说: “不怕围猎，只

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

我说: “何惧天坍，唯惧最后一刻还在寻根。”您说: “不怕地裂，只

怕临终呼喊仍是谣言。”

我说: “太多的荒诞终于使天地失语。”您说: “无数的不测早已让山

河冷颜。”

我说: “失语的天地尚须留一字曰善。”您说: “冷颜的山河仍藏得一

符曰爱。”

我说: “地球有难余家后人不知大灾何时降临。”您说: “浮生已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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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老夫未悟大道是否存在。”

我说: “万般皆空无喜无悲唯余秋山雨雾依稀。”您说: “千载如梭无

生无灭只剩月夜鸟声凄迷。”

阴阳两界，生者与亡灵，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当下社会各阶层的人

生在这样的对答中，如真如幻地展开了，这是心灵的碰撞，但我看作是余

秋雨的抒解块垒，是他挣脱现实的桎梏的灵魂出窍，从死看生，向死而

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余秋雨等不到了，等不到的是什么? 在余秋雨

的苍凉的语句下，这个人的心灵书未尝不可看作这民族的心灵史记。

二

北漂是一个新词，但这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而

孙郁的《漂流者》，也是讲 “北漂”故事的。那是民国年间的北平的旧人

旧事，如老照片，那是一群异乡人寻梦人和掘金者，历史上有传说未成名

时的白居易初到长安，当时的文坛前辈贺知章看到 “白居易”的名字，便

笑说: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当他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后，连忙改口说: “有此好诗，在长安居

住就容易了。”每当见到异地人到北京淘金时，还是忍不住想好心提醒一

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北漂者是一群梦想者。韦素园、高长虹、石

评梅……他们怀揣梦想到京城寻梦，到头却伤痛累累，心头滴血。作为周

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从模仿周二先生开始文字的拘谨，到被逐

出师门漂流南京，文字的个性张扬，这里面给人的启示多多。最有个性是

行为好像不合时宜的废名，抗战时废名回到了故乡黄梅山林间教书，抗战

胜利后返北平途中他去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老师周作人，并一直以敢于抚

哭叛徒的吊客的姿态给周作人以照顾，而自己却在暮年的时候被迫离开北

京漂泊到东北，文革中寂寞地辞世……孙郁的文字诗意，载有的是时间流

逝后的人的想象与温情，那文字里就有了哀惋的美。

新疆边地阿勒泰的李娟的文字是近一二年让人惊异而养眼养心的不多

之一，她的文字是没经过污染的，像萧红，干净有趣，人说是天籁。系列

散文《羊道》在《文汇报》发表，篇篇都是那么令人欣喜，在 《每天一

次的激烈相会》中，写到羊群母子相会的场面，那真是惊心动魄，“头盖

骨快要被掀开一般”。写小羊羔则是“柔软的小卷毛喜悦地膨胀着”，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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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入睡是“沉入平安的睡眠中深深地、浓黏地成长”，小羊的叫声是

“水淋淋的小嗓门”……人们说阿勒泰的李娟是萧红，我想这是在喧嚣的

时代，人们对纯真的一种恋念罢了，从 《山楂树之恋》的追求纯情，我们

即可看出目前社会的心态。

三

王小妮 2005 年 被 海 南 大 学 文 学 院 诗 学 中 心 聘 为 教 授，王 小 妮 说:

“2005 年，我第一次上课什么也没写，一个学期下来，有很多感触。第二

年才零零星星地有所记录。四篇 《上课记》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体例不

同，没经过后期整理，我准备保持它的原生态。写 《上课记》不是文学的

概念，更多的是记录本身，更直接的来源于我曾经是个学生家长，连孩子

穿错了校服都要被学校找过去责问。我深感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大

约这是我会认真对待每个学生的原本心态。”

人们评价《上课记》系列“以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深挚的人文关切，辨

析和铭记命运的低语、人心的呢喃”。尽管她着力用心地将 “那些 ‘90

后’的片段人生，在她百感交集的书写中，承载着时代的巨大重量”。

纳博科夫曾经这样写给他的学生: “我愿意把我最后一滴眼泪，最后

一个白血球都献给你。”他的学生则如是回应他: “他是我们的肾上腺素。”

《2009 上课记》，我们选了关于考试作弊的文字，王小妮更多的是思

考，更多思考的是，对现实中那么严重而广泛的作弊，最该承担责任的应

该是谁? 显然，这些孩子是这一链条的最弱者和最末端。

王小妮非常感慨如今的应试教学，有一次在下课的路上，她提醒几个

走在大路中间的新生: 快走人行道，车辆太多，不安全。那些大一新生直

愣愣地看着她，反问: 哪里是人行道? 王小妮疑惑了: 这难道不是 5 岁孩

子就该掌握的常识吗? 通过了严酷的高考却不知道人行道，他们从乡下进

了城，诚惶诚恐，往往更焦虑、胆怯、急迫和脆弱。在今天这个社会缺少

的不是精英，而是更多的普通的好人，是懂得常识的公民。

四

刘亮程是一个喜欢“游荡”的人，无论白日还是黑夜，那些西北乡村

004



序 言

的犄角旮旯通过他独特而敏感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细腻地记录下

了，他的散文《月光里的贼》像是从长篇《凿空》里逸出的，如先前的文

字一样，写的还是夜间里的各种声音，人的驴的狗的，他写了贼的夜间生

活，但那些月、树，铁啊，木头啊，石子等等，都像有了呼吸似地蹦着跳

着来出来了，还是那样的用富有暗示性和启发性的语言，抒写自己对乡村

日常生活的独特体验，含蓄、深刻而又充满智慧。刘亮程说: 一个能够安

置了人的生和死、身体和灵魂的地方，才能称其为故乡。中国人共同的故

乡是乡村，乡村既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生存居所。中国的乡村早已经

消失了，它存在于诗经、楚辞、唐宋诗词以及中国山水国画，中国人从那

里走出自己的乡村伊甸园。乡村早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和宗教。

五

人类社会最初的国界是部落，后来是民族，是国家，今天是自由。从

人类历史长河看，哪里有专制，哪里就充满黑暗; 哪里有独裁，哪里就盛

行暴虐; 而哪里有自由，哪里的人民就富裕安康，哪里有自由，哪里的人

民就幸福和谐。

自由之下皆同胞，自由的天地皆祖国。封闭、排外、狭隘、浅薄、道

德败坏的专制独裁，才是人类真正的共同的敌人与敌国。

熊培云的《国界与自由》是一篇演讲，这文字对一些所谓的爱国者有

醒脑的功效，熊培云有篇同名的文章，他写到: 在过去，为了自由人们筑

起了国界，同样为了自由又想方设法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而现

在，随着欧盟的建设和对国家意义的再认识，欧洲国家渐渐褪去了它画地

为牢或各自为阵的本性。他在一个叫埃和芒斯村的东边的那条窄窄的界

河，看到现在没有了卫兵，只剩下潺潺流水。只需轻身一跃，人们便可以

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

那一刻，熊培云想: 国界这人造之物，既为人类的自由而生，也将为

人类的自由而死。

六

在散文写作中，董桥以过来人说: 不论中文不论英文，文词清淡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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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关键。然后是说故事的本领。他年轻的时候认定文章须学、须识、须

情。到了岁数大了，渐渐看出“故事”才是文章的命脉。有了学问有了见

识有了真情，没有说故事的本领文章活不下去。

2010 年是抗战胜利 65 周年，这是我们民族的一场惨胜。血泪成河，

尸骨如山，寸土寸血，1945 年 8 月 15 日中午，日本天皇播发 《停战诏

书》，公布无条件投降。原子弹轰炸以及苏军对满洲的出兵终于迫使日本

投降。晚 6 时许，日本投降的消息经重庆电台传出，这一夜，茶馆供给免

费茶，酒馆供给免费酒。卖西瓜的把像太阳旗般的半截红瓤瓜，操刀狠狠

地切成一片片，免费招待路人，散文 《不忍逼视的细节》写了一个震撼人

心的细节: 八百名被日军围困在绝壁之上的 “陕西冷娃”，跪天跪地跪爹

娘，然后高吼秦腔，扑向滚滚黄河。那都是十六到十八岁的新兵，是些娃

娃，吃锅盔喝冷水的娃娃。

七

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

读到王开岭《每一个故乡都在消逝》，我的心揪紧，我的故乡在哪里?

现在许多人们成了一个个没有故土可回，没有老家可思的身和心的孤独的

浪子。他们也许还活在老家，但老家的水井没有了，土墙没有了，知了没

有了，地平线没有了。有的是一个一个水泥钢筋组成的方块，是狭之笼里

的心，这样的心无法安顿，那原来的地不是故地! 那个方块并非家! ! 故

地消失了，故地死了! 死在脚手架下! 人们只能手捧白菊花在老照片、在

回忆里凭吊———故乡!

“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

这里的毁容的 “故乡”，已经不单纯是物质的、具体的、特指的童年

生长地，它同时还是毁掉着一种生活样式: 故乡的沦陷，已经不仅仅是农

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沦陷了，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

准则、伦理道义、生存价值的沦陷了。假如我们听任这样的沦陷继续下

去，那么，最后的农村包围城市，又是什么样子，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谁知道沦陷的故乡发酵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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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夏榆的《我知道黑夜的悲伤》一如他早先的文字，还是悲悯入骨悲悯

如故; 林渊液的《黑白间》感悟艺术与人生，知黑守白，返璞归真。耿翔

的《土地的黄昏》写农人、草木和牲口的眼神步态、声光音响，如在目

前，但绝非现代牧歌; 范晓波的《初伏》写了少年对性事的懵懂，真实的

让人心跳; 《落红萧萧为哪般》是迟子建追问女性命运的珠玑文字。为哪

般? 为哪般? 萧红满腹遗憾地陨落了，让每一个关注她的人心痛不已; 为

哪般? 她让男子爱慕不已，可却偏偏遇人不淑，她弱小的身心怎能承受得

起? 汤素兰的《驴家族》是一篇童话，是一篇用荒诞的情节来表达悲壮的

善良与沉重的亲情与爱的童话。

九

散文，是一种审美的文体，更是一种实用的文体，她记录着百姓的喜

怒哀乐，可以世俗，也可以精神。她的质地是离世俗近，她的内心却和精

神为友。散文写作一直是怎样面对现实，怎样面对心灵的写作。写什么?

如何写? “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我

说这应该移到我们的散文写作，这个丰饶的转型的时代，散文应该怎样作

为，才配得上这个时代?

耿立

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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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流者

漂流者 孙郁

1

北京是有点胡气的地方，写好它并不容易。明代以来，谈北京的著作

一直很多，有的已成经典。我历数那些有趣的文字，觉得写得最好的有两

类人: 一是客居那里的士大夫，二是有过异乡经验的北京人。刘侗、龚自

珍、陈师曾都是外地人，他们对北京的描述，传神里透着哲思。老舍是在

远离北京的地方写下了 《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叶广芩移居西

安后，京味作品才越发醇厚起来。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记得是

邓云乡在一本书里写北京的风俗，好像一幅幅画，真的美丽。邓先生常年

生活在上海，并不久居京城。于是便得到结论: 北京的形象是由那些诸多

非北京的因素构成的。

非北京的因素是什么呢? 大概是漂流于此或移居此的人的眼光吧。我

与邓云乡先生只见过一面，知道他一直出出进进于帝京，感慨自然不同于

别人。那是在湖广会馆的一个堂会上，友人祝贺季羡林米寿，许多人聚在

一起。那一天上演的是 《空城计》，颇为好看。邓云乡特地从上海赶来，

并写了旧体诗一首。大家都说这诗好，我便把它拿到晚报刊出来。对邓先

生的学问我知之甚少，但他对北京历史与风俗的表述，都很有意思。他人

在上海，却对旧京充满感情。久居北京的老人对此不太服气，觉得他对古

城的理解有点皮毛。可是就文化沿革的记载而言，邓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人

物。北京的人文地理，在他那里是有点色彩和味道的。

邓云乡在北京求过学，对帝都的特色比一般人敏感。倒是久居城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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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此不太在意了。他的许多文章，代表了曾在京城居住者的心思，说

起来真可以写一部大书。也由于他，我常常注意那些外乡人初入北京的文

字，这或许与我是个异客有关。北京这个地方，因为外乡人的涌现才有了

它特别的格局。异客笔下的北京总有一点不同的调子的。

多年前看到孙犁的一篇文章，写初到北京时的感受，被电了一般地触

动了神经，发现他刚来此地时的心情，仿佛自己也有过。身处异地，举目

无亲，要坚持自己的梦里的路，是大不易的。那是三十年代，北京已改叫

北平，年轻的孙犁怀着抱负来此，大约也是寻异路的。可是环境毕竟太

坏，自己并不适应，便悄然溜回故土，做别一选择了。我想起了我的父

亲，也是这样的，从内蒙古流浪到古都，他生前和我谈到那时苦楚的样

子，对己身多是嘲笑，而遗憾的感叹也是有的。类似的情况在民国不知道

有多少，那个时代一些人走向革命，不是没有原因。在没有出路的地方，

地火要烧出来的。有一年读到梁斌的回忆文章，发现了类似的经历。他在

那时候也是到旧京寻梦的人。似乎也遇到问题，碰壁是必然的。梁斌在文

章里写道:

一九三二年，母校解散，失学失业了。一九三三年，正是我二十岁那

年，流浪到北京，住在二姐家中，还是想入学读书。有人介绍了一个私立

中学，我搬去住了几天，那简直不像个中学; 教员少，学生也少，是才成

立的。有人建议，叫我上郁文大学，混个文凭。考了一下，还真考上了。

可是郁文大学是当时有名的野鸡大学，共青团员上野鸡大学，觉得很不光

彩，混个文凭又有什么用? 我没有那么多钱，也上不起。想来想去，还是

走我自己的路，到北京图书馆自学，专攻文学。

梁斌的选择在那时候有代表性。失业是大痛苦，现在的青年人也多少

感受到这些。所以要留在城里，必须要有靠山，或投亲，或靠友。一无所

有者，只能回到故里。勉强留下来的，都挣扎着。偶有幸运者，也是遍体

伤痛。现代文学这样的描写，实在是不胜枚举。

那些在北京客居的人，很少去写礼赞北京的文章，虽然喜欢千年的老

屋和古树，却也对其莫测的世界有无名的感慨。即便是名校的学生，在幸

运里也含着失落的记忆。他们毕业后，一般能在一个地方找到工作，教书

或做职员、记者之类，都是一种选择。但对旧京的一切，似乎也难以进

入，隔膜的地方也是有的。汪曾祺在四十年代来到北平时，颇不习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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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午门工作的几个月里，心情是寂寞的，对这个深不可测的宫殿一隅，竟

生出悲凉的感觉。待到解放军南下的热潮卷来，也就随军而去，不再与古

董们为伍了。

离开北平的愤怒的青年后来写到自己的经历，对胡同里的人生都有着

怪怪的感受。高长虹就厌恶京城里的老气与市侩气，他在其间得到的多是

失败的记忆。而丁玲则是另一种眼光，好像对上海的感觉更好一些。三十

年代的青年，毕业后厌恶为官，以为是没有出息的选择。冯至先生谈那时

候的择业理念，是宁可到东北偏僻的地方当老师，也决不苟且在官僚社会

里。他从北大毕业后就去了黑龙江教书，自以为是快乐的。那时候的冯至

在里尔克的诗情里，绝不眷恋京都的好处，仿佛精神高于一切，虽然自己

不掩饰对红楼的怀念。我看他与废名、杨晦的通信与交流，感到了他们的

忧郁里的诚恳。那 些 友 人 也 正 在 流 浪 般 的 寻 觅 里，快 乐 地 写 着 自 己 的

诗文。

在诸多青年的诗文里，漂流的感觉是苦而乐的。无论是从外省到帝

京，还是从帝京到外乡，中国的读书人在流动着。以台静农为例，忽而厦

门，忽而北平，忽而四川，忽而台北。居无定所，精神一直游荡着。我读

着他晚年在台北写下的那篇 《辽东行》，看到他对唐代远征辽东的士兵的

描述，心想，或许是其个人经验所致，其间未尝没有内心的投影。在路上

的人，是深味无所归心的烦恼。而那时候的人，是没有家的定所者多。即

便是生于斯老于斯的新文人，大多也以欣然的眼光去看那些四海为家的

人。而出走，在那时候真的有时髦的一面。

与这个古老的地方隔膜的人，倒是为其留下新的痕迹，成了日后京都

的美妙的瞬间记忆。陶醉在古城历史的那些墨客，则因士大夫的自恋，有

点遗民的味道，遂不被现代青年关注了。没有被记载的北京，可能更贴近

真实，无语的民众更知道世间的凉热。可惜那些气息都流散到时光的空洞

里，不易被察觉到。只是漂泊在此的青年，看到了士大夫们不一样的所

在。他们的感受似乎穿透了夜里的世界，溅出了丝丝血色，这把沉郁的古

都，变得有温度了。

2

漂流在北京的青年是这个城市诗意的一部分。那是从民国初就已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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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了的。

一部分是求学来的，一部分乃经商或谋职于机关者。还有些毕业即失

业的艺术求索者。帝京老气横秋，而旧宅与街市也不乏时髦的院所。废园

之外，欧风偶可感到，西交民巷与教会大学，还是吸引了诸多学子的。

张中行写老北大的生活时，谈到寄宿于此的各类青年，都很特别。他

同班的就多是外地人。毕业失业了，也挤在校外的民房里，留下诸多故

事。有做学术梦的，有的是行吟的诗人，印象是潦倒者居多。他自己就因

为没有工作，从外地回到古城，在同学的宿舍借住，和朋友们都在惶惑里

等着明天。这种没有工作的苦，他晚年叙述起来依然是怅然难去的。

年轻的时候读到韦素园译过的诗，寒气习习，有点恐怖的味道。那样

寂寞惨烈的文字，像似从安德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流出来的。他也

算是漂在北京的文人，在挣扎里给昏暗的旧京带来诸多可以感念的思想。

可怜死得太早，惜乎不得展示才华，流星般地沉落了。关于他的身世我一

直好奇。这个短命的青年有着一般人少有的迷人的气质。韦素园是安徽

人，1921 年曾去俄国，不久回到北京。他在北京开始了俄国文学的翻译。

那时候他还是个学生，与弟弟韦丛芜一起在北京求学。他们的生活，主要

由其兄资助。1924 年，长兄突然逝世，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按哥哥的遗

嘱，希望兄弟两人结束在北京的漂流，回到老家过日子。然而韦素园、韦

丛芜坚持在北京苦读，以微薄的资金，维持着他们的生活。

在最清贫的时候，他们结识了鲁迅。而且很快组织了文学社团———未

名社。那时候他们沉浸在翻译的快感里，许多有分量的作品得以出版发

行。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韦丛芜在这个平台上做了许多趣

事。在北京荒凉的地方，那些文字像一豆烛光，在无边的黑暗里闪烁着。

不善言语的韦素园，在译介上用力很勤。他自己写的文字不多，但所

译果戈理、契诃夫、柯罗连科、梭罗古勃、屠格涅夫、安德列夫等作品，

都很传神。那些作品的特点都有些苦楚，气息是冰冷的，而背后却有一丝

丝热流涌动着。他那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连自己的气息都有类似的味

道。以致鲁迅对他都有些喜欢，觉得是未名社里最真的人。

译介的出版给他们带来了一点收入，彼此也可以在京城站住脚了。但

不久就是不幸的事情出来，韦素园患重度肺结核住院，几乎无法工作。我

读到他在西山养病时给李霁野的信件，内容十分的沉重。比如劝大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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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注意身体。也担心这些漂在城里的青年因经济问题而无法生存。他在

西山养病时的文字极为肃杀，有着俄国诗人的灰暗与忧伤。我看了他和友

人那时候的文字，快活的不多，差不多都染上了类似的伤感。为什么如

此，或许与经历有关? 总之，他们的清冷的文章是有末世的哀凉的。

未名社聚集着一些有信仰的人。他们漂在北京，各有不同的原因。李

霁野是文学青年，韦素园有着翻译家的梦，台静农大概要成为作家吧。唯

有李何林不同，是因为参加暴动失败而流浪到这里，有政治避难的一面。

他们知道北京不是自已的家，可是它的开阔和混杂，能够接受异样的东

西，人不分南北，心不管东西，都可以存在。

但韦素园并不乐观。当李霁野慢慢和周作人靠拢，台静农的士大夫气

出现的时候，韦素园却依然在梭罗古勃的世界里。在致李霁野的信里，内

心是极为苦楚的:

我的病不是我个人的亏损，却是新生活的小团体的全部的损害，没有

鲁迅先生和你们的努力，团体固然破灭，即我个人二十余年的生命，大概

也要作一个短短的终结。现在还好，我们都还依然存在着，不过刊物改了

一个名。但改名之后，据说要减少八面，每面再多加两行，实际是和以前

数字差不多，不过薄些。但是我想，总算薄了，像人家那样开本加厚，大

吹大擂，我们这真够冷静得多了。有什么办法呢，丛芜也在病着。

我自得病以来，你们是知道的，精神改变得多了。我卧病在法国医院

的时候，每日话不准说，身不准动，两眼只是闭着，医生叫我静静地睡

养，但我脑子却停止不了作用。那第一个突然印在我脑子里的，是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苦脸; 但这只是苦脸，并不颓丧，而且还满露着坚毅慈爱的神

情，我直到此刻尚未忘却。我那时曾托霁野转请俄女士里丁尼古拉耶夫娜

为我雕塑一个陀氏的铜像，她居然应允了，我真衷心铭谢。

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所要向你们说的，乃是我觉得将来你们

还存在的人，生活一定是日趋于苦。现在社会紊乱到这样，目前整理是很

无希望的了，未来必经过大破坏，再谋恢复。但在此过程中，痛苦和牺牲

是难免的，为着这，我觉得你们将来生活也多半不幸。在此无望中，老友

们，我希望你们努力，同时也希望你们结成更高深的友谊，以取得生活的

温暖。”

我最初读韦素园的信，恰是他当年那个年龄。好像说出了自己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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