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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巧读快读”现代名家系列之一，以鲜活的体例，生动地叙述了郁达夫的一生
和主要的文学成就。各个部分逻辑严密，使读者在*短的时间对郁达夫率真的个性特质、
卓越的才情、坚定的爱国情怀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内容简介

本书沿着这样的体例——“言+行+大事记+人物小传+著作精选”。巧妙而精到地展示了
郁达夫先生的全貌，是一套生动活泼，而又全面了解郁达夫先生的读本。
其中：“言”“行”取微博体形式，“言”即郁达夫精辟精彩的言论，“行”则是彰显
郁达夫个性特质的行为。“大事记”是郁达夫所历重大历史事件、社会活动、学术活动
等，记录郁达夫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人物小传”是对其一生经历的概览，尤其侧重
于郁达夫的成长、求学、治学等方面的经历。“著作精选”则是最能体现郁达夫文化贡
献的代表作品的选摘汇集。

作者简介

徐励，女，山东烟台人，1978年生。历史学学士、现当代文学硕士，曾到台湾、香港游
学三年。做过高校教师，现为自由撰稿人。长期以来，关注现当代文学、文化人物，以
及当代文化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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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辑 郁达夫的言
谈文艺
人生的实际，既不外乎这“孤单”的感觉，那么表现人生的艺术，当然也不外乎此，因
此我近来对于艺术的意见和评价，都和以前不同了。
《北国的微音》
艺术是弱者的同情者，是爱情的保护者。没有国境的差别，不问人种的异同。
《艺术与国家》
平生的信条，第一是“被催逼出来的文字，决不是好作品”。因之我自开始写作到如今
，从没有写过一篇有自信的作品。第二是“一个人的一生之中，好作品总只是一篇两篇
的；多产的作家，决不能自保篇篇都是珠玉，所以勉强写作，不如放任自然”。第三是
“好作品要死后才能够发表”。
《写作的经验》
艺术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是中外一家的和平，是如火焰一般的正义心，是美的陶
醉，是博大的同情，是忘我的爱。
《艺术与国家》
作品的伟大与否，客观的判断很不容易下。至于目前的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的原因，
我想是因为伟大的批评家太多了的缘故。
《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
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由我个人的嗜好来讲，我在暇时翻阅旁人的著作的时候，最喜欢读的，是他的日记，其
次是他的书简，最后才读他的散文或韵文的作品。以己度人，类推起来，我想无论哪一
个文艺爱好者，大约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日记文学》
悲剧比喜剧偏爱价值大。因为这世上快乐者少，而受苦者多。且现代人都带有厌世的色
彩，而以血气方刚的青年尤甚。 第一辑 郁达夫的言 谈文艺 人生的实际，既不外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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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单”的感觉，那么表现人生的艺术，当然也不外乎此，因此我近来对于艺术的意见和
评价，都和以前不同了。 《北国的微音》
艺术是弱者的同情者，是爱情的保护者。没有国境的差别，不问人种的异同。
《艺术与国家》 平生的信条，第一是“被催逼出来的文字，决不是好作品”。因之我自
开始写作到如今，从没有写过一篇有自信的作品。第二是“一个人的一生之中，好作品
总只是一篇两篇的；多产的作家，决不能自保篇篇都是珠玉，所以勉强写作，不如放任
自然”。第三是“好作品要死后才能够发表”。 《写作的经验》 艺术的理想，是赤裸裸
的天真，是中外一家的和平，是如火焰一般的正义心，是美的陶醉，是博大的同情，是
忘我的爱。 《艺术与国家》 作品的伟大与否，客观的判断很不容易下。至于目前的中国
，没有伟大的作品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伟大的批评家太多了的缘故。
《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我以为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
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
，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由我个人的嗜好来
讲，我在暇时翻阅旁人的著作的时候，最喜欢读的，是他的日记，其次是他的书简，最
后才读他的散文或韵文的作品。以己度人，类推起来，我想无论哪一个文艺爱好者，大
约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日记文学》 悲剧比喜剧偏爱价值大。因为这世上快乐者
少，而受苦者多。且现代人都带有厌世的色彩，而以血气方刚的青年尤甚。
《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 性欲和死，是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所以以这两者为材料的
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伟大。 《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 人有了家，就不
能同没有家的人一样，少不得要思前顾后，畏首畏尾；从文明进化的一点上讲，或者是
人类社会的进步也说不定，但从艺术的人生观来说，家却是一副套在自由人身上的枷锁
，因为艺术家的天性，多少总带有些薄命汉倾向的。 《就家字来说》 做官发财，原也很
好，但学文学的人，预先抱定了这一个宗旨去学，则他的学业总不免为外界的权势阶级
所左右，中国的一部文学史之所以成为奴隶史者，原因就在这里。 《学文学的人》
从真善美来说，美与善，有时可以一致，有时可以分家；唯既真且美的，则非善不成。
《写作闲谈》 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鲁迅的伟大》
文人的出路，向来只有两条，一条是“不作文人”，一条是“不要靠文章来吃饭”。
《高楼小说》 有人说笑话，说凡是文学家，总须具备三个要件，就是：懒，病，贫。这
笑话虽则是取笑文人的话，然而的确也有点真理。 《〈小说论〉及其他》 中国的革命，
似已成功，现在是建设的时期了，所以一切设施，都用得着统制，而文化统制的结果，
这几年却只产生了许多铁血的月刊旬刊报纸副刊之类，伟大的民族文艺作品，仿佛还正
在印刷中的样子。 《伟大的沉默》 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国家大事，总不上
轨道，乱跑野马，唯独文章一事，却每是规规矩矩，数千百年，如出一辙的。
《说文章的公式》 自况和其他 我最近的努力，还是在完成自己；做文人也好，做官也好
，做什么都好，主要的总觉是在自己的完成。人家的毁誉褒贬，一时的得失进退，都不
成问题；只教自己能够自持，能够满足，能够反省而无愧，人生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
。做人当然先要在求己，然后再为人；我一向的被人骂作个人主义者，而同时也能够入
污泥而不染，抗环境而有余的最大强处，就在这里。或者也许是弱者的强处，但这一点
我却总想固执着到死。 《写作的经验》 此间虽地僻人静，然而风景没有可取的地方。况
且又因我作了先生，不能同学生时代一样，买些花生果子放在袋里，一边吃一边到山腰
水畔去闲逛去。唉，这都是什么礼仪呀，习俗呀，尊严呀，害我的。这些传来的陋俗不



得不打破，破坏破坏！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由我的自在就好了。破坏破坏，还是破坏
！ 《芜城日记》 我是主张把中国的坟冢，把野外的枯骨，都掘起来付之一炬，或投入汪
洋的大海里去的。 《还乡记》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
；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
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
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怀鲁迅》
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两字。 《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沉沦》 道德无所谓新旧，唯
真纯的人才能够说得上道德两字，若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那不管你天天在高叫道德，
结果终是一个坏人。 《青年的出路和做人》 想用暴力来统一思想，甚至不惜用卑污恶劣
的手段，来使一般人臣服归顺的笨想头，也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的中国人的老脾
气。 《暴力与倾向》 百姓想做官僚军阀，官僚军阀想做皇帝，做了皇帝更想成仙。秦始
皇对方士说：“世间有没有不死之药的？若有的话，那我就吃得死了都也甘心，务必为
朕去采办到来！”只有没出息的文人说：“愿作鸳鸯不慕仙。” 《“天凉好个秋”》
目下的中国，是强盗窃贼的天下，打来打去，都是分赃不平的缘故。 《夕阳楼日记》
沉默原不是坏事，但不说话的死人的沉默，看了却有点儿可怕。 《伟大的沉默》 谣言、
预言等辈的养育处，第一就须在大家贪懒不做正经事情的地方。中国的谣言、预言，所
以特多的原因，就因为中国的全部国民都是闲惰不做正经事情的缘故。从在上据高位者
起，一直到都市乡村的游民乞丐为止，中国何尝有一个正经在拼命做事的人？谣言、预
言的发生时期，总在大乱初平，或变乱继起之后；而酿成这些谣言、预言的重大酵素，
当然是当局者的专制压迫，与一般已被愚民政策驯服的百姓的无智。
《谣言预言之类的诞生》 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
，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代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
近来经林语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脑里，也懂得点什么是幽默的概念来了，这当
然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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