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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梅娘》

内容概要

《又见梅娘》内容简介：在中国，女性自觉投身文学创作并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社会文化流通一部分的
历史是短暂的。在“五四”这场被喻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繁星璀璨般地出现了一批才华
横溢的女作家。梅娘就是其中一位。这本关于梅娘的回忆录中所收诸篇提供的都是回忆者们的亲历、
亲闻、亲见，这就增添了《又见梅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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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梅娘》

作者简介

　　梅娘（1920-），小说家，翻译家。原名孙嘉瑞。主要著作：《小姐集》、《第二代》、《鱼》、
《蟹》等。主要译著：《母系家族》、《泥泞半生记》、《玉米地里的作家-赵树理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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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梅娘》

章节摘录

　　背负子君的灵魂离家　　面对这些女性灵魂的自我发现、寻找、挣扎、困惑、抗争、呐喊，血一
样的吻和　　冰一样的柔情，我仿佛听到了九天玄女和女娲从另一个世界送来的歌声⋯⋯　　——盛
英《梅娘与她的小说》　　1936年，梅娘十六岁。犹如一个晴天霹雳，世界上最疼爱她的那个人，她
的父亲，因病去世。　　没有了父亲的家，对梅娘来说，仿佛一夜间从花的暖房，变成了寒冷的冰窖
。家像墓地一样的空旷和死寂，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她留恋。于是，梅娘毅然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日
本神户女子大学。　　这期间，梅娘是东京中国书店和内山书店的常客。她贪婪地、大量地阅读中国
抗日大后方的书籍，她要像同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女作家萧红一样，走文学创作之路。坚定的信念，不
二的选择，天生的才气，奠定了梅娘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女作家的坚实基础。也许
就在她下定决心的瞬间，一代杰出的中国女作家便诞生了。　　她酷爱鲁迅的文章，如饥似渴地读着
鲁迅的全部著作。她觉得鲁迅的文章教给她观察人生、思索文学的使命，她的思想日益充实、成熟。
此时，她认识了在内山书店半工半读的中国穷留学生柳龙光，两个年轻人一见倾心。这场恋情遭到了
家族的强烈反对，并且以中断梅娘的经济来源相要挟，逼迫她放弃这段美好的恋情。不巧，此时同在
日本留学的弟弟病重，需要人护送返乡。无奈，梅娘只得辍学回国。家人企图通过长时间的分离，使
梅娘放弃柳龙光。　　强迫和分离对于热恋中的情人从来都是最愚蠢的做法，反而能更增加恋人间的
思念和感情，梅娘断然拒绝了家里为她安排的婚事。一心等待心上人柳龙光回国与她团聚。等待的时
光是　　难熬的，但也同时充满了希望和幸福。1937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柳龙光终于赶回长
春与梅娘完婚，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家人依然不接受梅娘的选择，梅娘毅然同家庭彻底决裂
。用她的话说：“我是背负着鲁迅笔下子君的灵魂离家的。”从此，梅娘走上一条新女性的自强之路
。　　　　梅娘是一棵散发着暗香的梅树　　我权衡者再，却怎样也不想离开这片被我血泪浸湿的热
土；我认定，只有在这片热土上，我才能体现作为中华女性的价值。　　——《远方的思念》　　　
　有的人相处多年，分开后很快就淡忘了；有的人萍水相逢，接触不多，却会常常涌上心来。以笔名
梅娘名世，岑寂了三十多年又重新被人们记起的女作家孙嘉瑞大姐，就是这样一位相见偶然，交谈不
多，却难以忘怀的人。　　记得那是1994年三秋天，我们在加拿大探亲，应我女儿的朋友柳青女士之
邀，去她家作客，见到了她年逾古稀的母亲，一位身量略显瘦削的老太太。她浓黑的眉毛透着刚毅，
睿智的双眸仍很明亮；上身穿一件带黑色花纹的枣红色毛衣，下身着一条普通的灰蓝色长裤；神情安
泰。女儿曾告诉我，她就是四十年代深受读者喜爱的有“南玲北梅”之誉的女作家梅娘。但相见之下
没有半点名人派头。她说话轻声慢语，仿佛惟恐惊动了什么，使我原本有些激动的心很快平静下来。
寒喧之后，聊些家常琐事。我称赞她的毛衣好看，她说摊头上买的，很便宜。还说，实在已不适合自
己的年龄，太艳了；女儿鼓励她穿。我十分理解从灰黑蓝的大一统中过来的我们这一辈中国女人着装
的顾虑，梅娘也不例外。看看加国老太太们越老越鲜艳的打扮，我们的观念是很该更新一下了。我们
都说她穿着很合适，这年龄就该有点色彩。她欣然微笑。看得出，她脸上施了点淡妆，也就是涂了点
唇膏。这在国外是一种礼貌，是女性应有的自爱自重，也是入乡随俗。　　近午，梅娘母女请我们到
附近一家广东人开的翠醉楼喝早茶。各种粤式小点心、海鲜，花样不少，配上茉莉香茶菊花茶，吃得
十分舒服开心，而要价不高。梅娘说这里的东西应该说还是价廉物美，老外来光顾的也不少，中国饮
食在这里很受欢迎。我们初来加国，也感到这里的物质生活还是比国内好得多。很自然地想到她北京
家中已无亲人，青年丧偶，一儿一女又在她最艰难的年月，于贫病中永远离她而去了。眼前的女儿是
她惟一的骨肉，现在定居加拿大，生活相对优裕，完全有条件让历尽沧桑的母亲在自己身边颐养天年
。我们劝她，不如就留在这里，与女儿和两个可爱的外孙女一起生活，彼此有个照应；这么大年纪了
，身边没个亲人会有很多不便。老太太却极有主意，说那怎么行?还是要回去的，这里只是暂住；再说
那里毕竟是自己的家，也有不少朋友。柳青女士也无奈地说，妈妈是不肯在这里长住的。的确，在一
般人看来，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是不宜单独居住的，怎么也该与自己的女儿相依为命，何必远离亲人
，独自在空屋坚守苦熬?何况加拿大生存环境极好，多次被联合国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地方；多少人
梦寐以求而不可得。但梅娘却要舍天堂而去，她自有自己的想法：尽管能享骨肉团聚的亲情，但异国
文化毕竟不是同一条根，许多方面无法认同，心理上难以调适，这是物质上的优越填补不了的。这番
话说得我们颔首称是，无言以对。我感到了一个有操守有追求的老人对生存的理解，是不以物质生活
的满足为目标的。她的天堂不在富裕的异国他乡，而在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故土，在自己心中。次年夏
天，她还是回到了留下过她多少刻骨铭心的苦难坎坷和人情温暖的北京的旧巢，守护着内心那片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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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梅娘》

创痕累累却也风光无限的家园，用书和笔抵御着悄　　悄啃噬着她的孤独，与窗台上常被忘却而依然
开得蓬勃的小花互通心曲，互励生之态的苍翠。　　当我们读了报刊上介绍她生平事迹的文章，得知
她坎坷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不可想象的苦难，接连的政治迫害，无情的经济剥夺，惨痛的骨肉丧离，
她却刚毅顽强地挺过来了，我心中不能不生出由衷的钦敬和无限的感慨，很想听听梅娘自己的说道。
但梅娘却十分平静，认为没有必要再提过去的事。在我们看来，真是满肚子的苦水委屈，她却一句也
没有倾吐，就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真个是波澜不惊的样子。的确，荣誉盛名也罢，苦难也罢，少
年曾享过的富贵也罢，后来经历的屈辱贫贱也罢，对她来说，沧海桑田，都已成为过去，都已化作生
命的年轮。我感到了她澄明如水的宽阔的襟怀，和永远不向命运低头的自尊自强的人格的力量。她像
一条蕴藏深厚的河，无语东流，不事喧哗，绝口不提自己。惟一言及当年的，是她曾赞扬北京女作家
林徽因的才华美貌和过人的谈吐，以及文人学士交往聚会的盛况。我想她也该是参与其盛的，但她一
句也没谈到自己。的确，今天面对的已是全新的时代，全新的生活，有多少值得她关注的新事物!她热
爱生活，一种劫波度尽，欣逢盛世，而人已晚暮的紧迫感，使她重又拿起搁了三十多年的笔，小说、
散文、译作，正像她一部作品的题名《依依芦苇》，散发着欣欣向荣的生命气息，这是何其可贵!　　
这使我想起她1995年给我们的信中所流露的壮心豪气。“愿有朝一日，能大西北大东北地相聚北京茅
舍，更愿脱一切框架，口无遮拦，聊个海枯石烂。”一颗洗尽铅华的坦荡的赤心透着何等大气!信中还
说“我虽曾跑南闯北，但却无缘领略新疆风光，很想有机会让女儿陪伴到新疆一游。”豁达豪迈之气
令人感佩。使我们深感抱歉的是，作为在新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我们未能及时促成此愿。但随着
现代化的进程，北京新疆的距离正在缩短，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我们殷切地期待着这一天。　　梅
娘极重情谊。随信还寄赠我们三篇已发表的短散文。见文如见人。文中都触及她的身世、情怀，深厚
凝重，而又体察入微，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咏赞生命的坚韧；不屈的痴情闪着永远的美丽光辉。　　
梅娘永远不能忘记父亲的豁达、机智、富于开拓精神。要找男人，就要找像父亲那样的男子汉!所以，
当她遇到性格与人品上颇与父亲有些相象的柳龙光时，便自然而然地一见倾心了。　　柳龙光同情共
产党，心向抗日力量。进步作家李克异（电影《归心似箭》的作者，又名袁犀）被关东军逮捕后，经
柳龙光多方营救，始得出狱。他还利用在日本当记者的身分，与朋友一起秘密地替新四军买药，陈毅
同志曾亲笔写信表扬他们的爱国热忱。1948年主持城工部工作的刘仁同志，命柳龙光利用自己和国民
党上层人物的关系，去作当时蒙疆政府的参谋总长乌古廷的转化工作，争取乌古廷起义。为执行这项
任务，柳龙光偕梅娘一起到了台北。但乌古廷在此之前已转到蒋介石一边去了。柳龙光在台北接到刘
仁转来的口信，命他速返上海。于是，柳龙光应召去了上海，梅娘在台北等他。谁知，柳龙光在从上
海返回台北时，所乘的太平轮在舟山附近与另一船相撞沉没。柳龙光死难时年仅三十岁。　　仅仅八
年的夫妻生活就这样突然中断。梅娘在失母丧父之后，迎来更惨痛的第三次打击：青年丧偶!　　柳龙
光走了，留下了两个女儿。梅娘怀着身孕从台湾回到上海，柳龙光的遗腹子是个儿子。看着儿子，梅
娘一遍又一遍地咀嚼青春丧偶的痛苦。她顽强地活下来了，她要带好三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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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梅娘》

媒体关注与评论

　　编后记　　1993年，朋友柳青赠我一本《南玲北梅》，是张爱玲与梅娘的小说合集，于是知道柳
青的母亲梅娘是东北沦陷时期最重要的一位女作家。印象中梅娘的小说极其流畅好看，是那种雅俗共
赏的好看，比之张爱玲，更有一些平易近人的情怀与真挚，及至见了梅娘，渐渐知晓了她的一些经历
，这才知道，梅娘本人的故事简直比她的小说更加曲折、更加富有传奇色彩，也更加意味深长。　　
来往多了，我发现，要透彻了解并理解梅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几乎是可遇不可求的.我所知道的梅
娘，是一位真正走过沧桑，而今依然有着些古道热肠，有着些脾气性情、有着些固执的坚守、尖锐的
倔拗以及洞察人心世事的随和的老人。她的名字叫孙嘉瑞。　　梅娘，自豆蔻年华便向世人展露了她
作为作家的秉质与才华。孙嘉瑞，则以富家千金的出身在小小年纪便备尝人世间的冷暖与寂寞；梅娘
，二十出头便进入了创作上最辉煌的时期，文名日盛，成为北平最受读者喜爱的女作家。孙嘉瑞则度
过了她作为一个妻子与母亲的家常而幸福的时光；梅娘，失去了写作的权利后，很快被时间的尘土掩
埋甚而被遗忘；孙嘉瑞，则经受了一个又一个的痛失，在苦难的咬噬下顽强地奇迹般地活着，尽管在
很长时间里，她活的非常卑微。梅娘与孙嘉瑞共同构成了一个女人坎坷而传奇的一生，也构成了她复
杂的内心世界。在人们惊叹着梅娘的重新被发现，感叹着她所经历的苦难时，孙嘉瑞的内心，那些悬
崖飞瀑，那些柳暗花明，那些百转千回，那些痛不欲生，是怎样地纠结着，让梅娘有了欲说还休的踯
躅?所以，尽管许多人向梅娘约稿，要为她出一木自传，梅娘总是婉言拒绝。　　当我向梅娘提及人民
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漫忆女作　　家丛书》，梅娘也名列其中时，梅娘最初的反应同样非常淡
漠。梅娘常年远离文坛，早期的资料在“文革”中几乎被洗劫一空，可以取舍的文章与照片都非常有
限。在为集子甄选照片时，仅有的几张旧照片还是深深打动了我，即便隔着半个多世纪的烟雨风尘，
梅娘的鲜明的个性，梅娘的意气风发，梅娘的温柔端庄，依然鲜活地存留在老照片上。　　这本集子
的第一辑，主要收录了至亲好友有关梅娘的文字；第二辑则收录了两篇梅娘生平故事与创作的文章；
第三辑为专家学者对梅娘作品的研究与评价、记者写梅娘的印象记，梅娘在日本期间的创作情况以及
日本学者对梅娘的研究。　　附录收录了梅娘的几篇自述文章，遗憾的是梅娘的自述只写到她的青少
年时期，另外几篇，可作补充。梅娘一生创作并翻译过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五十年代初，梅娘曾经为
出版社撰写连环画，所以特意加进了梅娘与香港两个小姑娘的通信。可以看出，已入老耄耋之年的梅
娘，她的内心，依然有着儿童般鲜嫩的触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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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梅娘》

精彩短评

1、对这位才华横溢、坚韧达观又低调隐忍的女作家（孙嘉瑞）肃然起敬。幼年丧母、少年丧父、青
年丧夫、中年丧女、老年丧子、数次遭遇政治迫害，苦难至极，坚强如斯。坎坷传奇，独立不羁，11
岁便写出作文《论振兴女权之好处》。纵使恶意的揣度、蹂躏与事后的无视、遗忘，亦泯灭不了其爱
国之情、民族热忱与铮铮良知、坦荡无求。
2、有关梅娘的一些回忆文章
3、没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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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梅娘》

精彩书评

1、前两天看了《又见梅娘》，很久么有这样耐心地把一本书看完了 是出于看到两样东西我才借这本
书的吧——日本，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是本家~~ 梅娘是笔名，真名叫孙嘉瑞，三四十年代东北沦陷区
的著名作家，跟张爱玲并称当时的“南玲北梅” 她是东北富商家的千金，1920年出生在海参崴，36年
去日留学，在日本认识的她的丈夫柳龙光，四十年代初回国，在北京、上海、台北活动 在日本，她常
去的地方是内山书店，在那里接触了很多共产主义的东西。她觉得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中国，才能
拯救被压迫了几千年的女人。也正是因为她生活在那样的家庭，她才能看到女人是怎样被欺压，怎样
只能依附男人生活。 1948年，她的丈夫去上海说服一个蒙古亲王，在回台的途中遭遇沉船去世。在她
得知这个消息时，她正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尽管当时的早稻田大学、台湾大学都向她发出邀请，
请她去做教授，她都回绝了。她自己后来也说，只要她向曾经追求过她的富商点点头，她的下半辈子
就不愁了，但是她不愿重复栓在男人腰带上的女人，他不愿重复女人的历史，她要做一个独立的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她决然带着两个女儿和肚里的孩子回到大陆。 1957年以前她在中国农业电影
制片厂工作。1957年的“肃反”、“反右”运动她被开除出厂，被遣送到北苑劳改场劳动。当时，她
的二女儿重病，因为没钱治疗，被送到疗养院不久就死了。1961年劳改释放，此时她再没有经济来源
，做过手工，做过保姆，扛过大包，还经常因为自己的成分担心找不到活干，常常生活捉襟见肘⋯
⋯66年文化大革命，再次因“日本特务”被打到，是自己生存下去的希望的孩子跟自己划清界限⋯
⋯72年，儿子因为急性肝炎，而她的成分问题，没有医院愿意接纳她的儿子，导致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儿子也死了⋯⋯ 幼年丧母（她是父亲跟情人生的孩子，在回长春的家后，正房夫人逼走了她的母亲
，不久，生母自杀）少年失父（16岁时，42岁的父亲去世）青年丧夫，中年失子失女⋯⋯人生的惨剧
都发生在了她的身上，但是，这一切她都独自默默承受了下来 一个三四十年代的著名作家，曾经过着
那样的舒适的生活的贵妇，如何能承担这么多的苦难⋯⋯ 1978年，终于平反，恢复了农影厂职工的身
份，但是直到九十年代末，她始终没能分得一套房子，只能蜗居在光线暗淡的筒子楼里，原因就是她
没有高级职称⋯⋯那些凭借研究她的作品得到教授职称的人却可以生活在光线充足的套房里⋯⋯滑稽
⋯⋯ 她说她不后悔，她坚持了她自己，她一直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来，有点狠心⋯⋯她的儿女都是因
为她回大陆才殒命的吧，如果条件好点，他们都不会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她从没有后悔过
她的独立的决定⋯⋯ 看完她的东西，感触满大的。她说，女人要靠自己，不做任何人的附属品 我自
己也算有点女权倾向的人，一定要独立，经济上，只有经济上的独立你才有在别的上面被尊重的筹码
，才可以不用担心被威胁。不做附属品，想要得到的，自己去争取，别以为哭闹什么的，东西就会亲
自跑来，过程中的苦难要自己扛，不管结果如何，过自己不后悔的人生 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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