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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似火徐玉诺
□ 叶剑秀

1919 年，灾难深重的阴霾，笼

罩着死气沉沉的中原大地。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像

一声惊雷在当时的河南省府开封

炸响，这无异于在阴沉黑暗的天

空划过一道闪电。

河南省第一师范的学生群情

激昂，于 5 月 18 日上午集结操场，

要求声援北京学生。这一行动很

快得到开封学界响应，4000 余人

加入声援行列。阴郁的古城里，

同仇敌忾的呐喊、澎湃激昂的口

号响彻校园。学生联合会形成决

议，并以电文发出：“电请北京政

府，勿签字于巴黎和约。山东问

题，外交失败，关系存亡，危险万

状……全豫人民，誓为后盾。沥

血陈词，无任迫切！”

一位身材魁梧的青年学子，

站在操场中央，振臂高呼：“外争

国权，内惩国贼！”这位面容粗粝

的呐喊者，眼神里迸发着一束坚

毅的光芒，瞬间点燃了长期压抑

的青春激情，操场上汹涌成了一

片波澜壮阔的海洋。他就是第一

师范学生会主席，河南学生运动

领导人之一的徐玉诺。

徐玉诺又名言信，字建之，

笔名红蠖，1894 年 11 月生于鲁山

县城东 20 余里的徐家营村。他

童年时家庭十分贫困，父母靠租

种别人的田地为生。11 岁那年，

父亲到村里的油坊帮工，徐玉诺

才有了读私塾的机会。

1911 年，徐玉诺的远房叔叔、

同盟会会员徐教诗出任鲁山县立

小学校长，建议年少聪慧的徐玉

诺前去读书。1913 年，19 岁的徐

玉诺考入了县立高等小学。生活

的艰难与困苦，断炊挨饿的窘迫

激发他上进图强。1916 年，徐玉

诺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的省立第

一师范。

河南省第一师范创建于 1905

年，是当时河南著名学府之一。

徐玉诺入校后，很快以出众的才

华受到师生们的赏识，被老师誉

为“能文高手”，所作文言策论式

文章常被张贴在教室墙上，或在

同学中传阅。

开封的学生运动，在徐玉诺

等人的领导下，如火如荼，一直坚

持到 1920 年春。其间徐玉诺曾

带领开封各校学生走上街头，游

行示威，集会演讲，集体罢课。后

来与同学们一道，到河南督军署

前静坐，要求督军向北洋政府转

达河南学生的抗议和请愿。

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被开封

的学生运动搞得焦头烂额。为遏

制和扑灭火焰，赵倜密令省议员

王幼桥设法收买学联部分成员，

另立“同志会”，致使学生运动被

肢解分化。自此河南的学生运动

陷入低潮。

热潮的冷却，使信心百倍的

徐玉诺痛苦不堪，一度低迷不振，

甚至决意卧轨，以碧血染黄尘，警

醒民众，抗议军阀。后经嵇文甫

先生耐心劝说，他才逐渐释怀，振

作精神。

徐玉诺接受了中国现代史开

端那场政治风暴的洗礼，经受了

考验。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国家

支离破碎，山河沉沦动荡，人民生

灵涂炭，民族危亡至极”。面对千

疮百孔的山河，徐玉诺开始了苦

苦的思索，民族的出路 在 哪 里 ？

痛 定 思 痛 后 ，他 最 终 寻 到 了 一

条 救 国 救 民 的 途 径 ：医 治 从 精

神开始，揭露与批判，呐喊与鼓

呼，用手中的笔，唤醒沉睡的国

家 和 民 族 ，为 民 众 打 开 一 扇 心

灵的窗户。

百年昏睡的旧中国，在黎明

前露出曙光。陈独秀、胡适、李大

钊倡导的新文学运动席卷全国，

白话文运动势不可挡。在新鲜气

息的熏染下，为了探索社会问题，

徐玉诺开始写作。1920 年 12 月，

仍处于极度激愤中的徐玉诺，奋

笔写出小说《良心》，对社会黑暗

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控诉，把批判

的矛头指向了在良心泯灭之下失

去公正的法律，控诉了黑暗社会

对人的良知的扭曲。

这篇小说刊于 1921 年 1 月 7

日的北京《晨报》副刊，这是徐玉

诺的处女作，也是他走上文学道

路的起点。

1921 年 7 月 30 日的《文学旬

刊》第 9 期发表了徐玉诺的第一

首诗歌《冲动》，此后，他以极大的

创作热情投入新诗歌创作，诗歌

创作的高产和速度令人惊异，进

入 了 为 期 五 年 左 右 的 创 作 旺 盛

期，作品不断在《文学旬刊》《晨

报》《时事新报》《文学周报》《诗》

等报刊上发表。

徐玉诺作为寻觅未来之路的

呐喊者，他以燃烧的激情关注家

乡人民，以如椽之笔对黑暗现实

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控诉，

以引起人们对人的存在价值和意

义进行探索和追寻。

他的诗歌像血水凝聚的岩浆

在爆发。

“ 没 有 恐 怖 —— 没 有 哭 声

——因为处女们和母亲早已被践

踏得像一束乱草，一般死在火焰

中了。只有热血的喷泼，喝血者

之狂叫，建筑的毁灭，岩石的崩

坏，枪声，马声……轰轰烈烈的杂

乱的声音碎裂着。没有黑夜和白

昼 —— 只 有 弥 漫 天 空 的 黑 烟 红

火，翻动的尘土焦灰流荡着。”

1922 年，徐玉诺的家乡兵连

祸结、匪患丛生，他目睹自己的亲

人 横 尸 野 外 。 徐 玉 诺 写 下 小 说

《一 只 破 鞋》，发 表 于《小 说 月

报》。《小说月报》前一期 专 门 登

出 预 告 ：“ 徐 玉 诺 君 有 一 篇《一

只 破 鞋》，叙 写 河 南 匪 乱 惨 象 ，

极 为 真 切 动 人 。 即 使 没 有 亲 历

其 境 的 人 读 了 ，也 不 禁 要 颤 惧

起来。”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徐玉

诺写下了被闻一多推为“超等的

作品”的小诗《夜声》。“在黑暗而

且寂寞的夜间，什么也看不见；只

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

命的声响。”

徐玉诺是以小说创作走上中

国新文学文坛的，但是他的主要

成就却是新诗。真正引起文坛轰

动，奠定他文坛崇高地位 的 是 诗

集《将 来 之 花 园》：我 坐 在 轻 松

松 的 草 原 里 ，慢 慢 的 把 破 布 一

般 折 叠 着 的 梦 开 展 ；这 就 是 我

的 工 作 呵 ！ 我 细 细 心 心 地 把 我

心 中 ，更 美 丽 ，更 新 鲜 ，更 适合

于 我 们 的 花 纹 ，织在上边；预备

着……后来……这就是小孩子们

的花园！

1922 年 8 月，徐玉诺新诗集

《将来之花园》以朴实清新的语

言、十分丰富的想象力、敏锐捕捉

瞬间直觉的能力，在中国文坛上

引起了巨大轰动。

徐玉诺在他诗歌中以中原地

区的方言入诗，很有乡土意味，并

极富生活气息。从而使他的诗歌

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效果，具

有别具一格的个性化魅力。他的

文学创作既贴近时代的脉搏，又

敢为人先、冲破羁绊、大胆创新，

以诗的心声，发出强有力的时代

呐喊。

徐玉诺仿若一颗璀璨的文曲

星，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者汇

聚，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留下

了震撼文坛的恢宏篇章。

这个时期，徐玉诺的作品具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茅盾和

叶圣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一方

面真切地描述农民生活的惨烈，

风格刚劲，带点原始性的粗犷；另

一方面真诚地展现天真无邪、朴

实美丽的梦想，风格清新柔美，

“是个月亮女神型的梦想者”。茅

盾认为，“前者的表现是他的小

说，后者的表现是他的诗，但实际

上，他的诗和小说同时具有这样

的两面性”。

叶圣陶为《将来之花园》写了

万字诗评，在《玉诺的诗》中这样

描述徐玉诺的诗作：“有奇妙的表

现力，微妙的思想，绘画般的技术

和吸引人的格调”。“他并不把作

诗当一回事，像猎人搜寻野兽一

样；当感觉强烈，情绪兴奋的时

候，他不期然地写了。”“徐玉诺的

诗，全凭感情甚至是兴趣所致，挥

挥洒洒，随着激情跳跃，但却洋溢

着杰出的才华和过人的技艺，想

象丰富而生动，在用韵和表现技

巧等方面，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

自己的贡献。”

1922 年朱自清在主编《中国

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时，选录徐

玉诺九首诗，同集胡适获选九首，

刘半农八首，沈尹默一首，鲁迅三

首，田汉五首，从选诗的比重上，

可 以 看 出 朱 自 清 对 徐 玉 诺 的 看

重。

1922 年 6 月，“文学研究会丛

书”之一的诗集《雪朝》分八集，共

收录新诗 187 首。其中第四集收

录徐玉诺 1921 年 8 月至 1922 年 3

月间在报刊上发表的新诗 18 题

48首。

郑振铎在《将来之花园》的卷

头语中写道：“虽然在《将来之花

园》里，玉诺曾闪耀着美丽的将来

之梦，他也细细心心的把他心中

更美丽，更新鲜，更适合于我们的

花纹组在上边；预备着小孩子的

花园，但是挽歌般的歌声，却较之

这 朦 胧 梦 境 之 希 望 来 得 响 亮 多

了。玉诺总之是中国新诗人里第

一个高唱‘他自己的挽歌’的人。”

茅盾曾说过，1917－1921 年

的创作界是很寂寞的，但在那之

后的两三年内就有许多面目不同

的青年作家把文坛装点得颇为热

闹了。徐玉诺就是其中比较活跃

的一个。

闻一多在《致梁实秋等人的

信》中说：“《将来之花园》在某种

类中要算佳品。它或可与《繁星》

并肩，我并不看轻它。《夜声》是超

等的作品。只冰心、玉诺才有这

种句子。1923 年 5 月到 1924 年 1

月 ，徐 玉 诺 在《小 说 月 报》又 接

连推出了一批短篇小说。《一只

破 鞋》《祖 父 的 故 事》《到 何 处

去》位列各期‘小说栏’之首，对

前 两 篇 ，编 者 均 在 最 后 一 页 向

读 者 郑 重 推 荐 。《到 何 处去》引

发了长达四个月之久的讨论，仅

《小说月报》就发表了五六篇推

崇、赞赏的评论文章。徐玉诺被

誉为‘替社会鸣不平’和‘为平民

叫苦的人’”。

叶 圣 陶 在《玉 诺 的 诗》撰 文

中，对徐玉诺的诗作了具体评价：

“他描写景物的诗——与其说是

描写，还不如说是他自己与自然

融化的诗，这一类诗他非常丰富，

都有奇妙的表现力，微妙的思想，

绘画般的技术和吸引人的格调。

若说其他的诗是壮美的，则这一

类诗是优美的。”

徐玉诺的作品获得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令人瞩目的地位，喊出

“到何处去”的心灵呼唤，这个永

远的旅人凭着自己的实力和特别

灵警的感觉在新文学文坛上“像

猎人搜寻野兽一样”寻找着自由

的出路。

浪 漫 主 义 的 诗 人 气 质 铸 就

了徐玉诺特立独行、率性自由、

奇异不群的性格，骨子里充满着

对 劳 苦 大 众 的 怜 悯 和 深 深 的 爱

国情怀。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

爆发，日寇大举入侵。此时徐玉

诺任职于烟台商务专科学校，他

投身抗战，走上了前线。

1937 年 8 月，在北上途中，途

经济南，见到火车站人山人海，向

南的列车车顶都趴满了人。很多

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无人过问，

有的蜷伏在地上呻吟，有的沿街

乞讨。徐玉诺大怒，他登上高台，

挥舞帽子，振臂演讲：“这些伤兵

是为保卫国家同日寇作战而流血

的，我们能忍心看着他们受罪而

无动于衷吗？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请为他们捐些款，买点医药和吃

的东西。”在很短时间内,他募集

捐款 1000 多元。

1938 年 6 月 徐 玉 诺 在 厦 门

《思明日报》辞职北归。途经上海

时，适逢车站人山人海的难民，看

着种种凄凉场面，他热泪涌动。

当时他身上存有 800 多元钱，于

是解囊分送。等意识到自己也是

身在旅途时，身上连买票的钱都

没有了。

1926 年后，徐玉诺在文坛忽

然 没 了 声 息 。 茅 盾 不 无 惋 惜 地

说：“徐玉诺是一个有才能的作

者，然而他在尚未充分发展之前，

就从文坛上退隐了。”

徐玉诺的小说引起过鲁迅先

生的极大关注，曾三番五次嘱咐

孙伏园给徐玉诺写信，让他“把发

表在《晨报》等报刊的二十余篇小

说 收 集 出 版 ”，并 表 示“ 自 愿 作

序”，却被徐玉诺婉言拒绝了。

叶圣陶十分牵挂徐玉诺。“或

许 随 心 所 欲 是 徐 玉 诺 最 大 的 个

性，他内心有写作的愿望，就不期

然地写了，兴致所至，一日数章诗

文；写作的愿望消失了，也就不期

然地停了笔，五六年来报章杂志

只字不曾寓目。”

徐玉诺像一颗耀眼夺目的巨

星，闪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甚

至影响了几代诗人。然而，由于

他生活贫困，性情怪异，为求生

计，弃文从教，在我国文坛留下了

太多的遗憾。

徐 玉 诺 不 仅 是 我 国 现 代

文 学 史 上 的 巨 匠 ，还 是 著 名

的 教 育 家 。 徐 玉 诺 在 文 坛 销

声 匿 迹 ，令 很 多 人 感 叹 而 不

解，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因

为 他 远 离 文 化 中 心 ，有 人 认

为 生 活 重 压 和 家 庭 连 遭 不

幸，迫使他为谋生四处奔波，

不能安心创作；也有人认为，

过 分 悲 哀 后 的 消 极 情 绪 ，使

他 陷 入 可 怕 的 放 任 自 流 的 境

况。

寻着徐玉诺的人生轨迹，

依 稀 可 以 看 到 他 的 教 育 情

结 ，和 他 在 教 育 园 地 留 下 的

忙碌身影。

徐玉诺四处流浪，辗转各

地 。 从 事 教 育 教 学 25 年 ，先

后 在 洛 阳 师 范 、吉 林 毓 文 中

学、淮阳师范、信阳女师、山东

曲阜师范、烟台八中、烟台商

务专科学校等 50 余所学校任

教。足迹遍及东北、东南、华

东 和 中 原 许 多 地 方 ，可 谓 奔

走 四 方 ，遍 植 桃 李 。 他 始 终

如 他 涌 入 文 学 革 命 浪 潮 的

《良 心》所 示 ，以 良 心 为 人 处

世，在黑暗的中国追寻光明，

宣传抗日，教书育人，他依然

在人间为“将来之花园”奔走

呼号。

今年初夏，我们走进徐玉

诺的故居。

这是个不大的农家院，坐

西朝东，有几分朴素和雅致，院

里几棵苍翠的松柏，蓬勃着无

限的生机。

故 居 的 西 屋 布 置 成 了 展

室，外面两间的墙壁上，错落

有 致 地 挂 着 徐 玉 诺 各 个 时 期

的 照 片 ，把 我 们 带 回 远 逝 的

岁月。

故居原有东西屋各三间，

为 草 房 ，20 多 年 前 先 后 倒

塌 。 2003 年 ，徐 玉 诺 女 儿 徐

西 兰 、孙 子 徐 森 兄 弟 共 同 出

资 重 修 ，现 为 市 级 文 物 保 护

单位。

徐 玉 诺 一 生 写 了 400 多

首 诗，30 多篇小说，20 多篇散

文，创作改 编 剧 本 7 本 ，是 一

位有成就的教育家、文学家。

徐 玉 诺 一 生 淡 泊 名 利 、

爱 国 爱 民 、无所畏惧，加之他

特 立 独 行 的 个 性 ，做 出 了 许

多 惊 人 之 举 ，尽 显 文 人 风

范 。 曾 被 著 名 作 家 李 准 赞 誉

为：真纯如婴，激情似火。河

南文学泰斗南丁 先 生 称 徐 玉

诺为：自然之子。

新中国成立后，徐玉诺为

人 民 获 得 解 放 而 欢 欣 鼓 舞 。

他 积 极 参 加 家 乡 建 设 ，把 全

部 心 血 献 给 了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 他 先 后 被 聘 为 河 南 省

各 界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特 邀 代

表 ，当 选 为 省 政 协 委 员 、省

人 民 代 表 、省 文 联 筹 委 组 联

部 主 任 、常 委 和 省 文 史 馆 馆

员等职。

1958 年 4 月 9 日 ，一 代 文

学巨匠徐玉诺病逝于开封，归

葬故里鲁山徐家营凤凰山下。

在他去世 3 个月后，河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

《朱家坟夜话》。

1983 年 2 月，河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了《徐玉诺诗文选》。

2009 年 ，徐 玉 诺 被 评 为

河南省 6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

出 突 出 贡 献 的 英 雄 模 范 人 物

之一。

徐 玉 诺 家 乡 的 学 校 更

名 为 玉 诺 小 学 ，表 达 了 家

乡 人 民 对 玉 诺 先 生 的 深 切

缅 怀 。

当 我 们 离 开 徐 玉 诺 故 居

的时候，转身回眸，仿佛看到

瓦 楞 上 绿 莹 莹 的 苔 藓 ，依 然

跳 荡 着 诗 的 音 符 ，那 苦 难 岁

月中的铿锵呐喊，萦绕天际，

依旧在耳畔回响……

▶学生运动领导人

▶以笔代枪来战斗

▶中国现代文学之星

▶文坛销声转教育

（本版图片均由史大观提供）◀徐玉诺故里

徐玉诺（后排左二）与剧作家许季秋跟河南曲剧团演

员合影

1953 年，徐玉诺（右）与徐言缄合影

徐玉诺怀抱三岁的儿子

五四运动时期的徐玉诺（后排左一）

抗战时期，徐玉诺（右一）在信阳与友人合影

1951 年的徐玉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