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玉诺1894年出生于
徐营村一个佃户家庭，因
家庭贫困，11岁才有机会入
学读书。

尽管上学很晚，但依
靠个人的奋发苦读，他于
1914年考入开封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

如今，徐玉诺故居内
还摆放有他当年用过的
一些旧物，一张黑色古式
桌子上放着一盏旧式油
灯 ，见 证 着 他 的 苦 读 时
光。

徐玉诺长孙媳妇张云
峰今年66岁，现居住在故
居内。她说，听家人讲，年
少时的徐玉诺经常苦读诗
书至深夜，须其母亲催上
几遍方才休息。

在开封求学期间，受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
《新青年》杂志影响，徐玉
诺开始倾向新思想、新文
学，他的民主思想观也逐
步形成，并开始进行文学
创作。1921年1月7日他在
《晨报》副刊上发表处女作
短篇小说《良心》，深刻揭
示和控诉了社会的黑暗。
同年，他经郑振铎介绍加
入文学研究会，与叶圣陶
等交往甚厚。此后，徐玉
诺进入了4年左右的创作
旺盛期，五年间先后写了
300多篇作品。

由朱自清主编的《中国
新文学大系》诗集中，选录
徐玉诺9首诗，同集胡适获
选9首，刘半农8首，沈尹默
1首，鲁迅3首，田汉5首。

从选诗的比重可以看
出，朱自清是把徐玉诺当
作重要诗人看待，给了他
很高的文学评价。

1922年8月，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的徐玉诺新诗集
《将来之花园》，是我省出
版最早的一本新诗集。因
而，他是五四运动时期我
省跻身中国文坛的第一位
新诗人。其中有短小精致
的诗作，如《命运》《记忆》
《不可捉摸的遗像》等，也
有意境讲究、叙事性较强、
篇幅较长的诗作，如《紫罗
兰与蜜蜂》《花园里面的岗
警》《梦》等，其中一些优秀
作品，在全国引起较大反
响。

文学研究者认为，由
于受到泰戈尔诗歌的影响
和古典诗歌的启发，小诗
创作在中国文学界一度成
为风潮，这其中以上世纪
20年代的冰心、徐玉诺等
人为代表，他们创作的风
靡一时的小诗文体为“春
水”体或者“繁星”体。

徐玉诺的诗作除关心
民生疾苦外，也有很多优
美的小诗，表达他对故乡
的眷恋之情。

据统计，徐玉诺一生
写诗 400 余首、小说 30 余
篇、散文20余篇，创作与改
编剧本7本。1958年，徐玉
诺病逝于开封，归葬故里
鲁山徐营凤凰山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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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心民生
一生写诗400多首

从开封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后，徐玉诺曾先后任《昆明日
报》副刊编辑、厦门大学校报编
辑部主任、河南大学助教、烟台
第八中学教师、信阳第三师范
教师、河南第二师范教师、鲁山
一中校长、河南文史馆研究员
等公职，工作、教学之地遍及河
南、山东、福建、吉林等省市，回
到家乡的时间并不多。

尽管如此，家乡人关于他
在家期间的逸闻趣事却不少。
88岁的徐营村村民杨金玉回忆
说，大约是上世纪40年代，徐玉
诺从外地回家小住，其间，他爱
到村旁小路上拾粪，而他每到
一处拾粪，不管是谁家的地，拾
到就往地里倒。

徐帅领说，曾爷爷在世时
家里还是一贫如洗，仅有几间
旧房子，现在的徐玉诺故居是
后来翻修的。尽管如此，他们
家人一直以曾爷爷有很高的文
学成就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
而自豪。

随着时间的流逝，徐玉诺
的影响力日渐扩大。1986 年，
徐玉诺故居被鲁山县人民政府
公布为县文物保护单位，后相
继成为市、省文物保护单位。
2018 年 7 月 26 日，首届徐玉诺
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
学举行，在徐玉诺女儿徐西兰
的倡导下，设立并颁发首届徐
玉诺诗歌奖，我省、我市诗人海
因、张杰等荣获徐玉诺诗歌奖。

与此同时，徐玉诺文学现
象的研究者也与日俱增，诸多
研究成果不断推出。

“徐玉诺的诗歌语言是有
疼痛感的，这种疼痛感来自他
对社会人生的深层体验与承
担。今天的读者有一个共识：
徐玉诺的诗很好读、很易懂，但
很难写出来。在我看来，他把
所有能量都集中在诗歌和言说
之上，这就是他的诗歌创作看
似简单，其实很难模仿的原因
所在。”我省知名诗人海因说，
徐玉诺的诗作归属于中国诗歌
史上的经典创造，其文本的当
代性呈现，使之对当今读者依
然有强大的吸引力；对当代诗
人也有借鉴价值。

影响渐大
其诗看似简单实难模仿

长久以来，徐玉诺的作品
一直被传诵、被研究、被很多大
学的研究所列为必读教材。他
的《将来之花园》早已跻身新文
学运动——中国白话诗之经
典。

他的很多作品受到同时代
诸多文学大家的关注。在朱自
清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
集中，还特别征引了叶圣陶的
万言长篇评论《玉诺的诗》中的
一段评述，“他并不以作诗当一
回事，像猎人搜寻野兽一样；当
感觉强烈，情绪兴奋的时候，他
不期然的写了”。

而在《玉诺的诗》中，叶圣
陶更称徐玉诺的诗有“奇妙的
表现力、微妙的思想、绘画般的
技术和吸引人的格调”。

除诗作外，徐玉诺的小说

创作也曾引起广泛关注。鲁迅
当年曾几次嘱咐《晨报》副刊编
辑孙伏园给徐玉诺去信，收集
徐玉诺的小说准备出版，并表
示“自愿作序”，但不知何故被
徐玉诺婉言谢绝。

徐玉诺曾孙、在鲁山一高
任教的徐帅领谈及此事时说，
主要原因可能是曾爷爷自认为
当时的作品还不太成熟，暂时
不想结集出版。

鲁山县文联原主席、文史
研究者袁占才也有这样的看
法。他说，这主要是当年徐玉
诺对鲁迅的心意不理解，以致
一误再误，直到临终也未将自
己已发表的小说结集出版。

多年后，徐玉诺回忆起此
事曾愧悔不已。他曾在文章中
写道：“鲁迅先生，我怎对你得

起！一方面我说是‘受宠若
惊’；另一方面由于小资产阶级
意识与个人英雄主义作祟，深
恐出版幼稚的作品，损坏了虚
名，诈以二十来篇新作正在整
理，搪塞了你那深厚的心情与
殷切的期望。”他同时又在《始
终对不起——怀念鲁迅先生》
一诗中写道：收拾《良心》作长
序，重托伏园传心意；恨我怕名
婉拒绝，事后才知对不起。

1954年5月4日，徐玉诺在
回忆时又写道：爱罗诅咒《狭的
笼》，鲁迅对他起同情。愚笨无
过是玉诺，辜负先生一片心。
他在此诗附记中还特别注明，

“1923年，鲁迅先生收我《良心》
等二十篇小说，拟出版，并长
序，由孙伏园致函相商，被我婉
拒。”

愧悔不已
鲁迅拟出版其小说被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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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徐玉诺的
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王春生

在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及其后，一批批新诗写作的佼佼者脱颖
而出，如同星空中的一颗颗明星，闪耀至今，徐玉诺无疑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
星。他在当时享有盛誉，是鲁迅、朱自清、茅盾、叶圣陶等文化巨擘心目中“天才
的大诗人”。

10月26日上午，时值晚秋，记者走进位于鲁山县辛集乡徐营村的徐玉诺故
居，以期能感受他“热情似火，真纯如婴”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