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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艾芜被称为“流浪文豪”，因其对“在现时代大潮

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对西南边地边民“在生活

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的生动

刻画而为世人所熟知①。在阅读艾芜作品并对艾芜

生平有所了解后，不少读者会产生艾芜为何会南行

的疑问——读者在沉醉于其作品呈现的异域边陲的

风光习俗和世态人情的同时，对艾芜与同时代众多

巴蜀俊杰北上追求真理相反而逆向南下的选择充满

好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同恰恰是艾芜在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风格的魅力所在。然而遗憾的

是，在已有研究或艾芜传记的阐释与演绎中，艾芜的

这种独特选择慢慢变得与他北上的同乡们乃至和同

时代的其他人并无多少差别，多是强调外来的影响

以及在此影响下艾芜的回应，如，“一九二五年夏天，

师范学校尚未毕业，他就怀着‘半工半读’的理想，步

行去祖国南疆，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漂泊生活”②

“道耕向往‘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不堪

忍受成都的闭塞和落后，要去南洋半工半读”③……

此种“冲击—回应”阐释模式在其他现代作家的传记

中也有相类的表述，不过，这些说法显然在艾芜这里

失去了说服力，回避了众人的疑问。比如，艾芜的离

家出走是彻底的，真正做到了“脱离家庭、脱离婚

姻、脱离学校、半工半读”，这在现代作家中是罕见

的；同时艾芜选择的路线与北上路线背道而驰。“五

四”的发源地在北京，上海或许更具备“半工半读”

的条件，而南下云南再至缅甸，经过的多为“荒蛮之

地”，读书反而是极艰难的事情。可见，套用传统与

现代、冲击与回应的叙述模式简化了艾芜独特的生

命体验，将传奇作家的传奇经历庸俗化了，因此追

问艾芜下南洋谋生远走异国他乡的真实原因不仅

有助于理解其人其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性，亦

能借助文学的地方路径呈现更丰富真实的“现代中

国经验”。

在现有史料中，艾芜南行的现实外因是逃避包

办婚姻。关于幼年时期遵照旧俗而定的婚约，艾芜

在写于1948年的自传《我的幼年时代》中曾有过较为

生动的描述，当前的艾芜传记均是照此演绎而叙述

的。艾芜对此婚约的拒绝态度在与艾芜交往频繁的

传记写作者廉正祥《流浪文豪·艾芜传》一书中有较

为生动的描述：“受了‘五四’新思想影响的道耕，岂

能跟一个不识字的村姑结婚。他决绝地说：‘进一

艾芜为何“南行”?
——基于艾芜早期佚作《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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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出一个’!”④艾芜本人在第三次南行时也曾直言

道“我当时在成都初级师范读书，父亲却在乡下给

我订了亲。我是逃避包办婚姻出走的。若是当时

不走远一点，不与家庭断绝关系，就不能表白我的

心。”又说：“没有感情不是害了别人一辈子。”⑤由

此可见，逃避包办婚姻可谓是艾芜离家出走的理

由之一。

近代知识分子所逃避的“封建婚姻”的背后，总

有着令人感伤的文学故事，故事的女主角们，无形中

总是消解着男性所构筑的崇高命题。目前学界对艾

芜旧式婚约的女方了解并不多，据龚明德先生的田

野调查，这位在艾芜的描述中“生长在农家，一个字

也不认识，据说相貌很平常”⑥的女子姓周。⑦相较于

朱安之于鲁迅、张琼华之于郭沫若，周氏之于艾芜似

乎更浓缩着近代中国底层女性无尽的悲哀，然而她

究竟何时走进汤家、经历了怎样的生活、艾芜对其真

实的态度如何?在众多文献史料中，相关内容似乎被

有意无意地忽略。

其实，关于这一桩包办婚姻，关于名誉上的

“妻”，艾芜有一篇并不难找的佚作《妻》，这篇文章写

作时间早于 1948年的自传，当时艾芜尚未与王蕾嘉

结合，其内容有助于深入了解艾芜的这段生平及其

对此旧式婚约的真实态度。它发表于 1933年上海

《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署名“艾芜”；该杂志第一

卷第三期发表有艾芜另一篇小说《一家人》，这篇文

章被艾芜收进短篇小说集《夜景》(上海文化生活出

版社 1936年 11月出版)，后被收入《艾芜全集》第七

卷，但发表于同一刊物的《妻》却未被收入，亦未被收

入《艾芜全集》。1933年的上海《文艺》杂志被认为是

“左联”刊物，其背后的现代文艺研究社亦在文学史

上有迹可循。⑧该杂志虽然只出版了三期，但“左联”

研究资料多有收录，据 1934年至 1935年茅盾、鲁迅

为美国伊罗生编辑《草鞋书》所开列的《中国左翼文

艺定期刊编目》中说：“这个刊物完全是左倾的青年

作家的园地。主要的内容是创作。最优秀的青年作

家的作品在这刊物上发表了不少”⑨，据说编者为何

谷天(周文)，主要撰稿者有安娥女士、欧阳山、草明、

谷非(胡风)，聂绀弩、叶紫、何家槐、何谷天、丘东平、

吴奚如、艾芜等，1933年 12月 15日出版第一卷第三

期后被查禁。既然《文艺》算不上罕见文献，其刊载

的艾芜两篇作品，一篇收入《艾芜全集》，另一篇散

佚，这又是为何呢?
二

相较于艾芜的其他小说，⑩《妻》的自叙传色彩更

浓。据《我的幼年时代》记载，艾芜的“包办婚姻”是

其“父亲在离家七八里远的小学校教书”时议定的，

媒人是其父的李姓朋友、小学校里的伙房。他先介

绍了自己“美丽和聪明”的外甥女，但艾芜的母亲却

认为“自古红颜多薄命”，“未来的媳妇，必须是个忠

厚的老实人，相貌在中等以下，都没关系”，遂以八字

不合婉拒；他再次介绍的“女孩子是生长在农家，一

个字也不认识，据说相貌很平常，只是比较以前的女

家富有”，加之“八字又相合，水上的灯草，也挨在一

道了”，艾芜母亲很满意，父亲也赞同，婚约议定时，

艾芜家还摆了酒席。在《妻》这篇小说中，“妻”的家

与“我”的家，“两家相距只六七里，父亲就在她的村

中教过两年国民小学。”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小

说中提到，“六七年前，我儘可以不顾一切去退婚

的”，艾芜在离家出走后，曾在到达昆明或缅甸旧都

曼德里时给其父写过信，信的原件并未存留，艾芜只

是转述说“我要在他乡异国流浪十年之后，才能转回

家去。不料到了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了，我还没有如

约归家。”辅以艾芜南行路线可知，1936年前后艾芜

曾给他父亲写信，至《妻》这篇作品发表的1933年，也

正是六七年的时间。

类似“自叙”的线索还有很多，大致可以确认的

是，《妻》这篇作品中时间线索与艾芜当时的人生轨

迹相吻合。那么，据作品一开头提到的“来家五年的

妻”，大致可以判断，周氏于1928年前后正式嫁入汤

家。换句话说，艾芜为逃避“包办婚姻”而离家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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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传统的婚姻却并没有终止，一方面有“妻”

的顽固和执着，“她绝食不允退婚，定要来到我已出

走了的家”；另一方面“我”优柔的态度也是重要的原

因，“那时忽对她起了怜悯!以为乡里恶毒可怕的谣

言，必然会全送给被退婚的她了；也许说不定就因此

断送了她的一生。于是，举起的屠刀终于放下。”当

读到父亲信上说“这女子在我们清苦的家里，料理家

务，扶持弟妹，耐勤耐俭地度了五个年头，全无半句

怨言”时，“又涌出了第二次的怜悯的心情”，“看来，

生米已煮成熟饭了。这顽固的女子，已处到这样的

境地，要她改嫁，似难办到的了。好，从今天起我就

担着做丈夫的名义吧”。这种复杂的心境与郭沫若

相似，但又略有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他们皆因这既

成事实的传统婚姻有家难回，对家人、对女方充满愧

疚而将不满乃至怨恨指向“封建传统”并将之蕴藉于

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艾芜《妻》中的“我”与郭沫若

《十字架》中的“爱牟”(即 I’am，意为“我”)皆以忏悔的

姿态面对传统的婚姻；不同之处在于，艾芜在创作

《妻》这篇作品时并未见过周氏，“究竟是个怎样姿态

的女人，于今我还全不知道”，艾芜在愧疚忏悔的同

时隐有含蓄的思念之情。在第二次的怜悯之后，

“我”忆及幼时路过“妻”的村子时，内心深处希望同

伴以“小老婆”来打趣他，但同伴却“像个木头，仿佛

全忘记我同那村落有关系似的”，而从妻的“村落到

我家一路的景物，我至今犹十分熟悉，只要闭目一

想，一切还似电影般地掩映在我的面前。”“如今呢?
倒是农女出身的妻，变成我所最尊崇的人物之一

了”……这种极为内敛的思念情绪不仅有违离家

南行的初衷，也与“反封建、反传统”的主流话语有

龃龉，这或许是这篇文章散佚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艾芜之后认识王蕾嘉并于 1934年 8月结婚，

新式自由结合的婚姻自然也是艾芜回避包办婚姻

现实的因由。

值得一提的是，艾芜创作《妻》这篇作品与他当

时的遭遇也有很大的关系。在发表这篇作品之前，

艾芜于 1933年 3月 3日在上海一家小型纺织厂与其

他六位工友一起被捕，后被以“危害民国罪”拘押在

苏州高等法院第三分监狱，1933年 9月 27日经鲁迅

出资请律师史良辩护无罪从苏州监狱释放回上海，

艾芜经历了近半年的牢狱之灾。这一经历对艾芜的

影响是巨大的，他不仅创作了如《乡下人》《一家人》

《小犯人》等以此次牢狱见闻为题材的作品，更有双

重的精神痛苦：与冯雪峰、胡风等左联同志“左上、右

下”的龃龉，与女工周玉冰的情感危机。前者艾芜本

人多有回忆与辩护，后者艾芜本人几乎没有留下相

关文字。沙汀 20世纪 90年代出版的自传相对详尽

地描述了这件事情。艾芜出狱后，沙汀从任白戈那

里了解到，“艾芜同周玉冰关系很不寻常，他俩被捕

前就已经酝酿过要结婚了!”据当时与艾芜一同坐牢

的作家金丁回忆，艾芜曾在狱中写诗有云：“啊，悲哀

哟，我们的和好，没有接吻，没有拥抱，你看我，我看

你，相见在木牢。”艾芜留下的诗作很少，这首残诗

也从侧面证明艾芜与周玉冰的感情很深。根据沙汀

的判断，出狱后艾芜与周玉冰仍在书信中讨论结婚

的事情，女方不肯来上海，这让艾芜非常痛苦。在沙

汀看来，“艾芜一向是不肯轻易外露思想的，现在竟

然会向白戈诉苦”，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此

他夫妻二人经过一个失眠之夜的商议，决定由沙汀

亲自去南京一趟找周玉冰商议。沙汀与“这位白净、

丰满、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谈了两个多钟头，可以确

认的是，“周玉冰对艾芜的确情真意挚”，且“不管仪

表、举止、谈吐，都相当吸引人”。周玉冰不肯去上

海的原因，是她出狱由哥哥担保，条件之一是不能离

开南京。后来，沙汀不甘心又约周玉冰在玄武湖畔

劝说，但周玉冰因其哥哥阻挠，未能去上海。当沙汀

把结果告诉艾芜，艾芜的反应还是让他这位至亲密

友大感意外，“立刻来了个情感大爆炸!这同他日常

的冷静沉着真太不相同了。”“不用说，遗恨、怀念还

是有的，打从这一天起，艾芜消沉了相当长一段时

间。”据考证，周玉冰是以“共党沪西区妇女部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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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被捕的，而她的姐姐也是艾芜的同事周海涛

则因被捕后被酷刑折磨而牺牲。这段艾芜讳言的

情感经历，“周氏姐妹”正是关键词，处在巨大伤痛

中的艾芜以思念家乡亲人来舔舐伤口，而《妻》正是

在此情景下创作的作品，其情感的丰富与复杂是一

般人难以了解的。在后人的转述中，艾芜的“情感

大爆炸”的确惊吓着了周围的朋友同人，“沙汀慌

了，和同乡、‘左联’秘书长任白戈商量，后来是任白

戈介绍了写诗的蕾嘉，和艾芜结了婚。”当然，这是

后话。

三

艾芜离家出走的现实原因，艾芜在自传《我的幼

年时代》中有过较为隐晦的表述，1921年艾芜考上成

都联合中学，但因“我的父亲离开江神祠小学以后，

回到清流场火神庙小学去教书，又为一种不良的习

染所乘，已经拉了不少帐”，无力供应，艾芜因此而

入免费的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其母亲又于第二

年春节期间病逝，家庭濒于破产的边缘。艾芜的母

亲在病逝前拖着病体到成都要求艾芜把周家姑娘娶

回家增加劳动力、艾芜的父亲希望其毕业后返家皆

是因为其家庭已不足以支撑其求学且需要他的回馈

才能很好地维持。艾芜在这种境况下毅然决然离家

出走显然不是简单的外因逼迫，艾芜内心深处的理

想与追求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艾芜南行的主观动因又是什么呢?有研究

者提到“五四”对艾芜的影响，认为“艾芜要上北平求

学，要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更难些。于是，艾芜决定

到南方去半工半读，凭着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劳力，

到社会上去完成学校的学业。”这种看似合理的解

释，实则忽略了时代语境——“半工半读”在现代语

境中多指1957年刘少奇借鉴外国经验而在天津试点

的一种新中国教育改革的尝试，真正影响艾芜的是

“五四”时期的“工读互助团”，是由李大钊、蔡元培、

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于1919年在北京发起，对现

代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遗憾的是该运动于 1920

年3月在内外困境下渐渐结束了。艾芜是在1921年
夏天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才逐渐接触“五

四”新文化运动相关文献的，此时“工读互助团”运

动在北京、上海等都会城市已经结束，等到 1925年

艾芜决意离家出走时，所谓“北京、上海等都会城

市”已然没有艾芜可以投靠的工读组织了。因此，

当艾芜决意要北上时，给曾在北京后又到长春教书

的姨表弟刘作宾(弄潮)写信征求意见，遭到刘作宾

明确而坚决的反对。艾芜由此才“断了去北京的念

头，便连上海以及别的较成都更大的都市，都不要

妄想了”。于是，艾芜又向表弟通报了自己下南洋

的计划，再次受到表弟来信阻止，“很严厉地说：这

只有拖死在外面的。”正是这封信的劝阻，实际上更

加刺激了艾芜南行，“我从此对他的话开始反抗起

来，我要施行我的计划，我要顽强的活下去”。艾芜

真正实施南行的直接刺激很可能正是这种被激怒

后的反抗。

姨表弟刘作宾“从小”就是艾芜仰慕的对象，母

亲挂在嘴边常用来鼓励艾芜“人家作宾就比你乖多

了，好听他妈妈的话”。艾芜初到成都时，刘作宾是

极为活跃的无政府主义信徒，艾芜受其影响很大。

艾芜早期接触的无政府主义作品多来自刘作宾的引

荐，比如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吴稚晖的《一个新

信仰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等，多年后这位姨表弟仍被

艾芜称为“鼓励者”。1923年夏，刘作宾到北京求学，

得以到新文化中心亲身体验而与时代文化思潮同

步，但艾芜却并没有与之同步，在艾芜南行的过程

中，“背上背的小包袱，里面就包有两本《吴稚晖文

存》(上下两卷)”。对于刘作宾思想的与时俱进，艾

芜内心极为复杂，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甚至是愤怒

的，与巴金在郭沫若谈“新国家主义”时的态度相

似——当昔日的偶像“背叛”了曾经的信仰，信仰

的怒火燃起，艾芜所谓“反抗”背后的推动力其实

是极为巨大的。

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我们解决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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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共有六个：(一)脱离家庭关系；(二)脱离婚姻关系；

(三)脱离学校关系；(四)绝对实行共产；(五)男女共同

生活；(六)暂时重工轻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艾芜

选择南行，是在践行自己的理想、试图证明自己的信

仰而暗含着与北方的“背叛者”逆向而行的意味。正

因如此，在昆明流浪的艰难困苦中，艾芜仍不忘关注

刘作宾的消息，当在《现代评论》杂志上读到作宾的

文章《唯物论的警钟响了》时，艾芜“异常痛苦，对自

己憎恶、轻视起来，逐渐萌生了自弃的念头”。这种

复杂的情感在 1940年代乃至 1949年后的文化语境

中都难以明言，故而艾芜将其夹杂在友情的叙述之

中，但颇为隐晦，读者需追问：艾芜在反抗好友、实行

自己计划时为何会说“我要顽强的活下去”?为何好

友刘作宾在《现代评论》杂志发了一篇评论，艾芜曾

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呢?回到艾芜在四川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成都的文化场域以及艾芜回忆中

留下的种种缝隙便能真正理解其离家出走为何会选

择往南以及那份坚定与执着。

按照固有的阐释模式，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

地与北京、上海等都会城市在文化思想动向上总有

四五年的时间差，似乎是文化中心辐射到边疆的一

种延迟效应，比如“五四”时期热闹非凡的无政府主

义思潮1923年前后在成都方兴未艾，至1925年仍有

强大的号召力。而实际上，成都地区无政府主义思

潮的兴起几乎与北京同步，艾芜在四川省立第一师

范学校的老师袁诗尧与巴金等于1920年创办《半月》

杂志，后来以此为中心的“均社”，在成都团结一批有

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进步青年。与北京等都会城市的

无政府主义短暂的潮起潮落不同，成都地区的“安那

其主义”有着极为顽强的生命力。1925年5月，艾芜

决意南行时曾在成都《民立周报》发出公开信，邀请

同行者，其同学苏玉成、陈厚安愿意加入，后来因联

络不畅，艾芜与返回宜宾老家的毕业班同学黄凤眠

结伴出发，多年后才得知，苏玉成、陈厚安也曾走到

云南边境，因未赶上艾芜而折返。换句话说，选择

南行的不只一个艾芜，而有多个“艾芜”的可能性，

这也正是地方路径、区域文化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

多种可能性。

在现代文学史上，艾芜离家出走闯荡文坛，或

为孤例，但在巴蜀文人中，类似的例子却很多——

著名画家陈子庄同样不满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浪迹

江湖练得一身好武艺，在成都参加国术擂台比武，重

伤二十九军武术教官。“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

蜀未治”，巴蜀地区霸悍恣肆、虎行猿跃的人文环境

砥砺着文人士子的境界与胸襟。现代巴蜀文化深刻

影响巴蜀俊杰的思维方式与精神气质。艾芜以一种

决然的姿态追求自由的灵魂，他继承了巴蜀文化反

叛、奔放、率真的传统，独自一人开辟出了一条全新

的“出蜀”路径，其作品为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文化与

文学提供了新的可能。

附录：

妻

来家五年的妻，究竟是个怎样姿态的女人，于今

我还全不知道，——自然，更说不上像一般做丈夫的

了解他妻子的心情了。其实，我们各处在不同的天

野里，隔得这么遥远，这么生疎，她是谁，谁是她，正

无须乎管，也不必问了。然而，偶一想着有一个乡下

长大的朴实的女子，在故乡的家里，正含泪地度着她

寂寞的年轻时光，心下就难免有些不好过。虽是可以

推开责任狠心说谁叫她绝食不允退婚，定要来到我已

出走了的家呢?但我已缺少这样开口的勇气。如果说

怜悯就是罪过的话，这罪过确实要由我负着的了。

六七年前，我儘可以不顾一切去退婚的，虽像是

给这无罪无辜的女子，猛砍了一刀，然而，可料到她

的结局，总不至于如现在这般地坏吧。糟糕的，是那

时忽对她起了怜悯!以为乡里恶毒可怕的谣言，必然

会全送给被退婚的她了；也许说不定就因此断送了

她的一生。于是，举起的屠刀终于放下。但这又不

是一个听其自然的局面，因之，此事就成了我突然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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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走的一个不小的原因。在异地埋葬六年声息的

我，全是想把这殭局造成“夫死妻嫁”乃是合乎自然

的人情，想来该得谁不负谁了。然而，结果呢，于今

才知道全出乎所料!
最初使用的怜悯，招来些什么，我已全明白，如

今对付这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就得心肠硬些。但读

到父亲覆我的恢复家庭关系的信上说：“这女子在我

们清苦的家里，料理家务，扶持弟妹，耐勤耐俭地度

了五个年头，全无半句怨言……”禁不住悯恻起

来。虽然，我深知这女子如此执着地守着一个陌

生的男人，并非由于爱而全是中了礼教和名分的

吗啡毒，但想到他是没幸运受教育的可怜虫，既未

享受新时代的恩惠反而做了可悲的牺牲品，便不

觉地诱起了更深更切的同情。于是又涌出了第二次

的怜悯的心情。

“看来，生米已煮成熟饭了。这顽固的女子，已

处到这样的境地，要她改嫁，似难办到的了。好，从

今天起我就担着做丈夫的名义吧，”这是我回答父亲

信上的话。

然而，这一来，我就更把她扔下深渊了。固然在

她呢，重新燃起了希望的光辉，再整理她久已碎了的

好梦，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但能实现她的希望完成

她的好梦的男子呢，我还不明白么?他的精力全注射

着他的事业，对她怕是终于没有帮助的了，虽然并没

有起什么狠心真要弃绝了她。

实则有时也会把她的处境，悲凉地加以推测

哩。就连小时经过她的村落，想望望她的心情，也回

忆到了。两家相距只六七里，父亲就在她的村中教

过两年国民小学。而我那时的程度，却正升在县城

的学校去读书了。如果，年龄小一点，不消说我得跟

父亲去，那在她家附近准于有我游嬉的痕迹，且得看

见小姑娘时代的她了。然而，抱歉的，可太大了。但

有一位同学，正是她家附近的人，又曾是我父亲的学

生，并每次回家总要走一大节路，彼此便很要好。他

又一次约我多走一点路，经过他的村落，我很高兴地

答应了。要到这朋友住的家时，我明白那将来要同

我发生关系的姑娘，就在眼前那些竹树拥抱的一所

人家里面了，然而，到底是哪一家，却不知道。是绿

篱边拴有黄牛的一家么?是门前立有几株扁柏的一

家么……还是……我想问，又没有那样的厚脸皮。

真的连当时要问的念头，也不好意思起得。只是希

望那位朋友用说笑的态度，提着她家的事特来打趣

我，因这事他是最熟悉的。倘如他能说：“那一家

是你老丈人的呵，走，进去玩玩吧?哈哈。”或者说：

“你那个小小的老婆，正在那边田里跑呀，去看看

呵，哈哈。”老实说我当时对这两通打趣的笑声是

极高兴绯红着脸去容忍的。然而，他才像个木头，

仿佛全忘记我同那村落有关系似的。也许他揶揄

我的念头，已经涌在心里，而怕我恼羞成怒，大概

就留在唇边也说不定，根本这只怪我们平日间，彼

此的言谈，太缺少诙谐了。别了他独自归家时，小

心里就像遗忘了什么东西，总之是有点儿不快。

以后多在外漂泊那村落便再没有我重到的足迹

了。但那村落人家，那村落到我家一路的景物，我

至今犹十分熟悉，只要闭目一想，一切还似电影般地

掩映在我的面前。

那途中的高家墓地上，耸立着七八林古老的柏

树，远看去，活像几朵浓烟静穆的凝在田野和天空的

交接处，又仿佛谁在描着麦苗抽芽的画布上泼了几

朵墨水，不知如今可还在么?挨近路旁最大的一株，

我同两个放牛孩子牵起手才能围抱的树身，总常常

缠着一两条献神的撕碎边沿的红布，农女出身的妻，

当一个人回娘家走到那儿的时候，想必是要学一般

人样地作诚恳的膜拜，低诉她悲切的祷告吧。许是

低着头坐在突露出泥土外的树根上，淌着一会儿泪，

然后再行起身的事，想也有过的了。

妻在故乡的我家，自然是过着没工资的女工生

活，度着含泪的凄切的晚间，然而回到娘家去休息的

一两天光景，也未见得唇边就会泛有轻淡的微笑

吧。我小时曾同现已死去了的三弟骂架，他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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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应用了新的话头，戟着小指头做出丑脸说：“我

晓得，我晓得，猪耳朵带头!”起初弄得我莫明其妙，

后来才约略知道，这话是指我的妻，只是母亲她们单

瞒着我。像这样，妻在娘家的冷落地位，得不着谁的

慰安的悲苦，是令人不忍想像的了。

幼小时的妻随着她的母亲嫁到现在的娘家起，

做女儿的光荣时代，想是没有的了。她的希冀，她

的憧憬，她的好梦，大概是全安置在我的身上吧。

那末我出走的消息，不知道曾勾起了她多少的伤心

泪。我想着如今还保留在妻心里的，准是误成我在

嫌弃她，这真是使我歉然于心的了。当时，我对她

不满的，固然是鄙弃她不曾念过书，而最重要的，乃

是怕她牵制着我这有野心而又高兴东西南北漂荡

的人。

如今呢?倒是农女出身的妻，变成我所最尊崇的

人物之一了。然而，还剩着一丝的不满，这不满只是

怪她太柔顺了。要是她有另去嫁人的勇气，真是值

得可赞的呀。自然，也不能因此就说她竟没有改嫁

的念头，但这念头却被围绕她的社会代我尽了吃醋

的义务，将它吓退了。对这样的社会，为了妻，我不

仅加以一种沉痛的诅咒呵。

然而，帮助活守寡的懦弱女人改嫁的新社会，听

说在古老中国的长江南北，已经产生了。我希望这

幸福，不久就降到妻的身上，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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