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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岁月世事，沧桑红尘。
    那曾经的海上民国往事与人物，如今却令人驻足回眸或是缅怀诉说，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情怀与人
文的情致。
友人朱少伟兄的这本《风月无边：民国文人侧影》，就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期翔实生动而又细腻传神
的历史信息和人文资源，从而说明我们这座城市的文明记忆依然在延续、人文家底依然被关注。
    美国著名的城市学家麦克·黑尔在其《城市社会学》一书中曾说过．一座城市的“现在之未来是在
过去中，未来之未来是在现实中”。
上海自一八四三年十一月正式开埠后，就开始从封闭性的吴越小城向开放性的沿海城市转型。
随着金融、商业、贸易、工业、交通乃至新闻、出版、娱乐业的崛起，上海成为中国近现代意义上最
先成熟的城市，使其具有了文化观念上的领先性、思想意识上的开放性与精神取向上的前卫性。
也就是说上海的城市结构是中西合璧、变通互补，城市特征是内外兼容、多元互惠，城市生态是五方
杂居、移民为主。
唯其如此，这座城市能云集并包容了一批精神领袖、思想精英与文化巨子。
诚如朱少伟书中所写到的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陈望道、瞿秋白、茅盾、李达、
于右任、黄炎培等．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思想库和文化源．打造了中国领先的都市精神之高端平台。
如朱少伟在《茅盾：要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中写道：“一九二。
年春，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茅盾与陈独秀结识。
陈独秀刚由北京抵达申城，正着手在沪继续出版《新青年》杂志，茅盾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
”茅盾由此亦成为现代文坛最早的党员之一．为他日后的文学耕耘作了精神上的铺垫。
由此可见，那个时期的海上文入，大都具有思想的引领和文化的觉悟，从而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风
骨与做派、气度与境界。
    一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无疑是由人来支撑并展示的，是“包含由文化和有目的的人类行为所造成的
状况”。
而海派文化精神，既有本土“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这种传统遗绪，又有欧美“趋时鹜新”和“
人性关爱”的那种现代意识，由此构成了我们这座城市最具个性化的都市精神底蕴、最具代表性的都
市入文景观，亦见证了这座城市所拥有或具备的原创力和辐射力。
“海派文化艺术大系统”或称之为“海派文化艺术圈”，正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孕育、发展而成，
如以茅盾、巴金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以蔡楚生、袁牧之为代表的海派电影，以田汉、于伶为代表的海
派话剧，以周信芳、盖叫天为代表的海派京剧，以吴湖帆、刘海粟为代表的海派书画．以庞莱臣、张
葱玉为代表的海派收藏，以赵超构、徐铸成为代表的海派报业，以黄炎培、陶行知为代表的海派教育
等，可谓是少长成集、群贤毕至、英才辈出、大师云集，形成了人才高地和精英舞台。
朱少伟的《风月无边：民国文人侧影》，正是对此作了群体的叙事与概括。
尽管这本书中的有些人如郭沫若、林语堂、梁思成、沈从文、老舍、冰心等，不属海派文人圈，但他
们与上海依然有着相当的地缘、人缘与文缘，他们或是在上海居住过、工作过．或是不少著作是在上
海出版，上海成为他们人生旅途中一个重要而温馨的驿站。
因此，他们优雅的背影也融入了民国文人的群体侧影中。
    为撰写此书，朱少伟兄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探幽抉微、钩沉索引、拾遗补缺，发掘了不少有价值
的史料．从而为海派文化的研究作了添砖加瓦的贡献。
对此，我深为敬佩。
如果朱少伟还有打算写续集的话，那么如吴昌硕、王一亭、吴湖帆、张元济、史量才、于伶、刘海粟
、秦瘦鸥、梅兰芳、柯灵、吴永刚、蔡楚生、袁牧之等，还是值得一书的，从而使之风月无边，群星
璀璨。
    王琪森    二０一二年七月十二日于海上禅风堂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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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文人系列·风月无边：民国文人侧影》以茅盾、巴金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以蔡楚生、袁牧
之为代表的海派电影，以田汉、于伶为代表的海派话剧，以周信芳、盖叫天为代表的海派京剧，以吴
湖帆、刘海粟为代表的海派书画．以庞莱臣、张葱玉为代表的海派收藏，以赵超构、徐铸成为代表的
海派报业，以黄炎培、陶行知为代表的海派教育等，可谓是少长成集、群贤毕至、英才辈出、大师云
集，形成了人才高地和精英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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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少伟，笔名峻峰、邵唯，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诸暨。
现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常委、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静安区政协委员。
    先后主编多种刊物，被称为“学者型的作家，作家型的学者”。
系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近年曾获《小说选刊》全国小说笔会短篇小说三等奖、《散文选刊》全国散文奖新锐奖。
    历年出版著作有：历史小说《上海滩传奇》、《民国十大夺宝奇案》，散文集《旧闻集》、《岁月
留痕》，文史随笔集《上海轶闻》、《渐宜斋札记》、《烟雨斜阳》，以及译著《银滩探宝记》等。
童话《雏鹰受伤以后》被译成英文刊行，散文《迷人的红树林》入选《中国散文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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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康有为：种菜闭门吾将老黄宗仰：儒释同致殷忧国事庄蕴宽：时代潮流不可拂孙毓修：中国童话的
开山祖师欧阳竞无：穷老苍茫一卷经梁启超：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黄炎培：坚持素食几十年于右任
：为办报三次蒙难鲁  迅：在病逝前还关心《译文》杨明斋：万里拓荒，一身是胆朱少屏：青年当与
世界通声气苏曼殊：亦僧亦俗多才多艺夏丐尊：要把这本书全部翻译出来李大钊：一翔直冲天，彼何
畏荆棘李汉俊：用“新时代丛书”巧周旋李  达：“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陈望道：真理总是不胫而
走的郭沫若：铁佛披金色相黄徐悲鸿：运用“禅”的智慧搞创作林语堂：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毛泽
民：上海书店是极要紧的阵地茅  盾：要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郁达夫：拔剑光寒倭寇胆徐志摩：我
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杜重远：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田  汉：欲打破文坛的惰眠状态郑振铎：工作万不
能就此终止瞿秋白：同胞起来，救国最要紧老  舍：字纸篓子是我的密友张大千：墨落能生万壑云阿  
英：冒险出版《西行漫画》冰  心：大海赋予了宽阔的胸怀夏’衍：必当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梁思成
：艰辛寻觅唐代木结构建筑杭稚英：宁可穷困也不给日商绘画沈从文：创作似建“小庙”丁  玲：它
一定会流传到全世界巴  金：我不过在旁边呐喊助威戴望舒：你的梦开出花来了郭大力：在破庙里研
读《资本论》臧克家：一人双手编《文讯》施蛰存：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蹊径潘汉年：无躲入象牙之塔
里的资格邵洵美：搞出版“赔完巨万家产”叶浅予：古稀尝叹路崎岖赵朴初：同张射日弓，待看乾坤
转张乐平：我的作品还没有成熟季羡林：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合聂  耳：一九三四年是我的音乐年
穆时英：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苏  青：常是为着生活而写作汪曾祺：从西南联大走出的作家张爱玲
：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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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借住盛家的“辛家花园”    一九一四年六月，康有为抵达申城，很快相中“辛家花园”（今新闸路一
０一０号中华新村），便立即租赁，年租金为一千四百四十银元（约折合今人民币十万元）。
    “辛家花园”原为犹太商人辛溪所拥有，后来破产被以发售彩票的方式拍卖，易主盛宣怀，但一般
市民仍习惯沿用旧称。
该园占地十亩，围墙呈红色，进门即迎长约三十米的木桥，过桥有走廊贯穿两个亭子，廊边近水处可
坐着垂钓；园内曲径纵横，林木茂盛，花卉遍地，一派江南田园风光。
康有为对矗立的两座宫殿式楼房挺满意，分别起名为“游存楼”和“补读楼”；他还在花园里搭起凉
棚，种植瓜果，饲养了大龟、海豹、澳洲袋鼠等观赏动物。
    康有为和家眷在“辛家花园”过了八年悠闲的隐居生活。
在此期间，康有为遇到一件极为伤感的事，就是他那年仅二十四岁的三太太何旃理突患腥红热，不幸
病故。
为纪念英年早逝的爱妾，康有为找到暂宿“辛家花园”的徐悲鸿，请这位青年画家依据遗照绘了她的
油画肖像。
同时，康有为还怀着深情写下了绵绵千言的《金光梦》词，其中云：“浓艳凝香带叶妍，粉痕墨晕态
犹鲜。
而今落尽残红后，读画题诗更惘然。
一枝浓艳发遗香，剩粉残笺空断肠。
色相华严常示现，殿将画谱拾群芳。
”曾有评论说，这首爱情悲歌堪称康有为诗中的“绝品”，虽不似自居易的《长恨歌》那样有名，那
样感人，但也是和血带泪的倾诉，是至真至诚的表述，一字一句都流露了真情实感。
    一直租赁盛家住宅终究不太方便，亦非长久之计，于是康有为决定迁出“辛家花园”。
嗣后，盛宣怀之妻把该园捐献给佛门，后来改建为里弄。
相传系康有为当年亲手种植的几棵广玉兰树，迄今仍在原址亭亭玉立。
自建“游存庐”和“莹园"    一九二一年春，康有为在上海愚园路置地十亩，仿“辛家花园”的风格，
造起豪华的园林式住宅“游存庐”，他的《游存庐落成》诗充分表达出自己乔迁新居的喜悦：“自有
天游入非想，默存独乐始于今。
”数年后，康有为还利用这里的沿街房屋开办了天游学院。
    “游存庐”的主要建筑，是中西合璧的楼房“延香堂”，两层共十间屋，楼上楼下均有走廊；另有
传统形式的平房“三本堂”，其名源于《荀子·礼论》的“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圣为教之本”
。
此外，园内有座古色古香的“竹屋”，它形似附近简照南（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创办人，与康有为长相
往来）宅院中的“茅庐”，外面饰翠竹、内部系木质，康有为常在这里会友；园内还挖了一个曲折的
大池塘，上架两座木桥，水面可划船；挖池起出的泥土则堆成一座假山，山腰分布着茅亭；各处种植
樱花四百株、桃花四百株、红梅数十株和开绿花的梨树，以及菊花、玫瑰等，并有葡萄架、紫藤棚；
还饲养了一些观赏动物，如金鱼、孑L雀、猴子、麇鹿、驴子等。
    翌年，康有为想享受郊野之趣，遂于上海杨树浦临江之处筑“莹园”，并按江南田园格局设计，简
单中显现水乡农夫躬耕田野、安居乐业之意境。
“莹园”落成之日，康有为很早就起身，他仰视茫茫苍穹，又凝视被晨曦撒上金色的江面，不禁吟出
《新筑别墅于杨树浦临吴淞江作》诗：“白茅覆屋竹编墙，丈室三间小草堂。
剪取吴淞作池饮，遥吞渤海看云翔。
种菜闭门吾将老，倚槛听涛我坐忘。
夜夜潮声惊拍岸，大堤起步月似霜。
”嗣后，康有为和家眷常坐着马车，悠然地去那儿小住，远眺日出东海之美景。
    一九一九年初夏，年逾花甲的康有为迎娶杭州船家少女张阿翠为六姨太（一说为七姨太），婚礼在
“游存庐”举行时，邀请了不少达官贵人、名流大亨，轰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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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对张阿翠很宠爱，他不仅亲自为她起大名张光、字明漪，还专门请家庭教师教她读书识字。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康有为过七十岁生日，亲朋好友、门生弟子齐集“游存庐”。
得意门生梁启超赠寿联：“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
”全联集《史记》、《汉书》及《郑康成集》中的句子而成，天然贴切，把康有为比喻为孔圣人，这
让一直以“康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煞是喜欢。
逊帝溥仪则派徐良从天津送来亲题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给康有为的寿诞贺礼；这
让他受宠若惊，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并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让人用小楷誊清，石印
千份，分赠前来祝寿的宾客。
    不知何故，康有为在“莹园”建成一年后，就把它转让掉；抗战期间，这座别墅毁于侵沪日军的炮
火。
  “游存庐”也称为“康公馆”，在一九三。
年春康家将它出售给浙江兴业银行；该行将原有园林拆除，改建为弄堂式居民楼房四十多栋，定名为
“愚园新村”，迄今尚存。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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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长期以来，我陆续在报纸杂志发表许多讲述文化名人逸闻的文章，罗致了大量轶事趣话。
去年十月初，中新社记者特意找我作“辛亥百年”专题采访，并安排在中国新闻网视频介绍曾活动于
申城的辛亥英杰庄蕴宽，还打出“上海著名名人掌故专家”字幕。
我对此没有丝毫的自豪，倒是回想起自己从开始喜欢到埋头搜集文化名人逸闻的经历。
    一九七八年秋，我从崇明农场考入大学。
一天中午，班长兴冲冲地说：“下午周谷老要来作学术报告！
”在复旦校园，大家习惯称周予同教授为“周予老”，称周谷城教授为“周谷老”。
我对这位史学大师仰慕已久，所以午后就在等候。
周谷老走进教室时，只见他步履稳健，精神矍铄，使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位年逾八旬的老人。
作为开场白，周谷老先谈了治学主张，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博大精深”四个字。
周谷老说：“就做学问而言，似乎‘博大’与‘精深’难以兼顾，其实它们是能够有机地结合的⋯⋯
”他那敏捷的思维，独到的见解，清晰的论述，深深地吸引了大家。
不久，我为学术问题曾数次去向这位史学大师求教，有一回他亲切地问：“你平时注意搜集哪些资料
？
”我回答：“我记录了好些文化名人掌故。
”周谷老笑道：“文化名人与文化史关系密切，值得研究哟！
”因而，在安排毕业实习时，我欣然赴沪郊莘庄的上海县县志办公室，在时任《上海县志》主编的林
德昭先生指导下，一边负责编写《上海县概述》，一边整理文化名人掌故；上海县乃申城之母，从古
到今大批文化名人在此活动过．并留下佳话，它们为地方史和文化史增色不少。
正是通过这次实习，我对搜集文化名人逸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近三十年始终坚持“笔耕”。
二oo二年初夏，我登门拜访上海市文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李伦新先生，他兴奋地告知：在有关
领导的关心下，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即将成立；鉴于我一直热衷搜集文化名人逸闻，并熟悉上
海史，便叮嘱：“请你尽快写一篇文章，对海派文化的由来进行一下综述。
”从此，在这位良师益友的指导和鼓励下，我与海派文化结下深缘，并更勤奋地搜集文化名人逸闻．
后来有幸被聘为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在研究中，我发现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上海跃为与伦敦、巴黎、纽约齐名的“东方大都会”，
兴办杂志之风更盛，如《幻洲》、《白露》、《良友》、《真美善》、《红黑》、《金屋》、《新文
艺》、《六艺》、《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谈风》等综合性文艺刊物纷纷印行，原先
隐约闪烁的海派文学终于大批量地亮相，并持续不衰。
朱自清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论中国现代的小品散文》中曾感叹：“这三四年的发展，确实是绚烂极
了，种种的形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方方面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
”于是，我决定绕开大家都熟悉的内容，花工夫对部分民国文人侧影进行聚焦和展示，嗣后就不断在
各地报刊推出这方面的文章。
作家朱效文先生曾在《新民晚报》载文评析：“用点睛的方式，择其闪光处一一道来；既避免了琐屑
与冗赘，又史料翔实，评判清晰；更将遗失在街头巷尾的伟人足迹和民俗风情细细挖掘记述下来，使
上海的历史变得亲切可感⋯⋯”    去年岁末，上海辞书出版社刘大立先生遇见我，建议道：“我社正
在出版‘民国文人系列’丛书，比较受读者欢迎。
如有意向，可整理已发表的有关文章，作为一个选题。
”我很快送了篇目和样稿，刘大立先生细致地提出意见；经过反复磋商，《风月无边：民国文人侧影
》的出版计划初步确定。
今年暮春，刘大立先生又为书稿的修改，专门同我进行了沟通。
此书的出版过程，充分体现了一位资深编辑在工作中的敬业精神和严谨态度。
    值《风月无边：民国文人侧影》付梓之际，我深深感谢《文汇报））高级记者、文人书法家钱汉东
先生（五代吴越王钱谬第三十七世孙）慷慨挥毫题写书名．东方广播有限公司高级编辑、作家王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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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拨冗撰序．上海九三学社书画院理事、画家柴宇先生（国画大师唐云之关门弟子）热忱联系其友
人精心制作书名篆刻；当然，我也深深感谢曾不吝赐教的各位朋友．以及所参考的有关著述的作者。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各种不足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跋。
    朱少伟    二０一二年仲夏夜于浦东渐宜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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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郭沫若在儿时曾与同伴一起去寺院偷摘桃子吃。
和尚找到私塾先生，告了状。
那先生一气之下，动手写了一副对子的上联，用以挖苦偷桃的孩子，并说只要对出下联就可以免罚。
郭沫若看了看，见纸上写着：“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
”郭沫若微微一笑，答道：“他年攀桂步蟾富，必定有我！
”古人用攀桂步蟾宫比喻考中状元，形容大有作为。
郭沫若在他对的下联中，表达了自己对前途充满信心。
    ——郭沫若：铁佛披金色相黄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第一次使用“茅盾”笔名。
当《幻灭》前半部分脱稿时，茅盾觉得当年的社会充满着矛盾．便署名“矛盾”。
《小说月报》编辑部的叶圣陶收到书稿，认为所署的“矛盾”一看便知是假名，提出不如在“矛”字
上加个草头，更有利于掩护身份。
茅盾欣然同意，《幻灭》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轰动，他成为文坛升起的一颗新星。
从此，“茅盾”这个笔名一直被沿用，《蚀》“三部曲”连同后来的《子夜》、《林家铺子》、《春
蚕》、《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小说，使他名扬海内外。
    ——茅盾：要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    施蛰存受上海现代书局之托主编的《现代*杂志创刊，标志着
海派作家构成了一个有实力的流派集结。
应该说明．施蛰存在《创刊宣言》中曾宣称：“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
派。
”那时的海派作家群落，完全是一种松散的聚合，没有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但其文学倾向却受到都
市现代生活方式的支撑．显得坚实有力，他们分别被冠以“新感觉派”、“心理分析派”、“现代派
”等诸多名称。
    ——施蛰存：开辟一条创作的新蹊径    张爱玲是晚清重臣孪鸿章的重外孙女，出生于吴淞江畔一幢
规模宏大的红砖大宅，门牌为上海麦根路兰十三号（今康定东路八十七弄三号）。
她在黄浦江畔度过少女时代，旋赴香港求学，但仅隔数年便重返申城，与姑姑一起闲居意大利风格的
爱丁顿公寓（后改名“常德公寓”，今常德路一九五号），开始尝试职业写作。
自一九四三年夏起，她没用太长时间便成名，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发表了。
后来，她又随姑姑住入卡尔登公寓（后改名“长江公寓”，今黄河路六十五号），直至一九五二年夏
赴海外。
可以说，这位女作家与上海关系密切。
    ——张爱玲：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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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少伟所著的《风月无边(民国文人侧影)》讲述以茅盾、巴金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以蔡楚生、袁牧之
为代表的海派电影，以田汉、于伶为代表的海派话剧，以周信芳、盖叫天为代表的海派京剧，以吴湖
帆、刘海粟为代表的海派书画．以庞莱臣、张葱玉为代表的海派收藏，以赵超构、徐铸成为代表的海
派报业，以黄炎培、陶行知为代表的海派教育等，可谓是少长成集、群贤毕至、英才辈出、大师云集
，形成了人才高地和精英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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