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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东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白先勇文集》是迄今为止搜集我的作品最完整的一部集子，各种文
类都收齐了。
小说、散文、论文、戏剧、电影脚本、访问、对谈，统统有，可以说相当全面的呈现了我这些年的文
学活动。
比较特殊的是，这个集子也收入了两本分析评论我作品的著作：欧阳子的《王谢堂前的燕子》以及刘
俊的《悲悯情怀》。
欧阳子是我在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同学，当年我们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这本杂志持续出刊达
二十多年，我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发表于《现文》，而我又常常与欧阳子讨论文学创作的问题，因此，
她对我写小说的心路历程可谓了如指掌，在七十年代中期欧阳子终于写下了《王谢堂前的燕子》这部
评论《台北人》的精心杰作。
欧阳子自称这是一本《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事实上，这是欧阳子全面深入探讨《台北人》主
旨涵义及小说艺术的一部论述巨著。
欧阳子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分析小说家，深谙小说创作原理，在这本论著中，她采用了当时西方学
术界影响至巨的“新批评”(NewCrificism)方法，扣紧文本，由微观人手，从字里行间，解读出小说背
后历史文化的宏观意义，《台北人》一共由十四篇短篇组成，欧阳子每篇都从不同的观点切入，层层
剖析，将埋伏在小说写实架构最底层的象征内涵，挖掘出来。
大陆美学评论家余秋雨教授在一篇论《台北人》的文章中曾如此称赞欧阳子这部书：“用心之细，联
想之妙，让人叹为观止”。
我也有同感。
犹记当年，每读到一篇欧阳子评析《台北人》的这一系列论文时，就不禁感到一阵意外的惊喜，她能
洞悉作者朦胧幽微，下意识中的创作动机明察秋毫，一一剖解，而又能解说得如此精微周到。
叹服之余，我亦不禁庆幸，《台北人》终于有了解人，觅得知音。
《悲悯情怀》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俊撰写的一本“白先勇评传”，我的童年是在大陆度过的，但
我的作品却都在海外台湾美国完成，时空的阻隔，大陆的读者与批评家对我作品的反应，令我十分好
奇与关注。
刘俊教授这本《悲悯情怀》让我看到了大陆学者对海外台湾作家异中有同的特殊视野。
刘俊教授这部著作用功甚深，立论精辟，而态度又是出奇的包容。
我很高兴，刘俊教授允许将《悲悯情怀》收在文集中，对我的小说创作的阅读，起了导航的作用。
这部文集，是由中山大学王晋民教授主编的，王晋民教授是第一位将我的作品引介给大陆读者的“功
臣”。
我非常感谢他替这部文集撰写的长序。
执行编辑詹秀敏女士也为这部集子花费了惊人的心血，在这里，我要特别谢谢她。
2000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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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先勇的一生，是钟“情”的一生。
白先勇的一生，是爱“美”的一生。
因为有“情”，白先勇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成为一个作家，并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尽人间的各种“情”
。
因为爱“美”，白先勇在自己的艺术创造过程中，总是把对“美”的追求作为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
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美”。
白先勇钟“情”爱“美”的人生和艺术，随着他对人生、对艺术不竭的激情和对美的无限渴望，随着
他写作之笔永不停息地挥动，随着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走向世界，还在不断地延伸、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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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俊，1964年9月出生，江苏省南京市人。
1986年获苏州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著有《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跨界整合—
—世界华文文学综论》、《精神分析学与中国文学批评》等；参与编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
、《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主编《跨区域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十本)等。
《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2001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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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的制作历程（2002－2004）　百场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演出史（2004－2007）　青春版昆曲《牡
丹亭》的意义和价值（2002－2007）　《纽约客》（1965－2003）　人生与艺术：一个是“情”，一个
是“美”（1937－）尾声附录  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一访白先勇白先勇创作年表参考书
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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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与编剧并主导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中，昆曲就正式转为惟一的“主角”。
回过头去看，白先勇在制作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时所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精致文化的深深迷恋、向
世人展示中国传统美学的决心，以及希望重振中国美学精神的强烈渴望，其实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
有了“前奏”和“序曲”。
明姐去世（1982年10月）1982年10月23日，白先勇的三姐白先明因患恶性肝炎，在台北去世，终年四
十九岁。
白先明患病是在7月，那时白先勇正在台北，忙于舞台剧《游园惊梦》的排练和演出事宜。
有一天白先勇发现白先明的眼睛眼白发黄，因为白先勇自己得过肝炎，知道这可能是肝炎的病症，于
是马上把白先明送到医院检查，结果当天就留院治疗。
当时一般人对于肝炎的知识，只知道A型肝炎和B型肝炎，白先勇和在台的兄弟姐妹都以为白先明患的
不过是普通的B型肝炎，只要住院治疗，休息调养，即可痊愈。
然而白先明患的是一种非A型亦非B型罕见的恶性肝炎，治愈的机会十分渺茫。
因为白先明起先住的那家医院的轻忽，因此得知这一结果已是白先明转院长庚医院之后。
那是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白先勇从医院回到敦化南路的家里，心情异常沉重，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
那一阵子，《游园惊梦》演出成功，盛况空前，白先勇“正沉醉在自己胜利的喜悦中，天天跟朋友们
饮酒庆功。
那种近乎狂热的兴奋，一夕之间，如醍醐灌顶，顿时冰消”。
想到幼年时就和明姐建立起来的情谊，以及明姐这不幸的一生，白先勇不禁悲从中来，难以自抑。
白先明只比白先勇大三岁，所以他们非常亲近。
他们小时，正逢战乱，家人经常分散各地，可是他俩大多数时间都和母亲在一起，自幼便在一起玩耍
、上学，感情十分要好。
白先明对白先勇这个弟弟非常爱护。
小时候在桂林，家里园子里的老母鸡下了蛋，她就把余温尚存的鸡蛋磕一个小孔，让白先勇把鸡蛋吮
吸干净。
那时是在战时，营养品缺乏，幼年的白先明，就已经知道要把好东西让给弟弟。
抗战胜利后白家从四川迁回到上海，白先勇因患肺病尚未完全解除隔离，和兄弟姐妹分开居住。
病中寂寞的白先勇，“未曾有过真正的访客”，可是白先明却两次偷偷跑去白先勇在虹桥路的住处，
探望生病的弟弟——这使白先勇喜出望外，把自己心爱的一只黑狮子狗赠送给三姐。
“三姑娘”（白先明）和“老五”（白先勇）之间浓厚的姐弟情，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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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白先勇写传的想法，早在1995年就有了。
那年11月，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一书由尔雅出版社出版。
由于那本书是“评传”性质，重点在于探讨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历程、特点、成就和价值，对白先勇丰
富的人生内涵展示得不是很充分(虽然在论述白先勇小说创作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对白先勇身世的介绍
和心理的分析)，因此《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一书出版后，我就想再写一本《白先勇传》，更多
地从人生历程的角度，较为全面地展现白先勇多姿多彩的人生。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注意收集资料，为撰写《白先勇传》做准备。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这本《情与美——白先勇传》终于完成。
与《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着重分析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不同，这本《情与美——白先勇传》以对
白先勇整个人生的全面介绍为目的。
由于写法不同，因此在《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中论述已经较为详细的部分(尤其是对白先勇小说
创作的分析)，在这本传记中就不再作为重点展开。
读者诸君如对这一部分有兴趣，不妨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参看《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以及其他
有关白先勇的研究著作。
在收集资料和撰写这本《情与美——白先勇传》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师长、朋友的大力支持，白
先勇老师、欧阳子老师、隐地老师、聂华苓老师、王润华老师、淡莹老师、李瑞腾老师、姚白芳女士
、白先绶先生、邱冬银女士、封德屏大姐、杜聪先生、何华先生、郑幸燕女士、郑惠芳女士、王明青
小姐、郑玮青小姐、陶然先生、黎湘萍先生、田民先生、高黛林女士、ToddArmstrong教授、谢正
光(AndrewHsien)教授以不同的方式，给过我至关重要的帮助。
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无私援手——特别是白先勇老师的帮助和信任，这本《情与美——白先勇传》或
许根本就难以完成。
在此，我要向他们献上我诚挚的谢意！
并把此书献给他们以及所有帮助过我的海内外朋友。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东亚图书馆“白先勇特藏”(PaiHsien-YungCollection，UCSB)、联合报系文
化基金会、香港电台电视部、GrirnnellCollege、爱荷华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Libraries
，TheUniversityoflowa)、“中央研究院”图书馆为我收集资料提供过便利和帮助，我也要向它们表达
我衷心的感谢！
2007年9月，我有幸成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短期驻院学者，本书的修改和定稿就是在
高研院完成的。
高研院浓厚的学术氛围，良好的科研环境，以及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对我写作本书的关心和支持，成
为我最后“冲刺”的强大动力。
感谢高研院和周宪教授对本书写作的推动和帮助！
能成为白先勇传记的作者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样感到荣幸的是《情与美——白先勇传》的台湾繁体字
版能由时报出版公司出版。
《中国时报》的创始人余纪忠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能在时报出版公司出书算是与前
辈校友有缘。
令我感到愧疚的是，我的“慢动作”致使原定的出版计划一拖再拖，对于时报出版公司以巨大的包容
心和耐心谅解我的拖延，等待我的“竣工”，我表示万分的歉意！
对于林馨琴女士和李潍美小姐为编辑本书所付出的巨大劳动，我表示万分的感谢！
2007年12月《情与美——白先勇传》时报版出版后，花城出版社有意出版该书的大陆简体字版。
花城出版社出版过多种版本的白先勇著作，大陆版的六卷本《白先勇文集》就是由花城出版的，可以
说花城出版社对于出版白先勇的著作，既有较为长久的历史也有极为丰富的经验。
而我个人，也与花城出版社有过多次愉快合作的经历，我的《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大陆版，就
是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
现在《情与美——白先勇传》的大陆版仍然由花城出版社来出，可谓接续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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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花城出版社的詹秀敏女士，她的敬业精神和专业能力，使我在花城出版的书籍，
总是那样漂亮和令人满意。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太太王静女士，她对我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一贯支持和帮助，是我在学术上
不断前行的最大动力！
我愿意把我在学术上取得的所有成绩，都归功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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