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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丰润张氏算得上百年来颇有影响的家族，这个家族祖孙两代出现了像张佩纶、张爱玲这样的著名人物
。
张佩纶是清朝名臣，光绪年间“四谏”之一。
张佩纶在中法战争中的马江之役打了败仗，被充军察哈尔，获释后当了相府贵婿。
张佩纶与李鸿章爱女李菊耦的婚姻一时被传为佳话，《孽海花》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
张爱玲是张佩纶、李菊耦的孙女，她出生时已进入民国，前辈的光环早已裉色。
张爱玲从小便显露过人才华，四十年代成为上海最红的女作家。
六十年代至今，在一浪一浪的张爱玲热中，她赢得了比李鸿章、张佩纶更高的声誉。
张爱玲是张氏家族中最后的贵族，本书就是从她的豪华家族对她影响的分析中，打开一条能读张爱玲
的新路。
本书既是丰润张氏的百年家族史，也是从另一角度写的张爱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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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祖贻（1942——），江苏江阴人。
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入该系研究所，师从何兹全教授，攻读魏晋南北朝史。
后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主编《清末社会思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西南军阀史》、《西南
军阀十人传》，著述有《邹容陈天华评传》、《章太炎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爱玲>>

书籍目录

一 从张爱玲热谈起 发现了张爱玲 台湾、香港的张爱玲热 大陆的张爱玲热二 绝代豪华 祖母是李鸿章的
爱女 祖父是清代名臣三 旧家庭·新女性 遗老与遗少——张爱玲的父辈 新派的母亲和姑母 压垮了的一
代——弟弟四 两种不同的教育和生活 旧式家塾与旧学根底 新式学堂和新文学尝试 摆脱牢笼 冲击与浪
花五 乱世文章 “出名要趁早” 旧式家庭的情与欲 无望的前景 时代、家世、经历造就的一代才女六 婚
姻、服饰、爱好与家庭影响 为什么总选择大龄男子 惊世骇俗的服装 中西合璧的生活方式 家族背景与
写作背景 一身傲骨七 故事没有完 适应的困难与出走 急管哀弦 故事没有完附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爱玲>>

章节摘录

　　——张爱玲的小说，意象极为丰富。
夏志清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当推她独步。
夏氏说，钱钟书的巧妙譬喻，沈从文的乡村风景，在描写上可与张爱玲相比，但在意象上只能让张爱
玲独领风骚。
张爱玲小说中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抗日战争，这世界里的房屋、家具、服装⋯⋯张爱玲都用视觉
想像加以描绘，其华丽程度可与济慈媲美；对女性角色衣饰的描绘，直逼《红楼梦》。
自然景物的意象：太阳、花草、树木、风、雨在她小说中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强烈的色彩对比和光影
变化，随着人物情感的动荡起伏而在幻动着，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
她喜欢写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冷笑的，在不同场合的出
现，表达着不同的含义。
　　——张爱玲的小说有强烈的历史意识。
夏志清认为，“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
夏氏看出张爱玲作品有“她自己不快乐的童年生活反映并转化”。
她的小说多取材于她的家族、亲友中发生的故事，而她的家族、亲友在清末民初有过显赫的过去，在
现实中，财产、地位和道德都在沉沦下去，使她感到时代的可爱和可怕，因害怕而惊退，又多少有点
留恋，因此她的小说有着苍凉的境界。
这种苍凉绝非是一般女性作家那种顾影自怜、神经质的，而是大彻大悟的。
为什么会这样?夏氏指出：“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
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
”张爱玲并未因留恋、痛苦而放下带刺的笔，所以她才能写出人生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
哀。
夏氏指出：“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方面，她的态度又是
老练的、带悲剧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独
一无二的人物。
”“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
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苍凉之感。
”这种醇厚的历史苍凉，对生活阅历丰富的老作家来说都极难做到，而张爱玲写这些小说时年仅二十
多岁，又是个女子，难怪要让夏志清一唱三叹了。
　　——张爱玲小说的历史感，还反映在她对背景的准确把握。
夏志清说，张爱玲《传奇)里的人物都是地道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地道得可怕，活得也可怕。
夏氏没有说错，就连(沉香屑——第二炉香)，明明写的是在香港的英国人，但其为人、行事、心理均
是中国式的。
张爱玲小说的主人公们大多与张爱玲同代，又大多生活在上海、香港这样洋化的都市里。
时代虽已是民国，工业与经济的进步使他们坐汽车、乘电车、吃大莱、住洋房，享受着现代文明，但
他们的心灵却是旧式的，旧风俗、旧习惯——这是张爱玲随手拈来的拿手戏——时时在控制着他们，
他或她都在苦苦挣扎，这种背景，夏氏说是一种广义的衰颓中的文化。
张爱玲无疑是刻画这个大背景的好手，许多人物经背景的衬托而栩栩如生。
就这一点来说，张爱玲不愧是位忠实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历史家。
　　——她出身显赫，血管里流着贵族血液，创作来源多取自家族和亲友中的故事，但她偏偏不喜谈
家族旧事，人们编织起来的家族佳话，她偏要来破坏。
她只承认，“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对照记》)　　——她洞察世情，观察入微，诸凡人间的伪善、狡诈、邪恶都能鞭辟入里。
有人赞叹张爱玲真懂，不仅小奸小坏难逃她的眼睛，而且在她面前，她能洞察你的五脏六腑，连老于
世故如胡兰成，初见她时都感到她房里有兵气。
然而她似乎又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削苹果会伤了手，怕去理发店，怕见裁缝，出门不认识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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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似乎绝顶天才总与生活的笨拙联系在一起。
　　——她性格冷僻。
早年在上海虽已大红，但极少见客。
少数熟人看她必先约定时间，提前按门铃必然不理不答，去迟了，又会告诉你张小姐出去了。
晚年在美国也极少有人见她，一副　　拒人千里之外的凛然不可犯姿态。
但少数能见她的人，早年她会盛装接待，晚年也会倒咖啡、打罐头、娓娓细谈，有时还能见到地那本
厚厚的相册⋯⋯冷与热，判若天渊。
　　——她聪明绝顶，但婚姻不幸。
读过胡兰成《今生今世》的人，总怀疑像她那样的女子，怎会与这个比她大十多岁又到处拈花惹草的
汪伪汉奸结百年之好?去美国，她不过三十多岁，又写过《秧歌》、《赤地之恋》这样的反共作品，又
怎么会与一个比她大近三十岁、又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文人结合，至死还用他的姓氏。
　　——她早年奇装炫世。
去印刷厂看校样，工人都会停下工作；难得去会朋友，会引得满弄堂的小孩跟在她身后。
中晚年后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几乎是清汤挂面⋯⋯　　——她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会弹钢琴，讲起
西洋音乐、油画如数家珍，但她又极喜欢申曲、绍兴戏、蹦蹦戏⋯⋯土得不能再土。
　　她最后归结为一句话：“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童言无忌》)　　张爱玲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却包含了她对色彩与服装的种种看法，其中有今人
与古人的色彩观，搭配颜色的要点与方法，各种衣料中包含的美，最后她谈到了服装与人的关系。
类似的　　语言在《更衣记》里也有：“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
恰恰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
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他们只能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
——那就是衣服。
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多么深刻的思想!服装已成为张爱玲诠释社会动荡的重要标尺，服装的繁荣并不等于思想的活跃，张
爱玲对服装的看法已从人扩及到社会。
我想任何研究服装和服装发展史的人都应当读一读张爱玲讲的这类话。
　　张爱玲对服装与她对人一样，看得透辟，懂得彻底。
她对服装的喜爱已非一般人可比了。
　　张爱玲通过做服装束实践自己的主张。
在香港读书时，连得几个奖学金，省下点钱，便自选衣料，自己设计服装。
她弟弟张子静曾见过一件。
这是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没有纽扣，领子下还打
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
张子静问她是不是香港最新的样子，张爱玲笑道：“我还嫌这样子不够特别呢!”(《我的姐姐——张
爱玲》)　　她又从香港带回一段广东土布，刺目的玫瑰红上印着粉红花朵，嫩绿的叶子。
同色花样印在深紫或碧绿地上，是乡下婴儿穿的，她在上海做成了衣服，自我感觉非常之好，“仿佛
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这自然可以“完全不管　　别人的观感”。
(《对照记》)　　在上海，她又自己设计了多种服装款式。
她的女友炎樱和她一样会画画，有很高的鉴赏力，往往两人设计好就找裁缝做。
她曾用祖母留下的一床被面——米色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　　紫凤凰，很有画意——照炎樱设计
做了一件连衣裙，紫凤凰图案集中在裙的下端和两只宽大衣袖上，极为别致。
她穿了参加1943年的游园会，曾与日本影星山口淑子(李香兰)合影留念，至今照片还收在《对照记》
里。
　　自然她设计的最著名款式，就是大镶大滚拟古式的服装了。
一次她舅舅看到她缺少一件大衣，便从箱子里翻出一件大镶大滚宽博的皮袄，叫她拆了面子，皮里够
做一件大衣。
张爱玲“怎么舍得割裂这件古董，拿了去如获至宝”，穿着照了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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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记》)　　设计服装的兴趣发展到极致，张爱玲竟与炎樱商量，决定开一家服装设计店来推广
她们的思想和方案，并在杂志上登出了广告，上写：　　炎樱姊妹与张爱玲合办　　炎樱时装设计 大
衣　　旗袍　　背心　　袄裤　　西式衣裙　　电约时间　　电话三八一三五　　下午三时至八时　
　至此，从思想主张到实践开店，张爱玲几乎完成了作为一个服装设计师必备的全部经历。
张爱玲不只是40年代上海的红小说家，也应当是那时最有思想的服装设计师。
　　时至暮年，张爱玲虽早失去在服装上惊世骇俗的兴趣，但在一些场合下，她仍注意自己的服装。
她晚年在美国过着离群独居的生活，能见到她的人不多，这里只挑两位女性，以女性严格的眼光来看
张爱玲：　　庄信正夫人杨荣华说：“张爱玲很高，很重视仪表，头发梳得丝毫不乱，浅底洒着竹叶
的旗袍更是典型出色。
”(《我帮张爱玲搬家》)　　著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说：“她穿一件暗灰薄呢窄裙洋装，长颈上系了
条紫红丝巾，可不是胡乱搭在那里，而是巧妙地协调衣服的色泽及颈子的细长。
头发则微波式，及肩，由漆黑发夹随意绾住，托住长圆脸盘⋯⋯我不认为她好看，但她的模样确是独
　　一无二(one of its kind)。
”(於梨华：《来也匆匆》)　　在她们眼中，即使晚年，张爱玲在服装上仍有她独特的风格和品味。
　　张爱玲的特殊看法　　《对照记)中，张爱玲自己回答了她为什么后来一度成为　clothes—crazy(
服装狂)的原因，她说，那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　一种特殊的心理”。
　　张爱玲是在锦绣堆中度过童年的，她的童年照片告诉我们，她有许多衣服：T字型领口的裙子、
绸袄、背心，冬天有闪闪发光锦缎做的棉袍⋯⋯在天津时，连那位住进家里的姨太太，为了讨好她，
也给她用整匹丝绒做了一套雪青色的袄和裙，她从未感到她缺少衣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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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一滴水能看到大海，一个家族的百年史就是浓缩的中国近代、现代史。
　　丰润张氏算得上百年来有影响的家族，这个家族祖孙两代出现了像张佩纶、张爱玲这样的著名人
物。
　　张佩纶是清朝名臣，光绪年间“四谏”之一。
　中法战争马江之役打了败仗，充军察哈尔，获释后当了相府贵婿。
张佩纶与李鸿章爱女李菊耦的婚姻一时被传为佳话，《孽海花》生动地记述了这件事。
　　张爱玲是张佩纶、李菊耦的孙女，她出生时已进入民国，前辈的光环早已褪色。
她从小便显露过人才华，又早早逃出家门，年仅二十多岁便以一系列传奇故事震动文坛，是40年代上
海最红的女作家，后一度沉寂。
60年代至今，在一浪一浪的张爱玲热中，她赢得了比李鸿章、张佩纶更高的声誉。
　　张爱玲说得好，封建时代的文人“是靠统治阶级吃饭的”，“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童言无忌》)丰润张氏、合肥李氏的先辈都是耕读人家，直到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李鸿章的父亲
李文安才通过科举步入仕途。
张印塘病逝于镇压太平军的战场上，张氏家族一度中衰；随着张佩纶少年科举，官场一路顺风，家族
又兴旺起来；马江之役失败，张佩纶第一个感触便是“家声道中堕”，幸而李鸿章与张印塘的交谊帮
了他，联姻又为张氏家族注入新鲜血液。
可见封建世家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朝政、科举、世谊、婚姻联系在一起的。
　　剧烈动荡的近代社会也在考验着世家大族，一部分家族顺应潮流走上中体西用的路子，合肥李家
办洋务、在通商口岸置产业、让子孙学西文即是一例，张家自然亦步亦趋。
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许多王孙贵胄遭没顶之灾，张氏、李氏的后裔只是断了入仕之路，仍能在租
界当寓公。
这便是民国初年遗老遗少多集中在上海等几个城市的原因。
　　张佩纶与李菊耦的婚姻使相府门风影响了张氏后人，他们的爱子张志沂(号廷众)与李鸿章一样饭
后“走趟子”，能将古文、时文、奏章倒背如流，但时代决定了他不能成为第二个李文忠公，而只能
当一个遗少。
生活在十里洋场的遗少们从不拒绝西式的物质享受，住洋房、坐汽车；也不放弃祖辈的特权，抽鸦片
、娶姨太太和家长威严。
两者的结合，只能使这个家族更加腐朽。
　　终于有人向他们挑战了，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张志沂的妻子黄素莹(又名逸梵)、妹妹张茂渊走
出家门，出洋留学，成为时代新女性。
她们带回了西方文明，于是围绕着张爱玲的培养和教育，出现家塾和学校、闺秀和淑女、中学和西学
之争。
本书以张爱玲为线索来回溯张氏家族史，很大程度上便考虑到集中在张爱玲身上的家族矛盾，实质上
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是时代的矛盾。
张爱玲后来写的小说既传统又现代；也正是这个转型期中西文化相互冲撞和相互包容的结果。
　　张爱玲步入文坛时，进入她眼帘的是她周围的世家大族无一例外地走向没落。
旧式世家大族没落的原因，首先是他们无法适应变化了的世界。
做官无门、经营乏术是普遍的苦恼，而在他们身后站着有政治后台的新豪门，他们只能从世代传承的
领地退出，李鸿章嫡孙李国杰将招商局让给四大家族即是一例。
其次是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刺激了他们的欲望，而他们只能卖土地、卖房产，从根
本上动摇了世家大族的经济基础。
张家是这样，李家是这样，任家(张爱玲六姑奶奶家)、黄家(张爱玲舅舅家)无不如此。
第三是强烈的物质欲望造成家族成员的道德沦丧，维系世家大族的精神纽带彻底崩溃。
第四是新思想的出现，家族中一代又一代人挣脱家族桎梏，走向新生。
丰润张氏的几位女性——张爱玲的母亲、姑姑和张爱玲本人都先后离开家庭，成为旧家族的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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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爱玲（1920—1995），原籍唐山丰润，生于上海。
本名张煐，英文名Eileen Chang,译音“爱玲”。
约三四岁便与弟弟跟家塾老师读古书，喜读中国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旧式家塾尽管脱离时代太远，
却给张爱玲打下了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
1930年，张爱玲进黄氏小学读书，开始接受新式学堂教育。
后又升入上海圣玛利女中，在学习上渐渐展露才华，这一时期是她创作的重要酝酿时期，中学六年在
文学上的尝试，为她早来的辉煌作了最好的铺垫。
1939年赴香港读香港大学。
1942年香港沦陷，返回上海，开始为杂志撰写文章。
1943年因《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而一炮走红，紧接着又连续推出了《茉
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
1944年与胡兰成结婚，1947年离婚。
1952年重赴香港。
1956年与赖雅结婚。
1995年在美国的寓所内去世。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张爱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