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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将张爱玲、苏青、胡兰成3人放在一块写，是自然的。
张爱玲与苏青同为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文坛上最显眼的女作家：胡兰成与苏青是大同乡，他与张
爱玲结识，也是通过苏青，他与张爱玲更有一段被世人津津乐道的所谓“倾城之恋”。
他们3人之间，不仅有许多交往，在文学创作、人生思想方面，还有来回的、深入的影响。
这就使得将他们3人作对比，不仅可以，也有意义、有意味、有意思。
事实上，在以往出版的研究文献中．论述他们其中一人而涉及另外两人的，占了很大比例，足以证
明3人之间关系的相互牵扯，只是尚无一本像本书这样，将三传主从出身一直“比较”到老死的著作
。
笔者作为较早关注张爱玲研究的作家，除了张爱玲传记外，还出版过首部苏青传记，并于20世纪90年
代，首次提出应在张爱玲研究之外研究胡兰成。
如今这本《他们仨》就要付梓，回头想想，大概也是一种意识终于结出的果吧？
大陆的张爱玲研究，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起算．迄今已近30年了。
在如许长的时间里。
在张爱玲热持续不退的社会背景下．张爱玲从文本到人生。
“多肉”的部分已经被一批又一批的“食客”嚼啃得差不多了。
研究者若非视力过人，早已经面临拾人牙慧的窘境；读者若非反复咀而不厌，也已面显疲惫之色。
张爱玲研究今后的出路无非两条，一是精耕细作，一是另辟蹊径。
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两年来，先后出版了《深艳——艺术的张爱玲》、《色，戒不了》，如今又有这
本《他们仨》，算是对这两条路的试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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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苏青在欢喜中忙着编辑《天地》第二期的稿子。
　　这边张爱玲赐稿了，是短篇小说《封锁》。
 　　那边胡兰成也赠文了，是议论文《“言语不通”之故》。
 　　两人的稿子同上。
于是胡兰成随便一翻，就“翻到一篇《封锁》”了，并且他“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
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
犹嫌不足，于是将小说拿给朋友看，更写信去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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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一心，男，南京人。
就职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大陆最早出版张爱玲文学传记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市作家协会事理，南京市文联签
约作家。

　　著有《惊世才女张爱玲》、《张爱玲与胡兰成》、《深艳——艺术的张爱玲》、《色，戒不了》
，以及《丁玲外传》、《苏青传》、《林语堂》、《梁实秋》、《太平天国》、《劳谦君子陶行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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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祖上父亲母亲童年中学大学结缘三人行谈女人看男人互看自道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幽默色胆辩白编剧
出走信中意老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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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祖上胡兰成是村商的后代，所以灵活机变——苏青是举人的后代，所以灵秀从文——张爱玲是没落贵
族的后代，所以遗世独立胡兰成的祖父胡载元是开茶栈的。
用机器加工茶叶，生意一度做得很大，“账房间及老司务”每天的开销就相当于购50斤猪肉的钱，胡
村的大石桥也是胡载元领头捐款建造的，可见在村里是数得上的富户。
今日胡家老屋破败不堪，但仅从宅楼栏杆上精雕细刻的凤凰与松鹤图上，也可看出当年的确不是一般
农村人家。
苏青的祖父叫冯丙然，字止凡，曾中举人，1902年任本乡村塾敦本小学校长，1904年始任宁波府中学
堂校长，直到辛亥革命前。
他还创办了《四明日报》，并热心建铁路，开公立医院，曾任杭州副参议长。
这样身份的人在家乡如何受人尊重不难想象，苏青曾如此描述：在“宁波城西有一个叫做浣锦的地方
，其名称的来历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家的房子很大，走出大门不远处，有一石桥日浣锦桥。
在幼小的时候，我常常随着祖父到桥边去，桥边石栏上坐着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在悠闲地谈天。
桥旁边有一家剃头店，房子是我家产业，剃头司务叫阿三，他见了祖父可恭敬，连忙端了张大木椅来
叫他在店门前坐下，于是桥边的人都站起来了，问候我祖父，把一切里巷见闻都告诉他听，征求他意
见，听取他的判断。
他默默地捻着须，眼望着天空，天空是蔚蓝的，薄薄铺些白云。
我眼不转晴地看着我祖父，只听见祖父沉着而和蔼地在答复他们了。
他的声音是这样低缓，态度安详到万分，大家都屏住气息，整个的浣锦桥上都鸦雀无声。
”苏青的祖父、外祖父结亲，两家还比较般配。
外祖父虽是一个不第秀才，不工八股，却爱做诗到痴迷的地步，与冯止凡是可以有共同语言的，而且
他让女儿读书，也与冯止凡主张女子识字相合。
相较于苏青胡兰成，张爱玲的家世最为显赫，所以可以上溯得更远，事迹更多。
张爱玲的祖父叫张佩纶，张佩纶的父亲叫张印塘。
张印塘祖父叫张栋，是个秀才；张印塘的父亲张灼连未能博得任何功名，但他儿子张印塘则超过了祖
父，做官了。
张印塘字雨樵，嘉庆二十四年（1819）乡试，得中举人，但其后遇阻于往状元去的第一道关——会试
。
好在乾隆年之后，朝廷大概是意识到了人才资源的珍贵，为使举人出身的人多条出路，规定每六年挑
取其中形相端正、善于应对的人加以录用，获得会试一等的人任知县，获得二等的人任教职，叫做“
大挑”。
张印塘总算获了一等了，被分到浙江，先做过几个县的知县，继而升任温州知府，后调到安徽。
张印塘56岁那年在安徽按察使的任上，奉命驻守安庆。
太平天王洪秀全派了他的妻弟赖汉英与石达开的堂兄石凤魁率军西征，打到安庆，张印塘弃城而走，
被咸丰帝降旨革职，留营戴罪自效，后又一败再败，次年病逝。
张印塘身后留下三位妻子田氏、毛氏、李氏，及六个子女佩经、佩纶、佩绂、佩绪（两个女儿不知其
名）。
田氏不育，李氏似也未生。
张印塘一生共生过七个子女，一个儿子早天。
张印塘去世时，张佩纶7岁，上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
一大家人在战乱中不得不离乡背井，随印塘的弟弟辗转浙江、江苏各地，最后在苏州定居下来。
张佩纶少小苦读，十年寒窗，终于博取功名。
于同治九年（1870）赴京参加庚午顺天乡试，考中举人；次年参加会试又中进士，得授翰林院编修；
光绪元年（1875）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又升为署理左副都御史。
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清流党“四杰”的事迹，以及迎娶李鸿章千金的佳话，为我们所熟知。
张爱玲的外祖父叫黄宗炎，也曾中举，后被乃父黄翼升捐了道台，赴广西出任盐法道，不久却因染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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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而亡，留下一对男女双胞遗腹子，即张爱玲的母亲和舅舅。
黄翼升字昌歧，湖南长沙人，行伍出身，屡建战功，先后兵归曾国藩、李鸿章指挥，长江水师建立时
，即蒙曾李二人举荐，出任提督。
后即在南京定居，张爱玲的母亲也是在南京出生的。
胡兰成的祖父死时，胡兰成的父亲才18岁，胡兰成没见过祖父，他只是对祖父开茶栈那般生意红火，
“这种世俗的热闹至今犹觉如新。
”他对民间与世俗的亲切感，不知是起于遥想祖父当年，还是受祖父遗风的影响？
张爱玲对祖先了解的渠道要比一般人多些。
胡兰成想要打听母亲的姓名都不容易，张爱玲的父亲、姑姑口风虽紧，但有跟了几代人的老佣人，有
爱打听的弟弟，还有那么多七姑八舅的亲戚以及文集、史书、小说，来源多着呢。
也许张爱玲当年不过是年轻人少，有追先怀古情怀，而并非玩物解脱。
张爱玲晚年时就态度有变，她写道：“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
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
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我爱他们。
”倒是胡兰成，也许仅从抚视老屋栏杆上的凤凰松鹤图，就真的解脱了兴亡沧桑？
他在《今生今世》中道：“今我飘零已半生，但对小时的事亦只有思无恋，等将来时势太平了我亦不
想回乡下去住，惟清明回去上坟是理当。
”比张爱玲要一贯到底。
对于自己的爷爷公公一辈，张爱玲胡兰成到底因未与他们在一起生活过，感情有也有限。
苏青就不同了，她在外婆身边长到记事。
外婆的呵护自不必说，外公她虽未见过，但外婆家里还保存了外公的书房和物什，感觉还是亲切的；
后来又到祖父母身边生活数年，饱受祖母的慈爱、祖父的宽容与谆谆教导。
单从得到的爱来说，苏青就要比张胡二人多得多，所以成年后的苏青相较于张胡二人，心底最明朗而
简单。
父亲前清遗少的张廷众满腹经纶，一身恶习，张爱玲对他也恨也宽容——留洋归来的冯松雨学问不低
，毛病也不少，苏青说来都是气——家道中落的胡秀铭聪明勤劳，胡兰成对他又敬又爱苏青的父亲名
冯浦，字松雨。
在苏青出生后不久，他争取到一个庚子赔款留学生的名额，越洋赴美留学。
苏青在散文《说话》中有言：“当我呱呱坠地的时候，我父亲就横渡太平洋，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研
究’他的银行学去了。
”庚子年（1900）夏天，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
次年9月清政府与侵略者议和，签订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被勒索巨额赔款。
按中国人口数每人赔白银1两，共计4．5亿两，自1902年起，至1940年止，39年还清，加上利息，共需
赔款9．82亿两，美国分得超过7％的赃款。
1906年，有个在中国传教、经商了30年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向总统罗斯福进言，说若以庚子赔款使中
国学生到美国来受教育，美国将受益无穷。
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对史密斯的见解深为赞同，他在提供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里也苦谏道：
“如果美国在30年前能将中国青年学生吸引来受美国教育，那么我们现在就已经能够在知识与精神上
圆满而巧妙地支配中国的领袖、控制中国的发展了。
为了扩大精神的影响，牺牲点银子是值得的，也是合算的，而且收益非常可靠⋯⋯”总统依计而行，
当年便由国会通过立法案，正式决定于次年退还赔款余额，以此作为中国建立学校及向美国派遣留学
生的学杂费等。
中美两国因此商定，头4年每年派100名学生留美，第5年后每年派50名学生。
留学生名额按各省所付赔款数目分配到各省，自1909年开始赴美，每年一批，逐年顺推。
冯松雨于1914年留洋。
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个怎样遥远而充满魅力的国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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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冯松雨同船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后来做了教育家的陈鹤琴这样写道：那时美国这一个美丽的国家
在我心目中，确是人间天堂呢！
听说人民是非常勇敢的⋯⋯听说人民生活程度是很高的⋯⋯又听说人民的知识也是很高的⋯⋯又听说
世界最大最高最多的东西都在美国。
最大的大学要算纽约的哥仑比亚了，学生在三万以上呢⋯⋯听说要发财到美国去．要读书也到美国去
，要看奇闻观壮，到美国去。
要吸自由空气，也到美国去。
那时我一听见这样的一个新兴的自由国家，不觉神驰心往了。
放洋的日期是8月15日，留学生们由上海招商局码头登上了该局自置邮船“中国号”。
码头上人山人海，都是前来送行的。
全部航程长达半个多月，同船赴美的除了陈鹤琴外，还有陶行知。
陈鹤琴记录了诗意而惬意的船上生活：早晨可以看旭日东升，傍晚可以看红日西沉。
海涛像山似的白涌碧翻，飞鸟像箭似的冲浪排空。
还有即海鸥成群。
翱翔上下⋯⋯船中生活也是非常快乐，一日六餐：三餐大餐，三餐茶点，我们百余人吃得胖胖的，有
点像猪猡了⋯⋯每餐的餐单总是印的满满的外国菜名。
有时候，菜名来得古怪，我们一点都不认识。
我们只好从菜单天字第一号吃起，一直吃到点心为止。
我们先吃清汤。
吃了清汤，再吃混汤。
吃了鱼，又吃虾。
吃了猪排，又吃牛排。
吃了家鸡，又吃野鸡。
吃了蛋糕，又吃冰其淋。
吃了茶，又吃咖啡⋯⋯船上不但吃得痛快，玩也玩得起劲。
白天在船板上可以掷绳圈，抛圆板。
晚上弹琴唱歌，着实热闹。
8月底船抵檀香山，有华侨代表前往欢迎。
他们上岛作短暂停留，在华侨的带领下，参观了世界著名的水族馆，而后登船继续向东北方向航行。
9月7日他们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第二大城市、美国西部金融中心即对远东贸易的重要港口旧金山结束了
水上旅程，中国驻美领事、华侨代表以及基督教青年会中西干事都前往迎接。
宴会之后，大家到斯坦福大学参观。
次日全体师生乘火车一直律东，去芝加哥。
中途他们又在盐湖城下车，改乘汽车去游览美国著名的大盐湖，参观了马尔门教堂，然后回到火车上
继续前行。
行程横贯了大半个美国。
9月13日抵达密执安湖畔的美国第三大城市萝加哥后，大家在此各奔东西：大部分同学继续往东去纽约
，冯松雨是其中之一。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最老牌的私立名校之一，坐落于美国东海岸的第一大城纽约，在市中心曼哈顿的
西面，建校时间比伊利诺大学早113年。
最初取名为“纽约学院”，两个月后英王查理二世钦定校名为“王家学院”；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
校名改作“哥伦比亚学院”；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校园内已从一所哥伦比亚学院增为10所，校董会
遂将校名改为“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但直到18年后的1912年，新校名才经纽约州政府批准，正式
付诸使用。
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不仅悠久，而且显赫，校友中有罗斯福总统与两届副总统。
名师也辈出，冯松雨在哥大时的校长尼古拉斯·巴特勒是哥伦比亚校史上一位杰出校长，后于1931年
获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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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作为美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吸引了许多中国留学生。
在冯松雨人校次年，胡适、陶行知均辗转来此，同期在读的还有宋子文、孙科，以及后来做过北京大
学校长的蒋梦麟——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大约在苏青5岁时，冯松雨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学成归国，起先在汉口中国银行里做事
，后来到上海的银行做了经理。
当时大概是苏青父亲事业的顶峰时期。
苏青记得那时“父亲的朋友很多，差不多每晚都有应酬，母亲把我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每晚跟着他们
去吃大菜，兜风。
父亲常叫我喊黄伯伯张伯伯，在客人前讲故事唱歌，‘这是我家的小鹦哥呢！
’父亲指着我告诉客人”。
冯松雨原本是想好好培养这个女儿的，尽管基本目的是光耀他的脸面。
他曾对苏青的母亲说，他要让苏青读到大学毕业，还要请一个家庭教师来教女儿英语会话及音乐舞蹈
，以备将来有机会可以作一个公使夫人。
可是他永远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不是苏青嫁得不对，而是他尚未等到女儿出嫁的年龄——苏青临近小
学毕业的时候，银行倒闭，不久他就病故了。
张爱玲的父亲叫张志沂，号廷重（又廷众），是张佩纶与李菊耦的儿子。
凄惨的是，他与乃父同样7岁失怙。
他未像苏青的父亲那样留过洋，并且因妻子是个“学校迷”（张爱玲语）一而且迷的是洋学校，便反
感着留洋的人；连带着反感新式学校，不大情愿儿女去那里上学，宁愿为他们请来私塾先生，在家里
施教。
连他学的英文当年也是请了教师到家里来授课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前清遗少，对新社会有一种拒斥心理；另一方面也因他自己受的是完整的旧式
教育，满腹经纶在身。
虽然他绕室吟哦一唱三叹令女儿看了为他难过，因为他的旧学在新时代几乎是一无用处；但他也不认
为是他的知识不合时代，而是人心不古。
他对旧式教育是既留恋，又自负的。
正像银行学出身的冯松雨对苏青精明于生意有遗传一样，张廷众饱读诗书，对张爱玲走上作家之路也
不可能没有影响。
他又雅好藏书，张爱玲7岁读的《西游记》，十三四岁读的《海上花列传》，早些时读的《红楼梦》
，都是他的藏书。
他还曾“破例”给了女儿4块钱去买多卷本的《醒世姻缘传》，让女儿在他的书桌前读《胡适文存》
。
这些著作几乎令张爱玲痴迷了一生。
过去的人都看重文章，把会写文章视作人的一大优点，直到今天，“才子”的定义还只是指有文才的
人。
张廷众好文，因此对女儿少小时就表现出的文学方面的兴趣相当看重。
有次在寒假里，张爱玲模仿报纸副刊的样式编了一张“家庭副刊”，内容是自家琐事杂闻，版面图文
并茂，均出自她一人之手。
张廷众见了十分高兴，有亲友上门，他便将作品拿给客人们看，嘴里道：“这是小焕做的报纸副刊。
”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张爱玲读过了《红楼梦》，对红楼故事人物很感兴趣，于是便将其借了来，敷写了个颇有鸳鸯蝴蝶风
的章回体小说，取名《摩登红楼梦》。
摩登者，时髦也，系将前朝故事现代化，将古人在现代的生活里再活一次，近如“戏说”，令人忍俊
不禁。
比如写秦钟与智能如何坐火车私奔，自由恋爱而结婚；贾母如何带了宝玉及众姊妹去西湖看水上运动
会，还吃冰淇淋等等。
《摩登红楼梦》被装订成上下两册，一共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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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众饶有兴致地代拟了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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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盘桓在张爱玲、苏青、胡兰成周围，已经有不少年了。
如今回想起来，说往事令人感慨当然不免言重。
说是有趣又稍嫌轻飘了些。
十几年前到上海去找“苏青”，找到她自忠路上的故居，见到了她的老邻居。
那时巷内逼仄，巷外是菜市一条街，相当的脏乱差。
以至一时无法找到拍摄她家门头的立脚处，留下了遗憾——如今那里面貌大变，变得美观了，可是苏
青的那个家也变没了。
幸好她在上海不止在一处住过。
为了苏青，也曾特地到她待过的提篮桥监狱去了一趟。
当然没进去，只是在大门外拍了几张相片。
去提篮桥是个大热天的正午，从苏州河边张爱玲家的老宅打车过去，路不算近。
出租车司机一听说我们去提篮桥，又见提着旅行包。
断定是家里有人“出事”，从外地来探监的，脸上马上露出不屑来。
毫不加掩饰。
我的自尊心还不至于被他伤害，倒是可以想象从提篮桥里走了一趟的苏青，如何在众人的白眼里艰难
度日。
到上海去找“张爱玲”，次数最多，读者从书中的相片中可以发现。
好在上海不远。
远的是跑到苏青及胡兰成的故乡去，好在两人都是浙江人。
苏青的故乡宁波冯家村，我先后去过两次，相距整整10年。
胡兰成的故乡嵊县我1991年去过，系应县政协一位朋友之邀。
当时主要目的是去奉化蒋介石老家，也曾询问胡兰成老家胡村的情况，可朋友说那里已没什么可看的
了，大约是嫌胡村偏远，结果没去。
几年后与胡兰成儿子胡纪元先生相识，被告知胡村老宅还在，遂于前年驱车前往。
因不识路，车在青山秀水中七拐八弯后，才终于抵达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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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们仨:张爱玲·苏青·胡兰成》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三人行：苏青很尊敬张爱玲，张爱玲也很喜欢苏青，胡兰成与苏青也很好，与张爱玲也很爱，在三人
看似水乳交融的关系下，是各人怀揣的复杂而奥妙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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