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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次以全新资料披露李敖2000年迄今的曲折人生内幕。
在这10年间，他经历了诸如“诺贝尔文学奖”入围提名，以无党籍身份参与台湾“五大枭雄”竞选“
总统”选战，状告前“总统”李登辉，不花一分钱摘取台湾“立委”头衔，阔别56年隆重“登陆”，
在北京、上海等三所名校轮流发表演讲，继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之后再次足涉新加坡《黄河焦点
》节目，推出华人世界的全新招牌《李敖妙语天下》，73岁出版遭物议的新书《虚拟的十七岁》等一
系列连年轻人也无法企及的辉煌瞬间。
暮年的李敖更精彩，暮年的李敖在狂飙中书写着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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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2000，风云激荡的一年　　A.诺贝尔文学奖　　001.入围提名　　1999年，即将进入深秋，
一天，李敖正坐在台北市区内东丰街那四壁皆是书架的宽大书房里，遥远而陌生的欧洲忽然传来一个
让他意想不到的信息，他已经被久负盛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列入提名的人选！
　　初时他不以为意，误认为这只是坊间多事者的谣传。
因为数十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几乎与中国人绝缘，这是让人为之愤慨的严峻现实。
与其说西方人历来仇视东方的文学，不如说这个诺奖的文学评委们从不了解伟大的中国文学，他们每
天所能接触到的，多为英文版本的书刊，而对于中国方块字写成的精美华章，大多闻所未闻，见所未
见。
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中，只有一个叫马悦然的人懂得一点中文，其余者均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
一窍不通。
　　但是，当新千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个远在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多年
始终无视中国作家的行径有些说不过去了。
因为中国的文学也如中国腾飞的经济一样，震撼了西方。
诺贝尔文学奖的橄榄枝终于抛向了中国文学界。
　　其实早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已经有一批杰出的中国作家实际上达到了这个国际奖项的水
平，有些作家的作品甚至超越了诺贝尔文学奖所谓的入围标准。
伟大鲁迅自不待言，就说老舍和巴金等人的作品，早已经可以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当然，这些作家
都一度受到这个国际文学奖评委会的重视，然而最终由于种种政治原因，中国作家始终与诺贝尔文学
奖无缘。
　　这种情况，一直到1999年仍然保持着。
在李敖被提名之前，没有一个中国人人围这一项奖的提名。
但李敖所著的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改变了这种状况，这部小说让评委们刮目相看。
1999年深秋之后，海峡两岸的华人报刊开始争相报道这位中国台湾作家的第一部小说，以及这部作品
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消息。
所有熟悉李敖的读者们都清楚，李敖是一个政论作家，或者把他归属于杂文家的范畴也比较合适，然
而他从来没有写过小说。
那么他的第一部小说《北京法源寺》，究竟是一个什么风格的作品呢？
　　带着好奇，大陆的读者们拜读了李敖的这部长篇新作。
客观地说，李敖驾驭政论文章可谓轻车熟路，然而有人认为李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写小说，确实有值
得商榷的地方。
但无论如何，李敖的这部作品，都是一部较为成功的长篇小说。
毕竟北京这座古都的条条胡同里都留有李敖早年在此生活过的陈踪履痕。
因此，李敖写北京的法源寺时，是带有感情的。
也许就是他的这种情感，他的传神语句，感动了远在欧洲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
　　1999年10月的一个下午，一位从中国内地来到台湾的新闻记者，驱车出了台北市区，沿着吉隆河
和新店溪交会处的一条高速公路，驶进了直通阳明山的仰德大道。
这位从中国广东来台的记者对这条大路早有耳闻。
他知道就在1973年的夏天，蒋介石从台北士林官邸前往阳明山顶行馆消夏避暑的半路上，就在前方不
远的半山腰拐弯处，猝然遭到了一场飞来的车祸。
如今，大名鼎鼎的李敖于一年之前，在距蒋介石山顶行馆只有几里路的地方，花巨金购买下一幢豪华
大宅。
李敖在阳明山购宅的原意，当然是他讨厌台北东丰街那幢旧宅的喧嚣。
在城区里，他尽管极想“大隐于市”，可他是名人，是一个名扬于海内外的大作家，所以，他想在东
丰街旧宅里过清静的日子，几乎只是一种奢想。
因此，李敖下决心要远离尘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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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羡慕已经离开台湾的另一个东北同乡——张学良将军，推崇张学良在解除多年幽禁以后，力主“
宁与鬼住，不与人居”的思想。
一生景仰张少帅的李敖，也欣赏张氏的一句名言：“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
”　　少帅最终在阳明山下的复兴岗，择选了一方恬静无人的林间隙地，自筑了一座宽大的宅院，闭
门安度晚景；而李敖则看中了多年来只有国民党高官显要们才在那里购置别墅的阳明山顶。
群峦幽谷间的阳明山顶显现出一种与凡尘迥异的肃穆。
在李敖购买的大宅附近，几乎都是一些令人生畏的建筑。
成群的别墅区里虽然不再有蒋介石、蒋经国、蒋宋美龄等人的遗族旧宿，但是，一些当年国民党的显
要们的后裔子孙，仍然还在山间留有他们的行馆。
国民党中央经常召开重要会议的馆驿，蒋介石当年驻跸的旧址，时至现在依然有重兵防守。
一些重要的禁区甚至还拉有层层电网，不可越雷池一步。
　　李敖偏偏要住在这里。
他的理念是：我本来就应该住在山上，尽管我没有从政，尽管我没有做官，可我是一个思想家。
而思想家应该与政治家在这个世界上平起平坐，既然蒋介石可以住在阳明山上，我李敖为什么就不可
以？
　　那位大陆来的记者登上此山之前，就对李敖于1998年花相当于人民币5000万的高价，在素有台湾
政治高官与富商别墅云集的阳明山顶购宅的来龙去脉略知一二。
现在他决定要亲自前往这座有名的大宅去采访李敖。
这对他而言无疑就是一种荣幸。
在他看来，像李敖这样以写作为生的文人，不要说在香港，就是在祖国内地数以千万计的职业作家之
中，出手如此豪阔，能以数千万购买别墅的人，也是闻所未闻。
　　当然记者和李敖最感兴趣的话题，离不开“诺贝尔文学奖”。
　　在谈到《北京法源寺》一书在祖国大陆的再次走俏时，李敖似乎早有预料。
图书就好比作家生下的孩子，只有他才真正了解自己作品的分量与质量。
尽管这本小说是李敖从文几十年来，在台湾和内地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可是，他并不认为这部小说像
有些人担心的那样：“文学性不强。
”只有李敖心里清楚，数十年来他在台湾为什么写了那么多的政治性论文，那么多嘲讽时政时弊的杂
文和评论。
他认为这是与他生存的环境密不可分的。
在世态严酷而生计无着的情况下，他不可能真正坐在斗室里，用笔展示他的艺术创作。
许多生动而鲜活的人物形象，往往就像一朵朵无法盛开的花蕾一样，被严寒牢牢禁锢与封锁。
但是，李敖始终也没有放弃有朝一日挥笔写作长篇小说的打算，《北京法源寺》就是李敖多年心血的
结晶。
　　对于《北京法源寺》的创作过程，李敖深有感触。
因为他了解这个“孩子”孕育的艰辛。
《北京法源寺》是他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酝酿才完成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李敖就开始构思这部作品了，当时他正身陷牢狱。
在炎热的盛夏，在那问只有几平米的小牢房里，当他浑身汗流如注时，思绪往往回到了他久违的北京
。
少年时他奔跑过的景山东街，那些路边古色古香的店铺和小胡同里鳞次栉比的四合小院，都让当时的
少年心驰神往。
法源寺，在寺院林立的北京，本来算不得什么让人注目的古刹。
虽然小时候住在北京，但李敖并没有到过法源寺，也不知法源寺究竟在北京的哪一条街，哪一条小胡
同里？
如果不是李敖后来想到这座少年时只闻其名的小庙宇，如果不是后来他通过一位到过北京，并委托其
把北京法源寺内的一幢幢殿宇拍成照片，绘成地形图寄到他手里，如果在若干年问不是以这座北京的
寺庙为背井，萌发撰写一部历史小说的念头，也许世上的许多人不会知道在偌大的北京，有这样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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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寺的存在。
即便一些在北京生存半个世纪的老北京们，你向他们探问法源寺在何地，他们也会茫然不知所云。
　　不过，法源寺在李敖的心里生了根！
这是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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