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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三十年来，一直好学勤写的友生江澄格同学，邀我为他的新作《高阳评传》写一篇序言，于公于私
，自难推却。
再则由于高阳(许晏骈)兄与我，是从1964年9月起，在当年尚富声名的《中华日报》同事八年，彼此长
时相处，朝夕相见，因而我对高阳任事之勤奋、治学之认真、长时努力不懈的工作精神，与孜孜不息
的探索毅力，既看在眼里，更长留心中，自为尔后成为莫逆之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其间，我很欣赏高阳在新闻方面的卓识与见地，曾经请他担任过报社的总主笔，此外更钦佩他在“
存史述史”方面的投入专注。
在新闻界，他有“快笔”之称，一篇颇具见解的社论、一则说理明快的短评，每每无需长考，倚马可
待。
在文学界他享有“梳笔”的盛誉，有些杂乱无章的断简残篇，一经他着手排比调整，便见井然有序、
层次分明。
举例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经请他协助，就清代名臣翁同龢与张荫桓往来不书年月、内容简略
、语意含蓄的信函，加以鉴别爬梳，高阳不负所托，如期完成任务，从而证实了他在史学方面的修为
，也有过人之处。
有人说，高阳是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却摸索在故纸堆里的古人”，虽然他喝的是威士忌，坐的是
宾士车，却满脑子都是古代骚人雅士，如周邦彦、李商隐之流，以至于脍炙人口的红顶商人。
事实也确是如此，高阳来台后从事写作长达50年之久，所写文章篇数最多的应是社论短评，字数最多
则为历史小说，编辑成专书，汇编入专集中的著作，多达73部，其间53部是自汉唐至民初之间的历史
小说。
高阳作品因喜以小说述史，也常常以小说解诗说诗，他摘用原诗句为书的如《金缕鞋》、《凤尾香罗
》等书，因而形成了高阳历史小说深具诗情、且富诗意的雅趣，塑造了他以小说叙述历史、用历史铺
陈小说的独创风格，作者在本书中，当更翔实的评介，这乃是自他种文类，对一代名家作另一角度的
观察和鉴赏，借以让广大的读者，对高阳本人及其写作，有更清晰的认识、更深入的探讨、更亲切的
鉴赏、更全面的了解。
序简书赅，欲知高阳的功力究竟，还是请看“评传”吧!二00六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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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江澄格身为老字号的“高阳迷”与“高阳研究者”，曾与高阳有近及一握的把晤，一席用餐
共饮的聚会，并在数日间驱车同游的暂短相处中，隔座聆听其卓识高论，印象深刻。
他有感于高阳虽然写了不少古人的历史小说，可是少有人执笔写他的传奇轶闻，而这位历史小说家令
人感动的真实故事，如果今天没有人写，将来就更难有人能写了，本书作者因此而认真地“一”写且
“再”写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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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澄格，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生，四川省夹江县人。
中国文化大学文学士、韩訇成均馆大学文学硕士。
曾任行政院新闻局资料编译处专员科长、驻韩国大使馆新闻参事处一等秘书、驻韩国台北代表部新闻
组组长、加拿大温哥华菁华书院兼任教授、中国老人社会大学聘任教授、台北市文山社区大学聘任教
授、台北县崇光社区大学聘任教授、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客座教授、台北县松年老人大学聘任教
授、台北县长青学苑聘任教授。
著有《历史小说巨擘——高阳》、《许地山暨其小说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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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阳从南京到达北京之后，便赶去看享有盛誉的红学大师俞平伯先生。
他是曲园老人的曾孙，也是高阳的姑父。
高阳就南京西花园所看到的诗碑，向年逾古稀的姑父谈起先人留在那里的古墨旧笔，非但是传家之宝
，也是传世的文化资产，十分珍贵。
但据平伯先生透露，在苏州的寒山寺里，也有一座完全一样、无论是内容字迹都相同的诗碑，保存在
那里。
平伯先生的家人，最近回苏州的时候，还亲眼看到。
这就更令人觉得离奇了，为何一诗会有两碑？
一在苏州寒山寺旧址，一在南京西花园的碑亭里，究竟何者是原迹旧石？
哪一块又是仿造赝作？
个中真伪，当然有辨正的必要，以求水落“石”出，避免史实“石”沉大海。
此一堪称重大的考古事件，由一向娴于此道的高阳来担纲，自然再适当不过了。
而他的得力助手，就是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高阳三哥儒杰先生的干金以元女士。
在“长者使嘴，晚辈跑腿”、一老一少密切地配合之下，有了意外的收获，连平伯先生也不知道的底
细，得以真相大白。
高阳叔侄两人通力合作，先从南京西花园开始探索。
透过“煦园”管理处的王孝椿先生打听，并转告“西花园”管理处处长朱德希先生，而得到热心的协
助，提供高阳十分详尽而又不失权威的资料。
关于天王府西花园“枫桥夜泊”的诗碑，原碑本来在苏州寒山寺，抗战期间，因苏州沦陷，而被日军
劫走，又因日本对此碑极为欣赏，胜利之后，仍留在日本，未能归还。
高阳在30多年迎曦送昏的写作生涯中，以生花妙笔，赋予古代历史人物新的生命，让历代的圣哲先贤
跃然纸上，活现在眼前。
更难得的是，高阳一面向读者细述历史故事，另一方面对重要的关键点，加以适切的解说诠释，让读
者了然于心。
一旦接触到他的作品，就会爱不释手欲罢不能。
高阳小说对广大读者而言，有一种无可言喻的魅力，有人许之为：“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落处有高
阳”，这是指高阳历史小说的普及；而在海外也有人说过：“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高阳的著作”，足
见高阳读者群分布层面的广阔。
像高阳这样一位，对文学或者史学、传统或者现代，有着诸多影响的重要人物，应该要有基本的了解
。
尤其高阳是一位历史资料的整理人、历史事件的述说者，所以他的生年就不是纯属个人的小事了。
　揭开生年之谜　高阳过世之后，在电视广播、新闻杂志上，出现高阳生平的资料介绍，但关于出生
的年代互有出入，一说是生于1922年，有些则称是1926年。
依照前者的说法，至1992年3月15日，高阳已年届古稀，算得上享有高寿；若是按后者所称，则年方六
十有六，两者之间有四岁的差距。
关于这一争议，台北“中央大学”中文系李瑞腾教授曾于1992年6月7日（高阳过世的第二天），在《
民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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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阳评传》主人公高阳从书堆中找资料，也在酒杯中找灵感；他生活在现代，却又长年周旋于古代
公卿之间；他一向富裕，但从来不重视金钱，他重视的只是他的写作；书妻、酒子、车奴、肴妾，诚
有几分相似，若是再加上史狂，则更是肖妙。
高阳以历史小说的创作，享誉当代文坛，其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以历史入小说，以小说述历史”，从
考据中探索历史的真相实况，并将求证索据的资料运用于小说之中，写下了无数有深度趣味无穷的名
著，无怪有人说“有水井的地方，就有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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