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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意： 

    張愛玲期盼的「比林語堂還出風頭」的日子終於降臨，她的衣不驚人死不

休的時裝照，常被用作上海灘最洋派、最知名刊物的封面。  

  大街小巷，人人都在談論她的作品及她本人，女人一生中最放浪蓬勃的生

命之花正慢慢綻放！  

     

    張愛玲，「一代女文豪」，若你這麼稱呼她，她些或會還予你漠然的一笑。從

落地那刻就注定不凡，雖然步步艱辛，但也比別人來得精采，就是這樣特別的人

生造就了張愛玲，猶如落在海上的一顆星。出身貴族，來自封建家庭，誰預料到

張愛玲會成為改變時代意義的關鍵人物，然而一切其來有自，她時髦的母親厭惡

封建文化對於女性的束縛，她追求流行，作風叛逆。小時候張愛玲曾對母親帶來

的文明感到喜悅，但是母親的愛與關注卻全都放到了這年幼孩子的前途與修養

上，使她無法真正感受到母愛的溫暖，作品之中的母親形象都是無法親近的。我

想，或許是親情的缺乏加強了張愛玲與生俱來的孤絕。早熟的張愛玲並未對父母

的離異感到難過，但是隨之而來的不幸生活則將她推向更陰暗的角落。首先是父

親娶了後母這件事，雖然在作品中沒有提到後母曾如何地虐待她，但在心裡那是

種被羞辱的感覺。站在她的角度就能夠明白，正值青春年華的少女卻只能撿後母

的破衣服穿對於精神是多大的折磨。無論內心多麼憎恨後母，張愛玲仍然寫了篇

〈後母心〉應付她，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張愛玲自幼與其他孩子的不同，她早

熟世故，而且將負面情感都深埋在心中。父親於婚後搬回了張家老宅，雖然是在

這兒出生，但對於張愛玲來說這幢舊洋房沒有任何美好的回憶，而是個死寂的世

界。這不禁使我們想到傾城之戀中的白公館與金鎖記的曹七巧家。張愛玲投射自

身經歷於文本之中，我們雖不在其境但能感受其情，那種毛骨悚然的寂寞至今仍

使我戰慄不已。而她筆下小說人物對於愛情多有猜忌或許也源自於父母的離異，

以及她自身感情世界的波濤洶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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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玲的經歷使她對人生充滿悲劇觀感，小至家庭失和，大至感情失意，但

最重要的是她本身即生長於一個動盪的大時代，現實生活多遭困頓，時代不安人

造成人心惶惶，猜忌與懷疑都是當時人民常有的心性。在這種漂泊中，有個男人

出現在她身邊，沒擁有過任何親密情感的張愛玲再也不能保持與觀察事物的距

離，她決定愛他─胡蘭成。我想，與其說張愛玲渴望愛情，不如說她想要的是真

心。在胡蘭成身上她得到之前人生所缺乏的信任與理解，讓彷彿斷了翅膀的她有

安歇之地。所以她不顧一切地迎上前去，付出純粹的愛，無論他的漢奸身分會為

她帶來什麼樣的影響。此時的張愛玲是幸福的，她說「見了他，她變得很低很低，

低到塵埃裡，但她心裡是歡喜的，從塵埃裡開出花來」看到這段話時我不禁會心

一笑，這不就是戀愛中少女的寫照嗎！當喜愛的人在身邊時，什麼都不敢做，深

怕壞了美好的感覺，但心跳騙不了自己也騙不了別人，總是噗通通開花般地躍動

著。她又說「你這人呀！我恨不得把你包包起，像個香袋兒，祕密的針線把你縫

縫好，放在衣箱裡藏藏好！」這也是直叩人心扉的一句話，她怕他離去，又怕他

被搶走，對於深愛的男人，女人們的確很想將他藏起來。而若是我來說，我又捨

不得將它藏在衣箱裡，我要將他帶在身上，隨時陪伴著我。張愛玲之所以能夠在

文學上占有一席之地絕對是有原因的，光是一兩句話就能使人心有戚戚，進而衍

生出更多的想法。她不寫脫俗的文學，她曾說「凡人比英雄更能代表這時代的總

量」，因此她的創作都是世俗的，讓人感到如此地真實深刻。張愛玲人生中最美

好的片段大概就是與胡蘭成初在一起的時光，那時所有的事物在她眼中都鑲上了

金邊。相信很多人都有過這個經驗，與愛人的回憶往往是閃耀著光芒的，此時的

張愛玲也感受到了。她謹慎小心的護著，提醒自己別絆跤，別打翻，亂世裡這一

點幸福，得來不易。「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是他們的誓言，她要的真的不多，

就只是這一點點平靜。 

 

    可嘆的是，張愛玲的好日子過沒多久，命運替她設下的坎坷之路又再度鋪展

於眼前。戰後政府開始全力追捕漢奸，胡蘭成在逃命的路上結識了范秀美，並且

與她同往溫州。同此時，張愛玲卻正背負著「漢奸作家」的罪名，她遭受大眾的

謾罵，作品得不到發表，生活出入舉步維艱，然而她仍保持沉默，隔絕外界聲浪

一如向來靈魂的孤絕，這一切都只是為了愛，更精確的說─是為了他。我不知道

張愛玲如何撐過這段難堪的日子，或許她又習慣性地沒入黑暗，或者她還帶有一

些盼望，她相信深愛的他明白她的委屈。然而，當張愛玲千里迢迢地找到胡蘭成

的時候，事情竟不如廉價泡沫劇般地天長地久，他的心已經離她而去，張愛玲無

能為力，僅在最後以一封信與他永遠地訣別。胡蘭成的背叛使張愛玲對人世間的

情感更加看透，她明白人的處境都很困難，也都是一樣的，所以最容易溝通，何

況是有著血緣關係的母親。至此張愛玲能夠理解並體諒母親，在後來的作品中提

及母親時，張愛玲流露出的真摯親情雖然仍是壓抑的，但我們可以察覺其中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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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張愛玲曾經對胡蘭成說她不能再愛別人，她將只是萎謝了。當時雖然有人替

她與名士桑弧撮合，但她真的無法敞開心扉，再有才華的人來求親也是枉然。 

   

    張愛玲到美國尋找心靈故鄉期間遇見了瑞荷。當這個「接近於永恆得安穩」

來到身邊，彷若折翼的她找到了棲止之地。與其說這是一份新到來的愛情，我想

更接近的是能夠相互依靠的親情或友情。其實，人生不就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尋一

個可以聽自己說話，給自己溫暖的人嗎？感情路上何必轟轟烈烈那般固執，讓彼

此傷痕累累呢？在瑞荷病重時，張愛玲十分有情有義，她一方面靠著寫作維生，

一方面照顧著丈夫，日子過得非常艱辛。這時我對張愛玲有了一種新的想法，她

的心中不是沒有溫暖，只是從不輕易展露，對於所信任之人，她是願意付出的。

這最後的親人在他四十七歲時離開她，她回到孤絕的人生路。之後的張愛玲應雷

德克里芙女校的邀請為駐校作家，又到了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擔任〈紅

樓夢〉研究員。港臺地區同時掀起了「張愛玲熱」。夏志清教授稱張愛玲是「今

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金鎖記〉是「中國從古以來最偉大的中篇小說。」

張愛玲持續在文壇發光發熱。即使是這麼的有名，她仍過著孤身隱居的生活，她

深居簡出，不與人打交道，只是冷眼地看著世界。她在書中尋求平靜，這時候再

也沒有令她情緒起伏的人事物。 

 

     張愛玲在靠牆的行軍床上去世，身下墊著一床藍灰色的毯子，沒有蓋任何

東西，她的遺容很安詳，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燈在房東發現時還亮著。從

此她進入真正安穩的世界，喜歡睡覺的她知道自己這一覺再也不會醒了嗎？我感

受著閉上眼之後寧靜的黑暗，這就是她常睡覺的原因吧！或許她只是躺著，然後

失去最後一點亮光，她知道自己要死了，不做任何掙扎，留下最後的高傲。張愛

玲遺囑中要求把自己灑在任何荒涼之地，我不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她不想再

看著這世俗，不想再流連於折磨她的人群之中了嗎？她的友人選擇將她灑在大海

中，海水會帶她到遠方，有天也許帶她回到出生的家，有天也許又帶她到美國，

又或者她就從此消失了，乾淨不留一絲牽掛，是最符合她性情的終篇。時代創造

張愛玲，張愛玲創造自己的時代，過去的歲月不會回來，再也沒人能像她一樣，

寫出當時新舊交替中的滄桑。 

 

    本書中提及了傾城之戀，其實我在看到這本書名的當下直覺地認為又是個非

得天長地久綿綿無絕期的愛情故事，連「城」都倒了，想必有個令人熱血沸騰的

過程。但其實閱讀後我發現內容描寫的是小兒女在大時代框架中的愛情角力，過

程及結果讓我對命運的安排釋然一笑。隨著歲月過去，經歷的事多了，我漸漸能

感受張愛玲筆下的蒼涼，雖然沒有其它作家擁有的暖度，但卻是如此真實，如此

冰冷地滲入骨髓心肺間，正是和我血液融為一體的，我已然難以跳動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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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流蘇，一個離婚的女人，在娘家備受嘲諷，身分卑微，生命看似飽受風霜搖搖

欲墜，但我認為她自始至終仍保有一顆堅強的心，也許是沒什麼牽掛了，什麼都

不看在眼裡，反而成就了她日後奇妙的經歷。范柳原，以富家庶子的身分來到世

上，有著俊美的長相以及萬貫家財，女人們見著他無不猛向他懷裡靠，於是他驕

矜自傲，卻也失去對真情的察覺力。我想，他們兩個都覺得自己很聰明，所以從

相識的第一天便玩起了鬥智遊戲，而這也展開張愛玲筆下小奸小惡人物相互追逐

的經典過程。流蘇並不會傻到沒預見她跟柳原跳舞將引起諸多流言蜚語，那她這

麼做的原因是什麼？或許是對於男人有著一定的失望與鄙夷，想要教訓教訓這個

傳說中的公子哥兒，她對他說：『你以為你跟別人不同麼？我看你也是一樣的自

私。』『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個好女人，在你面前做一個壞女人』『你要我對別

人壞，獨獨對你好。』其實這些是她對於天下男人的觀感，然而對於尚未相熟的

柳原這真是一個震撼，反而顯得流蘇與其他女子之不同的─她不巴結他。 

 

    柳原對流蘇心動，安排她到香港，倘若流蘇堅持要當個自持的仕女她就失去

了機會，幸好她沒有，估算了下這趟旅程的意義，便勇敢地去了！在香港，他們

兩個逐漸熟悉彼此，也在言談中、嬉鬧中透露自己對愛情的主張，這一段兩個人

擺明了是在互耍心機，不過當然也是急欲向對方吐露真心的表現。柳原身邊一直

有個薩黑荑妮公主，他到底拿她當什麼人看待，是愛人、朋友或是利用來使流蘇

吃醋的呢？我們可以從流蘇的思考與行為發現她常常在故作大方，其實心裡是在

意的。除此之外，柳原的性習向來難以捉摸，直到他在城牆邊對流蘇告白，才讓

我發現其實他很在意感情是否能夠長久，也才頓悟他之前對其他女子的行為是一

種恐懼，來自於他父親母親未被認同的婚姻，來自那種不安全感。這兩個人就這

樣互相試探著，直到戰爭爆發… 

 

    戰爭摧毀了許多東西，是可怕的，對於柳原和流蘇來說也是，這場戰爭使他

們一無所有，只剩下兩棵赤裸裸的心，被生活追著、壓著、逼著的心。沒辦法再

玩下去了！至此他們是時候對這關係做個整理。柳原搭著車來就流蘇時我感動了

很久，終於，張愛玲終於給了個交代，至少柳原是在意流蘇的。他願意多繞一段

路與她穿越槍林彈雨，願意在這種危險的時刻多負擔她這個弱女子。這樣就說明

了一切，勝過死生契闊那誰都朗朗上口的詩句。柳原更說出了「我們那時候太忙

著談戀愛了，哪裡還有工夫戀愛？」這哲學性的話。我想，當相愛的兩個人把自

尊都放下之後，剩下的才是發自肺腑的單純吧！張愛玲明白即使是生活於一個時

代的，可是這時代卻影子似地沉沒下去，人最後是被拋棄了。所以流蘇在戰後沒

有成為堅強的革命新女性，柳原也沒有變成聖人，他們還是自己，靈魂隨著真實

而殘酷的時代遊蕩著。雖然兩人之後的生活如同一般市井夫妻，買菜、做家事，

甚至沒有符合他們身分的華麗婚禮，那又如何！柳原過分理想化的愛情憧憬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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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蘇在意的結婚證書都不用在堅持下去了，這種細水長流的微冷情愫是他們最終

的抉擇，也代表著他們往後的人生不會精采飛揚，只能普通地走下去。而其將持

續多久？十年、二十年又或者直到盡頭？我想這已經不是我們需要費心猜測的問

題了！ 

 

    若是閱讀書本對你來說有些生硬，不妨觀看由張愛玲生平改寫的電視劇〈她

從海上來〉。該劇邀請到極為火紅的金馬影后─劉若英演出，播出當時吸引了許

多年輕族群觀看，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張愛玲此人。該劇意外的收穫是使大眾對

張愛玲的文學產生興趣，進而自發性地閱讀。值得一提的是劇中其他角色(如：

趙文瑄與寇振海)都是一時之選，服裝也依著張愛玲遺留的照片裁製，這等考究

對人物的刻劃不無加分效果。劉若英劇中的眼神時而高傲時而落寞，孩子般的神

氣與令人捉摸不定的性格，彷彿就是張愛玲的化身。與胡蘭成之間的情感也巧妙

地藉由表情變化具體呈現，我想這就是戲劇的張力，雖然不比文學來得細膩，但

對於難以體會當時情境的讀者來說，是一種很好的輔助。 

 

    作家以敏銳的內心以及多采的文筆寫下自己的故事，一般人又何嘗不能呢？

「親情」、「愛情」、「友情」，在每個人心中佔有不同重量，所以才顯得獨一無二。 

張愛玲燃燒她的一生告訴我們，人從來到世上早已註定無法十全十美，但只要能

盡全力走在自己堅持的道路上，就可以通往夢想的彼端。唯有正視自己的心之，

才能了無遺憾。同學們，相信你也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青春之歌，不妨嘗試將

你的生命歷程寫成具有個人風格的文學，即使簡短，即使質樸無華，然而在無數

個寒暑之後，誰能確定它沒機會為世人所共感呢？文學的美好不在文字的堆疊，

而在於它所包含的生命力，「閱讀」是文學的根基，一切從這裡出發，在書海中

成長，從文字上茁壯，知識是改變人生的最強力量，讓我們變成更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