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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金一起出逃廣

州。在貴陽蹇先艾家小

住，一住就是十多天。在昆明結

婚，主持人是楊振聲，講話的

人，則是梅貽琦……這些後來如

雷貫耳的中國近現代文化名流大

家的名字，在一部本來只是寫給

自己看的私人日記裏成為「常

客」。

這些「常客」的「身影」，隨

着《張宗和日記》（下稱《日

記》）的出版，始料不及地成為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研

究這些文化名流、大家彌足珍貴

的史料。

《日記》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

版，從2017年迄今已推出四卷

共150餘萬字。《日記》的具體

整理者，是張宗和先生最小的女

兒張以立立民民。對於坊間對《日記》

的追捧，張以立立民民首先承認其記錄

了父親作為聲名遠播的「合肥張

家」傳人的獨特家世，而最主要

的，「起碼它是一段真實的歷

史」。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周亞明

掃碼睇片

托芙．迪特萊弗森是丹
麥的國寶級作家，《童
年》《青春》《毒藥》分
別詮釋一位女性的童年、
青年、婚姻階段，可獨立
亦可串連，被譽為哥本哈
根三部曲，並公認為經典
代表作。三部曲的主題圍

繞在女性的經歷和生活，對複雜的女性友誼、
家庭和成長世界的描繪動人而出色。終曲《毒
藥》是三部曲的引爆點，在丹麥出版後點燃了
銷售狂潮，虛實間的爭議也隨之而來。親友紛
紛出面抗議，責備她「與生活太近」，她在書
中卻自承「寫作時，我絕不為他人想」。

作者：托芙．迪特萊弗森
譯者：吳岫穎
出版：潮浪文化

掉到地球上的人

《后翼棄兵》作者沃爾
特．特維斯劃時代之小
說。為了完成「任務」，
湯瑪士遠離摯愛的妻兒，
來到陌生的地球。他運用
超越人類文明的科技，掌
握了讓他一夕致富的版權
專利，引發各界關注。世

人都想知道他到底是何方神聖，但他始終避而
不談，因為就算說出眞相也沒人相信，而他一
心只想回家。於是他只能孤獨一人，在此孤獨
之地，實行一個孤獨的計劃。雖然眼前這群貪
婪的人類並不友善，但湯瑪士還是愛上了這個
美麗的星球，特別是酗酒的滋味。他的生活開
始變得平靜又絕望，他的腳步漸漸變得輕盈又
沉重，日復一日，他反覆自問：你屬於哪裏？
你究竟是誰？……

作者：沃爾特．特維斯
譯者：呂玉嬋

書
介

地球盡頭的溫室

「韓國文學的未來」票
選「年輕作家獎」第一
名——金草葉，第一部長
篇力作。2055年，地球爆
發落塵災難，有毒的粉塵殺
死了大半人類和生物，只有
少數天生帶有抗體的「耐性
種人」，能免於這場災難的

傷害。為了隔離致命粉塵，有權有錢的人建起
超大型圓頂，封鎖整座城市。人類世界分崩離
析為一座座孤立的城市。無法進入圓頂城的
人，只能緣地求生、苟延殘喘。城裏的人為了
生存，利用「耐性種人」進行實驗，甚至製造
半機械的改造人出城掠奪資源，對非我族類趕
盡殺絕……掌權者與弱者的階級對立、災難來
臨時潰散的人性，在作者金草葉的筆下展現了
與過往的反烏托邦小說截然不同的重點。她以
自身的科學專業背景為基礎，編織出這個人類
近未來的故事架構，更以她獨有的方式勾勒出
人物之間產生關係變化時，那份寂靜幽微的情
感。

作者：金草葉
譯者：簡郁璇
出版：漫遊者文化

被譽為寫透消逝的
北京與紐約風華的作
家張北海，紐約時間
17日凌晨在家中過
世，享壽86歲。
張北海的長篇小說

《俠隱》2018年由新
經典文化出版，後來
由導演姜文改拍為
《邪不壓正》，描述
習武青年因目睹師兄勾結日本特務犯下滅門血案，逃過一劫的
他留美習醫，直到抗戰前一年才返國了結這項恩怨。
根據新經典文化的信息，張北海本名張文藝，祖籍山西五

台，1936年生於北京，父親張子奇曾經在山西響應辛亥革
命，後留學日本，跟馮玉祥的西北軍有深厚淵源。1949年張
北海隨家人移居台灣，師從葉嘉瑩學習中文，就讀於台灣師
範大學，1962年到洛杉磯深造，攻讀南加大比較文學碩士。
1972年考入聯合國，遷往紐約，定居至今。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張北海考入聯合國並任職，一邊為
許多重要報刊寫紐約寫美國，文字幾乎是當年初抵達紐約的
各地華人最重要的文化指南。
藝術家陳丹青曾說他是看張北海的文字才懂了紐約，作家

詹宏志則說：「對於我這樣一個長期讀者來說，張北海就是
紐約。」作家阿城說得更簡單有力，他說自己是「張迷」。
張北海作品包括散文集《下百老匯上》、《美國：八個故

事》、《人在紐約》、《美國郵簡》、《美國美國》。2000
年長篇武俠小說《俠隱》，震驚文壇，張北海在北京拆胡同
建環道最激烈的時代，以這本書向「消逝的老北京」致敬。

◆文：中央社

簡訊
作家張北海過世
寫透消逝的北京與紐約風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承蒙香港文聯蔡麗雙主

席贈送，有幸讀到潘耀明先生的長篇巨著《這情
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從書中了解到許多現代
著名作家感人的事跡。這部厚重的著作，記錄了
四十多年來作者與眾多名家往來的歷史背景，以
及書信往來，在交集中他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此書精選潘耀明與葉聖陶、俞平伯、巴金、錢
鍾書、駱賓基、吳祖光、新鳳霞、汪曾祺、卞之
琳、趙清閣、老舍、顧城、蕭乾、曹禺、沈從文
等近四十位名家交往事宜的文章，同時配上作者
與這些名家交往過程中的書信、手稿、照片等珍
貴資料。文章用真摯動人的情感，從多角度呈現
一批文壇重量級名家的風貌。
讀到書中作者寫與巴金的情結時，我想起了巴
金的小說《激流三部曲》（《家》《春》
《秋》）。《家》描述的是成都高家公館的大家
族，高老太爺是這個大家庭的權威，底下的五房
中長房有父母早逝的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
三個主角有不同的性格和個性，封建思維給他們
帶來了不同的結局。《春》描寫了兩個年輕女子
蕙和淑英的命運。她們在相似的環境中長大，發
生了類似的遭遇，但卻因各自對待生活的不同態
度而有不同的結局。《秋》通過一個大家庭的沒
落和分化，描繪出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潰和革命潮
流在青年一代中掀起改變舊生活的故事。文章主
要講的是高家大家庭最後的結局，通過鮮明的語
言敍述，表達出真摯而強烈的感情，從而形成獨
特的美學特徵，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潘耀明在文章中提到：「巴金要以一個人的力
量與一個時代角力，難免產生『時不我與』的蒼
涼感，注定要孤獨終生」。再聯繫巴金的作品，
似乎看到了一代名人的身影。我為巴金飽受磨

難，從坑坑壑壑中走過來的堅毅意志所感動。
潘耀明在文章中還提到巴金在《隨想錄》合訂
本的後記中指出：「我們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
空話說得太多。寫作了六十幾年，我應當向寬
容的讀者請罪。我懷着感激的心向你們告別，
同時獻上我這五本小書，我稱它們為『真話的
書』。我這一生不知說過多少假話，但是我希
望在這裏你們會看到我的真誠的心。只是最後
的一次了。為着你們我願意再到油鍋裏受一次
煎熬。」非常動人。
書中的人物事跡吸引着我，把我的眼光帶到

了趙清閣的故事裏。進一步認識到趙清閣年幼
失去母親，但她繼承了母親能詩能文會畫的基
因。十五歲離開家庭，開始顛簸而勇敢地生活，
受「五四」的影響，奮筆疾書，揭露黑暗，謳歌
光明。
從文章中還了解到趙清閣與老舍的情緣，他們
合作寫了三個話劇劇本。書中作者提到趙清閣寫
給他的信「……其實 一個作家是永遠不會『退
休』的。相反，越是餘年有限，越要爭取時間多
寫東西；唯其如此，生活才有意義。」由此可
見，老一輩文學家創作具有孜孜不倦的精神，這
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作者非常想知道趙清閣的感情生活，幾次追問
趙都沒有一個準確的答案。我也很想知道，一直
盯着潘耀明的線索追尋。終於發現了一點點蛛絲
馬跡，趙清閣四十五歲生辰時老舍重抄1942年寫
的詩贈她：「杜鵑峰下杜鵑啼，碧水東流月向
西。莫道花殘春寂寞，隔宵新筍與檐齊。」還有
趙四十六歲生日時老舍題的對聯：「清流笛韻微
天醉，翠閣花香勤著書。」
作者引述趙清閣文章裏的描述：「讓落葉埋葬

詩一般、夢一般的愛情」，
引起了我對一代文人感情生
活的深思。
文章豐富的內容吸引着我

繼續在書中尋寶，視線停留
在作者描寫老舍的內容上。
老舍有些作品是我上學時期

的讀本，看到老舍的名字，我掩飾不住內心的激
動和崇敬之情。我所欽佩的人，突然變得那麼親
切。他的音容笑貌，彷彿就在眼前。我於是對這
本書更多了一層期待和親切。《濟南的冬天》是
一篇充滿詩情畫意的散文隨筆，老舍在英國講學
六年之久，英國的霧氣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
還去了西南地區，當他站在被譽為「泉城」的山
東省會濟南後，感受非常強烈。「濟南的冬天」
簡潔闡明了地點、節令。老舍緊緊抓住濟南冬天
「溫情」這一特點，描述出一幅幅濟南特有的動
人的冬景。而《駱駝祥子》是當時的補充讀本，
它是老舍的代表作之一，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
裏面的人物栩栩如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文章中，充分
了解到不少名家的不幸遭遇，被他們曲折的感情
生活，以及悲劇的結局，而感到心情沉重，有時
也會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共鳴。
希望生活能給現代作家帶來更多美好的環境，

給予他們繼續弘揚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

與文學作品拍拖
——讀潘耀明《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有感

《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
作者：潘耀明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文：張武昌
書評

家世說來話長。遠而言之，幾乎與李鴻章齊名的晚清重臣、淮
軍將領、短暫的貴州巡撫張樹生，算起來就是張宗和的「曾

祖」、張以䇇的「高祖」。近而言之，蜚聲海內外的「合肥四姐
妹」，正是張宗和的幾位親姐姐。先不說這些姐姐，只說其夫婿。
大作家沈從文，現代漢語簡化字方案的貢獻者、語言文字專家周有
光，均在張宗和的姐夫之列。

鄰家小弟眼中的民國文化名流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張以䇇就從沈從文說起。後者是她爸
爸的三姐夫，是她的三姑父。張以䇇還記得去北京玩，三姑父拉着
她逛街，給她買零食。當時她也不覺得三姑父是什麼大作家，不過
是一位慈祥和藹的老人而已。後來，張以䇇從貴州師範大學退休，
開始整理父親的日記，發現了三姑父曾送一支鋼筆給爸爸，就在家
裏翻，居然還把它翻出來了，還是當時的名牌——「永鋒」鋼筆。
根據日記記載，當時是三姑——即爸爸的三姐兆和與沈從文在北

京談戀愛，有沈從文在，張宗和總是「知趣」地找理由離開，因此
沈從文喜歡上了這個未來的大舅子，遂以送筆示好。送筆時，還不
忘提醒，他就是用這支筆給宗和的三姐寫了80封情書。宗和得
筆，當然倍加珍惜。日記中沒有張宗和使用這支筆的記載，或許是
分量太重捨不得用。
張以䇇也發現，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多位文化名流和大師，也都與
「合肥張家」有着天然的交集。除顧傳玠、周有光、沈從文、傅漢
思（著名德裔美籍漢學家）四位姑父外，尚有俞平伯、徐遲、趙景
深、蕭乾、陳寅恪、劉文典、林庚、錢穆、趙太侔、林徽因、梁思
成、梅貽琦、錢偉長等一百多位名家、大家，其柴米油鹽生活日
常，不經意間就被這位大舅子亦或鄰家小弟，在日記裏一一記述下
來，在今天成為研究者眼中不可多得的「還原」那一段歷史的珍貴
史料。

人生流離 跌宕起伏
「在日機的轟炸下，他和四姑逃出蘇州城，月黑風高，一路逃到
木瀆。此間的情形，既緊張又有趣，我看父親的日記也像看小說一
樣。」在為《日記》撰寫的整理後記中，張以䇇這樣表達觀感。
蘇州正是張宗和一生當中逃避戰亂的起點。他1914年出生於上

海，1930年入讀清華大學歷史系，此後一生職業生涯，除短暫幹過
公務員，主要就是站講台教書。其間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逃難」
二字。張宗和先是從老家蘇州到漢口，後隨政府機關經長沙遷移至
桃源，然後去廣州。接上先期逃難至此的未婚妻孫鳳竹，相約大作
家巴金，一行十人出逃廣州，歷時一個月，經廣西柳州、河池、桂
林來到貴陽，最後到戰時首都重慶。這一路逃難，坐船分大船小
船，車分俗稱燒煤炭的「老烏鴉」汽車和人推的雞公車；住則是小
旅舘，兼不時地露宿街頭。一番折騰下來，本就患有嚴重肺病的孫
鳳竹吃不消，只好聽從巴金弟弟、一起逃難的李採臣建議，先在貴
陽緩一緩，待病情穩定後再去重慶。這就有了張宗和孫鳳竹到蹇先
艾家小住十多天，彼此感情又深一層的佳話。
一直到1947年，張宗和最終應邀到貴州任教之後，才算安頓下

來。但好景不長，顯赫的家世似乎沒有給他帶來多少好處，卻在
「文革」時期使他變成「牛鬼蛇神」備受折磨，得年63歲病歿於
貴州師範大學。
流水賬似地轉述宗和先生一生行狀，是想提醒一句，自1930年
宗和先生16歲開始記日記後，即一發不可收拾，幾乎是無日不
記。這成了終其一生的愛好。還想提醒的是，這些日記雖然都是日
常瑣事，但因為宗和先生有着為人稱道的「好筆調」，所以這些日
記卻又非常好讀，好讀得就像讀小說。還有一層，日記記敘逃難的
情節多，所以還往往扣人心弦，令人欲罷不能。

名流大師留身影 柴米日常敘情誼

《張宗和日記》
「起碼它是一段真實的歷史」

作家、書法家、貴州文化
名人戴明賢，從1962年第
一次拜訪宗和先生起，即與
宗和先生建立了一種介乎於
長輩與忘年友之間的關係。
在專門為《日記》出版撰寫
的「代序」《記張宗和先
生》一文中，戴明賢稱讚宗
和先生有「好筆調」，說
「他的日記非常好讀」。
戴先生說：「我在張家姐

妹續編的家庭刊物《水》
中，讀過宗和先生中學時代
的日記，他把日常生活敘述
得非常親切生動，有着寫長

篇小說的好筆調。」
戴先生這樣的感覺，還來自於他

對張宗和早年寫就的回憶錄《秋燈
憶語》的印象。記者略作比對，發
現這部《秋燈憶語》，其實在《日
記》裏幾乎都能找到一一的對應，
不妨說，就是從《日記》裏「抄」
出來的。戴先生說，《秋燈憶語》
以質樸蘊藉的筆調，記敘了在那個
顛沛流離的戰亂時代，一對年輕人
相愛偕行、相濡以沫卻天人永隔的
淒美故事，真如秋雨青燈，娓娓竟
夜，堪與巴金的《寒夜》相比，評
價不低。
在《記張宗和先生》文末，戴先
生說，宗和先生的遺筆，已先後出
版了，《秋燈憶語》2013年由人
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曲微茫》
（與四姐充和的通信）2016年由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現在宗
和先生的日記也將由浙江大學出版
社出版，這令人十分欣慰。他的日
記非常好讀，一定能吸引廣大的讀
者。

「
他
的
日
記
非
常
好
讀
」

◆《張宗和日記》
的具體整理者、貴
州師範大學退休教
師、張宗和先生最
小的女兒張以䇇。
攝影：記者周亞明

◆◆《《張宗和日記張宗和日記》》書影書影。。
攝影攝影：：記者記者周亞明周亞明

◆◆張北海張北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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