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光中先生曾戏称自己：“右手写诗，偶尔

左手写散文，算是副产品。 ”左右手开弓，即便

是副产品，却也引得散文巨擘梁实秋先生推崇

十分，称其为“一时无两”，自是文坛佳话。 以小

说开始文学创作，以《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获得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以 《陈香梅传》、《蔷薇

雨》等三次蝉联“女性文学奖”的胡辛，在 2005
年一举夺得 “中国十大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

家”奖项，这段佳话亦叫人称奇。 她的传记著作

只有五部：《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

族·张爱玲》（《张爱玲传奇》）、《陈香梅传》、《彭

友善传》和《网络妈妈》，畅销并长销着，历经岁

月而不凋。 胡辛以其生花的妙笔，为读者诠释

着她心目中的历史与现实人物，诠释着她的传

记理念。 五部传记中，除《彭友善传》追述现代

画家彭友善的艺术人生外，其余四部都是为女

性立传之作，四位女性传主，或平凡或传奇，都

寄托着胡辛独特的女性情感体验和女性生命

探究。

一、残损情爱浓缩人生苍凉

关于爱情，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认为“爱

欲（情欲和性欲）其实就是被分开了的本质力

求被恢复成一个辨证统一的整体。 ”但是，哈代

却无情地指出：“呼唤的与被呼唤的永远难以

相互应答。 ”于是，爱情的悲剧性质由此奠定，
这远远不只是爱情的悲剧，生命也因此笼上沉

沉的悲剧色彩。 而叔本华是悲观到底的：“生命

是一团欲望, 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 满足便无

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
人生很短，磨难很长。 短暂的人生在对爱

情的追求中，总免不了失魂落魄，最终归结到

爱情，亦或是人生尽头，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

势。 因此，爱情成为女性的“一种信仰，一种图

腾，也是一种悲憾的局限”。 这，大概是胡辛从

几位女性传主人生和爱情中了悟的真谛再还

原出传主苍凉又奇诡的人生吧。
张爱玲、章亚若、陈香梅，胡辛笔下的女传

主，从古香古色的书香门第走出，家族的根基

与时代的巧合，又令他们受到现代新文化甚或

是西方文化的熏陶，旷世奇才、清高孤傲、独立

自主，一旦遭遇爱情，这一切的美丽都烟消云

散，只剩一份悲凉、苍凉、凄凉真实存在。
章亚若， 这个兼具北国豪放与南方婉丽，

勇敢却也不无柔弱的知识女性，豆蔻年华却成

为寡妇，在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刻骨铭心的婚姻

悲剧后，在爱神面前，又以飞蛾扑火的勇气和

执着不顾一切，一错再错，最后，年轻的生命竟

成为爱情的祭品，美丽的青春不过是宫廷恋的

牺牲品。 也许，在执子之手的那一刹那，她获得

了一个男子的真爱，但是，为什么，在香消玉殒

的瞬间，这个男子的心头想起“兄弟如手足，女

人如衣裳”的罪恶声音？ 也许，半个世纪后，这

个男子弥留之际的呼唤诉说着真情， 但是，这

比起女子猝死时那美丽如瓷器的玉容给人的

震撼，不是太过苍白？
张爱玲，是这样一个旷世才女，她以她的

天才创造过上海沦陷区的奇迹，《金锁记》、《倾

城之恋》、《十八春》，似乎，她对男性，无论遗少

洋 少，不 管 旧 派 新 派，都 已 了 然 看 透，她 对 情

爱，似也悟透。 但是，为什么，竟然用自己高贵

的生命去亲历那千疮百孔的情爱。 哪怕错爱的

是一介文化汉奸，却仍然去做人家 8 次婚恋中

的一段小小插曲。 在本该热闹却只是冷清的除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管窥胡辛传记女性情感与艺术世界

郭敏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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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夜，在有名无实的婚姻中，以其冰清玉洁的

纯情痴守，去换负心汉的另觅新欢。 而江南小

镇的那次寻觅， 将一身的高贵踩踏成渺小、平

庸，说出：“周与我，请你选择。 ”情何以堪？ 空留

下苍凉的回答：“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至

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
陈香梅，出身名门世家，历经战火磨难，她

用一生实践着女性的独立自强，19 岁成为中央

社的第一位女记者，33 岁新寡后奋斗不已，终

成为走上美国政坛的第一位中国女性。 多少辉

煌、多少风光装点她的人生。 但是，“韶华春梦

百感牵”，她与陈纳德将军的那段短暂的婚恋，
竟成为生命中的“一千个春天”，纵观她的人生

历程，似乎是从幸福的童年春天掉进苦涩的战

火冬季冲破重重障碍跃入美丽的一千个春天，
而此后呢， 虽然女性的独立和自强支撑她成

功，但是，秋意阑珊，何况“琼楼高处愁如海，未

必楼居便是仙”呢？
爱在彼时彼境，也许有过若风若云的缠绵

浪漫，有过执子之手的誓言祈愿，有过云端飘

飞的豪情意兴， 但生命的代价无乃太恐怖，爱

情萎谢后竟成高贵生命的一个至黑点，“至爱”
失去后空余“天凉好个秋”，旷世奇女子，残缺

的情爱，这份孤独、悲凉、苍凉和凄凉，难道不

是人生悲剧的一个终极象喻么？ 何况，芸芸众

生呢？
这些不露声色的描述中的感悟，是她的传

记的特色，经得起咀嚼并耐人寻味。

二、女性目光关注女人形成

胡辛以小说创作登上文坛，“女人写，写女

人”是其对自己小说创作的高度概括。 同时，对

米兰·昆德拉所言： 也许小说家们所做的全部

事情，就是写一个主题（第一部小说的）及其变

奏。 她此后的创作便是最初的关于女人生命主

题的“变奏”，对此，她亦深信不疑。 确实，胡辛

的传记创作也多是“女人写，写女人。 ”法国女

作家西蒙·波伏娃曾经说过：“女人并不是生就

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胡辛，以其睿智

的女性目光， 在传记中解剖着女性形成的过

程。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降生时刻的啼哭都

是同样的嘹亮，面对这个混沌的世界，他们是

同样的纯真空白、懵懂无知。 社会、传统、文化，
给予女性完全不同于男性的期待和压力，在成

长的过程中，性别意识逐渐发展，女性最终被

形成。 但是，受着东西文化的濡染，独立自强的

女性，渴求着性的解放，东奔西撞，期待在这个

男性统治的社会中撞开一扇门，找寻自己的一

席之地。 胡辛用了钦佩的眼光，给读者展现了

19 岁的陈香梅———中央社的第一位女记者；用

了仰慕的眼光， 描绘 23 岁张爱玲 “出名要趁

早”的得意和孤傲；用了欣赏的眼光，叙述烽火

岁月章亚若带领全家老小逃难的勇敢与担当。

“如果女崽子永远是女崽子，不要出嫁，不要生

儿育女，不要经历人世的沧桑该多好啊！ ”作者

毫不掩饰她的赞赏，她的歆慕，她的惋惜和同

情。 作为自觉的女性主义探寻者，她必定期望

这样的女崽子永远傲然独立、 不受任何羁绊，
永远清清爽爽、自自在在。 没有爱情，没有婚

姻，不要生儿育女，她们必定能站在那座独秀

峰上，不到男人的伞下，不靠他人的庇护，找到

自己的立足之地。 但是，作为一名生活在当下

社会中的女性， 她的思考又是清醒和理性的：
这世界除了女性就是男性，女性要独立，又能

独立到哪去呢？ 何况，女人的天空，原本是异常

低矮的。
于是，便有了妻性、母性的形成，在贤惠良

淑的妻性、无私奉献的母性底版下，女性仿佛

向独立解放迈出的一小步，又半是无奈半是心

甘情愿地退了回来。 女性独立自强的理想看来

并非异想天开，但是，在现实世界里，这无异于

痴人说梦———社会、传统，将这些美 好 压 得 粉

碎。 “男人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而婚

姻对于女性而言，是证明她生存之正当性的唯

一理由。 ”波伏娃如是说，“婚姻对于男人和女

人，一向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如此，便不难

理解为什么男人总是寻思“女人是衣裳”，而女

人则总是将爱情视为她的全部， 她的整个世

界。 如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章亚若情无反顾

投入阴森可怖的宫廷恋，陈香梅为爱的春天抛

弃女记者的事业，张爱玲为卑下滥情的文化汉

奸痴守和寻觅，在爱情的名义下，她们折断了

自己高贵的脊骨，却依旧苍凉。 有人戏言“恋爱

中的男女智商为零”， 这话似乎特别适用于女

性，因为，一旦遭遇爱情，女性就会把相爱的男

性看成她的整片天空， 伍尔夫曾说：“几千年

来，妇女都好像用来作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

议微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射成原来的

两倍大。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妻性的形成令女

性缩回了自强的脚步，禁锢了独立的精神。
不仅如此，这种禁锢，在婚后的日子里，逐

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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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为连环套，因为有了儿女，在女性的内涵

上除却奴性的妻性，又添上母性。 而所谓“母

性”，不过是用了高贵的外衣掩饰的血肉锁链，
更加紧紧地禁锢着女人的心。 为了儿女，章亚

若毅然接受安排，躲避桂林待产，忍受名不正

言不顺的尴尬处境，而蒋氏家族，几经掂量后，
接受了一对孪生子， 却无法接受孩子的母亲；
因为母性，章亚若紧张奔跑，担心着孩子的安

危，却不能提防，最恶毒的阴谋，最大的危险，
正降临自己头上；因为母性，陈香梅的母亲，出

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在战争年月里独领六个女

儿艰难度日，直至一寸寸耗尽自己，蜡炬成灰；
因为母性，张爱玲一次次原谅了胡兰成，庇护

着他———这高贵或卑微的母性。 但是，也是因

为母性，普通共产党员刘焕荣不仅无私地爱着

自己的养女，养其成人，育其成才，而且忍受极

度的人生苦难面前， 将无边的爱洒向网络，挽

救痴迷异途的青少年。 她没有享受过爱情的甜

蜜，无情的灾难让她从少女时就失去了做母亲

的权利，但是，面对亟待拯救的网络迷途少年，
她毅然伸出了援手，这份爱，已经超越了一般

社会、文化背景下女性形成的所谓母性，而真

正带上些母的情怀了，有人说：女性的心中，总

有一点母的根芽。 这一点在刘焕荣身上找到了

注脚。
少女—妻子—母亲，这便是女性的形成过

程，胡辛在他的传记创作中，带着对女性命运

的关注，有意无意地解析了这一过程，女人写，
写女人，惟其如此，才可能更深入地进入女性

心扉，描摹女性人生，直面女性命运。

三、小说笔法抒写诗意岁月

较早投身于传记创作和研究的胡适 曾 说

“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即“要能

写出他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要使

读者如见其人”。 对于自己的传记创作，胡辛直

言：“我钟情的是小说，而不是传记”， “我的 3
部传记，严格地说，是传记小说。 如果说真正的

传记作家严谨于写史，那我这个小说家却太偏

爱写人，尤其是女人”。 夫子自道，坦率真诚，但

是，又岂能不是传记？ 纪实传真：现实人物，历

史背景，渊源谱系，人生经历，确凿分明，在历

史和人物真实方面，胡辛亦是有着极强的传记

真实理念的。
但是，岂止是传记，岂止是历史真实？ 在

《虚构在纪实中穿行———传记作者主体性不容

忽视》一文中胡辛曾说：“我对传记写作的理论

可说一无所知， 对中外传记名著涉猎也很少。
从我写作的体验来说，我以为传记似更是一种

创作。 ”便有了七分真实三分虚构，有了“虚构

在纪实中穿行”，有了传记小说。 是的，胡辛是

以小说家的思维来创作传记的，于是便有了名

震上海的张爱玲到小报摊上试问自己小说的

销售情况后的得意心理，有烽火岁月毕尔与香

梅的乱世之恋，有章亚若举家逃难途中章小姐

智救京剧名旦盛叶萍的机缘巧合。 有更多更多

的 细 节，亦 真 亦 幻，填 充 着 传 主 人 生，使 其 完

整、丰满，在历史真实外丰富着艺术真实、情感

真实。
也不仅是传记小说， 看这通篇淋 漓 的 诗

情，写景写人，古典诗词源源不断地涌出，既合

人物身份， 又给原本呆板的纪实叙事增添诗

意，底蕴厚实又不失活泼灵动。 何况，走过岁

月，一路留歌的胡辛，骨子里就向往着，追寻着

“诗意地栖居”，给这些可亲可爱又可敬可叹的

女传主的人生播撒诗情， 亦是作者创作快意

啊！ 否则，何以倾泻而出，绵绵不绝，行于所当

行，不止于所当止呢？ 情难抑，诗不绝。 还不只

是诗歌，朦朦胧胧，或凝重深厚，或飘渺淡雅，
既重意境，又重细描，那样多的景物描写，似冲

淡了叙事，散漫了人生，但朝花夕拾，原本就是

这点朦胧的印象。 因此，一言以蔽之：小说笔法

抒写诗意岁月。
总 之，无 意 为 之，却 为 且 绚 烂，而 绚 烂 之

极，骨子里，又还是女性人生的苍凉回眸，女性

命运的平静剖析，胡辛的传记，是一个小说家，
用散文与诗的笔法，完成的对女性意识的一次

次精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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