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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典藏全集11-译注：海上》

内容概要

张爱玲的作品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出版；其中收录了一些张爱玲从未在国内公开发表的作品，近2万
字。本套图书在内容上和台湾皇冠出版社的版本是完全一样，这套《张爱玲典藏全集》的封面图片首
次以张爱玲本人的14张照片作为背景，这在整体的设计布局中不仅保证了风格上的一致，而且也使得
这套书相对于其他所谓的作品集而言，显得文化层次更高，制作工艺更精致，视觉效果更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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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典藏全集11-译注：海上》

书籍目录

海上花列传序
译者识
第一回 赵朴斋咸瓜街访舅 洪善卿聚秀堂做媒
第二回 小伙子装烟空一笑 清倌人吃酒枉相讥
第三回 议芳名小妹附招牌 拘俗礼细崽翻首座
第四回 看面情代庖当买办 丢眼色吃醋是包荒
第五回 垫空当快手结新欢 包住宅调头瞒旧好
第六回 养囝鱼戏言征善教 管老鸨奇事反常情
第七回 恶圈套罩住迷魂阵 美姻缘填成薄命坑
第八回 蓄深心劫留红线盒 逞利口谢却七香车
第九回 沈小红拳翻张蕙贞 黄翠凤舌战罗子富
第十回 理新妆讨人严训导 还旧债清客钝机锋
第十一回 乱撞钟比舍受虚惊 齐举案联襟承厚待
第十二回 背冤家拜烦和事老 装鬼戏催转踏谣娘
第十三回 挨城门陆秀宝开宝 抬轿子周少和碰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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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典藏全集11-译注：海上》

编辑推荐

　　张爱玲的作品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出版；其中收录了一些张爱玲从未在国内公开发表的作品，
近2万字。本套图书在内容上和台湾皇冠出版社的版本是完全一样，这套《张爱玲典藏全集》的封面
图片首次以张爱玲本人的14张照片作为背景，这在整体的设计布局中不仅保证了风格上的一致，而且
也使得这套书相对于其他所谓的作品集而言，显得文化层次更高，制作工艺更精致，视觉效果更唯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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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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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典藏全集11-译注：海上》

精彩书评

1、最初这个版本还没出来，图书馆另一个张爱玲翻译的《海上花列传》被人一直借着。没办法，我
只好去看韩庆云的吴语原作。开始很痛苦，后来习惯了。虽然我不能读懂多少女子心，却能多少体味
恋爱的自由无望。我硬是读完了，写得真好。我还草拟了人物关系图，方便记忆千头万绪。后来还看
了电影，侯孝贤的《海上花》，气息沉重，但故事情节大感不同。再后来出了这套书，赶紧买了来，
却已经没有深度阅读的兴致了。
2、古典小说都很含蓄，就像表面看去风平浪静的河水，底下却是暗流和漩涡。它不会明明白白地把
一切摆上台面，只是把事情来龙去脉老老实实说清楚，至于事实的背面，就看你的修养和功力了。在
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是凭借别人的话语、动作、表情来下判断。处世不深的只看表面，而阅历深的就
能透过表面洞悉真相。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个断断续续的事件中，通过这些事件，我们一天天接近完
整的事实，从而度过那个叫做“人生”的东西。不知道那一天，我们眼前豁然开朗，以前那些事件就
可以连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读这部书，我们就是在和书中的人物走过他们一天天的生活。从一个旁观
者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这种感觉就像和一个人从陌生到熟识最后成为挚友的过程。再来说说《海上
花》中的男人们。非常遗憾，我挑过来拣过去也没有找到一个不让人失望的。史三公子、赖三公子就
不必说了，我也不屑说。陶玉甫可能是小说里面最重感情最尊重女人的男人，却软弱得让人生气。即
使是在淑芳死后，如此大的打击也不能使他变的刚强一点。在他哥哥面前依旧唯唯诺诺，不敢大放悲
声。只有最后他拒绝浣芳这一点让我多少原谅了他。开始我觉得罗子富还不错。虽然他受了黄翠凤的
欺骗，抛弃了相处多年的相好蒋月琴，但他毕竟是因为知道了黄翠凤过去的往事欣赏她与众不同的气
概才对她产生感情的。而且以黄翠凤心机之深，手段之狠辣，受其欺骗也是正常的。后来看到对蒋月
琴的两段描写，觉得这个罗子富很混蛋：蒋月琴掩在一旁，插不上嘴；见朱蔼人抽身出席，向榻床躺
下吸鸦片烟，蒋月琴乘空，因过去低声问朱蔼人道：“可看见罗老爷？”朱蔼人道：“我有三四天没
看见了。”蒋月琴道：“这也是上海滩上一桩笑话。为了黄翠凤不许他来，他不敢来了。我从小在堂
子里做生意，倒没听见过像罗老爷的客人。”朱蔼人道：“可真有这事？”蒋月琴道：“他教汤老爷
来开销，汤老爷跟我们说的嚜。”朱蔼人道：“你们有没去请他？”蒋月琴道：“我们是随便他好了
，来也罢，不来也罢。我们这儿说不做嚜也做了四五年的啰，他许多脾气我们也摸到点的了。他跟黄
翠凤在要好的时候，我们去请他也请不到，倒好像是跟他打岔。我们索性不去请。朱老爷，你看看，
看他做黄翠凤可做得到四五年。到那时候，他还是要到我们这里来了，也用不着我们去请他了。”⋯
⋯匡二道：“要是我做了客人，就算是屠明珠倒贴嚜，老实说，不高兴。倒是黎大人吃酒的地方，可
是叫蒋月琴，倒还老实点。粉也没搽，穿了一件月白竹布衫，头上一点都没插什么，年纪比起屠明珠
也差不多了。好是没什么好，不过清清爽爽，倒像个娘姨。”实夫说：“算你眼光不推板。你说她像
个娘姨，他是衣服头面多得哦实在多不过，所以穿嚜也不穿，戴嚜也不戴。你看她帽子上一粒包头珠
有多么大！要五百洋钱的哦！”罗子富只觉得蒋月琴老了，却没有看到她内在的与众不同。对黄翠凤
，他一开始就是被她的外貌吸引，对她的了解也一直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丝毫没有感到她的伪善与狡
诈。还有华铁眉，也很让人生气。他自己做的倌人孙素兰被赖公子调戏找茬，他当时在场却“匆匆避
走，让出房间”，后来素兰让华铁眉的家奴带信让他想想办法，他“寻思一回，没甚法子，且置一边
。”到最后一节他和赖公子一起到赵二宝处，眼看着赵二宝惨遭毒打，他“知不可劝，捉空溜下，乘
轿先行。”竟连个姚文君都不如。什么样的男人才能不让我失望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男人们的要求
太高了。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平常人，他们大多数都不是纯粹的好人或纯粹的坏人，就像我们周围的那
些男同事男同学男性朋友。他们只是，平凡的大多数。
3、我原以为自己在北京有2、30关系不错的同学，来了北京就不无聊了，结果，永远还是一个人。就
连从小一起长大，而且住得不远的李萌，也就是搬家的时候见了两次。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住
的地方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别人。刘蓉问我，你每天回家都干什么啊？我说，玩手。又把《海
上花》拿出来看，看第三遍了。这种状况下，很适合看这种书；或者说，这种书只有这种情况下，才
能看。张昊翔把这本书推荐给我，我就再没推荐给别人了。　　人只有在非常痛苦黑暗的时候，才能
看鲁迅；只有在无聊透顶的时候，才能看《海上花》。读书和心境是很有关系的。这是讲述人活着是
多么无聊的一部书。　　虽然其中充满了匪夷所思的高超技巧，故事情节惊心动魄，人物刻画入木三
分，但是你看到的只有两个字：无聊。整部小说就是不断从一个饭桌转移到另外一个饭桌，不断吃饭
喝酒划拳。　　两个成功人士相约喝茶，无话可说，一边看着窗外，一边用脚踢凳子腿，说，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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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典藏全集11-译注：海上》

是走吧。　　导致这本书看上去如此无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真实”，作者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老老实实过日子，老老实实写书。生活是怎样的，就怎样去写。源于生活，并且等于生活，然后你就
看到了生活的本来面目。　　里面的人物都不好不坏，《红楼梦》里的人都太好了，仙女下凡一样，
《金瓶梅》里的人都太坏了，群魔乱舞一样。只有《海上花》里的人物平平常常、不好不坏，又好又
坏，就像你的某个同学或者同事，没有拔高或者降低。　　最伟大的艺术家，也就是平视生活。　　
艺术怎么可能高于生活，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可能高于生活。　　如果你的生活足够无聊，而你又足够
真诚，愿意承认这种无聊，你就需要这样一本书。　　张爱玲典藏全集11-译注：海上花开　作者: 张
爱玲　　页数: 309　　定价: 19.8　出版社: 哈尔滨出版社　　张爱玲典藏全集12-译注：海上花落　作
者: 张爱玲　　页数: 309　　定价: 19.8　出版社: 哈尔滨出版社
4、海上花原被归为“狭邪小说”，狭邪，小街曲巷，指娼妓的居处。本来对于这种题材的小说，我
兴趣平平。我一向偏爱看些讲平常普通生活的小说，太阳春白雪了或太下里巴人了我就都兴趣不大。
但是这本书倒不同。鲁迅谓之：“平淡而近自然”。确实如此，且虽平淡而不无味，正是我喜欢的风
格。它算不得是什么有教义的书，也旨不在此吧。海上花所述的内容虽然也不合什么道德规范，却只
是生动的讲述，作者并不在那里捶胸顿足大讲自己的道理，读者可以作为一个自由的旁观者，看书中
人物的喜怒哀乐。在我看来，海上花讲的是自由恋爱。想想那个时代的人也确实悲哀。花街柳巷之间
也许是男人自主寻求爱情的唯一地方。现代男人“不安于室”遭挞伐自然是应该的，但是那个时代的
人，要求他们安于盲婚来的室，却也不合乎情理。然而虽然未必所有婊子皆无情，但终归对于她们，
这大多只是生意而已。而不当这为生意的，真正有情的，则导致结局仍难免是悲剧。不多说了。总之
，不错的小说。 
5、有一个自称是“花也怜侬”的人，用吴语对白写了一部叫做《海上花列传》的书。后来张爱玲将
原著翻译成大致接近通俗白话文的样子，并把它分成上下两册，分别叫做《海上花开》、《海上花落
》。《海上花》的作者原名韩庆邦，字子云。因为屡试不中，遂淡薄名利。我很敬佩他的一点是他敢
于用吴语写作，“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韩庆邦自己肯定预想到
吴语写作的后果（正如张爱玲所感叹的：《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
，《海上花》没人知道。），而且也有人提醒他，如用吴语，会给小说的写作和书的通行带来很大的
困难，但是他依然故我。名和利对他来说真的都可以放弃，只要能潇潇洒洒、不随波逐流地活着。虽
然他的尝试可以说是失败了，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据说韩庆邦还准备写
《海上花》地续集，只可惜天不假年，只活到三十九岁。说实话，《海上花》中的男男女女如果都操
一口流利的通俗白话，肯定大煞风景，尽失原著风味。但是纯粹的吴语又会大大阻碍小说的流行。张
爱玲在矛盾中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契合点，她的翻译尽量能让一个北方人看的懂，同时又保留了一
些吴语土话。看起来虽然还是有些拗口、不习惯，但却给人留下想象原著意境的空间。《海上花》是
一部平淡的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我承认自己绝没有一口气看完的冲动，有时看着看着会突然
觉得没意思。但是隔一段时间再翻开它，缓慢而仔细地阅读，便体会到它的好处。《海上花》写的是
晚清时期上海妓女生活，在第一回里有：“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
海水，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
那蚱蜢蜣螂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辱，狼藉蹂躏。惟夭如桃，秾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
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哪里禁得起一些委屈
，早已沉沦汩没于其间！”这段话是对书中所写女子的总括。看完全书再来看这段话特别能有感于心
。书中着笔最多的是几个长三书寓中的女子，她们都是高级妓女。她们的顾客一般比较稳定，数量不
多，而且相处的时间较长，容易产生感情。比如王莲生和沈小红，黄翠凤和钱子刚，他们之间都有很
深的感情，陶玉甫和李漱芳就更不用说了。这些女子最后的出路不外有两条，一条是自己赎身单干，
开妓院做老鸨，另一条就是嫁给别人做小老婆。如果要是妄想做大老婆，那基本上没有成功的。书中
三个女人，李漱芳周双玉赵二宝，都想做大老婆，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没有一个如愿。倒是那个嘲笑
别人想做大老婆的周双宝意外地被人娶去做了大老婆。张惠贞刚嫁给王莲生时很得意，一是可以向当
众打她的沈小红出一口恶气，二是嫁给别人做小妾是她们一条较好的出路。可是一入候门深似海，一
旦进了门就再没有自由可言。做妓女可能被别人所不齿，可是她们，特别是一些高级妓女，还可以在
一定限度内挑客人。客人如果调头，她们也可以像蒋月琴一样看的开。想到这里心里真有无尽的惆怅
，人生悲哀的极点莫过于此。
6、我的老师最推崇《儒林外史》。我说，据说《海上花》的结构是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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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儒》好点，不像它那样讲了一个人之后，这个人就不见了。老师说，不见了那才是深刻。呃，为
什么？吴敬梓先要讽刺那个人，轻易解构了他，后来发现那个人并不简单，走近了品味，发现终究理
解不了，就站住，目送那个人离开。我笑悟，这段话很好，但说的不是《儒林外史》呀。进而变本加
厉和老师辩，《儒林外史》就是不好，它没有情。老师笑曰，吴敬梓是有意不写情好不好。但是，俗
情也好，滥情也罢，我喜欢《海上花》，就因它的有情，也因它的实际。《海上花》为清末小说，作
者韩邦庆，据考为上海一才子，可惜39岁便英年早逝。书中写的也是妓女和嫖客的故事，但和《九尾
鱼》这种堪称嫖客指南的小说相比，《海上花》绝对是挂羊头卖狗肉。根本没什么色情描写，就是吃
吃喝喝过日子，敬敬瓜子，吸吸鸦片，吃吃稀饭，打打茶围，老爷叫局，先生（高级妓女）出局⋯⋯ 
同四大名著相比，海上花在大众中间想必还是默默无闻，但中国文学史上的三大名人还是很推重它的
。首先是胡适，称其为“海上奇书”，说它的特别长处在于“无雷同，无矛盾”地描写个性。妓女们
性情个个不同，有的辣，有的庸凡，有的憨，有的骄⋯⋯的确如此，那个憨的就是吴雪香，她的相好
叫葛仲英，她一定要他听她的话，还叫他儿子⋯⋯胡适推崇它的另一原因，则是它是用苏州土话写的
，所谓“吴语文学第一杰作”，这正切合胡适当时提倡的国语文学运动。第二个推崇的是鲁迅，称其
为“平淡而近自然”，将其归入人情派小说，绝对是精明之见。最后一个是张爱玲，她一定是很爱它
的了，先是在海外把它译成了英文，后来又把它从吴语翻译成了普通白话，并保留了风韵，只因吴语
能看懂的人相对较少，她想要更多的人看到它的好。可惜淡出鸟来的小说注定不是中国大众的口味。
《海上花》的好，就是张爱玲的好，张最不多愁善感的了，她也并不所谓的悲天悯人，她就是有情而
实际的代表。有情和实际看似是矛盾的呢，既然重情，就会像理想主义者那样一飞升天，看不得人间
俗物；既然实际、现实，就会无情。妓女与嫖客，金钱买卖关系，再明白不过了，但这些外在的牵绊
并没有束缚到他们，最重要的是她们的人格、个性与生命力。这群吃喝玩乐之人的混沌故事，当然不
能和古代才子名妓的风流佳话相比，但那种聊赖寂寞，有情而又实际的人生况味，轻描淡写又令人细
思慢品的风尘恩怨，着实令人动容。这里的老爷与倌人们，多是不好不坏之人，王莲生是很喜欢沈小
红的，但也会背着她做张蕙贞，沈得知后，呼天抢地，暴打张蕙贞。其中既有情感因素也有经济因素
，沈小红与王莲生相好后，便只做王莲生一人，王做了别人，她就没经济来源了，且有债要还。这种
情况，妓家人都了解，最后众人调节相劝，摆明利害，王莲生百般柔情软语，“小红见莲生真的肯去
还债，也落得收场，遂趁此渐渐的止住哭声。”这些老爷倌人们，也多是精明之人，精明到知道别人
在想什么，也算顺便为对方着想了，因而也就飘出了一股不可思议的人情味。王莲生不明白沈小红为
什么拖着不嫁他，张蕙贞就劝慰道：“她做惯了倌人，到人家去守不了规矩，不肯嫁。再歇两年，年
纪大了点，就要嫁你了。”莲生却道：“倘若沈小红要嫁给我，我也讨不起。”又是经济情感双考虑
。而罗子富本是与蒋月琴相好的，蒋老了之后，又喜欢上了黄翠凤，不是贪恋她的美色，更佩服她的
勇气与风范。黄翠凤要赎身时，罗子富陪前陪后，不敢有半个不字，简直像夫妻。让人不禁觉得既可
笑又可爱，她再强，也是要靠他扶持的么，他这样唯唯诺诺，也是情在作祟吧。 史三公子看重了赵二
宝，答应回来娶她，赵二宝就闭门不做别的客人了，人家视她为妻，她就不自视为娼。可史三公子不
但没回来，还娶了别人。赵二宝只能马上悲愤地操旧业还债。这不是妥协，而是无奈与坚强，女人的
实际与韧性，即使委屈，也想办法活下去。就像张爱玲小说里，娇蕊、曼桢们的顿悟——除了爱情，
还有别的，短的是爱情，长的是人生。更像亦舒的话，我想要很多爱，如果没有，就要很多钱。钱只
是爱的降格，绝望的选择，倌人们能选择，还是会找个中意的嫁了。张爱玲称《海上花》为传统的极
致之作，想必其中的人情冷暖，心思流转，只有传统的评点方式才能得其妙，说得尽吧。王维有诗《
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朱天文说“涧户寂无人，纷纷
开且落”才是一个女子最好的时光。就那么开而又落，不为别人存在，这也是默默无言的《海上花》
的命运写照。不过当代一位有情人又让它悄然开放了一次，1998年，侯孝贤把《海上花》拍成了电影
。淡淡的，闲闲的日常口味，别样的生命状态，只有他能拍得出，尽管细观之，他选的高潮情节还不
少呢。云吞雾绕，寂寞氤氲，让人沉迷；海上花开，海上花落，那一帮有情而实际的人呀。
7、不是冲着张我是不会看《海上花》的，看完觉得真的好，拿起来随便翻开哪页都可以看下去，虽
比不上《红楼梦》，但异曲同工。张故意不翻译的吴语，软软拖长的语气读起来满口余香。很多人嫌
它沉闷，它也就静静在那等着，喜欢的人自然喜欢。
8、海上花虽写妓院浮华地，却是寂寞之书，读之平淡，如微波叠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绵密纷
呈。只觉与众不同，哪里不同，回头一看作者例言，以及开篇第一回，早已言明在先。:“惟穿插藏闪
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读这样的书，竟像长卷迷宫，走着走着，迎面又碰到了你。似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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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早就见过。细细回味，又呆又喜。“此书正面文章如是如是；尚有一半反面文章，藏在字句之
间，令人意会”。读这种书，许多似说未说之事，藏头露尾之话，多亏张爱玲处处点拨，方恍然大悟
。每章题目也特别，非得一章读完，回头再领悟回目意思。“题是断语，书是叙事。往往有题目系说
某事，而书中长篇累幅竟不说起，一若与题目毫无关涉者”。这又平匀，又绵软，绣茵锦簇一般的海
上群芳，作者早有一段话总领全书:惟夭如桃，秾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中流，为群芳吐气；至
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哪里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沦汩没于其间
！谁是桃李牡丹，谁是菊梅莲兰，细细忖度，自有一杆秤。妓中高人当属黄翠凤、周双珠。黄翠凤搞
定罗子富钱子刚，把黄二姐支得团团转，天生就是做这行的料。周双珠老练平和，细水长流，各不得
罪。吴雪香可爱，金巧珍圆融，李漱芳痴情，卫霞仙好口才，沈小红又烈又泼，诸十全、周双玉各有
心计不消说起，最不喜欢陆秀宝，张蕙贞，一个又淫又贪，一个蠢不知足。而赵二宝最可叹、轻信、
骄傲、兼有刚柔，当属菊梅莲之一种，她本不应到海上来。倌人只不过一种职业，长三比不得么二和
野妓，倒很像谈恋爱。或真或假，会有些真感情，但物质才是最重要的。而倒贴是要被人骂的，让人
瞧不起。所以妓女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从客人那儿要。就像沈小红说的，花掉你的钱，心里才舒服一点
。最好的客人似乎是王莲生，王莲生这样落寞，自始自终。他爱沈小红，沈小红不爱他。他讨了张蕙
贞，张蕙贞背叛他。最后他离开了。问起沈小红，无端吊出两滴泪来。他的感情比陶玉甫还真实，陶
玉甫和李漱芳的爱像做童话一样，好得过头了，是不现实的梦，所以早早终结。而天真无邪的李浣芳
可能也是漱芳最后的一个心病吧。还有一个人，陈小云，票行老板，和庄荔甫一样是商人，但他后来
渐渐走运，惹得庄荔甫艳羡。我注意到他，是那日失火，王莲生“刚至南昼锦里口，只见陈小云独自
一个站在廊下看火”。与莲生不同，他遇事一点也不急，颇有风范。火灭后，他一个人走，“却见来
安跟王莲生轿子已去有一箭多远，马路上寂然无声。这夜既望之月，原是(白乐)圆的。逼得电气灯分
外精神，如置身水晶宫中。”胸中有块垒，方能见月色。他和金巧珍，好似寻常夫妻。这点则真正令
人艳羡了。葛仲英和吴雪香虽好，像热恋中人，太粘。君不见感情越平淡越家常反而越能长久。洪善
卿也是商人，还兼王莲生的买办。这个人势利得很啦，倒也不是坏人。洪善卿和周双珠这一对也是好
的。姜是老的辣。周双珠心态不错，同样心态好的还有蒋月琴，老就老了，看得淡，坐得住，行得正
，也耐得寂寞。洪善卿对有利者巴结，对落难者无情。六亲不认。洪善卿几遇赵朴斋。一次不如一次
，一次比一次凉薄，最后干脆撇清了，坐视赵家沦落海上。赵朴斋也实在是不争气。赵二宝则有点可
惜。赵家兄妹是全书的一条线，贯串始终，然而这只是表面，虽然曲折，但浅得很，始终没有融入到
洋场的内里核心。所以电影[海上花]完全舍掉了赵氏。从赵朴斋的衣饰、神气，几句白描，活灵活现
地看出他家跌宕的境遇。选一段精彩的，这类精彩书中比比皆是，宛如长镜头，起承转合，一气呵成
，毫不费力。第二天洪善卿吃过中饭，要去了结王莲生的那桩公案。于是取出首饰包，别了双珠，走
出公阳里。到了四马路，迎面遇见汤啸庵，互相拱手施礼。啸庵问善卿到哪里去，善卿说了个大概；
问啸庵干什么去，啸庵说：“跟你差不多，我是替罗子富到蒋月琴那里去开销局账的。”善卿笑了起
来说：“咱们俩成了他们的和事老了，倒也有趣。”啸庵听了大笑，俩人再次拱手，分头去办各自的
“公案”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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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张爱玲典藏全集11-译注：海上花开》的笔记-第1页

        举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后左右，寻不出一条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森苍茫、无边无际的
花海。看官须知道，“花海”二字，不是杜撰的。只因这海本来没有什么水，只有无数花朵，连枝带
叶，漂在海面上，又平匀，又绵软，浑如绣茵锦簇一般，竟把海水都盖住了。

　　花也怜侬只见花，不见水，喜得手舞足蹈起来，并不去理会这海的阔若干顷，深若干寻，还当在
平地上似的，踯躅留连，不忍舍去。不料那花虽然枝叶扶疏，却都是没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
被海水冲激起来，那花也只得随波逐流，听其所止。若不是遇着了蝶浪蜂狂，莺欺燕妒，就为那蚱蜢
、蜣螂、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屏，狼籍蹂躏。惟夭如桃，称如李，富贵如牡丹，犹能砥柱
中流，为群芳吐气；至于菊之秀逸，梅之孤高，兰之空山自芳，莲之出水不染，那里禁得起一些委屈
，早已沉沦汩没于其间。

　　花也怜侬见此光景，辄有所感，又不禁怆然悲之。这一喜一悲也不打紧，只反害了自己，更觉得
心慌意乱，目眩神摇；又被罡风一吹，身子越发乱撞乱磕的，登时闯空了一脚，便从那花缝里陷溺下
去，竞跌在花海中了。

2、《张爱玲典藏全集11-译注：海上花开》的笔记-第8页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介于京语文学与粤语文学之间的，有吴语的文学。论地域，则苏、松、
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少年心；向日所谓南
蛮鴃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多情的胡适之⋯）

3、《张爱玲典藏全集11-译注：海上花开》的笔记-第196页

        前文写陆秀宝出场时 元色绉心缎镶马甲 东方亮竹布衫膏荷绉心月白缎镶三道绣织花边裤子 出"元
色" 今读诸十全 丈夫出场 也有此色 "元色湖绉夹袍 白灰宁绸棉马褂" 不知元色可是黑色或灰色系的? 记
下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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