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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文談》

内容概要

在一個時代裡看來是否定的東西，
在一切時代之中卻有它的肯定。
人類生於一個時代，同時也生於一切時代之中。它既然在千萬年中存活了下來，這就有它的永恆。是
這永恆，使人類能忍受一時代的苦難，並且通過它，一節節開出花來。——胡蘭成
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波詭雲譎，文學與國族、戰爭、意識形態等百般糾纏，不過胡蘭成所留下的許多
風格見解獨特的文藝評論：提出張愛玲是「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揭示「魯迅之後，有張愛玲」
，以及同樣風韻獨具的散文隨筆，卻不應因此為現代文學論者所疏忽略過。本書選編胡蘭成四○年代
文藝創作和評論方面之佚文，有對張愛玲、魯迅、周作人、路易士（紀弦）等之評論，也談《紅樓夢
》、《金瓶梅》，說書法花卉，品評當代思潮，力求還原歷史語境，提供真實文本，期能對胡蘭成研
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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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蘭成
原名胡積蕊，一九○六年生於浙江紹興嵊縣。對日抗戰時期曾任上海《中華日報》總主筆、香港《南
華日報》編輯，後擔任汪精衛政權宣傳部次長、行政院法治局長，乃中國近代頗具爭議性之文人，與
當代重要女作家張愛玲的一段戀情尤其為人津津樂道。抗戰勝利後定居日本，與岡潔、湯川秀樹等學
者交遊，之後應陽明山中國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之邀來台講學，與作家朱西寧往來，並影響
朱天文等創立三三集刊、三三書坊，後因汪政權的經歷遭解聘返回日本，一九八一年逝世於東京。著
有《西江上》、《爭取解放》、《文明的傳統》、《今生今世》、《山河歲月》、《禪是一枝花》、
《中國文學史話》、《今日何日兮》等。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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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但是读起来很舒服，但是欠论点；爱的人会用文字去爱，讨厌的人却也不敢用文字去讨厌。喜欢
读他写的张爱玲、红楼梦、金瓶梅、鲁迅和周作人。
2、快忘记了 附送三字 呵呵呵
3、文学批评
4、好看
5、继续研读
6、胡兰成
7、我只读了三分之一多 因为很多内容我突然觉得我还不适合读 没有太多的文学积累之前没有办法深
刻去理解 胡兰成对张爱玲和周作人的见解很独特 我发现他喜欢用希腊式罗马式去评价一个人 
8、有时候，真相往往不是最迫切的，好坏的模糊性会让人觉得更加迷人。
9、里面有一篇《文明的传统》讲:“东方人对于物的感情可是贞洁的，如诗经里所说的，溪涧里的荇
菜，也可以请客，也可以祀神。日本人送礼品，往往是几色点心，或者一些别的什么，用匣子装了，
包在布袱里，那样地珍重，虽是富人也不敢损害物的贞洁与亲切。对于物，有这么一种珍重，贞洁与
亲切之情的，就是活在有钢骨水泥的建筑，大的工厂与机器的时代，也可以不至于人糟蹋物，或物糟
蹋人的。”这比哪些大部头的理论写得还详细，到位。
10、VPL.
11、胡早期的文章，冗長重覆欠文采也欠大氣。失望。
12、奇瑞送的，似乎网上还没有这本书的电子版，看看哪天有空扫描了上传吧。我果然是从思想到行
为地反知识产权。胡兰成和周作人其实很像，都属于被很粗暴的划为“汉奸文人”的那一群尴尬的存
在。很多时候英雄别无所求，只要人民的眼泪。即便如此，依然常有牺牲而无人悲哭，让一个人的献
祭显得可笑而多余。
13、mark一记，那个不做选择的胡兰成。    201410
14、下编中的文，好些看不懂，像看梁羽生讲解围棋啥的，好累。初遇胡兰成是《今生今世》，文字
妖娆艳丽，相对这本《乱世文谈》素朴多了
15、长沙这个阴冷漫长的倒春寒看来已完结，读胡爷爷扯暖谈养元气很有成效~~俺又恢复鸟春光灿烂
猪仔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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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题。看了众多道友对胡的评价，心便对这位富有争议的人物起了戒心；我们总是在以自己的心
境和标准来评价事物，喜欢的便大肆宣扬，厌恶就义愤填膺；尤其是随着自我认定越来越高的时候，
这种偏执越加明显。所以，我想说的是，能先放下，放下对已有事物的偏见，先不要盲目的下结论，
带着客观的心去了解了，然后才能做出更客观更正确的判断，带着这种心态，做事，做人，做学问，
才会有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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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文談》

章节试读

1、《亂世文談》的笔记-第13页

        谈张爱玲

2、《亂世文談》的笔记-第22页

        几十年来，英雄们来来去去，一个个摩拳擦掌，在那里救国救民。而人民，却只是赶着看热闹，
你问他游行他也去，你叫他喊口号他也喊。回来问他怎么样？他说是“马马虎虎”。但凡英雄们，无
论是土著的，外来的，总是异口同声地叹气，对于这样的人民“没有法子”。也幸亏这“马马虎虎”
，人民才不至于被骗光，使得英雄们作恶“没有法子”做得彻底。

3、《亂世文談》的笔记-第36页

        谈谈周作人

4、《亂世文談》的笔记-第25页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使得许多青年作家的创作力都毁灭了，现代杂志社的那
些人，有的是从明丽的南欧留学回来的，带来一些鲜洁的空气，如同沾着露水的花朵，刚刚使人眼目
一亮，很快就枯萎了。时代的阴暗给予文学的摧折真是可惊的。没有摧折的是鲁迅，但也是靠的尼采
式的愤怒才支持了他自己。

5、《亂世文談》的笔记-編選者言 陳子善

        編選胡蘭成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文藝論著，難免觸及[文人與漢奸]這個話題。這是個敏感的話題，
也是個吃力不討好的話題，姑且略陳管見。

遠的不必細說，大家也都知道，明末清初那些[貳臣]，如錢謙益、吳梅村諸人，當年曾為清流所詬病
，而今時過境遷，他們的文學成就已為史家所推崇。即便為士林不齒的阮大鋮，其代表作《燕子箋》
也不能說因了作者而在文學史上毫無地位。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表述，一個文人的政治立場、民族氣節
固然至關重要，但與他的文學藝術成就畢竟不是一回事，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是應該分別加以考察
和評估的，雖然兩者之間常有關聯。

這設計到中國的一句古話：[文如其人]。在筆者看來，這只是對文人人品與文品的一種詮釋而已，並
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眞理。自古至今的中國文壇，文不如其人者，人不如其文者，文遠不如其人者
，人遠不如其文者，都大有人在。人是複雜的，文人的情感、心態和訴求尤其複雜，不是用[文如其
人]就能一言以蔽之的，除非你能證明周作人[落水]了，他以後的文字也隨之一併[落水]，一無是處。

上個世紀的中國文壇波詭雲譎，文學與國族、政見、戰爭、意識形態等等的關係百般糾纏，[剪不斷，
理還亂]，文人大都有切膚之痛，身世之感，不同程度的大節有虧也絕非個別現象，特別耐人尋味。周
作人的[落水]至今撲朔迷離，眞相不能大白，而之所以有論者在抗戰勝利后還寫下《惜周作人》這樣
沉痛又頗受爭議的文字，是因為周作人有一個輝煌的過去，人們無法迴避和否定他在[五四]時期的巨
大功績。

胡蘭成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他早年雖有[說愁道恨]的散文集《西江上》問世，卻至今未見眞容，了
無影響。不早不晚，他在文壇揚名之日，也就是在政壇[落水]之時。這樣的[巧合]，這樣的身份，自
然會遭到更嚴正的批評，再加上他與張愛玲的情感糾葛所導致的對張愛玲的傷害，也受到[張迷]更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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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文談》

厲的譴責。不過，還是應該澄清一點，沒有他自說自話的《今生今世》，沒有他後期話題廣泛的各類
著述，胡蘭成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留下的那麼多風格獨特、見解獨特的文藝評論，同樣風韻獨具、文
筆獨具的散文隨筆，也是值得現代文學史家留意的。他提出張愛玲是[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他解
釋[魯迅之後，有張愛玲]，哪怕不能算作不刊之論，至少也是頗具啟迪的吧？應該指出的是，《中國
淪陷區文學大系》早已入選他的作品了。

從[漢奸]的級別論，曾任偽[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的鄭孝胥顯然要比胡蘭成高得多，但這並不妨礙重
新公開出版他的《海藏樓詩集》并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逼著認為對待胡蘭成也應持這種態度，全盤
的否定和全盤的肯定都不足取，還是不因人廢言，[人歸人，文歸文]比較好。何況作為一個個案，作
為一種特殊的歷史文化現象，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文人某一方面的代表，胡蘭成其人其文都應該認眞研
究，這項嚴肅的學術工作今天剛剛起步。

為此，筆者費時數載，多方搜尋，終於編成這部《亂世文談》，力求還原歷史語境，提供真實文本。
不敢說已將胡蘭成四十年代文藝創作和評論方面的佚文一網打盡，能對胡蘭成研究有所裨益這點自信
還是有的，果真如此，筆者的努力也就算値得了。

6、《亂世文談》的笔记-第204页

        一次在火车上，我看到两个青年，一个问另一个：“那雌儿常来找你吗？”回说：“总是我找她
的，她不能来找我，我不把电话号码告诉她。”听下去，“那雌儿”是女学校的一个学生，一眼看中
了这男的家境，这男的呢，竟也知道“雌儿”是玩得惹不得的，非常老世故，这么的双方也都没有不
满意。我打量了那两个青年一番，心里想：“年纪轻轻的人，连恋爱都不能了！”看着车窗外掠过的
原野，太阳里的村庄与城市，车厢里的这样的言语遗落在铁轨上，是玻璃屑一般刺伤行人的脚的。

7、《亂世文談》的笔记-第13页

        胡兰成真的可以看穿姑娘的心啊。

8、《亂世文談》的笔记-第79页

        如今的时势，一种没落的气氛正威胁着中华民族，有梦可忆的，许多人都回到张岱的路上去了，
有钱的都回到西门庆的路上去了，既无钱，又无梦可忆的，都回到袁中郎的路上去了。

9、《亂世文談》的笔记-第22页

        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灭，却是不会走
向腐败。如今人总是把个人主义看作是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专有的东西，殊不知历史上无论哪
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都是这样的。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当它没落之际，都是
个人被团体淹死，而人类被物质淹死。

10、《亂世文談》的笔记-第34页

        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人的展开，而现在却是人与人的关系淹没了人。

11、《亂世文談》的笔记-第211页

        又一等是延安的做法。中共叫青年蔑视感情，尊重理论，要为大家谋幸福而牺牲，要放弃个人自
由，服从铁的纪律。其实理论与感情冲突，十有八九错的是理论不是感情。感情不是感觉，也不是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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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它是生命自身，如我在一处说的：“是这样的夜，连溪水的潺潺都是有情有义的。”和中共的人
在一起你有烦闷、悲哀，他就说你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大资产阶级的感情的奢侈，必得像他那样自
信才对。这种教条我不能接受。

Page 8



《亂世文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