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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庐山的西侧山坡，极目远眺，但见群山连绵，气势磅礴，千峰万壑，郁郁葱葱。
东林寺和千佛塔隐隐约约，掩于其中。
远山外，长江蜿蜒，浩荡奔腾，古城九江坐落其间。
    山坡上的庐山华裔陵园，据说是块风水宝地。
在陵园内，蒋笈和蒋彝兄弟俩的墓碑并排而立，左侧还竖着一块镌刻蒋彝墓志的石碑。
    蒋彝于1903年5月19日出生，比夫人曾芸晚26天；他于1977年10月17日去世，比曾芸晚22天。
他们俩是表亲，尚未出生时，双方的家长就定下婚约。
1933年，蒋彝只身离开中国，在英国生活了22年，然后移居美国，又生活了22年。
1975年，他首次回祖国访问。
1977年，再度访华时，不幸病逝北京。
他飘零海外40多年，在生命行程的最后阶段返回家乡，仿佛勾画了一个完美的圆圈，归回到了起点。
这些巧合实在是神秘奇特之极，令人惊愕。
确实，连蒋彝本人都曾经感叹：“生命真是一段谜。
”    我与蒋彝的相识纯属巧合。
1986年末，我在波士顿大学的研究生院读书。
一天，去拜访一位美国朋友。
刚进她家门，一下就注意到客厅咖啡桌上那本装帧别致的精装书，封面中间，印着一幅描绘波士顿市
中心公园街的风景彩画，上方是手写的英文书名和作者姓名，线条十分流畅。
令我惊奇不已的是右方竖写的红色中文书名《波士顿画记》，下面作者署名“蒋彝”。
当我的目光触及作者姓名的一瞬间，犹如与旧友陌路重逢，惊喜交加。
    多年前，书法同好白谦慎从海外朋友那里获得一册蒋彝撰写的英文原版《中国书法》，兴奋地向我
极力推荐。
那书的封面装帧十分独特，书中附有大量的插图与绘画，图文并茂，别具一格。
譬如，在介绍书法结构编排中生动平衡的理论时，蒋彝强调，平衡应该通过非对称的安排来取得。
他画了两对栖息枝头的小鸟，作为比较。
其中一幅，两只鸟的姿态完全一样，显得木楞呆板；而另一幅图中，双鸟的姿势略显不同，因而栩栩
生动，妙趣横生。
据此，蒋彝指出，那些由两个相同部分构成的汉字，如“朋”、“林”、“从”等，书写时必须有意
识地在线条粗细、结体长短、笔墨枯湿上追求变化，以求得错落有致、生动平衡的效果。
蒋彝对中国书法的阐释，角度新颖，深入浅出，与传统的方法截然不同。
中国书法一向被看做神秘玄奥，经他介绍，这门东方的艺术变得令人兴奋、情趣盎然。
作者借中国书法来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并把中国书法与其他艺术形式对比讨论，如诗歌、音乐、雕塑
、建筑、舞蹈。
他告诉读者，自己就是当年在伦敦剧场观看苏联芭蕾舞女演员表演时获得的灵感和愉悦，以及对书法
艺术的领悟。
    我对书法艺术素有兴趣，后来参与了《中国书法》的合作翻译，该书于1986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编
辑出版。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各个领域都亟待振兴，《中国书法》中文版的问世，受到书法界
各层人士的关注，它帮助公众拓展了视野，使书法的欣赏理解跨出国界，越过了原有的艺术界限，为
中国现代美学的诠释和传统艺术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途径。
    不过，我是到了波士顿之后，才发现《中国书法》的作者竟然还是个著名的游记作家，其“哑行者
画记”系列作品曾经畅销欧美，享誉文坛。
    其后，我仔细考查了蒋彝的生平，对这位亚裔画家、作家和诗人取得的成就，深为折服。
他在30年代把“Coea Cola”译成“可口可乐”。
这一传神佳译，被公认为翻译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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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用中国绘画方法画熊猫的第一个画家。
1956年，他应邀为哈佛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做演讲，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个中国人。
很少会有人相信，1933年，他初抵伦敦时，只知道五个英文单词，经过刻苦努力，竟成为最多产、最
成功的华人英语作家之一。
我发现，蒋彝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努力进取、成就卓越的个人奋斗史；他广泛的跨国、跨文化的经
历，恰好与剧烈动荡的现代中国历史相对应，展读他的故事，犹如重温现代中国在中西文化撞击影响
下的变迁和发展过程，犹如重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世界华人的现代历史。
    大凡讨论离散作家，总无法避免“家”这个中心题目。
确实，在人类社会中，家是最基本的结构，平凡而又神圣。
它是提供身份属性的根系所在，是哺婴的摇篮、灵魂的支柱、避风的港湾、沙漠中的绿洲。
移民、流亡者，甚或旅游者，无论何人，一旦身处异国他乡，每提起家，都会充满深情。
“家”的概念很广，但大略可分为三个层面：(1)家庭，这是最基本的结构，包括父母、兄弟姐妹、配
偶和子女；(2)家乡，这主要指自小生长的乡村或县镇，通常由几十、几百甚至成千上万的家庭组成，
中国古代游子身处异乡望月思亲，大多属于这一层含义；(3)祖国或祖籍所在国，如著名的苏武(公元
前140—前60)、王昭君(约公元前50—前20)和蔡琰(177—？
)被发配边疆或远嫁他乡的史事，都属于这第三个层面。
当然，这一层面的意义主要是现代的，特别是19世纪以来，随着移居异国和散居海外的人口大量增加
，其意义日见明显。
如果说，第一层面的“家”给人以生命和生理特征，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的“家”则赋予地理和文化
上的特征。
对于海外散居者而言，“家”的三层意义常常交合重叠，家乡与祖国往往成为同义，家庭又往往借托
家乡或祖国来表情达意。
正因为此，“家”成了一个似平淡无奇却最动人心弦的概念。
    ⋯⋯    公众对蒋彝有兴趣，当然是一件喜事，但同时也引起我们的思索。
为什么半个世纪之后，他依旧如此受欢迎？
他的成就到底意义何在？
    1946年，二战结束不久，哲学家F.S.C.诺思罗普出版了《东西相会：关于世界理解的探讨》。
在诺思罗普看来，世界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冲突，亟待正面对待和解决；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
是“东西方的相会”。
意识形态冲突的解决，世界和平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不同意识形态的透彻了解、谅解、
妥协、调整。
诺思罗普认为，东西方并非互相排斥；它们可以相辅相成，因为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处理同一个主题
：“一方⋯⋯需要另一方。
”他提出，应当借用东方的角度来审视东方的文化实践和思想。
不然，西方人只会使用并局限于西方的理论框架和文化观念，那就永远不能理解东方。
同样，凡·威克·布鲁克斯在1954年曾提出类似的见解，呼吁美国公众注意蒋彝“全面的告诫”和“
中国的智慧”，他称此为“理智”。
在他看来，蒋彝对人生的深刻理解是弥足珍贵的礼物。
他认为蒋彝“在他人的心中点燃欣赏人生的感觉，仅此一点，或许就可以维持世界和平”。
就此而言，蒋彝的艺术和游记作品，故意避开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或政治对抗的话题，促成了西方人向
“东方立场，，的转变，并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进一步了解。
蒋彝做了大量的文化阐释，在西方解释和宣传民族、历史、物质实践等文化问题，以纠正谬误，消除
偏见。
当时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世界秩序，需要解决意识形态间的冲突，他的信念和实践充分证明，宗教、文
学、艺术是世界秩序建设的重要基础。
    半个世纪后，在21世纪初的今天，在这跨国、全球化时代，蒋彝的作品读来愈发亲切感人。
我们探讨文化撞击和影响、错位、身份、语言、表现等问题的时候，“家”依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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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题目。
从实质上看，蒋彝的生活经历，典型地代表了世界上离家追求自由幸福的人们的共同经验，正因为此
，他的作品，能打动读者，而且是不论其国籍、宗教信仰、种族背景或政治观念。
他认为，“世界上，人类种族之间，不存在任何本质区别”。
他对人文充满浓厚的兴趣，对人类充满坚定的信念。
尽管他长年忍受内心痛苦，愁肠百转，却从未动摇或改变对未来的憧憬。
他坚信，未来是美好的。
他相信，艺术有别于口头语言，是一种国际性的语言，不受阻隔，世界各国都能理解。
他运用艺术和文字作品，来打动读者，在他们的心中唤起希望、快乐、容忍；他呼吁号召各国各民族
，互相尊重，和平共处。
    今天的世界，仍然充满战争暴力、宗教排异、社会分裂、种族歧视等困扰。
阅读蒋彝的作品，了解蒋彝的生平，会促使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美丽，会提醒我们东西方之间的共
同之处，会启发敦促我们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和平、尊重、繁荣的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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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行画记：蒋彝传》由郑达著，记述了我国著名的艺术家、诗人、游记作家——蒋彝的一生。
蒋彝1903年生于江两九江。
1933年西行英国，曾译“可口可乐”一词广受好评。
1955年应邀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获聘终身教授。
1977年病逝于北京，葬于故乡庐山之麓。
在国外他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创作出版了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成为最成功的华人英语作家之
一。
他的“哑行者”游记系列熔诗词、书画、散文于一炉，吸引了西方各国的读者，使他们看到东西方之
间的相似之处，从而对他们自己有了新的认识。
《西行画记：蒋彝传》适合传记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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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国萨福克大学英语系教授、亚洲研究项目主任，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亚裔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曾发表专著《道德经济和十九世纪美国现实主义》和《蒋彝：来自东方的哑行者》(英文版)。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系统地研究蒋彝和离散文学，其有关论文发表在国内外的专业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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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童年时代
第二章 革命岁月
第三章 人民公仆
第四章 “不坐板凳之年”
第五章 “另一个C.Y.”
第六章 战争年代
第七章 “我的世界”
第八章 牛津岁月
第九章 “我的英国圣诞”
第十章 到美国去
第十一章 美国化
第十二章 无形的痛苦
第十三章 家
第十四章 家庭与爱情
第十五章 重访祖国
第十六章 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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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湖北省黄梅县，曾经有个“蒋家营”，当地的百来户居民，全都姓蒋。
 据蒋氏家谱记载，他们都是汉朝始祖元诩公的后代。
东汉哀帝时，蒋诩任兖州刺史。
哀帝驾崩后，王莽篡位，天下大乱。
蒋诩不甘附逆，辞官归乡，在京城长安附近的杜陵住了下来。
他深居简出，在屋前特地辟出三条小径，两条为好友求仲和羊仲所辟，另一条为自己偶尔出门访友时
所用。
从此，蒋家后代均以“三径堂”自称。
为避免日后朝廷纠葛，蒋诩退隐耕居，并希望子孙后辈也以此为业。
他亲立家训“忠厚仁爱”，希望代代相传。
 宋朝末年，陕西地区瘟疫流行。
蒋诩后人南迁，在湖北近长江处住下，安家落户，渐渐发展至数百人口，集合一处，成为“蒋家营”
。
他们男耕女织，虽无功名显赫之辈，却也相安无事。
 清朝康熙乾隆年间，蒋氏某47代孙在江西景德镇御窑监督公署任职，于是又举家南迁，到长江南岸鄱
阳湖畔居住。
景德镇位于九江东南约150公里之外，以瓷器闻名全国。
据传，隔了几代后，一天深夜，有盗贼潜入村落，在一家大院墙上挖一小洞，钻了进去。
那户农家有四个儿子，个个魁梧健壮，习武练拳。
盗贼刚进大院不久，便给逮住，挨了一阵拳脚。
其实他的目标是邻家富户蒋贤琛（译音），因为两家的房子外表几乎一模一样，可怜的盗贼错入了门
户。
夜半这一场喧闹，惊动了左邻右舍，弄得全村人人知晓。
蒋贤琛务农为业，积攒下不少钱财，差点遭抢，吓得心惊肉跳，马上携带家眷，西迁到了九江。
 20世纪初，蒋家住宅几经修葺扩建，已经发展成为深宅大院，共有42间房，十分宽敞。
贤琛去世后，留下了四个儿子：志高（译音）、志厚（译音）、志圣（译音）和志贤（译音）。
除了志贤外，其他三个儿子都已成家，并有了儿孙，合家住在蒋家大院内。
 大院的正中部分为三进堂屋，后面是后花园，每座厅堂的前方是个大天井，左右两侧分别为厢房，各
有四间房间。
第三座厅堂内，设有祖宗牌位的神龛，书法名家写的“三径堂”匾额悬挂厅堂内，赫然醒目。
 大门对面，是蒋家的另一座大院。
这两座大院，原先是连在一起的，后来被分开，中间辟出一条通道。
那大院内，志圣的卧房和天井占去一角，私塾在另外一角。
院墙的中间部分是一道高高的影壁，上面有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故事砖雕。
影壁的正中央是个“福”字，那是三叔公请书法名家写的，制成了砖雕，相当精美，家人每次进出大
门时，总有“五福临门”之感。
大院的后部是个大花园，绿树环绕，还有一座池塘。
 1903年5月19日，蒋志高的长子蒋和庵家，添了个儿子，起名“蒋彝”，字“仲雅”。
他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上有哥哥蒋笈和姐姐蒋翠珍，在各房同辈中排行十六。
 中国有指腹为婚的传统。
蒋彝的母亲蔡襄林（译音），原是本地的大家闺秀，她与自己的胞妹恰好同时怀上身孕。
两家商定，日后如果生下一男一女，就结为姻亲。
蒋彝的问世，成为双重的喜事，既为蒋家又添了个男丁，又成全了长辈的心愿。
她的表姐曾芸，4月23日出生，两人的亲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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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行画记:蒋彝传》写到，蒋彝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努力进取、成就卓越的个人奋斗史；他广泛的
跨国、跨文化的经历，恰好与剧烈动荡的现代中国历史相对应，展读他的故事，犹如重温现代中国在
中西文化撞击影响下的变迁和发展过程，犹如重现20世纪中国的历史和世界华人的现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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