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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丰是被誉为香港“女金庸”的国民党前副总统陈诚的孙女陈宇慧，她以80万字的《多情浪子痴
情侠》而蜚声海内外。
本书从陈宇慧的传奇故事出发，对国民党的重要人物陈诚的家事进行了揭秘，从而让人们了解了一个
更加真实的陈诚，主要内容包括：陈诚的二次婚姻揭秘，“不可思议”的遗嘱，被称为“国民党四大
公子”的陈诚之子陈履安的从政经历⋯⋯书中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生动地再现了民国
政坛风云变幻的历史，相信对广大读者了解民国史及当今台湾政坛的历史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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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郑丰：笑傲网上江湖　1　春光万里北京行　2　网络上的奇迹　3　“女金庸”的创作独自第
二章　历史留下的烙印　4　陈氏祖先在浙江　5　陌生的祖父——陈诚　6　《遗嘱》不提“反共”
　7　旧照片上的盛大葬礼第三章　不幸的结发妻子　8　祖母谭祥讲的故事　9　吴舜莲，一个小脚女
人　　10　再见面时，发妻已成陌路　11　一入陈门深如海　12　吴舜莲自杀未遂第四章　陈诚的第
二次婚姻　13　幽幽信义路，静静小书屋　14　谭样的家世　15　宋美龄作媒　16　两地书，伉俪情
　17　青田省亲第五章　揭秘尘封的历史　18　陈诚与周恩来武汉生活片断　19　陈诚与叶挺的师生
情谊　20　石门水库，陈诚晚年的工程第六章　在父亲的母校——麻省理工　21　陈家又出一个女留
学生　22　英语与国语的冲擅　23　一个高中生的留学梦第七章　如履薄冰的政坛　24　学者误入仕
途　25　混乱衙门中的“清官”　26　不甘寂寞的“监察院长”第八章　赴港前后　27　惊悉兄长皈
依佛门　28　“我要去香港谋职！
”　29　金庸：梦中的良师　30　外婆家与金大师近在咫尺第九章　从香江之滨到泰晤士河畔　31　
网络才女步非烟　32　重回台岛，两眼一派萧然　33　美丽的英伦三岛　34　《灵剑》与《天规双侠
》第十章　写作，伦敦只是起点　35　让胸中人物跃然纸上　36　金融风暴中的陈宇慧　37　忙里偷
闲的产假第十一章　非典，让她爱上了香港　38　小说，在高潮中戛然而止　39　可怕的SARS（非典
）　40　八年光阴，一声惊叹第十二章　郑丰，红遍东南亚　41　可爱的“红袖添香”　42　“金大
侠”来到香格里拉尾声　香港书展上的“女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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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郑丰：笑傲网上江湖　　1　春光万里北京行　　2006年4月的北京，繁花似锦，春意盎
然。
　　当一架从香港新机场起飞的波音客机飞临祖国的首都北京上空的时候，坐在这架客机头等舱里的
一位青年女子，忽然从椭圆形的机窗口向地面俯瞰。
她发现在机翼下翻腾奔涌的一朵朵雪白的云团下，依稀出现了一座古都的轮廓。
那是她小时候记忆中残存的印象，尽管她出生在台湾，从来也不曾到祖国内地来，可是，她从小就多
次听她的父亲陈履安讲过：“古老的北京就是从前的北平，那是一座有着明清两代皇城禁苑的都城啊
。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会带着你们到北京去看一看，我不知现在的北京变成了什么样子。
”　　从小就生活在台北的陈宇慧，早在她1985年读小学的时候，就在心里倾慕遥远而陌生的北京。
即便是她从台北中学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期间，陈宇慧也始终在心里惦记着那个有着紫禁城的北方都
市。
她来到香港供职以后，虽然香港与祖国内地相邻，只要她一踏过罗湖桥，就可以来到深圳并登上飞往
北京的航班，然而她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她到了香港供职以后，就已经是为人妇者，而且她一连生了4个孩子。
公务与家务缠身，使得这位从小就有写作志向的青年女子，纵有前往北京之念却始终无法成行，但是
，在公元2006年这个看起来极为普通的春天里，1973年出生的陈宇慧终于有了一次前往北京的难得机
会。
而且她这次飞往北京，还有她的父亲陈履安和母亲曹倩陪同。
　　陈宇慧究竟为何事从香港专程赴京呢？
　　原来这得益于她与生俱来的文学天才。
大约在7年前——1999年。
也是一个明媚的早春时节，那时的陈宇慧刚刚26岁。
自从1995年她与夫君前往香港供职起，陈宇慧就开始不断地伏案写作。
7年前的那个春日里，她正在生第三个孩子的产期，有保姆为她看管着刚降生的孩子。
永远也闲不住的陈宇慧便开始以伏案写稿的方式来打发她自认为漫长而枯燥的产期生活。
那时候，陈宇慧绝对不会想到因为她在产期忙里偷闲信手写成的一页页稿子，会有一天引起香港、台
湾两地区的青年读者，特别是祖国内地的网络迷们的关注。
　　正因为她利用从产期起步的7年光阴，断断续续地写成了一部洋洋80多万言的武侠小说，陈宇慧这
才有这次让她心动的北京之旅。
关于写作成名，陈宇慧后来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她对记者说：“写作的念头一直都有，但是可能有
过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写作需要一整块的时间，我在美国上学后学业比较重，没什么时间写。
1997年结婚后，我先生被派往英国，我就跟随着他去了伦敦。
白天他去上班，我一个人窝在小公寓里，就开始写《天观双侠》，这是我小说本来的名字，被香港改
成《多情浪子痴情侠》。
1998年我回到香港，加入荷兰银行，工作很忙，也就没有接着写了。
2000年休产假，我们产假挺长的，想着反正有时间，就又开始接着写。
产假没写完的，只好等下一个，好在我们喜欢孩子，总之我的稿子都是利用产假写成的。
”　　最初她是为了打发寂寞的光阴信手撰文，陈宇慧从来就不曾奢想过有一天她笔下流泄而出的一
行行中文，会被印成一本厚厚的书。
可是，陈宇慧又不甘于永远生活在默默无闻的环境里。
即便她不敢奢望成为一名作家，可是，她笔下的这些颇有文采的小说，就俨然陈宇慧十月怀胎降生下
的婴儿一样，书稿中的每一行方块文字，都凝结着她的心血和智慧。
于是她便把自己一厚叠文稿拿给她所供职的荷兰银行女同事们看。
大大出乎陈宇慧的意料，那些凡是读过她文稿的友人，大多都以惊愕的眼神重新打量她，甚至情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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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地对她发出一声感叹：“真想不到，你陈宇慧居然还有这种才气？
”还有人在读过她的武侠小说以后，怂恿她说：“我敢说你的武侠小说不逊于金庸和梁羽生的作品。
这么好的作品，为什么还锁在你的办公桌抽屉里呀？
怎么不把它交给出版社去印刷成书？
我敢保证像这样的武林小说，如果一旦上市，肯定会大红大紫，你陈宇慧也许就因为这部小说而一举
成名！
”　　陈宇慧是一位生活低调的女子。
虽然她有着出众的才华。
闲来无事时她常以金庸和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作为她紧张工作后的消遣。
所以，以文字问鼎香港的文坛，对于这位从小循规蹈矩的女青年来说，简直就是不敢企及的幻想。
她从小就崇拜金庸，也景慕那些古今中外在文坛上以诗文传世的文人骚客，然而像金庸和梁羽生这些
武侠小说的大师们，在身材纤弱、天生丽质的陈宇慧眼里，永远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物。
她不敢把自己在产期伏案写成的稿子与香港书店里上架的图书相提并论。
有一段时间，陈宇慧也并不是没有想过把这部足有半尺高的厚厚文稿寄出去。
可是，想到如果这部手稿一旦寄到某一家出版社，有可能让那些自视清高的编辑们丢进桌下的纸篓里
，陈宇慧心中一度泛起的热潮便蓦然消退了。
　　有几次她甚至徘徊在香港中环和柴湾的街道上，那里有几家专出武侠小说的出版社和杂志社。
可是，当她掂量着手上那包沉甸甸的书稿时，心中的底气忽感不足。
她不知道手中这部手稿将来的命运如何，她只听说一些出版社喜欢出一些有名气的作家的稿子，尽管
这些名家们的作品有时也难免是徒有虚名的“应景之作”，但是仍然可以获得编辑们的青睐。
而在某些人眼里，像她这样在文坛上毫无名气的小女子，她的文稿会被出版社接受吗？
想到这里，陈宇慧便从那些出版社的门前消失了。
　　2　网络上的奇迹　　不过，陈宇慧毕竟是个有志气的人。
她不甘于平庸的同时也不甘心让自己这本厚厚的稿子永远锁在象牙塔里。
有一天，有人提醒她说：“宇慧，既然你没有门路出版这部稿子，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们发到网上去呢
？
”　　“发到网上去？
”友人的提醒让这位陷入困境中的银行女职员暗淡的眼睛忽然一亮。
她知道现在的网络相当活跃。
网上的文学园地有时并不逊于冷冷清清的书店。
尤其是一些青年学生们，他们读小说往往不是去需要花费的书店，而是常常把渴求知识的兴趣集中在
电脑的屏幕上。
　　友人的意见引起了陈宇慧的注意：“对呀，小说发到网络同样可以获得读者，而且网上的读者群
大多都是和我们年龄相当的青年人，我相信你的武侠小说会有人读的。
”　　于是，陈宇慧就把她这部小说整理成电子文本存在电脑内，她不希望看到它寂寞地积压在书柜
里，但又不敢把它发到网络上去。
直到2006年春天，她在整理电脑内存文件时，忽然又见到了她曾经以《天规双侠》命名的这部文稿的
电子版。
就好像忽然见到了久违的朋友一样，陈宇慧再把它们统统找出来，在电脑上一页一页地翻阅。
她越看越感到这部积压多时的文稿，仍然具有当初她写作时的那种新鲜感。
书中的许多人物时至现在还能引起她的回忆，于是陈宇慧就在那个温馨的春夜里，暗暗下定了一定要
把《天规双侠》变成网络文学的决心。
陈宇慧是一个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得尽善尽美的人。
她在网上寻觅了多家网站，这才发现可以连载她小说的网址倒也不少，可是，究竟把自己的《天规双
侠》发到哪一家网上去呢？
陈宇慧的目光忽然移向了祖国大陆几家颇有影响的文学网站。
其中最有名的当数“红袖添香”和“幻剑书盟”，她发现这两家大陆的文学网站上，集聚着一大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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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网上写手。
尤其是武侠小说的作者更是人才辈出。
许多她从前闻所未闻的内地武林小说高手们的作品，已经在网上占据着比较坚固的阵地。
这时候，陈宇慧忽然又产生了怯意。
她没有想到写武侠小说的人如此之多，在出版社出书当然比登天还难，然而如果她把自己的这部凝聚
八年心血的《天规双侠》也发到“红袖添香”网上去，能不能引人注意呢？
会不会在网上形成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
如若在网上成为无人点击的“闲作”，那么她又如何面对冷遇与嘲讽呢？
　　好在她的作品刚刚上了网络，就得到了“红袖添香”编辑们的注意。
他们告诫曾不知网上规矩的陈宇慧不要急于把她的作品一股脑在一夜发完，那样非但会影响读者们的
阅读习惯，同时也会造成一种被动：网上读者不比在书店里购书的读者，他们也不希望一天就翻阅完
多达80万字的长篇小说，更主要的是，你的网上小说也要像报纸上的连载一样，每一天只发表一节，
几千字即可。
这样才可以调起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
　　同时，网上的编辑也希望陈宇慧能改用一个新的笔名，这样，她就给自己用了一个男性化的笔名
“郑丰”。
有人问她，既然你姓陈，而且又是一位女性写手，为什么不取一个有特殊魅力的名字，这样会更加引
起网上读者的阅读兴趣。
例如内地一些男性作家，有时为了引起读者们的注意，甚至故意改用异性的笔名行世，譬如香港小说
盛行在大陆时期，“雪米莉”这看来极像女性作家的笔名，居然就是男性作者的笔名。
可是，陈宇慧则坚持用“郑丰”两字。
有人问她为什么要用“郑丰”作笔名时，陈宇慧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含意，我用郑字，是因为我
的老公姓郑，我就是郑家的人了。
至于‘丰’字，那是我从‘陈宇慧’的‘慧’字中选取一个字，两个丰字我用了一个作我的笔名。
”　　“郑丰”两字，原来如此！
　　陈宇慧接受了编辑的善意叮嘱，把她的小说分成若干小节，然后相隔一段时间便在网上发表一节
。
果然如那位尚未见面的内地编辑所言，陈宇慧的文章点击率开始出现意想不到的“走俏”。
从那天开始，“红袖添香”文学版的网页上，忽然出现了多年少见的现象，大批陌生的读者，开始问
津署名郑丰所著的长篇武侠小说《多情浪子痴情侠》。
这件事不仅对陈宇慧是出乎意料之事，就是对此前专以发表各种网络文学作品见长的“红袖添香”也
是前所未有。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点击郑丰小说的读者已经高达百万人次。
当初支持陈宇慧尽快把小说上网的“红袖添香”编辑们也为此大为惊叹：“这个香港女孩子怎么会有
如此大的魔力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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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宇慧的创作告白，陈诚遗嘱不提反共，陈诚二次婚姻揭秘，如履薄冰的台湾政坛，慈善家陈宇
廷。
　　随着陈宇慧以“郑丰”的笔名享誉文坛，成为新时期武侠小说的领军人物，大陆和香港、台湾三
地的传媒也开始频繁现“郑丰”的名字。
　　陈诚的求学时代大多与“十一”有关。
他在丽水县城读的是省立“第十一中学”，到了西湖之畔的杭州，陈诚读的仍然还是“省立第十一师
范”。
在这两所学校里，陈诚的学业都是同龄学友中的佼佼者。
　　谭祥对宋美龄的意见自然不谋而合，只是她一个待嫁的姑娘不好开口罢了。
于是经蒋介石和宋美龄同意，陈诚把他们的婚礼定在1932年1月1日，也就是这一年的元旦在上海举行
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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