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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景泰蓝之夜》是作者谈文玩、以及人物交往的随笔，作者与沈尹默、张充和、沈从文、台静农
、朱家溍、王世襄⋯⋯
那些风华绝代的人们的交往，那典雅无比的乾隆掐丝珐琅套盒，那娟秀的小楷，那淡雅的墨梅，那细
致的工尺谱，那余香袅袅的香炉，
无不充满意趣和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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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桥：福建晋江人，1942年生，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多年
。
历任《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人及时事评论、《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
文摘》总编辑、《苹果日报》社长。
他的文笔雄深雅健，兼有英国散文之渊博隽永与明清小品之情趣灵动，为当代中文书写另辟蹊径。
出版文集《双城杂笔》《这一代的事》等三十余种，深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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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台先生这幅墨梅画得苍古，一笔倪元璐体行书镇在左上角尤其典重。
写的是一首旧作：“皂帽西来鬓有丝，天崩地坼此何时。
为怜冰雪盈怀抱，来写荒山绝世姿。
”注明“昔年避地蜀中之作，题奉充和大家教之。
辛酉秋静农于台北”。
钤“静农”朱文印及“台静农”白文印，右方梅边钤“酉年”，右下角再钤朱文闲章“壮不称臣老抱
孙”，寥寥七字道尽台先生一生风骨。
辛酉是一九八一年。
皂帽是黑色帽子，《三国志》魏志管宁传说管宁爱着皂帽，杜甫《严中丞枉驾见过》于是说“扁舟不
独如张翰，皂帽虚兼似管宁”。
张翰是西晋文学家，吴人，齐王执政任为大司马东曹掾，看出齐王将败，又逢秋风乍起，思念故乡菰
菜、莼羹、鲈鱼脍，归吴，转眼齐王果然罹难。
诗作只存六首。
管宁是三国北海山东人，东汉末期避居辽东三十多年，魏文帝征他为太中大夫，固辞不就，明帝征他
为光禄勋，又固辞不就，所著《氏姓论》散佚了。
皂帽入诗，写得顺当的是刘成禺《洪宪纪事诗》里那句“清明一片龙泉水，皂帽青衫发古情”，而此
中星凤当数台先生这首了：古情不是空说，有乱世荒山中的绝世梅姿衬托。
 书法不算，台先生这幅梅花是我珍藏的第三幅了，都有上款，一幅写给庄严先生，一幅红梅写给妈利
小姐，如今多了张充和这幅，文人笔墨，书卷气浓得化不开。
也许是台先生写字多，画梅少，看到他的画我总是忍不住想买来收存，幅幅寒梅我依然贪心想要。
多年前沈茵给了我一张台先生试笔画在信笺上的一枝梅，无署款，说是台大门生给她的，绝真。
老穆看了喜欢，沈茵命我转送老穆，至今还挂在他的山居书斋里。
上个月母校成功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昌明告诉我说，那年台老师搬家，他替老师收拾书架，捡出一叠老
师早年的墨迹，老师说全送给他，陈院长不敢要，说应该归老师儿女珍藏，他只抽出一张自存。
院长是林文月先生的学生，博士论文是林先生指导的，一身儒雅，满心古风，有缘坐拥顶级书家的一
叠墨宝竞不动心，不愧是扁舟皂帽人物！
 这次跟院长一起出差来港的还有文学院副院长赖俊雄和中文系特聘教授张高评。
张先生也当过成大文学院院长，退休后改为特聘。
在他之前任院长的是我读外文系的同班同学任世雍，退休后听说转去当另一家院校的教授了。
我还记得求学时代任世雍最要好的同学是班上的马善珍，成天在一起玩，都是篮球健将。
读完书回母校执教的还有我们班上的老大哥马忠良，山东人，当了兵才考进成大，一口山东官话，荣
任班长处处照顾我们这些师弟师妹，一派老兵不死的硬朗，难怪学成回校不仅当了教授，官也越做越
大，比院长还大。
接着后浪涌上来了，赖俊雄这样的留英才俊母校恐怕不少：外国语文学系终于开了花结了果，不是我
们六十年代的老院系了。
校园里的百年老树也许还在，红砖老房子的外壳也许无恙，成大的版图听说扩大了好几倍了，连医学
院都有了，还有成大博物馆，苏雪林老师的遗物藏馆供人追思。
他们说博物馆原是我们那年月的校长办公大楼，楼前的小喷水池还在吗？
“四十六年了，”他们问我，“学长怎么从来不回母校看看？
”回去，笔下写母校只怕都成了新闻写作；不回去，凭记忆写的母校兴许还能指望写出一丝文学。
饭桌上，是张高评用闽南话说起成大校训我才猛然忆起“穷理致知”那四个大字。
先是童元方告诉我说这三位成大教授趁来港之便想跟我碰碰头。
等了一段日子他们来了，我请童教授和他们一起到中环吃午饭。
毕竟是初会的“故人”，陌生里透着旧日梦忆，时光错乱，关山无限，是歌是哭，茫然无凭，一眼瞥
见他们带来的几本苏雪林文集和恻写，瞬间仿佛回到苏老师家那扇朱红木门外，怯怯然不知道该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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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铃惊醒门内那一畦荒园。
我的成大是老岁月里的成大：福利社江北胖子刀下的冰镇西瓜：校门对过老高的排骨饭加两个荷包蛋
：还有老树下裁缝店老板娘发髻上待放的那朵玉兰花。
我的台南也是老岁月里的台南：南都戏院旁边“三六九”上海馆的小笼包：沙卡里巴小巷里“羊城”
粤菜馆的葱油鸡：“羊城”边上“蓝鹰冰果室”昏灯下马尾窄裙的娟秀容颜；还有“度小月”的担仔
面“渝园”的炒鳝糊和举目惯见的标语“匪谍自首，既往不究”。
有一年，我们一批同学发起乐捐寒衣济贫运动，漏夜写大字标语贴满校园，天一亮标语全不见了，几
个教官联手把我们抓去训斥一顿，说我们抹黑宝岛民生，给匪谍制造口实，罪大恶极，连训导长丁作
韶都震怒了！
丁作韶老师兼教我们法文，小小个子黑板上写字写得特别大，毕业好多年后拜读由他口述、师母笔录
的《滇边游击史话》，我才晓得四十年代末他带着国军第八军残部在滇边度过出生入死的游击岁月，
一九九。
年辞世苏老师写的悼文赞扬他是大英雄。
我这辈子倒忘不了丁老师大三那年差点要我补考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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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董文如董酒，应该是名产⋯⋯董桥的散文不仅证明香港有文学，有精致的文学，香港文学不乏上乘
之作。
” —— 罗孚  “董桥的文字于阳刚之中时时透漏犀利敏锐之风，有时亦颇饶俏皮幽默之口吻，或甚而
不免于忧郁羞涩之致。
” —— 林文月  “董桥的《英华沉浮录》是行家写给行家看的小品⋯⋯珠玉纷陈，文字华夷混杂，仍
旧书香扑鼻。
” —— 刘绍铭  “董桥的散文渊源有自，他远承晚明小品的遗风，近继五四白话散文的传统，又借接
英国十八、十九世纪随笔的遗绪，在融合贯通的基础上自造新境，从而迥异时流，独出机杼。
” ——陈子善  “余光中炼字而琢句，董桥琢句而雕章；余光中偏重气势，董桥偏重体势；余光中热
，董桥冷；余光中语速，董桥语缓；余光中把散文谱成了一支乐曲，董桥把散文成了一束瓶花。
” “董桥的散文，行文与布局最是考究，他思路开阔而又严密，文中征引相当广博，轶闻、隽语与时
事，看似东拉西扯，其实左顾右盼，未尝稍离主旨半步，收放之际，深具匠心。
他的拿手好戏，就在能以片言数语，贯穿全篇又综合各节，仿佛是三十辐共一毂，许多辐射的光线总
能聚到一个焦点上，文中也就经常出现一些华彩段落。
” ——江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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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景泰蓝之夜》编辑推荐：董桥先生提到自己的创作：“我要求自己的散文可以进入西方，走出来；
再进入中国，再走出来；再入⋯⋯总之我要叫自己完全掌握得到才停止，这样我才有自己的风格。
”这样的风格，读者从《景泰蓝之夜》中尽可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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