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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雨打新荷，一粒粒晶莹的水珠，跳跃着、滚动着、飞溅着，又一串串地汇集着、编结着作者的缕
缕情思，水清无痕、透彻心扉。
这就是读《旧时月色》时其中文字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旧时月色》中写了许多人，远的有薛涛、王国维、李叔同、苏曼殊，近的有张爱玲、陆小曼、
苏雪林、赵清阁，无论是远看还是近看，对作者来说都是遥远而陌生的，何况探索钩沉者早巳用如刀
之笔，把封裹着他们的历史帷幔撕开，又把他们分析得透彻，后来的陌生者还有勇气去接近他们吗？
《旧时月色》的作者很聪明，既不去触摸沉重的历史帷幔，也不在细节上探幽发微，而是徘徊在他们
的窗前，悄悄地掀开窗帘的一角，看到了别人无法看到的，不只是知识的拥有，还是别人无法感悟的
一点灵犀。
这样，他们彼此的相去不再是遥远，陌生感也就随之消失了。
书中还写了和书法、篆刻、京剧、昆曲相关的人和事，杨花点点，于不经意处见精神。
　　以作者的年龄来说，还没有那样多的&ldquo;旧事&rdquo;足以融汇成这样丰富而美妙的文字。
细品作者的&ldquo;旧事&rdquo;，都是以文化为依托，在广阔的时空之间捕捉尘埃，作者写的不是脚
下所经之事，而是神游八极的心路历程。
心路漫漫而无涯，高山仰止，作者带着一种向往朝着文化深层走去。
对传统文化有了这样的向往，才会有所敬畏，也才会至高无上地去守望着它。
这正是儒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纸长言短，寥寥数语，算是表述读了《旧时月色》的一种心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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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旧时月色》以作者唐吉慧以淡雅而丰富的文字为我们勾勒了民国文人墨客的一段陈年往事，书
中涉及了昆曲、书画相关的人和事。
作者以与前辈学者交往的史实为出发点，怀念故人，感悟生活。
　　《旧时月色》以篇章的形式组成，共为39篇。
《旧时月色》以文化为依托，表达了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并以极大的热情坚持对传统文化孜孜
不倦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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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吉慧，上海宝山人。
专事书法篆刻，师从书画篆刻艺术家韩天衡先生。
亦雅好昆曲，习小生，受教于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先生及名票孙天申先生。
现为上海昆曲研习社社员、棠柏印社社员、上海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青年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中
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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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旧时月色怀念王国维张爱玲祭李叔同随写苏雪林幸福三章月明满地相思常书鸿平安关于京剧才女守
护时光中文最好《新印谱》随想一随想二传神尺牍三通信札想起赵清阁烟徐悲鸿彩虹清供则为你如花
美眷词人张伯驹俞振飞叶公超情书寻找苏曼殊别样的怀念赵清阁信札情愿活在书里清风徐来新年旧事
读书画记童话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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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旧时月色　　老前辈独居在上海巨鹿路一幢沿马路朝南的石库门房子三楼。
由于腿脚不便，走不了陡峭的楼梯，已长久不出门了。
一位阿姨照料他三餐起居，算来食宿无忧，每天累了就睡，醒了就看书、看报，或想想过去，想想朋
友，甘心取这安宁之地做个素心人，守着日月，淡数晨夕。
　　去老前辈家，是和昆曲研习社的老师、朋友们一起去的。
那张土黄色书桌旁坐着的长者我忘不了，白白的头发，长长的眉毛，面色润红细腻得几乎不带一丝皱
纹，身板硬朗得像马路旁那一棵棵挺拔的老梧桐，一袭土布灰衣，倒是他书橱里叠着的线装书，素得
够雅。
老前辈一脸寿相、一脸慈祥。
仅有些耳背，需要我们大些嗓门说话，或凑近他耳旁，他才听得清楚。
曲社的孙天申老师夸我有福，2010年的春天，2010年的秋天，到底见了刘老两回面。
　　老前辈名叫刘?万，生于1914年，大家叫他刘老，是南浔刘家、嘉业堂主人刘承干的公子，从小享
尽书香墨香，夫人是李鸿章的曾孙女儿。
　　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喜欢昆曲，唱小生，年轻的时候随俞振飞学过唱，随徐凌云学
过身段，于曲韵极有研究，解放后在上海戏校和江苏戏校教书，蔡正仁老师当年是跟他学过音韵的。
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先生是昆曲迷，他的1937年3月7日日记记：&ldquo;夜赴湖社听昆曲，午夜十二时归
。
&rdquo;8日&ldquo;夜饭后往湖社看昆剧，至午夜十二时归&rdquo;。
湖社原是湖州同乡会的所在地，在今天上海的贵州路北京东路路口，内设戏台，当时上海的啸社、风
社等业余曲社都假座于此，唱曲串戏。
这两晚是风社组织的彩串，有徐凌云主演《天下乐&middot;钟馗嫁妹》，其子徐韶九主演《铁冠
图&middot;撞钟分宫》，及夏恂如、黄景蓉、张元和、张慰如演《乔醋》、《写状》和《拜施分纱》
等折子戏，刘诉万主演了《干忠戮&middot;惨睹》中的官生建文帝。
其实老前辈与袁寒云、张伯驹一样，染了一身民国旧公子的脾性，能唱戏会捧角儿。
曾听人讲，30年代时刘老用卡车将俞振飞在高亭、开明公司所灌唱片买尽，遍赠曲友。
第二次在刘老家，曲友赵威兄特地向刘老询问此事，老前辈摆摆手说：&ldquo;唱片是买了，不过一部
分而已，对俞老的艺术，我是真敬佩。
&rdquo;想起第一次在刘老家巧遇上海文史馆来人给他拜年，见我们昆曲谈得正欢，竟大呼奇怪，怎么
刘老先生懂昆曲！
我奇怪，为什么文史馆不知道他是戏曲界的老前辈呢？
两次与刘老闲聊，我听得多，说得少，记得第一次见面天申老师向他介绍我会刻印，他眼里霎时闪出
神采，问我是否知道王福厂，还与我聊起了陈巨来：&ldquo;陈巨来住在前面富民路，我们过去时常往
来。
这个人就是嘴臭，喜欢乱说，所幸他与我外公熟，就没说过我。
&rdquo;我接他的话，说知道陈巨来娶的是清末词人况蕙风的长女况绵初。
他听后呵呵笑了起来：&ldquo;这里头有个小故事。
&rdquo;他接着说：&ldquo;陈巨来与况绵初新婚第二天，老丈人就对女婿坦言，他的女儿身子有病，
生不了孩子，劝他娶个二室无妨，不过陈巨来未娶，所以终老膝下无子无女。
&rdquo;刘老说他与红豆馆主也熟稔，民国时侗五爷居海上法租界雷米路（今永康路），至抗战结束生
活愈加落魄，他便经常为五爷介绍些写字的生意，补贴花销。
&ldquo;侗五的戏真好，身上漂亮，好多梨园名角儿可都是他的学生。
&rdquo;他说。
我遗感，老前辈那里去得太少，红豆馆主的故事，我没听够。
　　第二次在刘老家，我们为他唱了曲子，同往的叶惠农、金睿华两位老师撅笛，大家一个接一个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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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老闻着笛声，闭起眼睛，边浅声低吟，边用右手打拍子，欣欣然沉醉在水磨音里。
大家见他高兴，怂恿他唱上一曲，他听了直摇头，&ldquo;老了，到底老了，词都忘了。
&rdquo;老人家笑起来脸微微拉长，两弯粗粗的白眉垂至眼下，俨然洞察大干的长眉罗汉。
我和天申老师唱罢，向着窗台看楼下人家在庭院养的杂卉，秋日温暖的阳光洒满一盆盆月季、一杆杆
竹子，也映上我们的笑脸。
红艳的花朵、翠绿的枝叶为这破旧的房子添上不少生机：他们都回到了各自的春天。
天申老师说，从前她常来这里唱曲子，二楼住的是谢佩真。
谢佩真是昆曲研习社早期的曲友，因家里排行第五，人称谢五小姐，能书善画，会吹笛子。
俞振飞19岁初到上海，业余就在她家教昆曲，算来谢五小姐是俞振飞的第一个学生，俞振飞教了她整
整六年。
期间谢佩真与俞振飞有过一段互相爱慕之情，因俞振飞当时只在实业家穆藕初的纱厂做个小职员，她
母亲觉得门不当户不对，便拆散了这对鸳鸯。
后来，她难违父母之命，嫁了位广东富商，却感情难合，结婚一年就离了。
再后来，谢佩真和自己的绘画老师冯超然走在了一起，直到解放初冯超然病逝。
&ldquo;文革&rdquo;时俞振飞戴了&ldquo;帽子&rdquo;，门前冷落少人问暖，谢佩真知道他的日子苦，
时而做了小菜看望这位曾经的恋人。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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