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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东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白先勇文集》是迄今为止搜集我的作品最完整的一部集子，各
种文类都收齐了。
　　小说、散文、论文、戏剧、电影脚本、访问、对谈，统统有，可以说相当全面的呈现了我这些年
的文学活动。
比较特殊的是，这个集子也收入了两本分析评论我作品的著作：欧阳子的《王谢堂前的燕子》以及刘
俊的《悲悯情怀》。
　　欧阳子是我在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同学，当年我们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这本杂志持续出
刊达二十多年，我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发表于《现文》，而我又常常与欧阳子讨论文学创作的问题，因
此，她对我写小说的心路历程可谓了如指掌，在七十年代中期欧阳子终于写下了《王谢堂前的燕子》
这部评论《台北人》的精心杰作。
欧阳子自称这是一本《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事实上，这是欧阳子全面深入探讨《台北人》主
旨涵义及小说艺术的一部论述巨著。
欧阳子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分析小说家，深谙小说创作原理，在这本论著中，她采用了当时西方学
术界影响至巨的“新批评”(NewCrificism)方法，扣紧文本，由微观人手，从字里行间，解读出小说背
后历史文化的宏观意义，《台北人》一共由十四篇短篇组成，欧阳子每篇都从不同的观点切入，层层
剖析，将埋伏在小说写实架构最底层的象征内涵，挖掘出来。
大陆美学评论家余秋雨教授在一篇论《台北人》的文章中曾如此称赞欧阳子这部书：“用心之细，联
想之妙，让人叹为观止”。
我也有同感。
犹记当年，每读到一篇欧阳子评析《台北人》的这一系列论文时，就不禁感到一阵意外的惊喜，她能
洞悉作者朦胧幽微，下意识中的创作动机明察秋毫，一一剖解，而又能解说得如此精微周到。
叹服之余，我亦不禁庆幸，《台北人》终于有了解人，觅得知音。
　　《悲悯情怀》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俊撰写的一本“白先勇评传”，我的童年是在大陆度过的
，但我的作品却都在海外台湾美国完成，时空的阻隔，大陆的读者与批评家对我作品的反应，令我十
分好奇与关注。
刘俊教授这本《悲悯情怀》让我看到了大陆学者对海外台湾作家异中有同的特殊视野。
刘俊教授这部著作用功甚深，立论精辟，而态度又是出奇的包容。
我很高兴，刘俊教授允许将《悲悯情怀》收在文集中，对我的小说创作的阅读，起了导航的作用。
　　这部文集，是由中山大学王晋民教授主编的，王晋民教授是第一位将我的作品引介给大陆读者的
“功臣”。
我非常感谢他替这部文集撰写的长序。
执行编辑詹秀敏女士也为这部集子花费了惊人的心血，在这里，我要特别谢谢她。
　　2000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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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东省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白先勇文集》是迄今为止搜集白先勇的作品最完整的一部集子，各
种文类都收齐了。
小说、散文、论文、戏剧、电影脚本、访问、对谈，统统有，可以说相当全面的呈现了白先勇这些年
的文学活动。
    本书为文集的第一卷，收录了白先勇1958－1961年，1963－1965年两个时期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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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白先勇作品的细腻、含蓄、深沉、优雅的艺术风格　　白先勇在艺术上的重要特色，是他的风格
细腻、含蓄、深沉、优雅。
细腻，使人感到他对生活的描写异常酷肖，逼真；含蓄，令人感到他的作品耐人寻味，韵味无穷；深
沉给人以情绪上的有力感染；优雅给人美的享受。
形成作者这种鲜明风格的原因，主要有下述几个方面：　　一、在题材选择、人物刻画、环境描写方
面，白先勇的小说明显受到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细腻风格的影响。
　　和《红楼梦》相似，作者善于描写没落的贵族阶级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腻描写来
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人情世态、社会变迁。
如《游园惊梦》描写的是一个贵族妇女参加一次宴会的经过及对昔日豪华生活刹那间的回忆，但却深
刻地表现了今日台湾旧官僚贵族的没落及其凄凉的心境；《梁父吟》描写的是一个老官僚和幕僚在日
常生活中的闲谈，但却反映了国民党的逐渐衰败及父子之间的新老一代的思想冲突；《国葬》描写的
是一个国民党的旧官僚的送葬场面，但却反映了今日台湾政权气息奄奄、日薄西山的景象。
就是故事发展时间较长的作品，也是以日常生活为主，很少选择重大的事件和强烈的冲突。
如《永远的尹雪艳》描写的是一个舞女的日常生活，但却给我们展示了台湾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的图
画，深刻揭示了这个社会必将灭亡的原因。
这种以小见大、平中见奇的手法，明显地是受到《红楼梦》的影响。
　　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外貌衣饰的精细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也令人想起它与《红楼梦》的密切
关系。
如《梁父吟》中的朴公、《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尹雪艳、《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那片血一般红
的杜鹃花》中的王雄、《岁除》中的赖鸣升，其外貌衣饰的精细描绘，都十分有力地表现出人物的身
份、性格、经历和心境。
作者不仅善于通过一个人物的外貌衣饰来刻画他笔下人物的性格，而且极善于通过人物外貌、衣饰的
变化来体现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
如《一把青》中的朱青、《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花桥荣记》中的卢先生，其性格都
是发展变化，而且往往前后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
这些人物，作者都很好地利用了外貌衣饰的变化去表现他们性格的变化。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往往在未看到人物的语言行动变化之前，先从人物的外貌衣饰的变化中，看到了
人物性格和精神世界的改变。
　　作者尤其擅长于通过几个人物的外貌衣饰的对比来进行人物之间的性格对比。
《游园惊梦》就是这方面极成功的例子。
这篇小说写了四个贵族但她们穿戴都不同：赖夫人穿珠灰色旗袍，戴了一身玉器；窦夫人是身穿银灰
洒朱砂的薄纱旗袍，手戴钻戒和白金镶碎钻的手串，足穿高跟鞋，头插珊瑚缺月钗，一对寸把长的紫
瑛坠子直吊到发脚下来；蒋碧月却穿了一身火红的缎子旗袍，两只手腕上，铮铮锵锵戴了八只扭花金
丝镯，脸上勾得十分入时，一头蓬得像鸟窝似的头发；钱夫人穿的是颜色有点发乌的过膝旗袍，才去
西门町红玫瑰做的头发，刚才穿过花园吃风一撩就乱了。
在这里，我们不必看故事的内容，也大致可以推测出她们的不同的地位、身世、个性和心境，看到老
贵妇人赖夫人的年老和庄重、新升贵夫人窦夫人的雍容矜贵和志得意满、蒋碧月的佻和放荡、钱夫人
的落魄和凄凉。
　　作者对环境的精雕细刻也无不与人物的性格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息息相关。
如《梁父吟》中描写朴公的客厅是古色古香：一壁上挂着一副中堂，是明人山水，文徵明画的寒林渔
隐图；两旁的对联却是郑板桥的真迹，写得十分的苍劲雄浑；另一壁也悬了一副对联，却是汉魏的碑
体，乃是展堂先生的遗墨；靠窗左边是一张乌木大桌，桌上的文房四宝一应齐全⋯⋯桌上单放着一部
翻得起了毛的线装《资治通鉴》。
这些描写，我们一看而知朴公是国民党中的封建官僚。
但是，在《游园惊梦》中，作者对窦夫人的客厅作了完全不同的描写：厅堂异常宽大，呈凸字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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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西合璧的款式。
左半边置着一堂软垫沙发，右半边置着一堂紫檀硬木桌椅，中间地板上却隔着一张两寸厚刷着二龙抢
珠的大地毯⋯⋯这段描写所以与《梁父吟》中朴公客厅的描写不同，绝不是为了文字的变化，而是反
映出这个客厅的主人公，即取代钱将军昔日位置的窦瑞生，已不是如朴公一类的完全的旧式的官僚，
而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官僚。
从这些客厅的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湾上层社会的变化。
　　《思旧赋》对环境的精细描写也是十分成功的。
作者对主人公李长官的家作了这样的描写：李宅那两扇大门朱漆剥落，已经沁出点点霉斑的桧木。
李宅是整条巷子中惟一的旧屋，前后左右都起了新式的灰色公寓水泥高楼，把李宅这幢木板平房团团
夹在当中。
李宅的房子已经十分破烂，屋顶上瓦片残缺，参差的屋檐，缝中长出了一撮撮的野草来。
，大门柱上，那对玻璃门灯，右边一只碎掉了，上面空留着一个锈黑的铁座子；大门上端钉着的那块
乌铜门牌，日子久了，磨出了亮光来，“李公馆”三个碑体字，清清楚楚的现在上面。
　　这些环境描写，都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官僚阶级昔日的豪华与气派；今日封建阶级官僚阶
级的没落，资产阶级正在升起，并且正在日益进逼和取代旧的官僚阶级。
　　中国小说和西洋小说的一个显著区别，是西洋小说运用比较多的叙述和直接的内心剖析，但中国
小说却比较多的运用人物自己的行动和对话来刻画人物。
白先勇的小说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善于运用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推动
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很少旁白式的插叙。
白先勇总是十分冷静，和书中的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的客观冷静的具体描
绘，让读者去理解人物。
如《一把青》里的朱青，丈夫死后，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作者在作品
中从头至尾都没有用过一句自己的语言来解释或说明她的性格的变化，而完全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
，特别是通过她的语言行动的前后对照的客观描写，去表现她已由一个纯洁、腼腆的黄花闺女变成了
一个心如槁木而又玩世不恭的交际花。
　　二、白先勇具有比较深厚的我国古典诗词的素养，往往善于在小说中创造诗的意境。
在小说集《台北人》开头的扉页上，作者抄录了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
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为此书的主题诗。
在小说集《纽约客》开首处，作者转引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来表现书中人物的心境：“前不见
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两首诗的主题和意境，在这两个小说集中基本上都已经创造和表现出来了。
《台北人》收集了作者的14篇小说，特别是其中描写贵族阶级没落的如《思旧赋》、《游园惊梦》、
《梁父吟》、《国葬》等，比较好地再现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种荒凉、破败的
没落情景。
小说集《纽约客》中描写的“无根的一代”脱离祖国，而又看不到出路，从而产生的孤独寂寞的悲哀
心情，和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意境和诗情也十分合拍。
由于白先勇的小说注意创造诗的意境，因而使作品更耐人寻味，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三、吸取西方文学的表现技巧，运用意识流、象征、暗示等手法来为自己的作品服务。
　　在刻画人物方面，特别是在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方面，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写法，多以形写神，
由外入内，通过人物外在的言行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少有直接的心理剖析。
西方小说则不同，它往往通过意识流、象征、暗示等手法来表现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白先勇的小说在描写人物心理活动方面，在继承我国小说传统的基础上，比较恰当地运用了西方现代
小说的意识流的表现技巧。
作者根据作品的题材和内容，既大胆运用意识流，而又不滥用意识流，因而取得了比较好的艺术效果
。
如《游园惊梦》中钱夫人在窦夫人的晚宴上五次回忆昔日钱公馆的“豪华”与“气派”的意识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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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为《白先勇文集》的第一卷。
本书集中了白先勇1958－1961年，1963－1965年两个时期的创作，包括处女作《金大奶奶》，早期代表
作《玉卿嫂》，中期代表作《芝加歌之死》、《谪仙记》等，题材多样，风格多变，其创作成熟期的
许多优秀作品皆可以从中窥见雏形。
小说所表达的是一种不变的人性，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战争爱情。
　　白先勇是当代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
　　——夏志清　　我写作，因为我希望将人类心灵中的痛楚转变成文字。
　　——白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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