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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喜爱暮春雨。
这滋润蔷薇又凋零蔷薇的雨，交叠着繁华与荒凉，浓缩着生命与消亡，叫你咂摸出那原本无法透彻的
人生的滋味。
1996年的这个季节，大约我的自选集四卷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是长篇小说《蔷薇雨》和三部传记：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张爱玲传》和《陈香梅传》。
然而，我钟情的是小说，而不是传记。
宗璞先生推崇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小说是蒸馏过的人生。
不管我的蒸馏技术如何，《蔷薇雨》毕竟将我半生对古城南昌的种种积淀，苦痛又欢畅地蒸馏出来。
因了岁月的沧桑，更因了现代化都市模型的诱惑，古城古貌古巷古宅正在一天天消逝，面对准摩天大
楼立交桥的晕眩，我愿我的《蔷薇雨》，以我这个女人的眼睛，为这方水土这方女人留下一点文字的
摄影、笔墨的录相。
有人叹说“俨然一部现代《红楼梦》”，有人俯瞰曰“不过一市井小说耳”，或假或真，在我来说，
很是珍惜这两句，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味”。
1991年6月曾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之约将其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并于1992年10月由“中心”出
了65万字的剧本打印本数十套，然而花谢花开几春秋，惟见剧本流失世间。
应该说，《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也源于童年的故事。
我的父系母系家族似皆有传奇色彩。
我的大姑爹是1927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工商界的代表，他并没有随军南下，吃了些苦头后便一心一
意立足商界。
我的父母的证婚人刘己达是大姑爹请来的，这个刘己达便是当年挨过打的赣南专员，蒋经国正是取代
了他的位置。
我的外祖父于一偶然的机缘中，搭救过兵变中的军阀朱培德，后来外公开了钱庄，但席卷全球的墨西
哥白银暴跌风浪中，他也一头栽到底。
1937年两个家族逃难到赣州，外公不久病逝，三寸金莲的外婆强撑门户。
在南昌市的女佣蓉妈，到赣州后曾在章亚若母亲家帮佣，却没有割断与外婆的走往。
这两位都爱抽水烟的主仆，绵长而隐秘的谈评话题之一便是章亚若神秘的死，这话题一直延伸到胜利
后回归南昌，延伸到外婆去世。
一旦发现托着腮帮偷听得入神的我们姊妹时，外婆会骇然告诫：别瞎传啊，要命的事。
既然是要命的事，为何主仆年年月月爱听爱说？
在赣南时，我的父亲从事音乐事业，我的二舅就是话剧《沉渊》的主角，公演之际正值章亚若猝死，
蒋经国狂暴无理地禁演该剧，那时正是我表舅吴识沧领着他们不知深浅地与蒋经国抗争了一番。
固然我开笔写这部书时，又寻访了一些有关的人物并参阅了有关史料，但这故事已在我心中积淀了许
久许久。
我想，这仍是女人的故事，悲怆的江西女人的故事，我原名《章江长恨歌》，后海峡两岸出版人都改
为现名，大概是从“名人效应”考虑吧。
《最后的贵族·张爱玲》（此次收入我的自选集时更名为《张爱玲传》）杀青于三年前，因种种原因
挨至1995年暮春和仲秋才在海峡两岸出版。
仿佛是张爱玲在成全此书，据说解放日报刊出书评《“看张”的新文本——读〈最后的贵族张爱玲〉
》的当天傍晚，新民晚报即登出张爱玲去世的悲讯。
我想此书成为上海的畅销书，十几家报刊发消息跟这不无关联。
生命是缘，从某种视角看这算小奇缘吧。
我的心并不欣喜。
想当年张爱玲肉身处于繁华热闹中，灵魂却寂寞荒凉；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灵魂却无法拒
绝热闹。
也许，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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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香梅传》创作的前前后后，我已在该书的后记中作了冗长的描述，在此无须赘言。
从认识她到塑造出她的文学形象，头尾不过两年，虽是有意识地走近她，但不能说是走进了她的心扉
。
我只求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勾勒出这一个女人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而已
。
张爱玲说过：“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
”我的传记文学，是传记小说。
虽然在数量和重量上，这回的自选集，传记压倒了小说，在失落中回头看，幸而仍是“女人写，写女
人”，我心依旧。
暮春雨中的女人的故事，会像“流言”般传播么？
话又说回来了，我能在京都出这么一套齐楚可观的自选集，对鼎力扶植我的作家出版社，对责编玉英
女士，只有由衷的感激。
清泉汩汩，真诚如一，定会滋润一方青翠田园的。
胡辛1995年12月27日于南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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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章亚若，三十四年代一个普通又独特的知识女性。
在烽火年代有她的追求亦有她的迷惘，她与蒋经国短暂的爱恋却分明是刻骨铭心的生死恋。
年老病重的蒋先生昏迷中对亚若的呼唤，昭示着爱有多深，遗恨就有多深！
他曾称赣南是他地地道道的故乡，那方热土，怕不只是有过他的事业，更烙记下他的爱情吧。
　　她是他能带走的一片云，他曾要她彼此以“慧风”“慧云”相称，孰知风云含着伤心的玄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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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辛，原名胡清，中国作家。
江西南昌人，祖籍安徽黄山太平。
现为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广播电视艺术学、现当代文学硕士生导师。
1983年以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即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后一发
不可收，涉小说、传记、影视文学、散文随笔和理论研究等多种形式。
至今已出版书30本。
其作品翻译成英文、日文，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美国、马来西亚。
三部传记在海峡两岸出版，在世界华人区中有较大的影响。
作为—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思想智慧的学者型作家，胡辛以独立的女性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
人生经验和富有激情的艺术顿悟创造了真诚、鲜活的人间情致和灵活不拘的艺术表达形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

书籍目录

自序引子第一章 烽火春梦第二章 国破山河在第三章 青山遮不住第四章 赤珠岭之恋第五章 子规声里雨
如烟第六章 山回路转伴君行第七章 吹皱一池春水第八章 长河落日圆第九章 茫茫天一隅第十章 漓江春
早第十一章 匆匆春又归去第十二章 魂断桂林第十三章 多情反被无情恼第十四章 此恨绵绵尾声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

章节摘录

第一章烽 火春梦火。
火。
火。
绽破残冬的鹅黄原野，因为初春而喧哗的河溪，正月里热闹的乡镇，纵横战壕旁堆砌的艳丽红泥，阴
霾的天空和冷冰的钢铁武器，还有那无数的热腾腾的生命：戎装的将士天真的孩童白发的老者叽喳的
女人和老牛家狗鸡群归鸟⋯⋯在枪弹炮弹毒剂弹穿甲弹汇成的洪峰呼啸裹挟中，幻化成暗绿的火舌珠
灰的烟云鲜红的火海炽烈的光焰。
当多情的春雨绵绵而下时，在死亡与毁灭的焦土废墟上，在血的濡染血的凝固血的腥气的河道中，留
下的是广袤的黑色的深邃与恐怖，却依旧回荡着无数忠魂无数冤魂无声的呐喊与呻吟⋯⋯1939年的早
春。
马当失守。
武宁失守。
涂家埠失守。
吴城失守。
安义失守。
日寇以强大的兵力、精良的武器、排山倒海的攻势摧毁一道道的防线，仅隔苍茫赣水，古城南昌——
—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便裸露在侵略者贪婪的视野中。
隔着千山万水的重庆林园官邸，蒋介石亦焦灼地注视着军用地图上的南昌战区，电报电话频传，战火
硝烟仿佛弥漫其间。
南昌，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万万不能失守！
日寇铁蹄向着南昌长驱直入。
春寒料峭，赣水苍茫。
章江门外，麻石河埠台阶上，一个女子伫立于沉沉暮霭之中。
因为这催人归家的暮色，人们不由得关注起这孤独的女子；也亏了这混沌朦胧的夜色，人们无暇探究
这古怪的女子。
她窈窕挺拔。
一件合身的海青色棉旗袍，勾勒出她匀称的线条；肩头披裹着硕大的玫瑰紫绒线大披肩，攥着披肩的
双手窝在胸口，左手无名指上，一颗红宝石戒指光彩熠熠；淡淡卷过的秀发上却歪歪地压一顶玫瑰紫
的毛线帽，使孤单的她平添了几分活泼；白纱袜子下一双手工做的黑棉鞋，精致小巧。
在这早春时分，这种大胆的色彩搭配，却显出抢眼又清丽的和谐。
如果近前，你会惊叹这张年轻姣好的面目间高雅的知识气，一双不很大却分外清澈的眸子中，沁出淡
淡的忧悒。
在她的身上，糅合着女学生的纯情和富家少妇的妩媚。
此刻，伫立着的她恍恍惚惚，神不守舍。
水天已溶进夜的青灰，隔江的牛行、跨江的中正木桥，变得依稀难辨。
夜的迷茫将那隐隐约约的炮声、影影绰绰的硝烟血腥气淡化、消逝，只留下人间的温馨和庸碌。
烟江里有橹声哝呀。
麻石埠头两侧挤挤挨挨泊着条条篾篷木帆船，破旧却安宁。
船尾处婆娘们正撅着腚生火做饭，烟火和咳嗽便弥漫着家的气息；船头舱旁，船老大们安逸地吸着旱
烟，火星明明灭灭中，或闭目默神，或扯着粗野的喉咙与邻船与岸上吼着拉呱，伴着船隙间浑浊的泡
沫起起伏伏；就有三五成群的水上岸上的野气细伢子窜上窜下、撒野欢叫。
堤岸边芦棚子密密集集。
暖暖的炊烟、热闹的狗吠、女人们呼儿唤女的叫板、小吃摊主抑扬顿挫的花腔叫卖声与这里那里的鞭
炮声，让这穷街陋巷依旧充塞着正月的喜庆。
战争是遥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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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是遥远的。
死亡是遥远的。
恍惚中的她却不能安天乐命。
不祥的预感沉甸甸地压迫着她，与这方故土热土生离死别般的悲凉浸透全身。
有夜风乍起，她不禁打了个彻骨的寒噤。
或许，脚下踩着的坚实的麻石条就曾是旧时滕王阁的基石？
江南三楼，滕阁为最。
少年气盛的王勃曾临江登楼，作序斗诗，千古佳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与滔滔赣水
共存，可瑰伟绝特的楼阁今安在？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昔日人们依依惜别的南浦亭今安在？
空余白乐天诗句：“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
”好个断肠别离！
能一去莫回头吗？
她的心痛苦地颤栗。
敌兵压境，古城危在旦夕。
她不能像芸芸众生般浑浑噩噩、依然故我地欢迎新春，或许她太敏感太脆弱太过虑？
但隔江莫测深邃的黑魆魆分明透出惘惘的威胁。
打敌机轰炸古城日起，举家就策划着南迁，可拖延至今也离不开这片热土，在她，还因为⋯⋯有一双
陌生却已刻骨铭心的眼睛闪烁着⋯⋯四周的喧闹渐渐平息，早睡早起是草民生存的规律。
她也应该归家了。
却听得激烈的交谈声：又尖又急的湖北口音与好生耳熟的略略沙哑的浙江口音！
她情不自禁车转身寻觅，她怦然心动———那双虽陌生却已刻骨铭心的眸子就在三步外闪烁着！
似不可思议，可千真万确。
两个男子猛地收住了脚步，谈话戛然而止。
大概适才一心交谈，没有注意到黑夜江边的这个女子的存在，故而受了点小惊。
湖北口音的矮矮胖胖，温文尔雅，很快镇静下来，欲举步前行；沙哑嗓音的却驻足不前；这个女子，
似曾相识？
可却回忆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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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的创作源于1986年秋，其时，为海峡两岸的统一，江西省出版总社领导让我
们几位本土作家写些蒋家父子在赣地的往事。
我脑海中冒出来的竟是童年听来的蒋章之恋的故事。
我父母两家族都是在抗战时从南昌逃难到赣州的。
赣州太小，两家族的人因种种缘由与蒋章有过种种接触；而我，出生于赣南，童年在赣南，对赣南的
记忆似已积淀在我的血液中。
记得我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可否写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婚外情？
没想到，他们倒是挺认真地回答，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样，我便投入了该选题的资料收集、梳理和采访。
更没想到的是，铺开架势后，我发现我是在为这一个南昌女子作传！
蒋经国还留有不少文字，章女子可是连只言片语都未留得，查阅史料，她的身影也了无痕迹。
只有在寻访有关的老人时，他们忆起这二十九岁就打上了生命句号的女子，评判也各自不同。
但有一条，她也是投身抗日救国活动的。
大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具体的环境是赣南。
赣南，蒋经国称之为他的第二故乡。
晚年的他说，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烙刻下他的记忆。
那里可说是蒋经国政治腾飞的基石。
他在赣南的那段历史也可以说是他人生咋咋呼呼浓墨重彩之一章。
而他与章亚若的悲剧结局的婚外恋，可以说折射出他的人性的极为真实的一面。
所谓的当年的建设新赣南，留下的史料，也多是当年的当事人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其中，互相矛盾
乃至互相攻击的有，因年代久远而张冠李戴的更有⋯⋯我只能在这些芜杂纷呈的所谓资料中分析提取
，我只能以我的眼光来筛选。
我在这大背景和小环境的框架中大胆想象小心复活出一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通又独特的知识女性
，可以说，有关章亚若的情节和细节绝大多数是凭想象虚构的！
所谓她写的诗句、她说的话语、她的行径等。
当然，也并非毫无依据，往往从采访或回忆录中的片言只语引发想象，所谓细枝末节探幽发微吧。
我以为我对她并不陌生，她是我母亲那一代知识女性中的一个，可从五四以来浮出历史地表的中国一
代女作家群身上寻觅到她们迷惘中执著探求的身影。
而对赣地的山山水水，怎么说，我有贴心贴肉的感受。
灵感来临冲撞心田竟然是如此激烈，我几乎是没日没夜地沉浸于创作之中。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病逝。
但这以后，我的创作激情却仍未退潮，书稿在1990年秋赴宝鸡钛厂体验生活时杀青，正是那一回，专
程去看了看杨贵妃的墓，是一个秋风秋雨的阴晦的日子，我与杨沫的女儿马徐然伫立马嵬坡上，不由
不感叹女人的命运：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11991年夏，终将书稿定了下来。
接下来的出版却很是曲折，从赣地到京都再到吉林，几易出版社。
这期间，承蒙张秋林先生的介绍，书稿由台湾新潮社先在台北出版；1993年5月，时代文艺出版社也正
式推出。
反响之大，一是该书台湾版很快进入港澳地区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几乎有华人的地方皆
有此书！
二是作家文摘等报刊竞相连载。
三是盗版猖獗。
四是成为畅销又长销之书。
直到数字化生存的今天，十几个网站几年来仍然作为连载小说久久登载。
五是书中一些虚构的细节情节竟然被一些人当做“史料”！
不少语句、段落被人模仿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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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之余，想想，还可“得意”：职业为老师，终归是让人学的。
不过，少辈，记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方是正路！
话题还是回到章亚若。
作为一个女作家，尤其作为一个南昌籍的女作家，我以为怎么也应该为传奇且悲怆的这一个南昌女子
章亚若写下点文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南昌的女子，可扩充为江西的女子，似乎也有其性格和气质的共性。
这方地理封闭严实，却也受兵家必争的撞击和南北东西的交融，这方女子的身与心似乎也融会着北国
的豪放与南方的婉丽，矛盾着温柔妩媚与倔强耿直，于是，不只是一个女子在爱的祭坛上留下了亦缠
绵亦刚烈的传奇故事，我想，这是江西女子的不幸与幸之所在。
章亚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普通又独特的知识女性。
在烽火年代有她的追求亦有她的迷惘，她与蒋经国短暂的爱恋却分明是刻骨铭心的生死恋。
年老病重的蒋先生昏迷中对亚若的呼唤，昭示着爱有多深，遗恨就有多深！
他曾称赣南是他地地道道的故乡，那方热土，怕不只是有过他的事业，更烙记下他的爱情吧。
然而，人们总爱以情妇的粗糙框架去禁锢一个活生生的女性，以俯视和暧昧去淹没或扭曲这一首长恨
歌，这是怎样的傲慢与偏见！
在纷繁错综、莫衷一是的书面与口头的回忆录中，我想调整视角，另辟蹊径，回归这位南昌女子本来
的面目本来的情感。
当然，我的笔端也倾注着我的偏颇的情与理。
或许，以“从一而终”来衡量，她不够“清白无瑕”；与同时代的平常乃至奇特女子比照，她不够柔
顺忍让委曲求全；她的苦痛她的悲剧结局是她自寻的？
可唯其如此，她灵魂中对女性意识执著的寻觅才如此张扬！
她血液中对母亲尊严和职责的捍卫才如此凝重！
况且，她的生命与时代的血与火熔铸在一起，这就够了。
或许，可以套用张爱玲的话：没有悲壮，只有苍凉。
悲壮是一种完成，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半个世纪过去了，她留给人世间的岂止是一个长长的记忆呢？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小学同学徐浩然老先生、表舅吴识沧老先生、章亚若的侄儿以及我的亲友
们，尽力促成此书写成；作家出版社李玉英女士、侯秀芬女士等鼎力促成此书作为四卷本自选集之一
出版。
我曾向他们表示过诚挚的谢意！
跨越千年，2005年暮春细雨时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将此书作为六卷本选集之一推出；如今，河南文
艺出版社又将此书收入“中国当代优秀传记作家文库”，真是花谢花开、天地有情。
在此，向河南文艺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胡辛于南昌原后记写于1992年11月20日补充于2006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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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那种直实的生活气息，真实的艰难和痛苦，那种历尽坎坷仍然真实、仍然活跃着的一颗颗追求理想、
挚爱而绝不嫌弃生活的心感动了我。
    ——著名作家王蒙毫无疑问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胡辛的文学创作活动中，传记文学一直占
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陈香梅传》构成了胡辛传记创作中的“女性
三部曲”。
    ——学者、教授黄会林博士沈鲁胡辛是位创作态度十分严肃的作家，她不盲目追逐时尚，更不粗制
滥造。
她的许多成功之作，都是她才恩的凝聚和心血的结晶，都是她艺术探索道路上独具神韵的标记。
    ——教授、女性主义批评家吴宗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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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写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传记小说。
 章亚若，二十九岁女子的青春太短暂、太匆忙、太繁杂、太不可思议，可终究拥有过真正的青春。
二十九岁女子的爱太离奇、太惊心动魄，那过早地爆炸于冬的雷声，昭示了爱的逆悖，与悲剧的结局
，可终究拥有过真正的生命的爱。
 章亚若的死因，其时尚无定论，胡辛却以其严密的推理自成一家之言，并为日后当事人所印证。
足见女作家的智慧。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