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蹙眉打量　残缺的人生 

———以流散文学的视角解读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陈安琪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　要］以流散文学的视角视之，张爱玲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具有明显的流散文学特质。身处异国他乡的张爱玲，一如
既往地蹙眉打量残缺人生，她以故人旧事为题材，把回忆和虚构组织进了作品，表现了人们面对富贵尊荣时摆脱身份危机、

重建自尊的强烈诉求，其叙述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作为“流散文学”作家文化认同、身份建构方面的深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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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５年，张爱玲由香港移居美国，从此她的写
作大部分都在美国进行，因此，本文将移民美国后

的张爱玲归入流散文学（ｄｉａｓｐｏｒ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作家之
列。流散文学批评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发展起来的
一种研究流散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的理论

取向。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的维杰伊·米施拉

（ＶｉｊａｙＭｉｓｈｒａ）认为当代流散群体应包括下面几种
情形：一是相对均一的被移置的社群，与当地的本

土／其他种族共同生活，对祖国有着明显的矛盾心
态（如在南非、斐济、毛里求斯、圭亚那、特立尼达、

苏里南、马来西亚等地的印度流散群体以及在马来

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裔流散群体等）；二是以自

由移民为基础并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新流

散群体（如战后在英国、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大

利亚的南亚、华裔、韩裔社群）；三是任何认为自己

处于权力外围或被排斥在分享权力之外的移居者

群体。［１］

比照以上三条，对故土留恋而又难以适应，对

执政政府抱怀疑态度而依照美国１９５２年颁布的难
民法令来到美国的张爱玲，显然属于流散群体的一

员，也自然流露出了主体身份建构的矛盾。初来乍

到，除了生活上的挫折外，张爱玲的事业发展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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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顺利。以小说集《传奇》传奇般地叩开事业大门，

在上海迅速大红大紫的张爱玲曾是如何的集万千

读者宠爱于一身，但在美国社会，她却并不为人所

知。原因很简单，美国读者哪里看得懂吊诡华丽、

精致哀艳的中文小说，虽然张爱玲英文功底深厚，

文辞考究，文学创作之始就写过不少英文小说，如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Ｆａｓｈｉｏｎｓ（《更衣记》）就深受当时在
上海创办面向居住在此的欧美人士群体的月刊《二

十世纪》主编克劳斯·梅奈特（ＫｌａｎｓＭｅｈｎｅｒｔ）赏
识，但她在美国创作的 ｔｈｅＲｏｕｇ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北地
胭脂》（原名ＰｉｎｋＴｅａｒｓ《粉泪》）被Ｓｃｒｉｂｎｅｒｓ公司拒
用，她将台湾作家陈纪滢的中文小说《项狄传》改写

为英文，名为ＦｏｏｌｓｉｎｔｈｅＲｏａｄ，但也并没有被一直
支持与帮助她的美国代理人勒德尔采用，直到１９５９
年在美国新闻处资助下，才在香港出版。

可见虽然张爱玲希望被美国读者所接受与喜

爱，也精心创作了不少作品，但依旧事与愿违。加

之张爱玲一向认为“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

家”，［２］１０３性格十分忧郁。ｔｈｅＲｏｕｇ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北地胭脂》）被拒用后，张爱玲十分沮丧，病倒在

床。据刘川鄂所著《张爱玲传》记载，在彼得堡的一

个晚上，张爱玲梦见一个陌生的中国作家在美国声

名鹊起、备受关注，而名噪一时的自己却在美国孤

单冷清、徒劳无功。第二天她给赖雅讲述这个梦境

的时候不禁潸然泪下。可见张爱玲的失落感和渴

望成功的愿望之强烈。

所有这些现实的因素，都不可避免地会让漂泊

异乡的张爱玲与那个她已经远离了的中国之间的

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隐秘，而这正是《同学少年都

不贱》创作时的基本背景。

　　一　故人旧事：《同学少年都不贱》之原型探究

　　《同学少年都不贱》（２００４年由皇冠出版社初
版）描写了一对少女时代的好友恩娟和赵钰由于人

生轨迹的差异而心生罅隙、亲密不再的故事。由于

主人公赵钰的流散经历与心理，使得这篇小说具有

明显的流散文学特质。下文从原型探究和主题意

蕴两个方面分析此文。

关于恩娟，我认为有不少方面化于张爱玲少时

好友炎樱，一方面是由于张爱玲有书写自传体小说

传统，如中文小说《小团圆》、英文小说 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ｆ
ｔｈｅＰａｇｏｄａ（《雷峰塔》）与 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易
经》），人物皆有原型；另一方面是因为映照关系确

实相当明显，当然不是完全照实的描摹，必然经过

了艺术的加工与改造。譬如“恩娟人缘非常好，入

校第二年就当选级长”，现实中的炎樱在圣约翰大

学是优等生，校方指派的学生长，品学兼优，人缘

好，风光无限，连炎樱自己也自称“世俗社会的栋

梁”；［３］“恩娟喜欢在蚊帐里枕上举起双臂，两只胳

膊扭绞个不停，柔若无骨，模仿中东艳舞，自称为

‘玉臂作怪’”［４］４２１。“她又有喜剧天才，常摆出影

星胡蝶以及学胡蝶的‘小星’们的拍照姿势，翘起二

郎腿危坐，伸直了两臂，一只中指点在膝盖上，另一

只手架在这只手上。中指点在手背上，小指翘着兰

花指头，一双柔荑势欲飞去，抿着嘴，加深了酒窝，

目光下视凝望着，专注得成了斗鸡眼”［４］４２２，这些似

乎都是照着爱戏谑讽刺的率性炎樱描摹的。张爱

玲在《炎樱语录》中就曾描述炎樱“会说俏皮话”，

并且炎樱的大胆令以大胆著称的作家也望尘莫及。

而恩娟一句打趣的“你那个但尼斯金从来没张开嘴

笑过，一定是绿牙齿”也酷似调皮喜人的炎樱语体。

“恩娟单眼皮，小塌鼻子，不过一笑一个大酒涡，一

口牙齿又白又齐。有红似白的小枣核脸，反衬出下

面的大胸脯，十二三岁就‘发身’了，十来岁的人大

都太瘦，再不然就是太胖，她属于后一类，而且一直

不瘦下来，加上丰满的乳房，就是中年妇人的体

型”，［４］４２０而“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

的危险”，［２］１４９外形十分相像。

赵钰的原型正是张爱玲本人，《同学少年都不

贱》中赵钰因不服从包办婚姻被禁闭在家，而张爱

玲本人也曾因为继母挑拨与父亲产生激烈冲突被

关禁闭；赵钰的母亲最终私下贴钱让她跟姨妈住，

而张爱玲从父亲家中逃出后也是由母亲抚养的；赵

钰不喜欢小孩，照看恩娟的小孩时嫌他爬来爬去麻

烦，居然模仿在鸟笼上罩黑布的方法摊开报纸压在

他身上。张爱玲自觉拖累了离婚无依无靠的母亲

而心中不安，她说：“看得出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

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

怀疑着”。［５］怀疑与自我怀疑严重困扰《小团圆》中

原型为张爱玲的九莉：“从来不想要孩子，也许一部

分原因也是觉得她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

她母亲报仇”，［６］２８３而对于堕胎的死胎的描写更是

触目惊心：“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

男胎，在他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长，毕直地欹立

在白瓷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

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画

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的不合比例，

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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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６］１５７赵钰“白雪公主的后母”似的做法与由于

赖雅坚决不要小孩（他称孩子为’ＴｈｅＴｈｉｎｇ’），张
爱玲被迫接受人工流产不仅损伤了身体健康，也给

她心中留下了一道难以弥合的阴影。她看到别人

的孩子便要联想起这一段苦痛的不堪回忆，无法对

孩子萌生正常的母性色彩的感情。就连看到孕妇

的大肚子都会有奇异感：“可是她的肚子即大又长，

像昆虫的腹部，尽管不去看它，那蓝色也浸润到眼

底，直往上泛”［７］。“剑妮大着肚子，天暖没穿大

衣，把一件二蓝布旗袍撑得老远，看上去肚子即大

又长，像昆虫的腹部。九莉竭力把眼睛顶在她脸

上。不往下看，但是她那鲜艳的蓝袍实在面积太大

了，尽管不看它，那蓝色也浸润到眼底，直往上泛。

也许是它分散了注意力，说话有点心不在焉”。［６］６４

赵钰在美国以做卑微的传译员谋生，张爱玲也曾迫

于生计，不断地从事翻译工作以贴补家用。赵珏

“不会说上海话，听人家的‘强苏白’混身起鸡皮疙

瘩，再也老不起脸来学着说。国语发音不好，也不

好意思撇‘话剧腔’”。［４］４２１这活脱脱就是自尊心奇

异的强的张爱玲，她曾在亚纪实作品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
Ｐａｇｏｄａ（《雷峰塔》）中写道：“Ｗｈｅｎｈｅｒｍｏｔｈｅｒｗａｓ
ａｗａｙａｎｄ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ｗａｓｓｏｓｅｃｒｅｔｉｖｅａｂｏｕｔｉｔ，ｓｈｅｄｉｄ
ｎｏｔｗａｎｔｔｏｋｎｏｗａｎｄｄｉｄｎｏｔｃ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ｗｉｔｈｈ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Ｌｉｋｅｓａｖａｇｅｓ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ｂｏｒｎｗｉｔｈａ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ｎｓｅｏｆｄｉｇｎｉｔｙ”，［８］离开了母亲的小孩子应当是无
时不刻想着母亲的，然而幼时的张爱玲因为大家都

对母亲出洋态度神秘而萌生了奇异的自尊心，索性

不想不问，这是非常罕见的，此时赵钰的敏感多疑

也是张爱玲真实心绪的流露。

关于赵钰与恩娟的关系，笔者认为并非仅仅是

恩娟怠慢了赵钰有错，赵钰经过多年跑单帮、做传

译员的不稳定的生活、与家庭的决裂、两段破碎的

爱情，心中积郁颇深，虽然保持了人格的独立、爱情

观的纯净，面对恩娟占据了精神优越感，但同时颇

为矛盾的羡慕她随夫而贵、生活优裕而自觉有“云

泥之感”。这种矛盾心理，张爱玲曾经多次表述过。

在散文《童言无忌》中，张爱玲写道：“这一年来我

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

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

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

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

的苍凉”。“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

十七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岁，没用过一

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

气吧？”以及“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

度，那是严格的试验。”可见张爱玲虽然满足于自给

自足的职业女性生活，但是却品味到了苍凉感，并

且隐约觉得如果有个男人无条件地拿钱给自己做

零用钱，是爱的表现，自己多年来经济全靠自己，似

乎证明了感情上的缺失与不被爱。折射到《同学少

年都不贱》中，这种心理与极度自尊心使得赵钰在

与恩娟相处中臆想出种种罅隙，也一步步导致了二

人的疏离。

战后恩娟回上海与赵钰见面，赵钰提起自己北

上跑单帮，恩娟便道：“你也不容易，一个人，要顾自

己的生活。”而赵钰的反应居然是：“一句不咸不淡

的夸赞，分明对她十分不满。她微笑着没说什么。”

怎么会听出“十分不满”呢？这分明是恩娟作为女

友心疼赵钰的一声叹息，可见久别重逢，地位悬殊，

赵钰自己已在心中筑起了一道防护墙，要无时不刻

维护自己的自尊，以至于误读恩娟的好意。

之后赵钰出了大陆，写信给恩娟，打听去美国

的事，作为旧友的恩娟回信“非常尽职而有距离”，

显然没有表现出愿意帮忙，赵钰不免心生苍凉之

感，到了美国没有再去找恩娟。此次联络后，过了

十几年赵钰才又写信给恩娟，然而又是为了工作的

事，可见这些年来，两人根本没有感情交流，疏远是

再自然不过的事。

在极强自尊心驱使下，最后一次与恩娟见面时

赵钰已经变得过于敏感多疑、不合情理。恩娟写信

来说月底顺路带着小女儿来看她，而赵钰却“心里

不免想着，是否要有个第三者在场，怕她万一哭

诉？”恩娟登门那天却又并没有带着小女儿，赵钰却

又心中嘀咕“临时决定不下车？”正是在这种高度敏

感的心态下，才有了赵钰主观臆断恩娟对她的三次

不相信。

第一次是恩娟随口问了一句“你不是说有两间

房？”赵钰解释后恩娟“哦”了一声表示明白了，赵

钰却觉得 “那笑容将信将疑”，“倒像是骗她来过

夜———为什么？还是骗她有两间房，有多余的床，

结果只好一床睡觉，彻夜长谈？不过是这样？一时

闹不清楚”，竟至于觉得“十分暧昧，又急又气”。

第二次是恩娟说“也没什么，我可以乘飞机来

两个钟头就走，你带我看看你们房子，一定非常

好。”恩娟淡淡的笑道：“你想是吗？”赵钰却马上想

到：“反正不是说‘你想我们的房子一定好？’而较

近‘你想你会特为乘飞机来这么一会？’来了就不会

走了。”并且下了结论：“华府中国人的圈子小，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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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一定会到处去讲她多么落魄。人穷了就随便说

句话都要找铺保。这还是她从小的知已朋友。”

第三次是恩娟黯然道：“我父亲给红卫兵打死

了。他都八十多岁了。”赵钰觉得这种事无法劝慰，

只得说：“至少他晚年非常得意，说恩娟现在好得不

得了，讲起来那高兴的神气———”后来自己也觉得

这话讲得不合时宜、缺乏感情，于是“声音微弱起

来，缩住了口。”因为恩娟的父亲就是因为几个儿女

都在美国飞黄腾达才死得这样悲惨。因此恩娟锐

利地看她一眼也在情理之中，而赵钰却心想：“虽然

这话她一出大陆写信来的时候就已经说过，还是以

为是她编造出来的，借花献佛拍马屁。也许因为他

们父女一向感情不好，不相信他真是把女儿的成就

引以为荣。”并且觉得“特别刺心”，完全是疑神

疑鬼。

尤其令赵钰最耿耿于怀的是，她和恩娟往市中

心广场走的时候，可能是此处的繁华勾起了恩娟对

于上海纸醉金迷的往日回忆，她对赵钰说：“那汪嫱

在纽约，还是很阔。”汪嫱是日据时代的名交际花，

赵钰以为这弦外之音是人家虽然名声狼藉，至少落

下一大笔钱，暗讽自己既没名声又没钱，觉得十分

刺耳，于是“只似笑非笑的没接口”。可见其神经质

似的忖度恩娟的潜台词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

程度。

现实生活中，张爱玲与炎樱之间的关系也如出

一辙。在港大时，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好到张爱玲

的母亲都请炎樱来住处喝茶。两人香港沦陷后结

伴回上海，途中炎樱将自己的一大笔钱缝在张爱玲

衣服中请她保管。张爱玲与炎樱谈笑风生、时有合

影，还请炎樱为自己的文章设计封面。１９５５年张爱
玲初到美国乘火车与炎樱相会，在她介绍帮助下得

以入住“救世军”女子宿舍。１１月张爱玲邀炎樱一
同去拜访胡适，胡适夫妇都很喜欢炎樱，十分愉快。

不久后的感恩节，炎樱携张爱玲去一个美国女人家

吃饭过节，气氛热闹，张爱玲非常开心。但她们的

融洽关系只维系了这短短的时间。８０年代炎樱和
夏志清来信，由于张爱玲彼时频繁搬家并受疾病所

累，夏志清的信３年后张才拆阅，炎樱的信也一样。
１９９３年炎樱致信张爱玲，有言曰：“你有没有想过
我是一个美丽的女生？我从来也不认为自己美丽，

但Ｇｅｏｒｇｅ（炎樱丈夫）说我这话是不诚实的———但
这是真的，我年幼的时候没有人说我美丽，从来也

没有———只有Ｇｅｏｒｇｅ说过，我想那是因为他爱我。
我父亲没有说过，我兄弟没有说过，你是我最要好

的朋友，也没有说过，那我怎么觉得自己美丽呢？”

炎樱的丈夫是一位富裕的船商，他们不仅生活优

裕，而且在古稀之年依旧称赞炎樱美丽，可见感情

之深厚。现实中的炎樱比小说中身居尊位，但最后

与丈夫分居的恩娟还要两全其美，赵钰的“云泥之

感”也正是张爱玲感情遭挫、晚景凄凉的一声嗟叹。

美丽与哀愁的文坛奇葩张爱玲常年经受病痛折磨，

于１９９２年交给好友林式同一份遗嘱，在１９９５年辞
世后，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公开了遗嘱，主要有以下

内容：“死后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遗体。不举行任

何葬礼仪式。骨灰洒向空旷无人处。遗物全部寄

给宋淇先生。”［９］张爱玲曾与炎樱形影不离，并在先

后与胡兰成、赖雅的婚姻中请炎樱担当旁证人，可

见关系至亲，然而此处只字未提炎樱，曾经的“双

声”不在，孤鸿各自单飞。

身处美国的张爱玲，以故人旧事为题材，将自

己的回忆和虚构组织进了这部《同学少年都不贱》

中。这表明那个她已经远离了的“中国”仍然在以

某种方式为她提供精神资源，仍然没有割断与她的

精神联系。

　　二　重建自尊：《同学少年都不贱》之主题意蕴

　　《同学少年都不贱》题目化用杜甫《秋兴八
首·其三》中的“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

肥”。改了一个“多”字。杜甫的“五陵裘马自轻

肥”出自范云《赠张徐州谡》这首诗中的 “裘马悉轻

肥”。而“裘马轻肥”的总出处是：《论语·雍也》：

“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后以裘马轻肥形容

富贵者放荡不羁的生活。《秋兴八首·其三》整首

诗是这样写的：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

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

这首诗的首联和颈联铺设了一个宁静、清冷的

氛围：千家万户都沐浴在宁静的朝晖中，“我”每日

登上江楼，坐看青翠的山峰。已经泛舟湖上一天的

渔人依然在水上漂流，已是清冷的秋天了，然而燕

子还在空中翩翩飞舞。

诗人的心情如同这环境一般冷清，然而又是宁

静的。冷清是因为就如同敢于直谏的匡衡功名未

得进益，致力于传经的刘向事与愿违一样，自己因

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并常年

漂泊流离，如此才华横溢，贵为“诗圣”，却如此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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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然而杜甫的心情又是宁静的，他以国家安危为

己任，认为诗人应当坚持独立的人格，而不是趋炎

附势，他“独耻事干谒”，对文人写干谒诗做出了反

思，因此他即使是写干谒诗求官，也有超然之气。

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的“自谓颇挺出，立

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常拟报一

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二句

多么浩荡高标，不见一点阿谀奉承。因此，杜甫获

得的是精神上的宁静，是对世俗小人的心理优越

感：“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且让你们

富贵吧，我虽清贫，但并不比你们低一等！张爱玲

题目化用词句的意蕴也在于此。虽然恩娟位尊身

荣，但与丈夫不过是“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ａｓｓｉｏｎ”（理智的
激情），相当于“合伙做生意”，而且最终也与丈夫

感情破裂。在赵钰眼中，恩娟“刚上船，微呵着腰跟

镜头外的什么人招呼，依旧是小脸大酒窝，不过面

颊瘦长了些，东方色彩的发型，一边一个大辫子盘

成放大的丫鬟———当然辫子是假发”，暗示了恩娟

的繁华都是过眼云烟，是假的。青丝在中国文化中

象征着青春，赵钰点破了恩娟戴着假发，也等于是

不屑于她拿青春换了名位，“一辈子都没恋爱过”，

保持了自己的精神优越感。

同样化用杜甫诗句“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

马自轻肥”为题的还有范烟桥的短篇小说《同学少

年都不贱》。小说中的程博士虽学历高为博士，但

教书生涯清贫。看到原本一同在东方大学教书的

同窗刚刚进大通银行就做上了人事科长，攀上了大

通银行董事长做丈人，变得风光无限，不禁唏嘘又

嫉妒。但四天后的道喜聚会上，在见过各位出人头

地的老同学后，程博士“回味到各个老同学的谈吐，

各个老同学的处境，觉得老杜的‘同学少年都不

贱’，有着无限感触。他把自己和他们比较一下，反

而心安理得，以为这大学教授的生涯，于他没有什

么不满足，他的命运早已注定，决不希望什么‘五陵

裘马自轻肥’了”。

由此看来，“同学少年都不贱”这一表述的原

型，就是人们在面对富贵尊荣时摆脱身份危机、重

建自尊的诉求。而张爱玲的这一故事，在某种程度

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自我的寓言。

在美国，面对身外的繁华，作为一个来自东方

的黄皮肤的流亡者，大多数人恐怕都会有自卑情

结，而张爱玲在内心或许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

此，重建自尊对她来说尤为重要。在这个时候，杜

甫的这句“同学少年都不贱”或许最能表达她的心

声。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张爱玲在表达这种

自尊的诉求时，并不是简单地把自己投入到东方中

国的怀抱中。小说中“东方色彩的发型”的恩娟，恰

恰是其精神上的对立面。这或许暗示她又在故意

割断与故土的联系，这恰恰是流散文学的典型

特征。

苍凉是张爱玲小说的整体审美基调，［１０］悲观

也是张爱玲性格的主要基调。张爱玲如同很多流

散文学作家，在处理自己与“故乡”的关系时，常常

采用扭曲的办法，即表面上疏远、反对、批判，但实

际上，是因为想要接近那个存在于他们心目中的更

为真实的、更加理想的“故乡”。《同学少年都不

贱》正是如此，以“平淡而近自然”的文风精到地把

握了流散人生的残缺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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