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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那么骄傲的女子飞在云端，却因爱坠落凡间，可她终究是属于天空的。
2、第一次读这本书，是我四年级的时候，我要死要活让我妈给我买这本书，看了多少遍都记不清了
3、张爱玲这个人有点搞不懂，以后再看看她的小说
4、怎么说呢 偏见了
5、读的哭了
6、较详尽介绍了张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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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张爱玲的书好似是读过但那时并没留下印象，色戒热播的时候，认真的看了原著小说，，还有如
此好的短篇小说，这里的好我是觉得带有很深的智慧的，中国的文字中就这样好像设计好似的，又好
像推理小说样，但已是更高层次的境界了。我是在看陈丹青的《多余的素材》中读到他写的胡兰成的
文字，及想到那本&lt;&lt;今生今世&gt;&gt;的书，很想买来一看，图书馆借了几次还没借到，就把有
关&lt;&lt;今生今世&gt;&gt;以及胡兰成和张爱玲情感的书拿来看，&lt;&lt;今生今世&gt;那本书也在当当
网上买到了。其它人所写据说源头都来自这本书中的&lt;民国女子&gt;，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情感历程。
先看了这一章，就看别人写的传去了。有所感，记之。&lt;&lt;海上花&gt;&gt;是张爱玲很喜欢并推崇的
一本古代小说，1894年出版，她认为&lt;&lt;海上花&gt;&gt;是旧小说发展到极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
最自负的结构，极度经济，读着像剧本，只有对白与少量动作。暗写、白描，又都轻描谈写不落痕迹
，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
上海妓家，并无艳异之感，在我所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看完张爱玲的传，女子如花是很
多的，但要找一种花来形容的话又很难从自然中找出。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小姐，虽然家道中落，但那
种贵气还是不自然的流露出来。从小被视为天才，三岁背唐诗，七岁写了第一部小说，九岁投稿。在
香港大学时征文比赛用的标题是《天才梦》，虽然是第十三名，文集却用的是她的标题。郁郁不欢。
花一开便让人如此耀眼，喷香扑鼻。直到见了胡兰成“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
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相片是以前在天地杂志上已看过的那张。如果说身外的花一开
始就耀眼开放―――内心的花到这里才开始开----出名早。“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
，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色蓝的小窗户，人
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
太贵了，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啊。”有天才和少女才有如此美妙的想法。见了胡兰成，便
要低，是那棵大对吗?显出花低来。胡兰成又是谁呢，让我们娇贵的花低去。据记是汪伪政府《中华日
报》的主笔，可是人家已是有家室的人，我们的张爱玲也低去了。海上花不是百花园中的花，常人的
标准对她来说是没用的。只要能让他低，让她心思欢喜，俗世的标准是没用的。后来日本投降，胡兰
成成为汉奸隐姓埋名去浙江的中学任教，张爱玲也看到胡兰成又有好几个相好，还是亲去温州当面看
这个人还爱不爱，当然只能失望而回。先不说胡兰成的品性。但张爱玲是全身心用心去爱的，不管胡
兰成是不是汉奸，对自己不忠。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终归是不安稳的。岁月也不静好。这就是
海上花的殘缺，如同她年少时看《红楼梦》后四十回看出不对的地方一样，有殘缺也许更美。就如《
海上花》这本小说一样。海上花的爱是发自于心，注重于精神的交流，俗世的标准在这里是落花流水
。是花总是招人的，喜欢穿奇装异服，看到这一幕很有感触，就是上海解放后召开第一次文代会，其
它人都是穿的蓝色和灰色的衣服，只有张爱玲穿着旗袍，外面披着网眼白衫,显得是那样的美丽和突兀
，美也有在不美的地方不适宜的。也是这次会后，她选择了去香港继续学业。无柰吧，个人的生活方
式完全不适应于这个时代和社会。当时的夏衍柯灵对没能留住张爱玲表示遗憾。如果真留住了还是不
是张爱玲，十年的时候不知她能过的去吧。在美国虽然也是孤寂后半生。花儿是调谢了。但是很凄美
的。八卦一下，据传中是说她是1920年9月30日生于上海，按照星座的说法是天秤的女子，这种类型的
女子很高贵的，最是爱美了，公平。张爱玲也喜画画，很多书的封面和图都是自己画的，对美的理解
有自己独到的观点。比如喜蓝绿色，按照心理学上性格分类，是蓝绿性格，不是很爱热闹。很聪明的
，考试得奖学金，大学是远东第一名，在港大也是第一名，有位教授说没给过这么高的分的学生。才
女非凡人。也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我不太喜欢音乐。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
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比如她喜欢林风眠的画，她认为那些宝蓝衫子的越南\缅甸人
像，有着极圆熟的图案美。她认为色泽的调和，中国人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和谐”两规矩――
―用粗浅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两种不同的色，其冲突倾轧是非常显著
的;两种绿越是只推板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种可喜的刺激性。或是太直率的对照，
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枝似的，少回味。中国人从前也注重明朗的对照。有两句儿歌：“红配绿，看不
足；红配紫，一泡屎”现代人往往说从前的人不懂得配颜色。古人的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
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我们已经忘记了以前所知道的。看到这句
话，我觉得对现在的人适用，“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市文化中的人，总
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往是第二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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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现在好像都是生活的戏剧化先行
，后才有生活。没有伴同生活而来的得到的各种感受和感觉。总的说来，她实现了她人生的花样的绽
放和调谢，自由的挥洒，虽然有种种残缺。但在常人看来，无疑不是一种完满的人生，婚姻不顺，无
儿女，晚年无所依托。对姑姑可以20几年没信，弟弟后来也进断时续。不见人，不回上海。然而这就
是她，海上之花－－－－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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