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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异》

内容概要

本书解读了张爱玲的生平与文本。内容分序论、一位现代女作家之诞生、自我流放与心灵回归、在艳
异的空气中——散文、小说（一）——短篇、小说（二）——中篇、小说（三）——长篇等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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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
第一卷  序论
第二卷  一位现代女作家之诞生
第三卷  自我流放与心灵回归
第四卷  在艳异的空气中――散文
第五卷  小说（一）――短篇
第六卷  小说（二）――中篇
第七卷  小说（三）――长篇
第八卷  电影剧本
第九卷  小说考证与译注
附录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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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传奇
2、还是写毕业论文的参考书，名字很吸引我，内容一般
3、了解到名家都是有高深的思想的。。从此看书就挑剔了  这书可以
4、20元转
5、没有很刻意的褒贬，但是引用的太多太夸张。
6、亲自探访了张爱玲在美国生活任教的地方，接触到很多宝贵的一手资料，很可贵！而且这也是第
一部以张爱玲的散文创作独立成章的学术专著。
7、-_-写得还行评析尚且到位。就是到了末处有些累赘繁琐。春天是一个适合看爱玲作品的季节，看
她如泣如诉地表达女性不为人知的孤独与分裂，看她笔下的那些女子在纯真与现实自由与妥协中挣扎
蜕变⋯⋯
8、这本书，看了又看，主要是为了那时的论文
9、读过此书，对张爱玲的作品加深了一层理解，了解了张爱玲的女性主义，也更加佩服她的才华
10、了解张爱玲的
11、在一个超市买的竟然，貌似是苏果，清凉门那个，仅是为了凑一套。
12、封面像只蟒蛇着实让人不寒而栗
13、目前读过的张爱玲研究中最喜欢的一本。
14、分析角度很全，特别是在散文方面比其他研究者深入
15、作为学术性的书籍，可读性比较差，比较喜欢谈散文的那一章，私以为张爱玲的散文并不逊色于
她的小说。
16、没看过什么介绍张的书，但这本非常喜欢作者的角度，非常喜欢。
17、文笔好，视角丰富，值得一看
18、第九章竟然还把章名打错了，考证成了考试，不够严谨！
19、研究得很细，在小团圆出来前很多情节其实已经得到揭示 
但错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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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还是在大学图书馆里借的，当时还认真的做了笔记。读下来感觉是评价张爱玲的文本中较
全、较文艺性的一本。纯粹的从文学、文化的角度在评价，而非猎奇似的讲述其家族风云、或罗曼史
。作者的文字功底也不错，将张的作品按题材一一讲述、评点。唯一觉得欠缺的，我个人觉得中间有
些观点重复、矛盾之感。不过总的来说，作为一本文学评论还是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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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艳异》的笔记-第17页

        至于译注《海上花》，最早提到她的成就的就是林以亮，他在一九八三年〈翻译《海上花》〉一
文中提到，”爱玲的译法是字眼扣得准，行文流畅，绝不采用英美俚语，以免照成以华为美的印象。
”●●林以亮：《翻译〈海上花〉》，《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51-57页
但她的译注工作一直要到去世后才有人专门研究，如大陆学者钱伯城《谈张爱玲注释〈海上花〉》，
认为她不管吴语对白可译不可译，译好还是不译好，她不争论，只用行动表示“她的聪明之处便是只
做，不争论”。钱伯城倒是肯定张爱玲的注解，认为：“注则更有诗色，既具勇气，更具灵气。因为
本书的注，事实上带有批点的意味。《海上花》的世界虽已消逝，但却是张爱玲所向往的和怀念的。
她沉浸其中，她的批点自能独具慧眼，深入肌理，金圣叹批《水浒》，张爱玲批《海上花》，不一定
能相比，也可说是各有千秋。●●钱伯城：《谈张爱玲注释〈海上花〉》，《上海文汇读书周报》
，1995年。

2、《艳异》的笔记-第44页

        被监禁的经验令她提早想到死亡与孤独的终极问题，这是一个大多数人一生鲜少进入的经验与领
域，这个层面称之为悲剧的层面或绝对的层面。
如果说张爱玲是本世纪最擅长挖掘女性阴暗的深层潜意识的女作家，孤独与受虐的体验助长她对人性
阴暗面的了解，Philip Koch在《孤独》一书中所定义的独孤是：（一）独处；（二）意识中没有别人
的涉入；（三）带有反省性。●张爱玲一生坚持过孤独的生活，排斥人际关系，跟她幼年、少年时期
的孤独体验和对中国人群居生活的反感有关。●Philip Koch《孤独》，梁永安译，台湾立绪文化
，1997年，21页

3、《艳异》的笔记-第20页

        如前所言，全面性地探讨张爱玲的总体成就，必然要面临一些尴尬的问题：她的作品是否已完整
呈现？她的政治立场？她的文学定位？张爱玲是出入小说、散文、诗、剧本、评论五大文类的作家，
遗漏任何一项文类都将损及其完整性，所以本书企图总结前人的研究，重点摆在她的中国本位与女性
本位，以呈现这个现代女作家的精神面貌。

4、《艳异》的笔记-第34页

        从十七岁逃出张家之前，张爱玲居住过上海公共租界的清末民初大宅，这栋房子是李鸿章的女儿
李菊耦与张佩纶结婚的陪嫁，两岁时又迁居天津英租界的半旧花园洋房，八岁搬到上海武定路一所石
库房子，父母亲复合时住在陕西南路的一幢欧式洋房，父母离婚后，他们又搬到延安中路原名康乐村
十号的一所小洋房里，父亲再婚后搬回张爱玲出生的那栋公共租界中的大宅，那一年她十四岁。十四
年来五度迁徙，结果是父母离异，继母进门，又回到祖父母的旧居，她的童年在不同的房子里有不同
的际遇和感受。她对房子的感受特别灵敏，母亲喜欢花园洋房和公寓，父亲喜欢老式的宅院，这两者
是对比的两极，光明与黑暗，洋化与传统，自由与监禁，这后来在她的作品中都成为重要的象征。在
她出生的旧宅院，17岁的张爱玲在地下室被囚半年，直到1938年逃出。

5、《艳异》的笔记-第31页

        艳异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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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艳异》的笔记-第32页

        

7、《艳异》的笔记-第19页

        

8、《艳异》的笔记-第55页

        类似的景象，张爱玲是直接参与者，她看到的是人心的黑暗和不可救药，虽然她无意作为改革家
，但是她变成一个更能面对黑暗心灵的作家，而作家自己甚至比他人自私，因为借着别人，她触摸到
自己黑暗的心；但是鲁迅是透过影像的观赏者，他并未接受战争的侵害，他被激烈的民族主义和人道
主义充满，经由“观看影像”这个仪式，他被改造了，从而兴起改造中国人心灵的理想。
可以说张爱玲的《烬余录》是她对人性心灵观察的宣言，她不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越是直视它越觉
得无可救药。就是这个起点，区别了张爱玲与其他五四作家的不同。《烬余录》不是《忏悔录》，它
就像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上的宣言：“这本书既不是控诉，也不是忏悔。这只是实际报道糟战争
破坏的一代——即使他们躲过了榴弹。”●●雷马克：《西线无战事》，宣城译，国际文化公司
，1978年

9、《艳异》的笔记-第13页

        女性主义批评是本世纪下半叶最生气勃勃的批评理论，它对性别政治、身体与情欲、身分认同等
探讨，是对父权牵制的有力批评，但它的缺点也是它的优点，它并无完整的系统理论，让研究者找到
清晰的理论脉络，当然这使它可更自由地让批评者自由运用，并结合其他理论合并使用，如精神分析
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后殖民理论，它关照边缘与弱势文化，可说是最野心勃勃的批评尖兵。

10、《艳异》的笔记-第37页

        父母亲不和谐的婚姻大抵没有破坏她内心世界的秩序，大部分的时间她沉浸于阅读、绘画和观赏
电影。她对文字与影像艺术同样敏锐，三、四十年代的美国片和中国片，她都十分着迷，⋯⋯但她钟
情电影艺术，是把它们摆在文学领域之内的，她说：“如果电影是文学的小妹妹，那么卡通便是二十
世纪女神所赐予文艺的另一个玉雪可爱的小妹妹了。”●●《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年，493页。

11、《艳异》的笔记-第33页

        张爱玲诞生于一九二○年九月三十日，时间在五四运动隔年，与新红学同庚，一九二一年七月一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成立。同一年，小学国文课本采用白话
文。
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她比鲁迅晚生三十九年，跟民国第一代女作家丁玲、冰心、庐隐相比，她又晚
了十年。当她出生以及成长时期已经是一个新的时代，女留学生、婚姻自主、白话文、共产党、孤岛
上海、职业作家、好莱坞电影⋯⋯这些新加入的时代元素，与她前清遗老出身的家庭，恰是矛盾的两
极。

12、《艳异》的笔记-第9页

        “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胆。”“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
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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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是凄凉、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世有着广大的爱悦的。”●●沈启无：《南来随笔
》，《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80-184页。

13、《艳异》的笔记-第11页

        “在‘女性特质就是细节’的描述里，张爱玲那历史就是‘毁灭’和‘荒凉’的史观，得到最突
出的润饰。●●周蕾：《现代性和叙事——女性的细节描述》，《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台湾麦田
，1995年，第227页。
近来女性主义研究热潮，在张爱玲的研究上另开了一扇窗，一扫七十年代评家贬抑她作品思想之阴黑
与落后；如陈芳明在《毁灭与永恒中指出张爱玲的女性立场是：“她所要批判的无疑是‘男子的文明
’，封建社会对女子的迫害、羞辱、压抑与扭曲，张爱玲都钜细靡遗地写进她的小说。⋯⋯男性权力
的长期支配，已使女性本能地发展出一套求生的策略，女性‘夷然’地活下去。”● 又在另外一篇《
乱世文章与乱世佳人》中指出：“当许多作家在关心整个民族命运时，张爱玲选择了对个人命运的探
索。当其他作家都轰轰烈烈在凸显国家意识时，张爱玲揭示了什么是女性意识。”●陈芳明：《毁灭
与永恒》，《华丽与苍凉》，台湾皇冠，1995年，第229-233页。

14、《艳异》的笔记-第6页

        研究方法的改变也让研究者找到张爱玲的新价值，如她的女性意识及女性文体，又由于她曾生活
于上海和香港两大租界，对于殖民地的文化和风俗具有独特的视野和见解，成为后殖民与后现代研究
的极佳文本；而她提倡的小市民价值与通俗情节，又成为民间与都会文化的深刻展现。张爱玲的文学
价值还在继续发现中。

15、《艳异》的笔记-第52页

        “张看”加上“炎樱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视野，既从自身去看他国的文化，又从他国的文化反
照中国文化，虽然她是中国文化的本位主义者，同时她也是汉文化中心的批判者，她认为东南亚的人
种更有活力，华南一带的中国人是新兴的中国人，这激发她对人种与文化的研究兴趣。

16、《艳异》的笔记-第47页

        张爱玲的怪癖是“不肯见人，极端孤僻”，这种个性在作家中其实不算少数，这些人特别需要独
处，倾向自己满足自己，根据依恋心理学家的研究，儿时不时体验没有安全感的依恋之情，成年之后
就特别需要独处。●●Anthonv Storr：《孤独》，张嘤嘤译，台湾知英文化，1995年，91页

17、《艳异》的笔记-第18页

        

18、《艳异》的笔记-第45页

        “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张爱玲的叛逃，对她的生命有几
项意义，她逃出父权社会中作为女儿的位置，在心灵上杀父，也摆脱了社会规定的一个女儿的身份。
这一点她和萧红的经验相似，最后都把自身的伤害化作人性集体潜意识的邪恶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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