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尾香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凤尾香罗》

13位ISBN编号：9787801487599

10位ISBN编号：7801487591

出版时间：2005-04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高阳

页数：33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凤尾香罗》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所著书的名士、名侠系列中的其中之一。

高阳的文笔，关于历史掌故，向来以内涵深刻、文字流畅、故事曲折、情景逼真并且人物性格鲜明生
动而广受读者喜爱。本书写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精彩故事，高阳由他的无题诗中，勾画出一段不为人
知的动人情缘，也铺陈出诗人的心事抑郁、宦途冷淡的半生故事。

Page 2



《凤尾香罗》

作者简介

高阳：（1926―1992），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
族。当时，许氏不但为地方上的望族，并且，起于清雍正至清末，家族中出过三位翰林、四位举人，
因此，高阳乃出身书香名门之后，更是堂堂的官家子弟。拥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母亲黄婉同是富贵人家的大家闺秀，非但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
，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
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大学未毕业，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
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
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
说。1962年，高阳受邀于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此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
作的滥觞，尔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
确立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由于，高阳曾因战争中断了学业，也并正统文史科出身，晚年时的他在《我写历史小说的心路历程》
一文中谦冲的表示：「我的历史小说，不为学院派所重」，然而事实上，30多年来辛勤笔耕的每部作
品，不但频频在文坛上引发热烈的讨论，读者群更遍及了全球华人世界。

作家杨明先生曾写道：“写人情，高阳写出了怨而不怒，冷静客观的气质；写斗争，高阳切中了权力
欲望对人性的腐蚀；写风格，高阳更为读者勾绘出一幅绚丽壮阔、气质非凡的景致，堪称一部民俗变
迁史。然而，高阳的作品不仅在质上获得了肯定，产量更是惊人。”高阳的历史小说不仅注重历史氛
围的营造，而且擅编故事、注重墨色五彩，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一
生著作一共有九十余部，约10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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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尾香罗》

精彩短评

1、我还是喜欢李商隐的,但是不喜欢高阳这么写
2、我倒不觉得高阳笔下的李商隐就俗而差劲，这才是真实的李商隐。幻想总归是幻想
3、真是考诗词功底啊。很欣赏高阳写史的文笔，一段正史夹杂一段野史，而野史中描绘的无非市井
小事，却写得相当有烟火气。
4、一般吧。
5、高阳向来典故芜杂，此等功夫用来写义山正合适不过。
6、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
7、长恨此身非我有，情不如人愿，未必是坏事
8、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
　　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
　　 
　　有些书，遇到了买下，买下了翻开，翻开了读罢，读完了长叹。难得能遇到她，亦难得会买下，
再难得翻开长叹罢了又罢。
　　 
　　年前看龚鹏程自述，提到高阳，龚对高阳执弟子礼，于是知道高阳和古代文化是有关联的一个人
。偶然得到他的这本小说《凤尾香罗》，在完全不了解内容的情境下开始看，断断续续三两个星期，
昨天看完。 
　　 
　　熟悉李商隐诗的人，看到书名，大概就会猜到这本书的主人公。我对李商隐的概念完全停留在“
春蚕到死丝方尽”上，所以看了好几页，才明白，原来这是在说他啊。
　　 
　　一开始读，也觉得没什么兴味，无非是据李商隐的一些史料，戏说他的情事。后来越看越觉得有
意思，高阳和一千多年来的无数中国人一样，喜欢李商隐的诗，并去揣摩臆想他诗词背后的艳遇。与
单纯的艳遇小说不同的是，高阳把李商隐的心理矛盾，感情环境还原，将原来诗中隐藏的情感线索变
换成小说中实实在在的人物。更有意思的是，高阳还从李商隐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在诗中掩藏他的真
实心理感受，看这些段落，自己也仿佛成了作诗的人。
　　 
　　在我来看，这些情景和情境的还原，是这本小说的精华所在。喜欢古诗的人不少，以自己的想法
去解古人的诗意也很好，难得的是，把这种想法凝聚成一种新的个性，假托古人的创作过程，来实践
自己的新的创作。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注意，我对李商隐的诗完全不了解），作者的这种还原，让人
能够窥见一个模拟场景下，中国古代最优秀的爱情诗人，是怎样从他的环境，学识，以及最最关键的
“对爱情的体悟”中，用汉语凝聚至精的语句。再说另一端，高阳还有条件以小说的形式来写千年前
的诗人，而且写得还不坏。不管怎么说，他作为20世纪的中国传统文人，与古代文人的衣钵相依，也
能从这本书，也许还有其他的历史小说中看到端倪。如果他以诗词或者其他大多数当代人看都不看的
形式，更不可能将这种半私人，半公共的想象力传播出去。⋯⋯不过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就算有九
千九百九十九本无人问，我独看到这一本，别人的得失，与我有何干。
　　 
　　扯得远了，至于书中的其他内容，比如常常跳开剧情，说起来唐朝武宗年代的宫廷之变，昆仑奴
的传奇，横跨多页，那就是在凑字数了。对于李商隐诗词中的典故出处一一细解，也影响了小说本身
的叙事，虽然作者的本意是好的，对于普通读者，不解释那些典故，我们死也不明白他们在文字背后
的涵义。不过说到叙事，这本书也是最后一章才有紧锣密鼓的剧情起伏，前面闲话俩俩，并没有太多
让人坐定以观，不眠不休的欲望。人物塑造方面，十四姨，也就是李夫人，大概是最成功的一位。相
对于历史人物+多情汉的男主角，中途重墨渲染的德兴和阿青两位下人显得有血肉多了。历史上李商
隐在夫人去世后写了很多怀念她的好诗，这本书因为结构的原因，这些诗都没有机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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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尾香罗》

　　下面是分章节的标题：
　　 
　　心有灵犀一点通
　　欲书花片寄朝云
　　郎君官贵施行马
　　十年泉下无消息
　　楚天云雨尽堪疑
　　洛阳花雪梦随君
　　
　　
　　@陈灼
9、笔法甚好，只是看完却徒然厌恶玉溪生了。
10、不是我所知道的李商隐
11、诗意
12、也许本来就没有超凡脱俗,我们曾经以为的，都是经过提炼和美化的精髓.
13、这是一本慢热型的书，需要心绝对的沉静，越往后读入迷。生活本就是起起伏伏，李商隐始终没
有遇到他的伯乐，也许这才是他才情源源不断的根本。很想梦回洛阳长安，亲身参与到他的生活里，
尤其是他的诗书生活。试想如他在生在现代，想象缤纷。
14、欲书片花寄朝云，可怜春半不还家。
15、呃。李商隐和小姨子的故事。。。。。。
16、再另。。我没看过这本书，不过对高阳印象一般般。。回头借我看吧
17、草草地过了一遍，因为实在不喜欢男主角的性格。。。
18、最后一页哭惨了我。。。
19、李商隐的诗，总有让你惊艳的句子。高阳一一道来，才发现其中用典这么多，读着有些费劲。以
桂堂东的恋情起，到十七姨死结束，结构很完整，但总觉得窄了些。
20、鸡的翅，羊的腿，三更的瞌睡，小姨子的嘴
21、书中的义山真不可爱
22、我还是很喜欢李商隐。感觉他比较闷骚。。。有种徘徊在世俗和精神世界的感觉。另外他还真是
比较色啊。。看他的很多诗。。。hoho。。男人对于肉体的欢喜
23、　　高阳写书典故芜杂，此等功夫用来写义山倒也合适。
　　李商隐与其妻妹之事，或者纯属作者一家之言。
　　然而写书者能将这段曲曲折折的感情，配上许多情诗一一道来，看书者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佳享受
。
　　
　　关于李，情诗固然缠绵悱恻，政治诗就不免有装深沉之嫌。
　　那首“换骨神方上药通”，用了那么多典故写如厕（一说堕胎），口气轻薄，令人不齿。
24、通篇的情事和政事关联不大，显得散乱，但细处精彩，注入对话，心理的揣度等等。关于诗的背
景穿插其间，对读解难懂的李诗有不少帮助。只是不知确否，抑或小说家言。
25、不喜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
26、李商隐情史。
27、很差！太多牵强附会！例如温庭筠，明明是绝代丑男，居然被高阳写成貌如潘安的美男，写历史
小说也不能太脱离固成事实吧？
28、谁没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期盼，谁没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的悔悟
    说得好
29、李商隐的情诗注解
30、　　原来很喜欢李商隐的，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诗很晦涩,晦涩又神秘,想是一个怎样的曲径
通幽?但高阳偏偏要把他掰清楚。掰清楚了，李商隐就成了一个极俗而差劲的典型仕途文人，那些诗,
也确实和&quot;獭祭&quot;的骂名有多大区别?真是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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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尾香罗》

31、挺不错的小说，当当上一折买的，本想着这个价格哪怕买了不看也不会浪费，后来在校车上闲着
没事拿来打发每天上下班一个半小时的无聊时间过程中开始翻阅，还是很有味道的呀
十多年前中学读李商隐的诗，发现名句很多，但是又看不太懂，抱了一本唐诗三百首看注释，发现有
一些句子连注释者都表示只能猜测李商隐的意思。高阳先生在本书里描写了李商隐的感情故事，虽然
不知是否确有其事，不过看看那时候的风土人情，真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32、又从图书馆倒腾出来翻了一遍><诗里那么幽深曲折的心思竟然能被梳理得这么有条不紊又合情合
理><~太崇拜高阳了><~
33、结局似乎太突然了
34、　　今天在外面吃晚饭，从新收的书里面随手取了一本历史小说看着消遣，没想到这一看就丢不
下手，什么其他的事情也都没顾上，花了大块的时间，把全书囫囵看完。
　　是台湾人写的书，讲晚唐诗人李商隐和其小姑之间的辗转情事。明里是情事，中间还是穿插了不
少官场得失，中国人的故事，多少脱不掉这一点干系。李商隐的诗向来晦涩难解，难为作者把那些典
故都一一罗列，全部编排到故事里去。白居易，柳公权，杜牧，温庭筠，韩瞻⋯⋯本来是唐诗三百首
上供人瞻仰的典范，现在却在书里翻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叫人不得不无端感慨。
　　
　　我看小说，若是不耐烦时，多半会翻到最后一页把结尾看完，好奇心得到满足，再折返去详细了
解个中情由，这一次，却在曲折笔墨中忍了下来，慢慢读到结尾，心里好一番怅然。那个年代，虽然
看得到的多是盛唐气象，意气风发，但真正身在其中的滋味，外人都不足道，何况我们这样隔了一两
千年的后人呢。
　　当然最直接的感触，还是为了书里出现不多的各个女性角色。我们何其有幸，生在这个年代，又
何其不幸，还是在这个年代。
　　但说得最浅白的，至少，多了许多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吧。
　　
　　唐诗和宋词，说起来惭愧，虽然从小就读，却没几首真正读上心去。李杜尚不胜解，更不要说李
商隐这样言必称典的做派。那时候小小性子，最爱的也不过是刘禹锡和苏轼，读过他们的诗词不多，
每一首，都觉得是豁达情怀。王维的幽篁里，还有其他几首五言，也看在眼里，谨记在心，但他的出
世，不是我们这样入世的人可以企及的吧。
　　
　　而何止李商隐呢。官场，情场，多少年来，世人还是一直为这最庸常的两点所苦吧。
　　
　　冰箱里的甜椒快坏了，明天早上不能再偷懒，要起来做便当，甜椒炒肉和日本豆腐。红尘扰攘，
我也不过是其中一份子。这样想，抛去惆怅不看，倒也释怀。横竖不过一生，有什么值得自寻烦恼的
事呢。
　　
　　每日睡眠大概只是七小时。想做功课，想看书，想玩，想看风景，想着有太多事情要去做，对这
俗世，充满了热爱。
　　
　　而明天，大概要为了我念念不忘的基督山伯爵再度发狂了吧。
35、真好啊、
36、没把李商隐的诗人经历很好地表现出来。
37、竟然真的编圆了那些诗+1，但总的来说有点韩剧向~
38、难得他把几首无题的意思都编圆了。
39、OK了
40、一首詩能考證出一個故事，這份功力。
41、我觉得写得很好啊，现实就是这么无情的～
    本来对李商隐只是一般喜欢，看完这本书觉得他就像是一个老朋友，理解他的挣扎与无奈。。。
42、　　高阳的小说看得不多，这本《凤尾香罗》亦是老师推荐的。
　　今天刚刚看完，情节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起伏，没有揪人心结的片段，但是读完之后却感觉好似
有一团烟雾，慢慢的在心头化开，逐渐溢满整个心房。书中对李商隐一些诗的解读也颇有新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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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尾香罗》

虽是编的，可有时真的让我有“以假乱真”的感觉。
43、高阳作品最差的一本，唐人居然在乎什么寡妇婆婆掩盖奸情还羞愤自杀真是醉醉的。毫无唐风，
纯粹是披了个李商隐皮的晚清故事，原因就像相声里的笑话：算命只算属虎的、快板只说“前面来到
了棺材铺”，因为“就这套词熟”！
44、李商隐 
45、　　          也是周末的晚餐后开始重拾，百无聊奈、心情寂寥。
　　
　　      很想问问作者这里面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或者可拷的依据。看到描写义山得知十七姨未得善终
那段，我忍不住哭了。噩梦成真，我宁愿相信潜意识里义山其实是有感知的，否则为何十七姨出嫁前
他会梦见她躺在棺木里！这大概也算是另一形式的永别吧。
　　
　　      始终认为十七姨先负了义山，其情不坚，又错付终身，才导致凄惨结局。反之，其情若坚又怎
样呢？看到她在杨家受尽折磨，心底的想法是当初你若坚持，即使没有名分，但至少有个真正疼惜你
的人。畸形的爱情至少也是真爱情，臆想中的面包未必属于自己的面包。
　　
　　     对于王夫人前期的隐忍，让人想起《紫阳花日记》里的志麻子。你瞧！不管哪个时代的女人，
都要面对相同的命题。隐忍，是女人必修的一门技艺。你可以学习王夫人的贤惠，也可以学习志麻子
的能干，但有一点，你必须聪明起来。
　　
　　     才情上乘的文人，品行未必上等。爱得真切，现实里却不敢迈步，空负两个女人！
　　
　　
　　
　　
　　
46、还可以吧，总算明白了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间的尴尬位置。高阳在里面说诗的部分不错。
47、高阳厉害！看透了人心，无论政治、历史还是情爱，写起来都能一样潇洒自如。
48、原来李商隐那句著名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是写给小姨子的.历史上的那些文人都不
是什么好东西.文艺界混乱自古有之,现在不比以前更乱
49、把故事串的很好，是对李商隐的几首著名的无题诗的解读，语言风格也一样流畅、合理，但不知
这个小姑相恋的故事是否真实？
50、　　李商隐一生中最好的情诗都是写给一个人的，从“春蚕到死思方尽”到“一寸相思一寸灰”
，这些最优美的诗句都是为一个人写的，她就是李商隐第二任妻子王夫人的妹妹-- 十七姨。十七姨聪
慧，善解李商隐的诗，也很欣赏姐夫的文采，诗以传情，暧昧之情也在诗中越来越浓，李商隐也把她
当作了唯一的红颜知己。
　　
　　后来的故事颇令人伤感，十七姨在画楼中的私情读来令人肝肠欲断，也使得这些最优美的情诗也
黯然失色，十七姨在欣喜和期盼中远嫁了，留给李商隐无穷的迷惘和悔恨，当李商隐把谜底解开后，
有了短暂的释然。
　　
　　可惜十七姨择人不肖，终至上吊至尽，含屈而死的十七姨离开了，自责自疚自愧的王夫人也在凄
迷中离去了，留给李商隐一生的惆怅和痛苦，那句“洛阳花雪梦随君”的期盼也只能留在来世再聚首
了，这些最优美的情诗也因为主角的离去，读来从黯然失色中又变得缠绵悱恻，更变得格外的伤感。
　　
　　千载之后，谁没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感慨，谁没有“相见时难别亦难东方无
力百花残”的惆怅，谁没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期盼，谁没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
海青天夜夜心“的悔悟
51、高阳写历史不错，但是不喜欢他对男女感情的观点，偏偏他每本书又很爱写男女之情
52、李商隐那些难懂的无题诗都被高阳解得入情入理，实属不易。但主人公因此也消解了光环，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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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尤其与委奴一夕云雨后，考虑该如何打发缠头费的辗转小心思，简直就是街头巷口那谁谁家的
中年大叔嘛
53、作者太喜欢臆测了
54、文学青年
55、神女生涯原是梦
56、李义山的诗评家都言晦涩难懂，颇有现代人引为象征派和朦胧诗的远祖。而其诗幽微隐晦，款曲
感通之妙，又非现代诗所能比拟。高阳的这部小说，情节最无跌荡，却以诗话入手，细细描摹本事，
读来如同玩赏浅雕的田黄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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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李商隐一生中最好的情诗都是写给一个人的，从“春蚕到死思方尽”到“一寸相思一寸灰”，这
些最优美的诗句都是为一个人写的，她就是李商隐第二任妻子王夫人的妹妹-- 十七姨。十七姨聪慧，
善解李商隐的诗，也很欣赏姐夫的文采，诗以传情，暧昧之情也在诗中越来越浓，李商隐也把她当作
了唯一的红颜知己。后来的故事颇令人伤感，十七姨在画楼中的私情读来令人肝肠欲断，也使得这些
最优美的情诗也黯然失色，十七姨在欣喜和期盼中远嫁了，留给李商隐无穷的迷惘和悔恨，当李商隐
把谜底解开后，有了短暂的释然。可惜十七姨择人不肖，终至上吊至尽，含屈而死的十七姨离开了，
自责自疚自愧的王夫人也在凄迷中离去了，留给李商隐一生的惆怅和痛苦，那句“洛阳花雪梦随君”
的期盼也只能留在来世再聚首了，这些最优美的情诗也因为主角的离去，读来从黯然失色中又变得缠
绵悱恻，更变得格外的伤感。千载之后，谁没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感慨，谁没有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方无力百花残”的惆怅，谁没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期盼，谁
没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悔悟
2、高阳的小说看得不多，这本《凤尾香罗》亦是老师推荐的。今天刚刚看完，情节没有什么波澜壮
阔的起伏，没有揪人心结的片段，但是读完之后却感觉好似有一团烟雾，慢慢的在心头化开，逐渐溢
满整个心房。书中对李商隐一些诗的解读也颇有新意。故事虽是编的，可有时真的让我有“以假乱真
”的感觉。
3、也是周末的晚餐后开始重拾，百无聊奈、心情寂寥。很想问问作者这里面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或
者可拷的依据。看到描写义山得知十七姨未得善终那段，我忍不住哭了。噩梦成真，我宁愿相信潜意
识里义山其实是有感知的，否则为何十七姨出嫁前他会梦见她躺在棺木里！这大概也算是另一形式的
永别吧。始终认为十七姨先负了义山，其情不坚，又错付终身，才导致凄惨结局。反之，其情若坚又
怎样呢？看到她在杨家受尽折磨，心底的想法是当初你若坚持，即使没有名分，但至少有个真正疼惜
你的人。畸形的爱情至少也是真爱情，臆想中的面包未必属于自己的面包。对于王夫人前期的隐忍，
让人想起《紫阳花日记》里的志麻子。你瞧！不管哪个时代的女人，都要面对相同的命题。隐忍，是
女人必修的一门技艺。你可以学习王夫人的贤惠，也可以学习志麻子的能干，但有一点，你必须聪明
起来。才情上乘的文人，品行未必上等。爱得真切，现实里却不敢迈步，空负两个女人！
4、今天在外面吃晚饭，从新收的书里面随手取了一本历史小说看着消遣，没想到这一看就丢不下手
，什么其他的事情也都没顾上，花了大块的时间，把全书囫囵看完。是台湾人写的书，讲晚唐诗人李
商隐和其小姑之间的辗转情事。明里是情事，中间还是穿插了不少官场得失，中国人的故事，多少脱
不掉这一点干系。李商隐的诗向来晦涩难解，难为作者把那些典故都一一罗列，全部编排到故事里去
。白居易，柳公权，杜牧，温庭筠，韩瞻⋯⋯本来是唐诗三百首上供人瞻仰的典范，现在却在书里翻
作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叫人不得不无端感慨。我看小说，若是不耐烦时，多半会翻到最后一页把结
尾看完，好奇心得到满足，再折返去详细了解个中情由，这一次，却在曲折笔墨中忍了下来，慢慢读
到结尾，心里好一番怅然。那个年代，虽然看得到的多是盛唐气象，意气风发，但真正身在其中的滋
味，外人都不足道，何况我们这样隔了一两千年的后人呢。当然最直接的感触，还是为了书里出现不
多的各个女性角色。我们何其有幸，生在这个年代，又何其不幸，还是在这个年代。但说得最浅白的
，至少，多了许多选择和决定的权利吧。唐诗和宋词，说起来惭愧，虽然从小就读，却没几首真正读
上心去。李杜尚不胜解，更不要说李商隐这样言必称典的做派。那时候小小性子，最爱的也不过是刘
禹锡和苏轼，读过他们的诗词不多，每一首，都觉得是豁达情怀。王维的幽篁里，还有其他几首五言
，也看在眼里，谨记在心，但他的出世，不是我们这样入世的人可以企及的吧。而何止李商隐呢。官
场，情场，多少年来，世人还是一直为这最庸常的两点所苦吧。冰箱里的甜椒快坏了，明天早上不能
再偷懒，要起来做便当，甜椒炒肉和日本豆腐。红尘扰攘，我也不过是其中一份子。这样想，抛去惆
怅不看，倒也释怀。横竖不过一生，有什么值得自寻烦恼的事呢。每日睡眠大概只是七小时。想做功
课，想看书，想玩，想看风景，想着有太多事情要去做，对这俗世，充满了热爱。而明天，大概要为
了我念念不忘的基督山伯爵再度发狂了吧。
5、高阳写书典故芜杂，此等功夫用来写义山倒也合适。李商隐与其妻妹之事，或者纯属作者一家之
言。然而写书者能将这段曲曲折折的感情，配上许多情诗一一道来，看书者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佳享受
。关于李，情诗固然缠绵悱恻，政治诗就不免有装深沉之嫌。那首“换骨神方上药通”，用了那么多
典故写如厕（一说堕胎），口气轻薄，令人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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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阳故事编得是不错的；不过如果不是因为书中时不时冒出的诗，以及令狐綯、温庭筠等人名，
很难想象写的是李商隐。高阳商人和官场写多了，书中市井味太重。以致于我觉得他笔下的李商隐，
不应该去写“沧海月明珠有泪，兰田日暖玉生烟”，而应该去写一些“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
衣”之类的句子。当然，这并不是高阳的错。李商隐的故事，或许还是和他的诗一样，朦胧点好。勉
强给义山诗安上一个不太动听的故事，正如非要说一袭华丽的袍爬了蚤子：或许真的有蚤子，但又何
必揭开它呢？
7、　　薄薄一本书，说的是李商隐家庭和仕途，两者间牵牵绊绊，观者莫衷一是。　　主要人物不
多，李商隐、他妻子和妻妹。事由起于李商隐与妻妹的私情，结尾，是妻妹惨死，妻子深悔自己处理
不当，含怨而亡。李商隐，仕途黯淡，只余胡妾养育儿女。　　依我看，万事缘由当然是李商隐与妻
妹的私情。他贪图两情相悦，内心之中又愧对妻子，因而迟迟不肯摊牌。只能jw诗文不断，倒让引荐
他的人误会他与自己的小妾有染，仕途受阻。高阳把李商隐的诗文串接于其中，不知与正史相较的真
假，但用得贴切。李商隐算是名士，但名士未必有情操，李商隐就是一例。倒也不是看此书才有这感
觉，他的诗，装饰气很重，俗丽哀怨，一读之下，就知道才气虽有，只缠绵于男女情事，哪里能有铺
垫仕途的情操。种种坎坷，咎由自取而已。　　不过高阳不太计较缘由。否则他为何以李夫人含怨而
死为结？他更在意的是这个结果。最终，李夫人如罪人般痛悔，倘若自己抛却心中的醋意，成就夫君
与小妹的好事，一来妻妹不会嫁予他人，被婆婆折磨至死；二来如果自己过身，孩子有姨娘照顾，不
得吃亏。　　再深想一层，又可以见识过程之中有多少巧合，多少不堪了。这妻妹和姐夫于诗文“心
有灵犀”，可他远离时，又一时糊里糊涂地和他人有了关系，不得不嫁。嫁去之后，婆婆虽恶，但导
火索居然不过是说她当年嫁前即有关系，心中有恨，就上吊为结。想去告官，也无法可管。　　所以
即便故事简单，然是是非非，终究是各人秉持自己偏好的看法罢了。　　高阳的书，人物写得很复杂
。再简单的事情，人物无论大小，心中的种种矛盾和思虑，都最终会上演一场起伏跌宕的戏。再不起
眼的小事，也能掀起场风雨。不管是唐朝还是今朝，总是这个样子。这是我偏爱他的原因。　　最后
讲讲这个书名，凤尾香罗乃是新娘出嫁，香罗青纱被扎成凤尾状的装饰。这名字看完后才觉深意。种
种潜在的矛盾和是非，都在这位小妹一嫁后，激化升级，成为悲中之悲，各人怨忧的结果。　　
8、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
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有些书，遇到了买下，买下了翻开，翻开了读罢，
读完了长叹。难得能遇到她，亦难得会买下，再难得翻开长叹罢了又罢。年前看龚鹏程自述，提到高
阳，龚对高阳执弟子礼，于是知道高阳和古代文化是有关联的一个人。偶然得到他的这本小说《凤尾
香罗》，在完全不了解内容的情境下开始看，断断续续三两个星期，昨天看完。 熟悉李商隐诗的人，
看到书名，大概就会猜到这本书的主人公。我对李商隐的概念完全停留在“春蚕到死丝方尽”上，所
以看了好几页，才明白，原来这是在说他啊。一开始读，也觉得没什么兴味，无非是据李商隐的一些
史料，戏说他的情事。后来越看越觉得有意思，高阳和一千多年来的无数中国人一样，喜欢李商隐的
诗，并去揣摩臆想他诗词背后的艳遇。与单纯的艳遇小说不同的是，高阳把李商隐的心理矛盾，感情
环境还原，将原来诗中隐藏的情感线索变换成小说中实实在在的人物。更有意思的是，高阳还从李商
隐的角度去考虑，如何在诗中掩藏他的真实心理感受，看这些段落，自己也仿佛成了作诗的人。在我
来看，这些情景和情境的还原，是这本小说的精华所在。喜欢古诗的人不少，以自己的想法去解古人
的诗意也很好，难得的是，把这种想法凝聚成一种新的个性，假托古人的创作过程，来实践自己的新
的创作。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注意，我对李商隐的诗完全不了解），作者的这种还原，让人能够窥见
一个模拟场景下，中国古代最优秀的爱情诗人，是怎样从他的环境，学识，以及最最关键的“对爱情
的体悟”中，用汉语凝聚至精的语句。再说另一端，高阳还有条件以小说的形式来写千年前的诗人，
而且写得还不坏。不管怎么说，他作为20世纪的中国传统文人，与古代文人的衣钵相依，也能从这本
书，也许还有其他的历史小说中看到端倪。如果他以诗词或者其他大多数当代人看都不看的形式，更
不可能将这种半私人，半公共的想象力传播出去。⋯⋯不过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就算有九千九百九
十九本无人问，我独看到这一本，别人的得失，与我有何干。扯得远了，至于书中的其他内容，比如
常常跳开剧情，说起来唐朝武宗年代的宫廷之变，昆仑奴的传奇，横跨多页，那就是在凑字数了。对
于李商隐诗词中的典故出处一一细解，也影响了小说本身的叙事，虽然作者的本意是好的，对于普通
读者，不解释那些典故，我们死也不明白他们在文字背后的涵义。不过说到叙事，这本书也是最后一
章才有紧锣密鼓的剧情起伏，前面闲话俩俩，并没有太多让人坐定以观，不眠不休的欲望。人物塑造
方面，十四姨，也就是李夫人，大概是最成功的一位。相对于历史人物+多情汉的男主角，中途重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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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的德兴和阿青两位下人显得有血肉多了。历史上李商隐在夫人去世后写了很多怀念她的好诗，这
本书因为结构的原因，这些诗都没有机会出现了。下面是分章节的标题：心有灵犀一点通欲书花片寄
朝云郎君官贵施行马十年泉下无消息楚天云雨尽堪疑洛阳花雪梦随君@陈灼
9、原来很喜欢李商隐的，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诗很晦涩,晦涩又神秘,想是一个怎样的曲径通幽?
但高阳偏偏要把他掰清楚。掰清楚了，李商隐就成了一个极俗而差劲的典型仕途文人，那些诗,也确实
和&quot;獭祭&quot;的骂名有多大区别?真是无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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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凤尾香罗》的笔记-第104页

        嗐！他突然省悟，若非虚情假意，说如何爱他的才，愿为他奉献一切，莫非还能率直自道，只为
花月良宵，难耐寂寞，故而自荐。
笑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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