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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的二次婚姻揭秘》

内容概要

本书是“长篇纪实文学系列丛书”之一，该书系以介绍名人背后的女性故事为主。这些作品全面、系
统的揭示了上述人文大师鲜为人知的另面生活，并在其中穿插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人物
生活的社会背景，以生动、真实、细腻的笔触，充分展现了名人的丰富的女性世界——母亲、爱人、
红粉知己、朋友。这些女性虽然出身不同，性格不同、文化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但她们与名
人或结为夫妇，执手一生；或相爱相知，终生陌路，却爱恋一世，结下深厚情谊。这些女性，在让人
们感到亲切的同时，也让人们为她们动人的故事，高尚的情操，为她们不平凡的生活经历深深感叹!
李叔同，一位才气横溢的艺术家、文学大师，也是一代高僧。这位“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
、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 本书为你揭秘大师的
另面生活和大师背后的女性故事。母亲、爱人、红粉知己、朋友，她们出身不同、性格不同、文化不
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但她们都与李叔同的生活、婚姻、家庭交织在一起。 她们的动人故事，不
仅让你更全面的了解李叔同，更让你为女性们不平凡的生活经历深深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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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的二次婚姻揭秘》

作者简介

窦应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东北史专家及张学良历史专题研究学者。堪称国内张学良纪实性文学作
品出版量最多、涉猎面最广的作家之一。曾著有《张学良家族》、《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张学
良在美国》、《张学良的随军夫人谷瑞玉》、《赵四小姐》、《张学良旅美五十年》及《大帅府》等
与张学良相关的长篇著述约500万字之多。此外，他对张学良及其家庭的研究成果《张学良的曾祖、祖
父与父亲》、《为“大洋马”辩诬》等文章也选后刊发在台湾《传记文学》、《历史击刊》及香港《
明报月刊》等海内外有影响的期刊上。《张学良晚年为什么不回大陆》等文章在国内发表后，被多家
报刊及互联网广泛转载，其就张学良历史悬疑问题的争鸣性稿件曾在美国《世界日报》上引起各界关
注。《张学良遗稿》为作者近年对张学良遗著探索研究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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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的二次婚姻揭秘》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晚清时代的戏缘
1.迷上京剧的孩子
2.小时候见过李鸿章
3.与杨翠喜的一面之缘
第二章　不期而至的婚事
4.俞家的姑娘长得俏
5.和女艺人相关的故事
6.订了婚的媳妇不相识
第三章　李家旧宅里的新婚
7.洞房中的新娘艳美惊人
8.没有共同语言的小夫妻
9.杨翠喜色绝惊载振
10.雪地里站着个漂亮小媳妇
第四章　康梁余波震津门
11.一不留神踩上了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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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的二次婚姻揭秘》

精彩短评

1、关于李叔同
2、没想象中的好，怎么让我感觉弘一法师是个很不负责滴男人呢
3、不好看的书。。。。。。
4、一份感情需要怎样的基础？应该是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吧。出身不同，性格不同、文
化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于是理所当然的一次次离去。无论是对余氏还是淑子，李叔同都是辜
负的，残忍的。其实，他对自己才是最残忍的，残忍的放下对淑子的所有感情，选择了逃避渐渐的远
离了世间，远离了尘俗， 留下的只是，无尽的默然，再无回响，而淑子，孤身一生，凄惨终老。。。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洒尽余
欢,今宵别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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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的二次婚姻揭秘》

精彩书评

1、很早以前，凤凰卫视曾经播过一个电视就-弘一法师李叔同，很小的时候，上初中甚至是小学。后
来，陆续的也接触过李叔同的一些影视作品和书籍。但是，一直也没有真正的知道他的生平事迹以及
出家的始末。这次，这本书，从婚姻或者其身边女子的角度，介绍了李叔同。之前就很纳闷，为何弘
一法师会在影视剧作品，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或者是，我根本很少听到其他法师的名字
的缘故。大概看了一下这本书，隐约感觉到，弘一法师的成名，也很多来自于在在俗之时，他的一些
杰出成绩。是中国第一批去日本留学学习美术的留学生，回国后，曾先后在天津，杭州等师范学校任
教，在国外求学期间，曾在日本的美术展出中，成绩卓绝。回国后，在师范院校大胆开设裸体写真课
程，虽然最后没有成功。这本书，从婚姻的角度，讲述了李叔同和他的两个妻子之间的两段婚姻。俞
氏是李的原配妻子。这段婚姻几乎没有任何感情可言，两个人在成亲之前互不相识。婚后，也没有建
立起什么爱情，更多的是传宗接代的一种责任。随后，在李留学日本的5年中，结识了日本姑娘淑子
。李的热情和儒雅，吸引了淑子。而李也对淑子产生了深深的友情。李隐瞒了自己在中国有妻室孩子
的事实。而淑子经历的逼婚的现实。这样的两个人在分开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忍不住走到了一起。这
后来的开始，起于淑子主动要求给李当裸体模特，而这幅裸体作品将关系到李能否顺利从美学院毕业
。李是爱着淑子的，但是他始终放不下自己的一种原则，那就是他认为跟淑子在一起对于原配妻子和
孩子的一种背叛。就在这样的一种，挣扎中，李叔同和淑子走入了婚礼的殿堂。不可否定，在日本和
淑子生活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李叔同是快乐的，淑子也是快乐的。 淑子以为这种快乐会一直延续到
他们一起回到中国。然而，回到中国以后，发生了改变。俞氏在天津，李把淑子安排咋上海，不让她
出去工作，只是在家里赋闲。而李自己选择了在杭州任教。他始终没有像俞氏提起这个日本的妻子。
而淑子也始终没有去过李的家中，被家族所认可。或许，李始终还是不能认可自己的这样一种婚姻状
态。他曾经深爱着淑子，而曾经的激情也在残酷的现实中，慢慢的褪去。他没有走出自己这一关。所
以，他选择了一个中间的城市。杭州。但是，离淑子还是近一些，他可以周末回去和她团聚。至于，
在天津的俞氏，他满是愧疚，所以离开后一直到出家，都不曾再回去。在杭州西子湖畔，他教书，到
后来教授裸体写真课程被制止，这些，都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在经历了绝食，过年不回上海，暑
假不回上海，等等，一系列过度事件之后，淑子知道了李叔同出家的消息，之后，俞氏也得到了消息
。这本书，细致了描绘了，在出家之后，淑子和俞氏去规劝李还俗的一些细节。正是，这些细节让我
感觉到，竟是如此的相似。李对淑子还是有感情的，所以他给淑子留下了很多话，他知道，淑子的温
存与热情将是对他远离尘世的巨大挑战，所以他选择了逃避。一年没有回家，渐渐的远离了世间，远
离了尘俗。而对于俞氏，李所留下的只是，无尽的默然，然后离开。
2、　三天内，抽时间看完《李叔同二次婚姻揭秘》。在图书馆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很是好奇，一直想
知道李叔同为什么出家，或许这本书能提供一些答案。但结果却令人失望，这书写得实在太不好看。
文笔平凡无奇，文字无力，没能深刻地反映出李叔同的内心世界；许多强烈深刻的情感不是多用几个
感叹句多加几个感叹号就能表达出来的。李叔同的形象，不是按照他生活的时间顺序逐步发展渐渐丰
满起来，而是在后世盖棺论定的基础上编排、再造出来的，难免造作。全书描写最透彻的恐怕就是李
叔同携日本妻子春山淑子回国后在上海天津两地徘徊对两位妻子矛盾和内疚的心理。在他出家后，两
位妻子都来找过他，这段情节中完全没有李叔同个人的心理描写，出场形象就是一块石头。殊不知出
家人，越是高僧越是心知有情，更何况李叔同此时内心十分悲苦，怎么会无动于衷一点思绪也无。这
本书最大的败笔在于两点，一是李叔同由激进的青年爱国学者到对世间一切都看得很淡的佛门弟子这
个转变太过突然。从科考到出国留学都以国家为任，忽然之间变得消极逃避，这其中的原委没有交代
清楚，单从一个日本女子眼中的几首诗词是无论如何也衬托不出来的。二是以女艺人杨翠喜作为全书
的一条线索。杨翠喜命运的描写既应负担反映李叔同的性格的任务，也应该能够揭示清末政局和社会
的的怪现象。可惜这两点都没有到位，这条线明不明暗不暗，插入得也是生硬不自然。好的线索，当
如香奈儿的栀子花香水给人的感觉一样，若隐若现，又紧紧抓住感官。　　这本书从属于一套“长篇
纪实文学丛书”，全书共九册，其余包括：《梁实秋的初恋和黄昏恋》、《郭沫若的异国婚姻始末》
、《金庸的婚史与情恋》、《李敖和他的女人们》、《柏杨与他的五位妻子》等等。所谓的长篇纪实
文学，原来就是写人家的婚恋私生活，而且写得还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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