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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夜之侯》

内容概要

《茶人三部曲》以绿茶之都杭州的忘忧茶庄主人杭九斋家族四代人起伏跌宕的命运变化为主线，塑造
了杭天醉、杭嘉和、赵寄客、沈绿爱等各具不同社会意义和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在忧患深重
的人生道路上坚忍负重、荡污涤垢、流血牺牲仍挣扎前行的杭州茶人的气质和风神，寄寓着中华民族
求生存、求发展的坚毅精神和酷爱自由、向往光明的理想倾向。茶的青烟、血的蒸气、心的碰撞、爱
的纠缠，在作者清丽柔婉而劲力内敛的笔下交织；世纪风云、杭城史影、茶业兴衰、茶人情致，相互
映带，熔于一炉，显示了作者在当前尤为难得的严谨明达的史识和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的腕力。
故事发生在绿茶之都的杭州，忘忧茶庄的传人杭九斋是清末江南的一位茶商，风流儒雅，却不好理财
治业，最终死在烟花女子的烟榻上。下一代茶人叫杭天醉，生长在封建王朝彻底崩溃与民国诞生的时
代，他身上始终交错着颓唐与奋发的矛盾。有学问，有才气，有激情，也有抱负，但却优柔寡断，爱
男友，爱妻子，爱小妾，爱子女⋯⋯最终“爱”得茫然若失，不得已向佛门逃遁。杭天醉所生的三子
二女，经历的是一个更加广阔的时代，他们以各种身份和不同方式参与了华茶的兴衰起落的全过程。
其间，民族，家族及其个人命运，错综复杂，跌宕起伏，茶庄兴衰又和百年来华茶的兴衰紧密相联，
小说因此勾画出一部近、现代史上的中国茶人的命运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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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夜之侯》

作者简介

王旭烽，1955年生于杭州，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分配至《浙江工人报》任编辑，后调至中
国茶叶博物馆。1998年调入浙江省作家协会，专业写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理事。
自1979年发表第一部独幕话剧《承认不承认》至今，已创作近400万字。主要作品有《春天系列》、《
西湖十景系列》《茶人三部曲》、《饮茶说茶》、《杭州史话》，大型电视片《浙江七千年》、《话
说茶文化》(主撰稿)等。其中《南方有嘉木》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茶人三部曲》从1990年开始动笔，到1999年底改定，整整用了10年的工夫。全书以江南杭姓茶叶家
庭六代人的命运沉浮为主线，将中国茶文化史和中国近代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1863年太平天国撤
出杭州城写起，一直写到1998年由全世界茶人捐资修建的杭州国际和平馆揭幕为止，共130万字，写
了60多个主要人物，堪称是中国第一部反映茶文化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其
中《南方有嘉木》已重印四次。
"王旭烽是十年心血一杯茶，果然是杯龙井极品。"一位评论家这样称赞王旭烽和她的《茶人三部曲》
，《茶人三部曲》中杭氏忘忧茶楼上的那幅出自《诗经》的对联倒似乎恰好可以做这句话、也做王旭
烽和她的写作的注脚：谁为荼苦，其甘如荠。
长篇三卷本小说《茶人三部曲》，其中第一部《南方有嘉木》，获1995年度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国家“八五”计划优秀长篇小说奖、浙江省第二届“鲁迅文艺”奖；《茶人三部曲》（一、二部）获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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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夜之侯》

书籍目录

绪 言 第一章 空气 氧第二章 分子和原子第三章 水 氢第四章 化学方程式第五章 碳和碳的化合物第六章 
铁第七章 溶液第八章 酸碱盐总复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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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夜之侯》

精彩短评

1、狭隘，不是狭义；
2、怎能不看？
3、太多倒叙让情节不是很连贯，加上穿插的教科书式的文字让我怀疑是从文献资料上照搬来的，太
生硬。小掘一郎这个角色破天荒为日本人加了点人性，却让人觉得太不真实，或许是电视剧洗脑，那
段历史中的日本人就是禽兽啊，哪里来的这么多人性？最喜欢忘忧在森林里和寄草走茶马古道这两段
，只有参天的古木，白色的茶树，茂盛的植被，漫天的星星和淳朴的人，总算从战争和屠杀中歇了一
口气，还是见不得暴力血腥的场面。
4、个人感觉读到一种无法自拔的程度。非常喜欢杭嘉和。这部作品值得思考的地方挺多的。可以说
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连那个日本军官也不例外。其实纵然战争使他变成了国家的杀人利
器，他也终究是个人。小说同时带有理想色彩和悲剧色彩，我认为这两种色彩使得这部小说的沉重和
悲壮的美感没有冲突。

5、茶人三部曲第二部，至此强烈推荐这套书。发现我是越来越喜欢这种叙述大的社会背景下平凡人
的生活的小说了。。。
6、这部写得过瘾得多，血肉满了
7、觉得没有第一部好，第一部像西湖。可能那段时期是无法平静悠远地描绘的
8、不忍心往下看第三部了...不忍心看到一代代历经血与泪的洗礼而活下来的杭家人在接下来那个狂热
的年代再次备受折磨
9、水准比第一部差了不少，或许是因为作者是女性的原因，感觉热恋她作品里的角色到了有点自恋
的程度，男性角色都或多或少有点脂粉味，有些情节和时下的抗日神剧都有几分相似了。
10、读书就是看快，忘得也快。用了三周读这本书，中间还插了一本别的书还有若干电视剧，实在是
有点晕。还是说书吧，虽然我觉得茶人三部曲里，剧情一般描写一般，但是人物的丰富和饱满却是之
前读书所未有的。看到那斯文走狗，还有沈绿村商人般的处事方式，有时候心寒，有时候也无奈。
11、精彩度比第一部稍逊，为杭忆的殉情难过啊。。。
12、　　小堀一郎从小没有父爱，渴望得到伟大的父爱，一直都不愿杀死他的父亲赵寄客，在他的心
中父亲被描述为侠客，当他俩去为苏曼殊扫墓时，谈到小堀怎么死时，“只是我不知道我将怎莫来消
灭自己——按照我们日本人的传统，剖腹自杀？”他笑了，虚拟地拿着一把刀，朝自己的肚子一刀刺
去。赵寄客的目光中出现了一种东西，这是小堀一郎从小到大从未领略的神色。赵寄客让他的儿子跳
到对面的湖中，这也算是有个葬身之地。父爱如山，最后还不忘把自己女儿的照片给他的父亲，。杭
寄客一个革命战士，在中国最危难时，英勇的站出来，为革命奔走呼喊。自辛亥以来，军阀混战，政
客钻营；国土沦丧，民不聊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如赵寄客般肝胆相照者，又有几人被启用？共
和理想几日安在？青年时代的狂风暴雨，果然就换成了暮年的浅酌低唱？又有几人偶尔相问，廉颇老
矣，尚能饭否？不曾想果然到了国破家亡之际，沧海横流之时，英雄本色顿生光芒。不减当年豪情。
在祖国与儿女情长的选择中，他选择了大义，在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小堀的母亲，或许是因为寂寞吧
，哪位英雄甘愿无人陪呢。还有就是在家乡的那位女子，为了天醉的兄弟情义，他甘愿自己一人去南
京。但他俩却一直深爱着对方。在此抗战之际，他仍然是一位战士，无名战士。
　　西湖一山二堤三岛，一山孤山，二堤白堤苏堤，三岛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 
　　十一月杨柳已老，残枝败叶，风中萧瑟，凌乱起舞，像是留不住客的强颜欢笑的欢场女子。由于
战争人们已经顾不上三潭印月，岛上原来种的那些月季，蔷薇，丁香，玉兰，海棠，从前是国色天香
，姹紫嫣红，如今也是蓬头垢面如灶下之婢。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杭忆与那楚卿的爱情真是感天动
地，让人缅怀，歌颂。杭忆一个文人却看到那私人惨状，以及战争到来的阴影，凭借自己的智慧，组
织起一个战队抗日，投笔从戎，匹夫有责。这是他写给楚的情诗：若说你的眼睛，不是柳后的寒星。
怎会如此孤独？怎会如此凄清？若说你的眼睛，不是火中焰苗，怎会如此热烈？怎会如此高傲？或许
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她一眼，从此再也没有忘记她的眼睛。杭忆一个自由主义战士，同时也因为爱情
而加入共产党。因为忙于事业至死也没见自己的孩子一眼，杭忆死前抱着楚卿，说：我们俩人说好一
起上路的，我可不让你一个人走。
　　伟大的母爱。杭嘉草与忘忧。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她杭嘉草死死跟着日本兵，不是因为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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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夜之侯》

，而是他认为他的忘忧是刚才的日本人带走的。嘉草就是因为生离儿子忘忧，死别丈夫林生而疯的。
无论身上的伤有多重，她依然跟着，依然喊着自己的孩子。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兵竟然在这时也害怕了
，他害怕的是他的灵魂，他害怕的是中国的母爱。忧愁就像一个刽子手，时刻在那里等着，稍不留神
就毁。可谁又能超凡脱俗呢？向伟大的爱情及母爱致敬。
　　一个是杭州闺秀茶世西施寄草，一个是东北小伙流亡致仕罗力。若说天地隔千里，却在此偶遇终
成眷属。1937年8月的一天，月老眷顾了这一对战时鸳鸯，战时银花不夜天，杭州人的狂欢之夜，胜利
之夜，寄草和罗力突如其来的爱情之夜。可是他俩的爱情坎坷，罗力一直想到战争的第一线。报效祖
国，虽死犹荣。最终他做到了，他到了缅甸。作为一名战士，一旦上了战场，他就不再像寄草想他那
样想着她了。不是他没心肝，也不是没有时间，是他以为，一旦离开了寄草，她就没资格想她了，。
有很多次，他都想象自己是已经牺牲，战死沙了；或者，他想象寄草早已在这离乱年代嫁为人妻，甚
至早为人母了。也是在这缅甸同古他与那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杭寄草终成夫妻，有天地为证。
　　
13、大气
14、茶人三部曲之第二部。忘忧茶庄的第三第四代人物的命运，被残酷的战争所挟持，但，他们却又
在创造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轨迹。
15、故事发生在八年抗战期间，人物命运随战事飘零，虽然少了第一部的飘逸轻灵，但情节依旧生动
丰满。这一系列彻头彻尾发生在杭州的茶人茶事，真是太爱了。
16、　　这套书读完有一些时日了,期间我读了一些游记来冲淡内心的那种....那种什么呢?对不起,我找
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我的感觉.
　　
　　不夜之候主要讲了杭家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
　　
　　不曾经历的年代,在她的笔下,让我落泪.
　　
　　对日本那个国家,恨意陡增.之前因有朋友在那里读书留学,总觉得不该有那么狭义的仇恨.可是,读到
这本书的时候,除了对某些人的怒其不争,对于日本,真的是,不可原谅.
　　
　　于是,想到了布拉格的哭墙.
　　
　　为什么,在南京没有这样的地方,让人家可以铭记历史呢?
　　
　　难道,他们不知道人是健忘的动物吗?
　　
17、命运多舛。
18、我：冷漠.jpg
19、破睡须封不夜侯。
20、一代又一代人，裹挟在时代里
21、茶人三部曲的第二部 抗日战争中杭家的变故 各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有点复杂 赵寄客之子小拙一郎 
22、　　        读这本书，完全是因为茅盾文学奖和茶的因素，对作者不了解，也只读了三部曲中的第
二部。
　　    这本书里的抗日战争写得非常感动，每个人的感受和行动都是从人物的性格出发的，不是课本
上的也不是脸谱样的，更能够让读者动容。没有轰轰烈烈的战争描写，但是每个人受到的伤害，折磨
都可以唤起本性的反抗。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那种扭曲的人性让人非常恐惧。对
中国人的蔑视我觉得是真实的，因为日本人也是人，如果没有扭曲的认识就不会产生那样残暴的行为
。没有为他们开脱的意思，只是想找到战争的原因。但是理性之前真的只是狠，民族的恨，不管他们
现在怎么样，日本人对中华民族的罪根本不能原谅！我觉得这样的文学书籍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因为
现在的太平盛世就忘了这场战争。我们可以学习日本优秀的地方，但是民族的罪是应该永远记住的。
　　    小说读起来也非常恢弘，杭家这个大家族的各个人物都非常丰满，有一个家族的传承也有每个
人的特点。甚至连和家族中相关的人物都寥寥数笔就呈现出来，和几个主人公互相映衬，描写了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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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夜之侯》

日战争中各个阶层的百姓的恨和反抗。虽然有些个人物属于艺术化了，性格有点极端，但是还不算突
兀。读起来跟着他们哭，跟着他们恨，就像亲身经历一样。
　　    作者试图在这部作品里面涵盖中国和日本的所有的茶文化，这个切入点非常吸引人，但是写的
有点力不从心，可能是茶文化的博大，蜻蜓点水似的点到为止的写法让人有凑数的感觉，立意与小说
情节有点脱节。但是总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最精彩的可能是那个日本人，残暴、泯灭人性和茶道的
悠然精致放在一起非常冲突和矛盾，同时也让人物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小说还有一点让人读起来有点不舒服，就是人物的名字，可能是想要营造一种诗情画意，但是
这些名字开始读起来真的有点矫情。但是这只是个人感受吧！还是很高兴读到这本书的。
23、抗战之中个人家庭乃至国家的命运和抗争
24、直者为王。
25、喜欢这个名字，以及背后的含义
26、传到了第五代，人丁新旺起来，可日军的轰炸机转瞬变将家人打得四分五裂。。。这是普通中国
老百姓对战争的感受，真实的，不是传统抗战的大无畏精神、英雄色彩，那些，我已经不想再接触了
27、有外在冲击，没有内部故事。茶三代终于超越了前辈，躲开了烂泥不上墙的命运，女主人也不再
强势。个人的解放业已发生，嘉和嘉平兄弟迥异的性格决定了迥异的命运。传承的力量与破坏的力量
分在了两人身上。兄弟间又在同一个女人身上产生情感纠结。爱情的形式本可是千变万化，但是书里
的处理却显得单一，一个光鲜一个实惠，一个魅力四射，一个经久不衰。杭家女子的恋情则都是苦情
苦恋，短暂美好过后则是猝然毁灭。话说全书里没有十全十美的爱情戏份，或受制于礼法，或被时代
浪潮冲击，即便是对的人有幸能在一起，也断难长久。这究竟的作者刻意而为，还是时代历史悲剧，
则不得而知了。

28、比《南方有嘉木》更沉重，抗日这一段历史是我很难触及的。
29、乘放假一口气读下来，感觉还是好极了。果然没有失望。比起读第一部的时候，竟有了那种在书
里呼吸的感觉，活着的感觉
30、看着看着就想喝茶了
31、同第一部
32、国破山河在
33、果然没有第一部好了⋯⋯少了灵气，少了顿悟。续集作品总是一部不如一部的⋯⋯只有教父是例
外。。。
34、内清明，外直方，吾与尔偕藏
35、抗日战争时期的爱恨情仇，有真实性。
36、相比于第一部的茶韵灵秀，这一部更是民族的爱恨情仇。抗日是主线，人物是故事的拼接，而茶
只能称之为点缀。尾声时“得荼”的出现，还是让我潸然泪下，茶有时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啊！
37、杭家族的抗日悲歌，小人物的坎坷命运，不变的总是春来秋去，茶青雪白。
38、现在回头看，故事上其实不怎么出色。
39、书里对杭州各处古迹和茶典故的旁征博引，就值五星。比如有一段写到杭家几个孩子在日本入侵
时逃难，躲进山林的古寺，老僧采些野茶用泉水煮了喝，就很想落泪。杭州，禅茶一味，古寺，这些
符号，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特别的意义。
40、战争，把人美好的天性统统抹杀了，故事里的人哪个不是悲剧的缔造者
41、如果说第一部是纯粹的中国茶文化，那第二部就是像是为茶文化正名，和对外来茶文化（日本的
侵略）入侵的抗争（八年抗日）以及最终回归（日本投降）。
42、太不好看了，矛盾文学奖作者的文笔怎么会这么拖拖拉拉，掉书袋的本事跟天桥说书似的。抗日
正面、敌后战场的描写雾里看花，运用史料不是“引用”史料，老百姓逃难还能知道是第几集团军在
抵抗？那个杭嘉平，根本就是顶着革命党的帽子捞世界的。
43、三部里面最好看就是第二部了
44、与第一部相比，人物更多了，随着抗日战争的到来，人物的命运变得随波逐流，内容没有第一部
那么紧凑了，变成了众生相。
45、非常好
46、比第一部情感更细腻，国恨家仇总是荡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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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没第一部来得好看~
48、一本很好的喝茶书 淡淡的
49、动荡年代方见真性情。不像第一部故事的温婉，这一部茶人的故事因为战争也变得激昂。内心深
处的波澜激荡开来，开读即不能罢。
50、沈绿爱这名字好啊，有绿也有爱，在感情的混乱程度上来看，抗战年代和我们这个年代，并没有
什么不同。
51、本以为不久以后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看来还得等待一段时间。好在我的半生都花在等上面，
到也不觉得意外。
52、杭嘉和 茶 与 抗日
53、落地无声，看完了连个评论都发不出
54、在西湖边有间自己的小窝真是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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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这本书，完全是因为茅盾文学奖和茶的因素，对作者不了解，也只读了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这
本书里的抗日战争写得非常感动，每个人的感受和行动都是从人物的性格出发的，不是课本上的也不
是脸谱样的，更能够让读者动容。没有轰轰烈烈的战争描写，但是每个人受到的伤害，折磨都可以唤
起本性的反抗。当然印象最深的还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那种扭曲的人性让人非常恐惧。对中国人的
蔑视我觉得是真实的，因为日本人也是人，如果没有扭曲的认识就不会产生那样残暴的行为。没有为
他们开脱的意思，只是想找到战争的原因。但是理性之前真的只是狠，民族的恨，不管他们现在怎么
样，日本人对中华民族的罪根本不能原谅！我觉得这样的文学书籍是必要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太
平盛世就忘了这场战争。我们可以学习日本优秀的地方，但是民族的罪是应该永远记住的。小说读起
来也非常恢弘，杭家这个大家族的各个人物都非常丰满，有一个家族的传承也有每个人的特点。甚至
连和家族中相关的人物都寥寥数笔就呈现出来，和几个主人公互相映衬，描写了在抗日战争中各个阶
层的百姓的恨和反抗。虽然有些个人物属于艺术化了，性格有点极端，但是还不算突兀。读起来跟着
他们哭，跟着他们恨，就像亲身经历一样。作者试图在这部作品里面涵盖中国和日本的所有的茶文化
，这个切入点非常吸引人，但是写的有点力不从心，可能是茶文化的博大，蜻蜓点水似的点到为止的
写法让人有凑数的感觉，立意与小说情节有点脱节。但是总体上还是非常成功的，最精彩的可能是那
个日本人，残暴、泯灭人性和茶道的悠然精致放在一起非常冲突和矛盾，同时也让人物给人留下很深
的印象。小说还有一点让人读起来有点不舒服，就是人物的名字，可能是想要营造一种诗情画意，但
是这些名字开始读起来真的有点矫情。但是这只是个人感受吧！还是很高兴读到这本书的。
2、看过有一段时间了，里面塑造的好多人物都很喜欢，茶清伯，寄客，嘉禾，第二部刻画最深的就
是嘉禾，他有主见、隐忍，这里面是这么说他的，你要让他去做某一件事他不一定做成功，但他决定
不做一件事他一定可以做到，他的隐忍让我心疼。虽然看的时候心绪万千，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都淡
忘了，现在能想起来的一句话就是赵寄客打趣杭天醉的话，风吹跌倒放屁头晕，形容天醉柔弱书生的
一面很是贴切。最有画面感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寄客的儿子跳湖，因为从头至尾他的角色最悲哀，除
了是杀人魔王，还是一个想得到父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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