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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流》

内容概要

本书撷取了民国最有代表性的十大跨国婚恋故事，这些爱情故事或者定型于民国，或者主要的历程在
于民国，都在那个时代上演了乱世大爱的精彩一幕。比起当今盛行的那些风花雪月的靡靡之音，这些
跨国婚恋史诗一般宏大叙事格外令人动容。本书是作者在参考众多相关人物的回忆录、日记以及第一
手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和改进，寻找合适的切入点，或取或舍，以合理动人的叙述方式，让读
者对于那个时代的跨国恋爱有一个最难忘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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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剑冰，出生于闽南古镇，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近年来致力于历史、传记类题材的写作，尤
其擅长民国领域，以“幽默兼优雅，深情且深刻”的独特写作风格深受读者喜爱，已出版《率性林语
堂》《豪客丁玲》、《民国课堂：大先生也挺逗》、《疯狂的科举》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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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爱情在时代的大银幕下，异常渺小而有那么富有感染力。
2、精美的历史
3、文笔一般，行文之中偶尔会掺进作者的一点评议，显得多余。但资料的搜集、叙事的组织都还是
不错的。里面是有一些很好的故事的，一些原先只知道名字的民国人物跃然纸上，非常时代的非常感
情叫人唏嘘不已。
4、不仅是跨国，还有跨了年纪的，本来以为是一本无聊打发看的书而已，可是我真的看到了真爱看
到了坚持看到了彼此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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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果上帝容我选择，我会在死后更加爱你！”陈香梅女士借用勃朗宁夫人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对
已逝丈夫深沉的爱恋。陈纳德将军去世的时候，陈香梅年仅33岁，芳华仍存，许多优秀的男士也直接
或间接的对她抛出了爱的橄榄枝。然而陈香梅却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有时是不会因为死亡而中断
的”，自己永远也无法忘怀陈纳德，如果这样去跟另一个人结合，那么对于对方就是不公平的。陈香
梅后来在传记中借用勃朗宁夫人的诗句表达丈夫逝后自己的感情：如果上帝容我选择，我会在死后更
加爱你！丈夫去世的时候，她仅有33岁，芳华尤存。逝者已矣，朋友们纷纷关心她未来的归宿，许多
优秀的男士也直接或者间接地朝她抛出爱的橄榄枝。然而陈香梅却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有时是不
会因为因为死亡而中断的”，自己永远也无法忘记陈纳德，如果这样去跟另外一个人结合，对于对方
也是极不公平的。所以她一生也没有再婚，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在美国政界和商界叱咤风云
，成为世界著名的华人领袖以及中美民间大使。可不管她身份、地位如何改变，从来不变的是她心中
那份至死不渝的爱情：生命不过是短短数十年，我的幸福来的太早，也去得太快，生命似昙花般转瞬
即逝，但我应该感谢上帝，我 比许多工作人有福，因为我曾经有过爱。（全文稍后上传）
2、《民国风流》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在阅读了大量的回忆录、日记一级其他相关第一手资料的基础
上，作者用流畅的笔触写下了民国时代十位具有代表性的跨国爱情婚姻，以一个全新的方式再述民国
历史。头脑中出现的民国时期的历史是纷乱的，无法理出头绪的乱。当作者以十位跨国婚恋为背景，
再述民国历史的时候，读完这本书，对那份乱有了头绪，真的感谢作者。“乱”不仅政治纷乱，所有
的人也是乱的，那么那时候的婚姻就更为混乱了。可这十位民国风云人物的爱情却不是乱的。能在乱
世中保持一份真爱，这足以让我心动不已。这些爱情，有的是为政治而存在，有的是冲破重重阻拦后
才到一起，还有的历经磨难，分离数十载再次聚首，更有的白拉图式的十几年的精神恋爱⋯⋯人不同
，处于不同的环境下，所进行的恋爱方式也是不同的，不过，唯有爱是不变的。民国爱情，民国风流
，风流一次给予这些人身上，具有了别样的含义。让我们记住这些人的名字：陆征祥与培德；蒋百里
与左梅；胡适与韦莲司；邵洵美与项美丽；杨宪益与戴乃迭；溥杰与嵯峨浩；李立三与李莎；萧三与
叶华；陈纳德与陈香梅；蒋经国与蒋方良。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不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但唯
有爱是不变的宗旨。最为佩服的是胡适与韦莲司的五十年精神恋爱。那是一种怎么样的爱啊，完全是
付出而不计回报的爱。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前世修来的缘分，今生用爱来回报。将良
方，忍辱负重，即使蒋经国背叛，她依然默默守候，就连她的婆婆宋美龄都敬三分。萧三，在与叶华
分手后，再婚，可面对叶华的再次归来，他的心依然在叶华这里。分分合合，这场爱恋却是善终的。
溥杰与嵯峨浩的政治联姻，不过他们却真的相爱了。蒋百里挖空心思追左梅的爱情故事让我佩服他的
独具慧眼。虽然我讲得更多的是他们之间的心心相印，不过，他们的爱情离不开民国那段历史，他们
的爱情脚步必须与时代的节奏想温和，否则他们的爱情必然夭折，他们努力契合与时代的脉搏，让爱
在纷乱的年代里绽放，爱情风流，不论何时只要有真爱，都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3、民国热不知道是何时起的，但是很明显，这热还没褪，文青眼中，民国 “大师云集、群星璀璨”
，是知识和学术的黄金时代，更是爱情故事的黄金时代。在那风涌云起的年代，似乎所有的爱情都成
了倾城之恋。是的，大多数卖得好的，不过是大众最为爱看的逸闻趣事，人们对于名人们爱情的向往
，其实和今时今日大众对于明星爱情的八卦没有本质差别。但是，因着民国两个字，便似乎高大上起
来了。的确，其实我颇看不起民国热。穿越百年的目光，难免夹带私心，谁知道当时的真相是怎么样
呢？民国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怯弱的回望，其中更多的不是怀旧，而是寻找，是一种路径依
赖——试图将当下的社会重新嫁接在那些民国时期已建立的传统上。但是矛盾的是，我还是爱看民国
的那些故事。因此这本书，出来的时候，便收下了。这本书，写得自然是爱情，但是，角度也稍微新
颖了些，写的是民国的跨国恋，人物也不是那些被写烂的人物。除了胡适，蒋经国之外，其它人物，
我都是看这本书才第一次知道。评价里说作者文风“幽默兼优雅，深情且深刻”，实在夸大了些。幽
默有些，优雅实在及不上。文笔远不如那本《民国女人》。不过因着作者思路清晰，史料搜集也算丰
富，再加上本身故事就是精彩的。因此可读性还是不错的。但是，作者太过渲染了这些跨国恋的美好
，基本落足点都是一对爱人如何克服民族差异，艰难在一起，一味想写出旷世绝恋的荡气回肠（虽然
这荡气回肠并没有真正地做出来），因此只写华美的袍子却一点不提及华美袍子上面的虱子，少了些
爱情里的龌龊，因此失了些真实。
4、《民国风流》——潘剑冰 文/onlineforever时代变迁，世事无常，一个好的词汇也沦落为今天的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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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风流，恰是被滥用的例证之一。在百度百科上查到的风流解释为“风流，是指一个人（包括男
人和女人）同时或先后与不止一个人发生两厢情愿的关系，包括精神上的倾慕、言语上的亲昵及行为
上的亲近，亦即包括假象性行为、边缘性行为及核心性行为的恋爱关系的总和。”，而同样在百度上
搜索“风流 古代解释”则最接近的答案为“指英俊的、杰出的，对一个时代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有时
也指举止潇洒或惯于调情的人”。词性的转变，让贬褒不一的历史人物评传发生了巨大的颠覆；这样
的颠覆是不能被常识挑战的，也是不容置疑的。转念一想也说来好笑，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不就是应该
做一个坚持自己原则和真理的疯子么？如同所有的词汇和方法一样，用在名人的身上大多代表了风趣
和正能量，而用在一般的普罗大众身上则是错误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过失。遥想当年学习鲁迅的《
秋夜》里写到的“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颗也是枣树”这样的句子的时候，老师讲述
的非常清楚这是名家之作自己不能这样写，但在作文课上的时候老师硬就批评了按照这样的模式写就
作文的小明。这样的批评到不是有什么过失，但自此留下来的疑问便是：名人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吗
？随着时间的发展，岁月的变迁，在越来越了解社会、历史和人物之后，开始明白这样的奉承来自鲁
迅自己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中的奴性。风流这样一个词汇，放在普通人中间，通常是婆姨怒骂
自家男人的口头禅，大致等同于下流。如果要是把这个词用在稍有名气的名人或者文人身上，则风流
一词便要大放光彩、环宇通透，约莫等于荣耀和光环。这样的区别鲁迅早就写过文章，我也不一一引
用了，在这里我只想说说民国的那些风流。在《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书中，讲述的十几位民国大
家中，每个人的成长在自己的领域内独孤求败、凤毛麟角，甚至每个人都多才多艺出类拔萃，至今影
响着我们的思维和习惯。像大牛人黄侃的著名论述“三十之后不读书，五十之前不著书”，多么牛气
冲天的豪言壮语啊，也一语成谶的书写了他自己坚持的真理与历史。这些风流人物之间的风流故事，
写成的文字也是照耀千古、一骑绝尘的啊。当然他们的风流，多有所指的是他们的事业、理想、情谊
和爱情。爱情在风流人物中间是一个主线，当然在所有的文学创作中爱情总是能胜任这一角色。若是
不信，你也可以去观摩歌曲、话剧、戏曲和电影、电视剧之类的文艺表现形式，大多以爱情为主线掺
杂其他历史、事业、理想之类的点缀，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几轮生死缠绵的剧情，于是你便动容，
便感动了，在《民国风流》中也大抵如此。在《民国风流》中大约讲述了十对跨国情侣，他们的故事
发生在历史的转折点，或凄惨，或美丽，或不幸，或侥幸⋯⋯不管怎样，他们的爱情是坚贞的、不朽
的，和后来的评说家所讲的那些所谓的政治色彩，完全玷污他们之间纯洁的爱——即使是跨国的爱情
。一般而言，人们大抵有这样的印象：所谓的跨国恋爱，无非是语言的磨合、文化的契合和彼此心灵
的柔和。这个问题我觉得，只有读过类似这本《民国风流》之后，你方可明白爱情的真谛是互相吸引
、彼此包容，绝非他人可以干涉，甚至是政治的迫害也无法分散两个真正相爱的人！《民国风流》这
本书，能让人找到所谓的真爱，他们的爱不被语言所阻碍，不被国度所分离，不被战争屈服，不被政
治迫害所吓倒，也不被生活困苦所折磨，更不会被岁月的痕迹所泯灭⋯⋯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呵。如同
作者在序言里缩写的，“我不是在讲述爱情，我是在讲述历史”，这本书中的人物大多是中国读书人
有所了解而心向往之的。他们大多留洋多年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方法和思维，大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
了贡献，大多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他们是风流才子（女），也是伟大的人物；他们自身的人生发
展轨迹，与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重叠的太多、太多。所以，看他们的成长历史、婚恋历史，也就能窥
探一二那个年代的真正历史了，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解读历史的视角。这个视角下的历史，相对比较
平民化、通俗化，让一些读过正史的人开始了多角度的思考。这本书以爱情为主线，讲述历史人物和
历史故事，稍显不足的是部分历史人物故事本身争议颇大，而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又被某些利
益纠葛的团体所掩盖，但这些无妨你多一个视角去了解一件事情的其他方面，读的书多了自然而然的
对某一个历史事件会有更清晰的认知了。书中某些人物的故事的历史举证还存在不足，部分原因是历
史解封的问题，部分原因是他们跨越两岸三地和美国，各地说法不一，真相可能需要各方的辨别与合
作才能破土。总之，这本书中的爱情感动了我——他们的坚持和努力和不畏强权的斗志精神感动着我
。跨越国度、文化的爱恋，是勇气与坚持的必然结果，祝福所有真爱的人。
5、提起“跨国恋”，如今生在开放年代的人们想必已不陌生。不过，遥想民国当年，国门初开，西
风东渐，开千年风气之先；又兼家国动荡，乱世飘摇之中自有儿女情长，彼时的跨国恋，应该也如同
那个年代一样，别有一番风味吧？而这本《民国风流》，便是对这些肇生于民国时代的别样爱情故事
所进行的追忆和叙述。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筛选和提炼，为我们呈现了民国时代十个最
具代表性的跨国爱情故事。其中有陈纳德与陈香梅这样的乱世真爱，也有溥杰与嵯峨浩之类的政治婚
姻；有李立三和李莎这样的“红色情侣”，也有邵洵美和项美丽这样的海派小资，可谓各色纷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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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感经历，虽多有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但也并不以该如此，其中亦有胡适与韦莲司的有缘无分，
项美丽与邵洵美的好合好散，乃至蒋经国与蒋方良的几起几落，可称不一而足。其所折射出的，正是
跨国恋本身的多元特质，以及民国时代不同价值观彼此冲突融合的时代特色。这样的一本传记，自然
不会千篇一律，更不会让人无聊。书中的主角们，也许我们多少都有了解，但他们的情感婚姻，却往
往是人们关注较少的经历。本书以此角度切入，也是一一种特殊的方式叙述和补齐民国历史，令人读
来别有意味。提及跨国恋，即使如今，人们也多有质疑之词。国别之分，习俗之异，乃至价值观念之
殊，都是横亘在这些恋情路上的阻碍。民国时期，国门打开不久，中外差异尤甚，国人对“洋鬼子”
或报以轻蔑，或加以惧怕，总之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与洋人两情相悦之事，简直超乎想象
，所遇阻碍也比今日大得多。书中陆征祥与培德的跨国感情，便是这种情形的最佳体现。更何况，当
时的跨国情侣们所面临的困难，还绝不仅仅是“国别差异”这么简单。这一时期，战乱频频，意识形
态林立，这些往往都会给爱情带来磨折，如蒋百里和左梅，就因为中日兵戎相见而饱受世人质疑；又
如李立三和丽莎，也因为中苏关系的起落而经历诸多波折；更有如溥杰和嵯峨浩的结合，本身就是为
了充当野心家的政治傀儡⋯⋯期间种种，让人不禁感叹，在民族、国家之类大义之词映照下，在那个
一切与政治挂钩的荒唐年代，爱情和人性往往沦为被扭曲、被欺凌、被践踏的对象。这些跨国恋曲，
所奏出的也恰如一曲曲悲歌。然而，正如在危急时刻可以真正显出人性的光辉一样，波折与磨难也可
成为真爱的试金石。书中的一对对伉俪，无论是何种身份，面对何种考验，却都以他们矢志不渝，情
比金坚的深厚情感，战胜了种种磨折，向我们展示了何为真正的爱情，铺出了一曲曲恢弘壮丽、轰轰
烈烈的大爱颂歌。半个多世纪后，读之仍能令人为之动容。这也是本书最为精彩与难忘之处。读罢掩
卷，在为书中那些爱情故事激赏之余，也不免有所感慨。在今天这个时代，阅读本书的感情是有些微
妙的。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传统桎梏的消解，婚恋态度的放开，如今的人们对跨国恋的观感，已不
再是当初的“洪水猛兽”，而是多了几分淡定与宽容。现在的情侣们，相比前人已拥有太多的幸运和
自由。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我们反而再也找不到书中那样纯真刻骨的爱情，而是眼见其沦
为空虚的游戏、庸俗的交易。人们要么不再相信有爱，要么将爱情视为奇货可居的商品，换取物质条
件的筹码。在一个“有房有车”已经成为谈婚论嫁的前提的时代，如书中萧三和叶华那样，在简陋的
集体宿舍中迎接新婚的情形，如今的“拜金女”们恐怕是一辈子也难以想象也无法理解的。即使是如
今日益频繁的跨国婚恋，也难掩其“究竟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绿卡”的尴尬。也许，我们不该期许每
段爱情都可歌可泣，惊天动地，就像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一样。我们更应该看到，即使是
在书中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在各种压力挫折下劳燕分飞的爱情也所在多有。那么我们又究竟为何要读
这些故事？是缅怀，还是庆幸？也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悟。但如果读者心中还有着对爱的期许和坚
信，那么相信本书会给你带来一份勇气和信心。至于不信爱情的人们，如信奉“宁可在宝马车里哭，
也不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女们，大概会对此颇为不屑，甚至还同情起书中的主人公来，却不知真正
值得同情的是自己。对此，陈香梅的一句话可做最好的回应：“我应该感谢上帝，我比许多人有福，
因为我曾经有过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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