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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男闺蜜》

内容概要

友情之上，恋人未满
我们的敌人不是男人，是岁月
时光不老，闺蜜不散
重温民国，看那些优雅的女子
如何与男闺蜜缠绵悱恻、荡气回肠
本书用12个故事来讲述民国时著名的男闺蜜与他们的红颜知己的情感故事，再现民国大师的柔情：金
岳霖、柯灵、徐志摩、鲁迅、吴宓、沈从文、张学良、梁实秋、胡适、宋子文、蔡楚生、石挥。
——有一种感情，可以超越爱情；有一种男人，让你更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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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男闺蜜》

作者简介

崔艳，自由创作者，自幼喜欢舞文弄墨，在散文网、中华作家网、新华网等发表短篇小说。曾做过私
人杂志栏目长，现供职于某文学网站社团，任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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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男闺蜜》

书籍目录

闺蜜一　金岳霖——默默守候，寂静欢喜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不因为得到而去努力，不因为失去而去怨恨，他一直都站在四十五度斜
角的地方，默默守候，寂静欢喜。
爱无言/ 003
倾城之恋/ 010
默默守候，寂静欢喜/ 018
闺蜜二　柯灵——是是非非留予世人
因了当初那惊鸿一瞥，从始至终都和她站在一起，是师亦是友。“三十年前的月亮”，三十年后依然
还在心里如昨昔般明亮。
惊鸿一瞥以难忘/ 027
劫后余生两相离/ 037
是非对错与谁知/ 045
闺蜜三　徐志摩——走向灵魂的通信员
他们那么近，近到成了徐志摩灵魂的通信员；他们又那么远，远到凌淑华根本不会倾情于他。到最后
是“永远不会再走近一点，却也不曾离开过”。
若即若离只是朋友/053
做我灵魂的通信员/ 058
斯人突逝/ 069
闺蜜四　鲁迅——走进灵魂的彼此
世上总有些美好，只能存在于梦里。也许，这是爱；也许，这只是深深的欣赏。少了生活的繁琐，本
来微弱的情，变得更加纯正，如清风明月，照亮彼此孤独的灵魂。
亦师亦友忘年交/ 077
隐秘晦涩一段情/ 092
闺蜜五　吴宓——强不爱以为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强不爱以为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吴宓，不懂爱，或者说不懂得怎么去爱。
错的时间相遇/ 099
高调宣布爱情/ 110
最大的笑话/ 114
闺蜜六　沈从文——缘起缘灭《记丁玲》
女人的脸，无常的天。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刻她会产生怎样的不满。
初遇，事业和爱情共萌/ 123
女人的脸，无常的天/ 137
闺蜜七　张学良——我保你无事
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
——张学良
舞池倾心/ 153
纠葛一生/ 164
闺蜜八　石挥——在对的时间误会对的人
对的时间，对的人，却在命运面前擦肩而过⋯⋯
电影结缘/ 179
同年逝世/ 194
闺蜜九　梁实秋——心如明月
他没变，她也没变。相隔四十余年，仍是知己，一生的知己。
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 207
我没有变/ 216
闺蜜十　胡适——知是人间第几回
没有不老的红颜，没有绝对的知己。每一个生命似乎都是从孤独中来，到孤独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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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男闺蜜》

软语呢哝的师生/ 231
安排生活/ 240
闺蜜十一　宋子文——青春一去不复返
曾经的爱恨情仇零落成沧桑的沙粒，曾经的他（她），成了她（他）心头的一颗朱砂痣。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两情相悦/ 255
最熟悉的陌生人/ 261
闺蜜十二　蔡楚生——生命里的救命草
遇到她，是他追逐电影梦想途中的一个意外惊喜；遇到他，却是她生命里的一个劫。
第三次邀请函/275
求救无果/ 284
香消玉殒 /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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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男闺蜜》

精彩短评

1、没读过 但是这半年来去各种（完全无关的）民国史图书页面都能看到该书广告 烦死了
2、民国时候有那么多优秀男女青年！非常喜欢
3、我是怎么会看了推荐，买了这本书又从头至尾看了十二对闺蜜的故事？民国时期的才子佳人愣是
那样的多情，居然写到了鲁迅和萧红，张学良和宋美龄，陆小曼和胡适，是真的吗？民国男闺蜜，这
书名就让姐醉了
4、个人感觉还行，喷子有些邪乎，同类书也不过如此
5、文字温润，笔触细腻，小资女生爱读的那种
6、脑残才看
7、民国时期，大师与名媛的情爱往事，很有嚼头
8、你有没有蓝颜知己和男闺蜜，没有不妨看一下这本书。闲来无事可以看。
9、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个人觉得这本书还不错，不管是赞还是黑，它静静躺在那里
，呵呵！
10、没读过，但是这种刷屏的烂书，有必要打个一星，让大家别踩坑！注意，这里有个想圈钱的傻逼
出书了！
11、没意思
12、朋友之上，恋人未满
13、蛮会编的
14、喜欢，值得一读
15、时光不老，闺蜜不散，岁月让我们相伴
16、闲来无事，看看还可以
17、相爱容易相守难，向来情深，奈何缘浅，可怜可叹
第三种爱情
18、额，这书名，有点尴尬
19、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实  描写的也不那么动人 冲着大师们的另一面的生活的来的 差不多看看就得了 
20、耐读
21、男闺蜜我也好想要一个
22、很喜欢民国那些人，从骨子里爱他们
23、期待已久了，娓娓道来的故事～
24、情文并茂，是我所喜欢的
25、情文并茂，读起来很有感觉
26、了解大师与名媛情事的一本好书，叙史客观
27、思考的角度很奇特，推荐。
28、讲民国的书看了也不少，很多都是纯属百度百科的翻版。自己难以体会民国的文士风流可是却偏
偏想要借此圈钱，这就难免无耻了，也造成当下民国女神的情事已经被玩坏了，到处是泛滥的病毒式
鸡汤。要知道民国女神征服男人，靠的不是暖心的鸡汤，也不仅是爆表的颜值，而主要看气质。你很
难在民国看到一位“香香公主”众星拱月，也很难看到一位“家庭妇女”被众人爱慕。民国出名的女
子，不是靠着一时的容貌让我们熟知，当然，容貌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魏晋和民
国有着一样的文士风流和幽默风趣，《世说新语》里不时出现的段子手以及民国里不时出现的搞笑“
书生”，这两者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属于同一种人，我想，这也许就是民国的魅力吧！ps.说实话，看
到70%多的人评价5颗星，我很诧异。这本书的确胜于一般书籍，但也没有那么好。
29、现代男闺蜜是无聊时陪你吃喝玩乐，委屈时安静听你吐苦水，失恋时把肩膀借给你的一类生物。
而民国时期的男闺蜜则更风雅，陪你吟诗作画谈文学，品茗聊人生。同样都是男闺蜜，我则更喜欢民
国时期的，风雅至极，不浮躁，有内涵。
30、男闺蜜也是一种知己，而且还可以发展成老公
31、本人还是喜欢，如小溪潺潺，清潔心灵
32、封面很漂亮
33、书没看过，但是在豆瓣里刷屏确实是把我恶心到了。相信书不怎样，要不然也不会用这么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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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民国男闺蜜
35、不错不错，民国的人和事都带着一种潇洒的气息，即使是男女之间也不光是爱情也有朋友之义存
在。
36、刷分刷到我头上了⋯
37、寂静欢喜
38、文笔细腻，读起来入味
39、有个男闺蜜真好，男性朋友们可以借鉴借鉴了
40、客观，接地气，很好的女性读物
41、不错，建议大家看看
42、文笔细腻，有点煽情
43、原来男闺蜜这个词由来已久～
44、闺蜜没说就必须是女性，男闺蜜照样可以肝胆相照。在自家老公不反对的前提条件下也可以有荡
气回肠的交往。
45、挺不错的
46、大师与名嫒的情事，叙说角度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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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男闺蜜》

精彩书评

1、不管“红颜知己”是《诗经》中“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还是宋词中“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所
谓那人，但终归只是古往今来男人们对女子的一种诉求与精神升华。在封建时代，男人们只管生命中
是否有这样的女子，既不失配偶的温存丰盈，又不失知己的笃信敬重，既能含羞嗅青梅、红袖添香，
又能把酒共言欢、肝胆相照，却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女人对男人不同角色的需求。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
一样尊重女性的情感，“蓝颜知己”、“男闺蜜”等词语的出现，不仅是女人对身边男性不同角色的
重新定义与期盼，更成了如今女人可遇不可求的一笔财富和资产。然而，最先名正言顺享受到这些待
遇的女人，该是民国时期的那些女子,因为她们开始可以放足、男女同校，是最早接受接受新文化潮流
沐浴的女性，自然也就成了最早有男同学、男同事、男闺蜜的女性。然而，无论哪个时期的女人，相
信就像男人需要红颜知己一样，女人也是渴望自己有一个灵魂交流的蓝颜知己。《民国男闺蜜》就是
汇集了民国期间十二位知名女子与她们人生中的男人们之间的故事。书中收录的这十二位男闺故事，
有的不仅仅与女主人公只是单纯的青衫之交，更多的却是作者以自己女性的眼光，重新解读一些文字
记载，试图尽可能地去还原民国名媛们在自己缘分戏人甚至纠葛一生的情感中，对男人的抉择与取舍
。然而佳人已逝，再多的还原也只能是一种猜测，且不说一百年前的爱恨情仇，后人是否可以看得透
彻，估计就是当事人也未必全然明白自己的心吧！书中的一些男人用现在的评定眼光看，确实可以定
义为男闺蜜。比如相交初期的丁玲与沈从文，冰心与梁实秋，都是因文学结缘，有过共同创作的经历
。奈何时局动荡、性格迥异，虽然同样都是因误以为好友遇害逝世，写了悼文《记丁玲》的沈从文却
不如写了悼文《哀冰心》的梁实秋幸运。前者因为这一纸悼文“反目成仇”直至当事人均已离世也未
曾解开误解。让外人看来，丁玲着实对不太住沈从文在其尝尽丧夫之痛时的舍命相救。后者却因为这
这一纸悼文更加深了彼此在对方心中的分量，至死还能有一个说出“我没有变”，另一个说出“我也
没有变”的默契，着实让人感动。书中还有一些男人，算不得男闺蜜。鲁迅于萧红来说，亦师亦友，
尊敬与爱护总会多过儿女私情，看似不容亵渎。然而，我倒更愿意相信先生是有那么一点点儿女私心
的，更显出他的有血有肉，男人本色来。而民国时期娱乐圈里的男女，却多是未成眷属的有情人。石
挥与周璇是，阮玲玉与蔡楚生亦是。时也运也命也，唯有一声叹息。最感动我的蓝颜故事，有两个。
蓝颜知己，总会显得比男闺蜜多那么一点点暧昧，又比丈夫少了那么一点点生活琐碎。要么，终有一
方对另一方情有独钟，却迫于诸多无奈，哪怕起居相伴却不能继续升温至共枕同眠，犹如金岳霖与林
徽因；要么在缘分天定的夫君之前，他曾与你有过一段情投意合却机缘错失的爱情，犹如张学良与宋
美龄。我为金岳霖曾说过的一句话动容了很久。有人邀请老年之后的金岳霖，为林徽因的文集写篇东
西附于书中，金岳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
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可见，半个世纪前的他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金岳霖对林
徽因的至情深藏，只要不是亲口对她说的话，宁可不说，也是断不会说与旁人听。就是这一份对她的
尊重与深情，让人觉得坦荡之至，容不得一点亵渎。相较之下，九十岁高龄方获得自由的张学良的一
句感慨更让人心酸心疼，“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这是怎样的念念不忘与情感支撑呢？然
而张学良终究没有活过宋美龄。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逝世，享年101岁。2003年10月24日宋美龄逝
世，享年106岁。这段跨世纪的生命与情谊终于告一段落，却留给后人各种版本的演绎与纷说。说到后
人的纷说，我们总爱以现代人的思维模式去猜测这些民国故事里的是是非非。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发
过几条书摘在朋友圈，有几个同时读这本书的书友，就书中的人物之间到底有没有过肌肤之亲而各执
己见。我相信世间有真正的男女友情，但也只是友情罢了，充其量只是男闺蜜，到不了蓝颜知己的那
个温度。蓝颜知己就该有蓝颜知己的温度。这个温度，若没有一些肢体接触，怎么可能让人去一遍又
一遍去回忆并支持自己的后半生乃至多半个人生呢？但凡有情有义就该有值得让人尊重的地方，不是
么？蓝颜知己就该有那么一点暧昧的，否则就到不了蓝颜知己的味道，只能算是青衫之交。我相信金
岳霖住在林徽因的后院，照顾病中的林徽因，即便是在端茶递水的一瞬间有过那么一下碰触，或者他
也曾大胆地伸手为她把鬓角散落的头发掖至耳后，都足矣让金岳霖或者林徽因回味一生。有时候我想
，男人对红颜知己的爱总会比爱自己的妻子少那么一点点，因为他终归没有给红颜知己于女人来说最
想要的归宿，即便或许给了她更多的思念，却还是把身家性命交到了那个与之共枕而眠的妻子身上。
而女人对蓝颜知己的爱却会比自己的丈夫多那么一点点，因为她终归把自己最琐碎最真实的一面呈现
给了与之共枕而眠的丈夫，却把最美好的回忆、最值得相念的暧昧留给了蓝颜知己。 女人往往比男人
更了解自己的感情，她们敏感与细腻的神经，可以帮助自己知道该选取谁去做同眠共枕的夫君，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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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敬爱有加的师长，谁去做志同道合的伙伴，更知道该选取谁去做那个可以在他面前彻敞心扉，又可
以通过无限想念而取得精神上的鼓舞的蓝颜知己。若一生真有这样的蓝颜知己，恐怕大多数女人不会
介意是否可以与之同眠共枕的。整个读书的过程，我还总是想另外一个问题。民国初始到现在不过一
百年，书中最后一个离世的人物宋美龄女士，离世距今也才十三年。一百年前的人，为我们后人留下
了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待我们百年之后呢？历史会如何记录我们现如今的生活方式与情感纠葛呢？
但无论何朝何代，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也只有这份真，才是最让人值得尊重与回味的。愿你也有属
于自己心中的那位蓝（红）颜知己，不期共枕却相念百年。书摘：1、老年的金岳霖是和梁思成与林
徽因的儿子梁从诫生活在一起，他称他“金爸”，对他行尊父之礼。而他去世后，也和林徽因葬在同
一处公寓，像生前一样毗邻而居。2、一扇门，一座城，谨守一生。生也好，死也罢，到底是不离不
弃，念念难忘。在此，我倏忽明白：陪伴才是这世间最长情的告白，世上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胜得过它
。3、人和人相识，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是劫还是缘。许多人遇见了，哪怕一眼便是永生难忘
；许多人，哪怕是相守一生，到头来也只是恨得牙根痒痒。4、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她叹
了口气说道：“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伤害是痛彻心扉的，只有独自萎谢了。至此，我们不得不自欺欺人地说明一点：张、胡的分
开，并不代表张是被玩弄、被遗弃的一方，而是张自己砰然关上了心门，断然拒绝胡再次走进。5、
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徐志摩说过：没有女人，哪有生活
，没有生活，到那里寻找诗，寻找美？我生来就爱美，美在哪里，在自然，自然中最美的是什么，是
女人！女人是上帝最得意的作品。我不是神仙，对女人，我的爱慕有着情欲的成分，这个我承认，但
更重要的是，那美丽女人的身上，寄托着我那份“”爱、自由、美“的理想。6、2008年1月5日，著名
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在东方卫视《名人讲堂》讲到他扮演的鲁迅，当时，他以自己人到中年的理解和感
受，认为鲁迅是喜欢萧红的，并朗读了一首莱蒙托夫的诗，大意是：”我被你深深地吸引，不是因为
我爱你，而是为我那逝去的青春⋯⋯“7、鲁迅从来就不相信世上存在着一种”完人“和”圣人“，
正如他自己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任何人都有自己复杂的、精细的、隐秘的情
感世界。8、杜拉斯说：“每个人生活里都保留着一块空地，任意堆放一些东西，那里，称之为“禁
区”。”9、钱钟书师承吴宓，是吴宓最得意的门生。但在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里，人们多少可以
看到吴宓的影子。钱钟书对吴宓是深感痛心的，他怒其不争地写了首诗送给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
，无穷酸泪倩谁偿。”10、1926-1927年，沈从文与胡也频的作品开始频繁发表。特别是沈从文，
在1925年底得到徐志摩的大力赞赏之后，逐渐成为北京文坛引人注目的新星。1927年，他的第一个小
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更是标志着他已经从一个湘西的“乡下人”，走进了他为之奋斗多年
而梦寐以求的文学殿堂。11、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张学良说：若不是当时已有太太，我会猛
追宋美龄。蒋介石说：吾妻爱国明义，应知今日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张学良还说：只要夫人活着，我
就要把秘密守住。张获得自由后曾有一句感慨：“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这句话，对形容
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12、但是在梁实秋看来，“没有情感的不是诗，不富情
感的不是好诗，没有情感的不是人，不富情感的不是诗人”。他觉得这两本小诗集中的冰心是一位冰
冷到零度以下的女诗人，让人读完诗后，得到的感受只有“冷森森的战栗”。13、翁瑞午的一生，自
认识陆小曼以来，便一直以她为基点在旋转，直至生命耗尽才停止。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莫不是
：“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14、海水苍苍，人世茫茫，胡适和陆小曼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交往和友情，都已湮灭在时光深处。世间没有不老的红颜，人生也没有绝对的知己。每一个生命都是
从孤独中来，到孤独中去。此一时，彼一时，心灵微妙而幽微的默契，情感中捉摸不定的暧昧，似乎
微不足道，都被时光的流水悄然带走。15、曾经得爱恨情仇已零落成沧桑的沙粒，可青春年少，温润
如玉的他（她）却总在午夜梦回，成了他（她）心头的一颗朱砂痣。爱是什么？是长相厮守，还是永
远思念？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濡以沫，相掬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16、一个男人，他不爱女人
，他只是懂女人，那么无论哪个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这个男人绝对是她的毒药。 ⋯⋯⋯⋯⋯⋯⋯⋯
⋯⋯⋯⋯⋯⋯原创作品，转载请联系QQ19688143。欢迎大家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德州心故事”。
2、没有营养的一本书。我是一感情至上的女子，十二段故事中，只是对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惺惺相惜
，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眷恋在乎动了心。
3、一提民国的大师名媛，恐怕会有很多的人会提起林徽因与徐志摩，或者是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爱情
，更有可能是张学良与于凤至、赵一荻的感情纠缠，但是这些众所周知的故事背后还有一些我们鲜少
知道的异性情缘，既是友情也是爱情？这种仰慕和牵挂使他们成为了民国著名的“男闺蜜”。金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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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极致，男闺蜜的典范金岳霖，他不但以哲学家、逻辑学家、新道家代表人物闻名，更因为对林
徽因的痴恋而“三洲人士共惊闻”。从总布胡同的后院，到西南联大的南迁。金岳霖一直伴随着林徽
因及其家人。在北京的梁家客厅，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
钦佩敬爱，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与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的金岳霖仲裁。在抗战中
逃难时，林徽因的健康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坏，肺结核症复发，加上弟弟林恒遇难，身体每况愈下。金
岳霖为了林的身体能够增加一点营养，专门买了十几只鸡来饲养。后来抗战胜利，金岳霖和林徽因一
家人也回到北京，还是静静地做着邻居。五十年代后期，林徽因去世，追悼会上，他为她写“一身诗
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著名挽联。徐志摩：多情才子，深情的牵挂因为泰戈尔来华，徐志摩
、陈西滢与凌叔华相遇，并且成了凌府的常客。后来陈西滢成了凌叔华的丈夫，徐志摩与凌叔华也有
一段不一般的感情。种种迹象表明凌叔华与徐志摩差不多就是林徽因与徐志摩关系的翻版。徐志摩称
凌叔华为“中国的曼殊菲尔”，在众人眼中这种称赞只能够用在林徽因身上。但是“中国的曼殊菲尔
”的桂冠，却颁给了凌叔华，毕竟凌叔华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超过林徽因。新婚后的凌叔华绘制了贺
年片《海滩上种花》，徐志摩居然做了一个同名的演讲，这是一种怎样的深情？1928年北伐军逼近北
京，徐志摩就致信陆小曼说要去没有男人的凌叔华家住几天，这是一种怎样的牵挂？徐志摩下葬后，
徐父曾请求凌叔华撰写徐志摩墓碑。1931年凌叔华在《晨报·学园》发表了深切悼念徐志摩的《志摩
真的不回来了吗？》来表达自己的深切哀痛。吴宓：传说中爱上老婆的闺蜜，到底是才子还是渣男吴
宓遇到毛彦文是因为发妻陈心一，陈心一与毛彦文本是好友。吴宓在美留学时，收到陈烈勋欲将其妹
陈心一说合给他的信，曾委托同学朱君毅，让朱的未婚妻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彼此沟通信息。
吴宓初次见到毛彦文正是第一次与陈心一会面时。吴宓与陈心一仓促结婚也造成了三人的不幸。朱君
毅因为担心近亲结婚危及下一代（毛是朱的表妹），要解除婚约。毛彦文求助于吴宓夫妇。本欲救火
的吴宓却引火烧身，他居然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不顾有妇之夫的身份，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
爱意。而陈心一忍受不了吴宓情感上的叛逆，最终仳离。毛彦文断然拒绝吴宓。但吴宓毫不气馁，死
缠烂打，最终打动毛彦文。后来吴宓又不想结婚，改为订婚，毛彦文很狼狈。订婚后，吴宓又向卢葆
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和毛讨论是否结婚。毛一气之下，嫁给了比她爹还大的熊希龄。毛的嫁人
，让他觉得自己有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同时也很内疚，认定毛是赌气，自暴自弃。毛是他一生最钟爱
的女人，只有真正失去了，才感觉到珍贵。毛彦文结婚以后，特别是三年后熊希龄病故，吴宓一直纠
缠不休，既是不甘心，同时也是真心忏悔。沈从文：此时的合作伙伴，彼时的攻击对象丁玲在北京认
识了胡也频，后来嫁给了他。沈从文是通过胡也频认识丁玲的。三个人住在一起，无所不谈，成天就
是看书、写作。沈从文与丁玲办了一个《红黑》刊物，资金都是自已掏腰包，编辑、排版、校对、发
行都是自己做。虽然很累，他们做的很上劲，心里很快活。沈从文的书《记丁玲》中就提到了他和丁
玲、胡也频三人同住的情况。但是1979年的夏天，丁玲看了《记丁玲》，非常愤慨，写了一篇“说明
真相”的文章，题为《也频与革命》，文中痛骂沈从文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
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指责《记丁玲》是一本“编得很拙劣”
的“小说”。沈从文像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默默地给好友徐迟写信，诉说自已的苦衷，表达
自已的不满。《记丁玲》出版之后四十多年，一直平静无波，反而在他们二人年届古稀，历尽劫难，
重获新生之后，却掀起轩然大波。丁玲为何如此震怒，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万般费解。张学良：纠葛
一生的感情，活命的保证1925年，东北军打败孙传芳后，首次进入上海。就是这一次，张学良邂逅了
宋美龄。张学良即刻被宋美龄的气质所倾倒。后来还与宋美龄一起跳舞。少帅曾说：“若不是我已经
有太太了，我会追求宋小姐！”当时蒋介石也在追求宋美龄，并且取得成功。中原大战之后，蒋特邀
张学良到南京，宋美龄为张学良夫妇接风洗尘。宋老太太认于凤至后为干女儿。蒋张结为异性兄弟。
张学良曾说：“西安事变后我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
人很了解，她说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金钱，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张学良
曾感慨：“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这句话，对形容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再合适不
过了。宋美龄作为一个政治女性，唯有在与东北硬汉张学良的交往中，才显示出她真挚、细腻的女性
情感。这种柏拉图式情感，出现在两位身份特殊、命运特殊的中国名人之间，有点不可思议，但至诚
至信，顺理成章。梁实秋：因批评结缘，一生的知己1923年7月，梁实秋赴美留学前夕，他在《创造》
周报上发表了《〈繁星〉与〈春水〉》一文，对冰心的小诗集做了批评。这时的冰心在文坛上的声望
要比梁高得多，被梁实秋批评得一无是处。巧合的是在去往美国轮船上，经许地山的介绍，梁实秋认
识了冰心。梁实秋问冰心去美国修习什么专业，她说是文学，然后礼节性地问梁实秋学什么专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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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说：“文学批评。”谈话戛然而止。在美国，梁实秋与冰心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还一起演过《琵
琶记》，谢文秋饰赵五娘，冰心饰牛小姐。留学生们常常拿这件事说笑，当谢文秋和同学朱世明订婚
后，冰心就调侃梁实秋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梁实秋很喜欢“秋郎”这两个字
，回国以后以此为笔名。后来，冰心遇到吴文藻，喜结连理。解放后，冰心后在大陆，梁实秋去了台
湾。两岸通邮时，两人均已成了耄耋老人。“文革”时期，梁实秋在台湾听信误传“冰心和她的丈夫
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了”，这一消息让他非常悲痛，他写了一篇《忆冰心》，用细腻平实的笔触，回
忆了两人几十年的友情。1985年上半年，当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怀旧——忆故知》将由中国友谊出
版公司出版时，冰心欣然提笔为此书作“序”。梁实秋在台北病逝后，冰心在悲痛中写了《悼念梁实
秋先生》。友情已达，恋人未满，男女之间是否真有纯粹的友谊？这些感情究竟算是爱情还是友情？
现在恐怕也无法评说。感情，太过复杂，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故事。
4、告诉我，你有没有一位红颜或蓝颜知己读《民国男闺蜜》文/方木鱼我有一个读友，她每天做一条
书摘，我每天一早起来，拿起手机刷微信朋友圈，我发现，她的书摘已经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我
了。我为自己又比她起的晚，而心生愧疚。比如她今天摘的是：为什么每天都跑步，为什么每天都会
写点东西？为什么睡前都看书？因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没有每天能坚持的东西？所以任何一种坚持都能
区分别人和自己。然后她在后面著名说是刘同说的。刘同我还是知道一些的，《职来职往》上见过他
。可他这话，我有几分不认同？怎么大多数人都没有每天能坚持的东西了？玩手机算不算？吃饭算不
算？睡觉算不算？每天上班、挣钱，算不算？拜托，下次讲话，能不能考虑全面再说。尽管我明白你
想表达的意思。说回看到一本书，《民国男闺蜜》。起初，对这个书名不抱好感。民国，跟风，闺蜜
，俗套。男闺蜜，讨巧。总之，加在一起，肯定又是个胸大无脑之作。有一天，那还是电视剧《少帅
》正流行的时候，也就前几天，这么精良的电视剧，说演完，立马就没人谈论了。看到她做的书摘。
书名便是《民国男闺蜜》。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张学良说：若不是当时已有太太，我会猛追
宋美龄。蒋介石说：吾妻爱国明义，应知今日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张学良还说：只要夫人活着，我就
要把秘密守住。张获得自由后曾有一句感慨：“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这句话，对形容宋
美龄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我在下面做了评论：二人应该有暧昧。我总是以最恶毒的
心去揣测世间的至情至爱。读友回复：这么定义暧昧？肌肤之亲？我回：也在看这本。读友回：喜欢
这篇，还有金岳霖那篇，以后还没看。我回：唉，你说，金，林，梁，他三个，在一块，怎么过的呢
？我说：我没怎么看，媳妇说，胡适和陆小曼那个，就很露骨。读友回：金住后院，不过我倒是觉得
金和林有暧昧，不如宋和张。后面是一个捂嘴笑的表情。读友说：我还没看到。我回：不是当事人，
什么都只能猜。估计，够乱的。主啊，原谅我吧，原谅我这颗淫者见淫的心吧，不惜以世间最狠毒的
恶去揣测每一个人的内心。经此一变，试着读了几篇，《闺蜜一》、《闺蜜四》、《闺蜜七》，这一
拿起来，再难放下。作者还是很负责的，没有信口胡说，没有为了幽默和讨好读者而恣意妄言。还在
读。跟了民国的风，讨了闺蜜的巧，但书，的确是一部用心之作。自序里有一段话：男人之所以需要
红颜知己，是因为可以得到更多层次的情感需要，这种情感需要是我们在友情与爱情中无法满足的。
所以男人有了红颜知己。比朋友更近，比爱人稍远，却偏偏是这个世界上懂自己最多的人。这句话，
会不会给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人以鼓舞、勇气、和动力？
5、熟悉的名字，真实的故事，唯美的情节，优美的文字，浓浓的爱情，让人手不释卷。反思当下世
态炎凉、人情淡薄，真的是值得欣赏回味，感谢作者的深情演绎！拥有不一定有爱情，爱情未必会拥
有。闺蜜无论是男是女，都是隔岸知心知底、相知相守！人生之中，最珍贵的不是积累多少财富，而
是拥有一位闺蜜！
6、努力学习品味中，先看简介就值得读一读，一花一叶一世界，跟何况是各大文豪之间的趣事，那
些堪称金典的过往值得品味！
7、好书，好书，我还没看呢！我要抓紧看啦！好书，好书，我还没看呢！我要好书，好书，我还没
看呢！我要抓紧看啦！抓紧看啦！好书，好书，我还没看呢！我要抓紧看啦！好书，好书，我还没看
呢！我要抓紧看啦！好书，好书，我还没看呢！我要好书，好书，我还没看呢！我要抓紧看啦！抓紧
看啦！好书，好书，我还没看呢！我要抓紧看啦！好书，好书，我还没看呢！我要抓紧看啦！好书，
好书，我还没看呢！我要好书，好书，我还没看呢！我要抓紧看啦！抓紧看啦！好书，好书，我还没
看呢！我要抓紧看啦！
8、民国名媛与男闺蜜的情事是一道不可磨灭的历史风景线，其间的风花雪月，供后人饭后谈资的爆
料也很多。比如沈从文与丁玲就是其中著名的男闺蜜与红颜知己，二人的友谊结缘老乡情分，彼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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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未成名时相知的，可谓纯洁无暇，遗憾的是后来却反目成仇。沈从文是通过胡也频认识丁玲的
，因同为湖南老乡，对故乡的怀念很快就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三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自然而然情趣相
投，往来频繁，当沈从文1925年中秋节再度与他们重逢时，丁玲已经接受了胡也频的爱，三人联系更
加紧密。丁玲与胡也频重返北京后，因经济拮据，时常为一点小事争吵，沈从文从此充当了和事佬和
救火队员的角色。但三人渐行渐远，并不是因为后来丁玲爱上冯雪峰而飞掉胡也频，而是因为一桩误
会。离开北京后，胡也频经常将二人的诗稿寄给北京的沈从文，托他转给《晨报》和《现代评论》发
表。由于胡也频、丁玲的字体和行文方式与沈从文不分伯仲，刊物和读者几乎都误认为也频、丁玲是
沈从文的另一笔名，为此，沈从文、丁玲和鲁迅之间还引起了一场严重的误会，丁玲因上学无望、处
境艰难，向鲁迅写信请教人生的出路问题，但由于鲁迅最讨厌男人化用女人名字，并认定此信是沈从
文化名而写，所以从不给丁玲回复。鲁迅还写文章骂过沈从文，但是当美国的斯诺问鲁迅中国作家谁
比较好时，鲁迅第一个提到沈从文，说他的短篇小说写得还可以。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国民
党特务绑架，尚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得知后，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后又相继写了《丁
玲女士失踪》以及《记丁玲女士?跋》两篇文章并刊出，不久后他听到丁玲被害的谣传，还写下《记丁
玲女士》一书，这些文章，涉及很多丁玲的私密往事。这成了丁玲的一个心结，终于在解放后的几十
年，对这部关于她本人的传记痛骂有加、嗤之以鼻。丁玲发文称《记丁玲》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
小说’”、“胡言乱语”、“连篇累牍”，并斥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
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至此，两人关系彻底破灭，对于丁
玲翻脸不认人的举动，小编很是不齿，或许沈从文写了一些你不愿承认或者不愿意回顾的事情，但那
也是为了营救你，为了感怀你，在白色恐怖时期冒着风险写下的文字，几十年后再来翻总账，沈老是
不是太屈了一点？记恨某人的一些行为，就算他的行为可能有不准确不恰当的地方，但总要看看别人
的出发点吧，总不是专门为了黑你丁玲写了这么多文章奔走呼救！两人的过节不止以上一二，故人已
往矣，感兴趣的八卦可以去找《民国男闺蜜》这本书读读，我就不多评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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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民国男闺蜜》的笔记-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朗是路人

        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者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
能做人家一个好朋友。

2、《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3页

        沈从文------缘起缘灭记丁玲

3、《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150页

        细数二人一路走过的坎坎坷坷，留下的只有唏嘘短叹。仔细想来，真是女人的脸，无常的天。你
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刻她会对你产生怎样的不满。

4、《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24页

        而今，历史的车轮滚滚而去，只留下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把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这三个
男人的名字和林徽因紧紧书写在一起。他们这一生，遇见林徽因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林徽因之与金岳
霖，不管曾经是多么珍惜，多么无奈，到最后也只能是带着各自命定的结局消失在彼此的生命里。在
我个人看来，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情事，更像是徐志摩隔空打牛，而金岳霖和林徽因却是实实在在地爱
恋过。尽管最后没能走到一起，可金岳霖为了林徽因一生未娶却是真切存在的。也许对于金岳霖而言
，她的名，胜过他的命。一扇门，一座城，谨守一生。生也好，死也罢，到底是不离不弃，念念难忘
。在此，我倏忽明白：陪伴才是这世间最长情的告白，世上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胜得过它。

5、《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96页

        不知有多少夫妻，共枕一生，未有深深欣赏；有些人一生欣赏，却又不是夫妻。没有了夫妻名分
，反而少去了生活的繁琐，很多本来微弱的情，就可以升华，变得更加纯正，如清风明月，照亮孤独
的灵魂。

6、《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49页

        如果说胡兰成是张爱玲的刻骨铭心，桑弧是张爱玲的过眼云烟，那么赖雅应该是她的沧海桑田。
张能从这个老男人身上得到依靠和安定的感觉，或许从他的身上，她还寻到了年少时不曾在父亲身上
得来的父爱。

7、《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57页

        难道说，这尘世间也会有那种没有纯粹的没有半点杂质的男女之友情？他们走的那么近，近到凌
淑华成了徐志摩灵魂的通信员；他们由那么远，远到骄傲如凌淑华，根本不会倾情于他。难道说，到
最后，他们也只能若即若离，只是朋友，永远也不会再走近一点，抑或不曾离开过？

8、《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5页

        梁实秋-----心如明月，相隔四十余年，仍是一生的知己。

9、《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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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最多；对你最好的人，你却对让最抱歉；早离开你的人，你却一直惦记着
；而总想陪你的人，你却老嫌他烦。

10、《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3页

        我是一个女人，所以我不知道红颜知己对于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了解女人的一个出口
，抑或是极度空虚寂寞时感情的一种寄托？我想大概是没有恋爱时的玩伴，或者可能只是虚拟一种感
情的环境，让我们孤单寂寞的心，找到一点点安慰罢了。毕竟人活着，大多时候是孤独的。活在这个
时代，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经历的多了，虽日趋成熟却是实实在在的很少再敢于去认真地付出。许是
怕伤了，许是怕骗了，许是怕丢了心、失了魂。但不管怎么样，红颜知己，似乎就是那个让你找到自
信，勇气，和力量的人。所以有时候，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很难，也便更加弥足珍贵。
从古至今，男人与女人，红颜知己与蓝颜知己，可以说一直都是我们情感世界的一大需要。诚然，男
人之所以需要红颜知己，是因为可以得到更多层次的情感需要，这种情感需要是我们在友情与爱情中
无法满足的。所以男人有了红颜知己。比朋友更近，比爱人稍远，却偏偏是这个世界上懂自己最多的
人。相对于女人而言，有一个蓝颜知己，在搬家时变身大力士，在逛街时充当司机导购，在伤心时化
身知心姐姐，在遇险时升级贴身保镖，在不痛快时还可当沙包⋯⋯这无疑也是所有女人都想要的。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最为复杂，也最难掌控。对于红颜知己与蓝颜知己，我们又了解多少呢？两个人之
间到底是纯洁友谊，还是玩暧昧，估计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说得清道得明。有时候分明只是想寻找一个
情感宣泄的出口，偏偏越是不想暧昧，越是身陷其中。也许有时候，拿捏不好，多情、温馨的蓝颜（
红颜）知己，偏就成了世上伤你最深，让你最痛的那个男人、女人。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实在是复杂
啊，毕竟爱情不是你付出就会有回报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拥有或多或少的朋友，但是一定会
有一个永远贴己的异性朋友陪在身边或者活在心里吗？
异性知己是很危险的，稍微向前一步，就会失足出轨；真正的爱跨越生命的长度，灵魂的广度，能够
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天地间。世人都说男女之间不存在纯正的友谊，可是多情的我们偏又那样自欺欺人
地相信它存在，尽管心里已经极力地赞成这样的说法。毕竟人生之中能有一个疼你、懂你，默默守护
着你的蓝颜（红颜）知己真是难得，弥足珍贵。如此难遇的一个人，要怎样地相处，才不会因为冲动
，寂寞或者失落，让她变成可能的陌生人呢？于是，笔者试图尽可能真实地还原那些民国名女人与她
们男闺蜜交往的点滴，给读者诸君讲述那些民国名媛与男闺蜜的情感故事，就是让大家感悟这些故事
背后所隐藏的情感道义。

11、《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133页

        沈从文在淮海路的万宜坊附近租下一个住处，他和丁玲都搬到这里。他住一间，丁玲和他的九妹
住一间。这个住处是在一家杂货铺的楼上，比较寂静，来往的人极少，这样可以保证丁玲母子的安全
。住在这里，丁玲很少下楼，只是在晚间才偶尔到街上走走。

12、《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85页

        鲁迅和许广平的《两点书》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纯粹的情书之一，是两人真正的精神合作。但
鲁迅和许广平之间既有亲密之爱，也有难言的隔膜。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晚年常夜不能寐，独自走到
阳台上，和衣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而年幼的海婴夜里起床拉尿，看见爸爸睡在阳台地上，便也不声
不响躺在他身边。这个场景说明，鲁迅心中有解不开的结，他是孤独的，不是世俗生活的孤独，而是
灵魂深处的孤独---生前，能真正理解他的人，其实很少很少...

13、《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2页

        我是一个女人，所以我不知道红颜知己对于男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她是了解女人的一个出口，抑
或是极度空虚寂寞时感情的一种寄托？我想大概是没有恋爱的玩伴，或是用来虚拟一种感情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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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孤单寂寞的心，找到了一点点安慰罢了。毕竟人大多时候是孤独的。

14、《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2页

        鲁迅-----走进灵魂的彼此

15、《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1页

        金岳霖-------默默守候，寂静欢喜。

16、《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219页

        有一次，梁实秋去看望吴文藻、冰心夫妇。冰心一定要梁实秋试一试他们夫妇睡的那张弹簧床，
梁实秋躺上去一试，感觉真软，像棉花团。吴文藻说，他们从北平出来什么也没带，就带了这一张庞
大笨重的床，从北平搬到昆明，从昆明搬到歌乐山，没有这样的床冰心睡不着觉！

17、《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193页

        可以说，她自小就缺乏正常的家庭温暖，缺少来自真正懂得她，爱惜她的亲人关怀，生活饱经辗
转颠簸，历经世事无常。这样的遭遇，使得她一旦遭遇到感情困扰，便会有无所适从的绝望感。这样
的心态，加上一个艺人特有的敏感和脆弱，她就很难在特殊的时刻做出理智的抉择。

就这样，在朱怀德和朱小姐何某布局下，石挥与周璇，这一对自尊心极强、心思又极其敏感的欢喜冤
家，他们短暂而又仓促的恋情，犹如一本才翻开扉页的新书，旋即就把封底合上了。

18、《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4页

        张学良-----我保你无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

19、《民国男闺蜜》的笔记-第179页

        在这次偶然相识后，石挥、周璇俩人才开始密切交往。时日稍久，一些熟悉的朋友便来热情撮合
，提议他们配对成双。两人的情感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升华，1946年，周璇便接受了香港大中华电影公
司老板蒋伯英的邀请，前往号称“东方好莱坞”的九龙拍片。
当周璇来到香港时，战后香港的电影业正进入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期，出现了所谓的“复苏”。抗战
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大小小影片公司纷纷成立，老板们为了争夺市场，投机赚钱，于是
杂草闲花，纷纷出笼。“复苏”最先始于九龙电影界，那里的制片商故态复萌，不惜大搞香艳、色情
、武侠、打斗的影片来捞钱。于是，牛鬼蛇神又借银幕还魂复活。“复苏”期的九龙影业，虽也有几
部比较严肃的作品，但仅是凤毛麟角。此次，大中华影片公司之所以从上海聘请周璇和舒适、何兆璋
同去香港，就是希望能拍几部有声有色而又受观众欢迎的上乘之作。
在香港期间，周璇与“大中华”总共签订了两部影片的合同：一部是《长相思》，另一部是《各有千
秋》。这两部戏里既没有色情下流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凶杀恐怖之类的玩意儿，和当时充斥市场的一
些影片相比，还是属于比较“规矩”的作品，只是《长相思》或多或少还是因袭了过去“才子佳人”
的旧套。不过，《各有千秋》则完全以故事来打动观众，与周璇合作的搭档龚秋霞同样是著名歌星，
不过《各有千秋》里没有她们的唱。一“反”“金嗓子”以前“每片必歌”的路子，这“反”而让观
众觉得别具风味，就是“金嗓子”本人也感觉别样新鲜。因此，这两部影片受到了南洋片商的赞赏。
就这样，大中华老板要求周璇继续签订拍片合同。就在此时，从上海那边传来消息：原来阻留在大后
方的一些老朋友们已经纷纷归去，尤其是原先谣传死于狱中的赵丹现在已经回沪拍片。这样的喜讯，
让周璇急于回到上海，与这些相隔多年的朋友们见见面。同时，这些年来在感情上与她若即若离、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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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时又依依不舍的一位朋友——石挥，也让她归心似箭。更何况，她临行到香港拍片时，担心养母年
纪大，独自在家不安全，还托付单身的石挥在上海替她照看。思恋如潮水般向她涌来，周璇婉拒了“
大中华”继续签约的美意，不顾一切地飞回了上海。
见到思念已久的石挥，他比分别时看起来消瘦了许多，而且蓄着过长的头发。周璇担心他得了什么病
，石挥见她那么紧张，于是就解释说，自己是刚拍完一部名叫《假风虚凰》的影片。这部由桑弧编剧
、佐临导演的电影让他经历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尤其是影片里讽刺社会欺骗风气的一幕，引起了全市
理发师的误会，吓得他和叶明都不敢进理发店，所以头发一直留到了那么长。
周璇静静地倾听他讲，就像一直以来，他们俩只要见面，她永远是一个好听众，而他总会在那里一直
不停地对她述说。她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会有那么多话要对自己讲，而自己也会跟傻瓜一样地聆听，
好像怎么听都听不厌呢？如果不是两人平时各自忙于演戏，如果不是两人见面的时间少之又少的话，
彼此还会不会这样新鲜、这样热烈呢？
面对热情丝毫不减当年的石挥，周旋感觉自己是那么急迫地想要和他在一起，可是想到以往的那一次
次惨痛的婚恋，她又不禁开始患得患失起来。她对自己与石挥的情感，期待却又提防着。就算眼下，
在两人见面时，他们的谈话仍旧是虚虚实实。可想而知，他们的感情也一直处于暧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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