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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故事·高阳杂文》

前言

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话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
约略而计，出书总在六十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
字。所谓“著作等身”，自觉无忝。上下五千年，史实浩如烟海，所以我的小说题材，永远发掘不尽
；更堪自慰的是，世界华人社会，到处都有我的读者。有些读者奖饰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
惭感交并”四个字来形容心境。行年六十有五，或许得力于凡事看得开；更应庆幸于生活在自由自在
、不虞匮乏的大环境中，所以心理与生理两方面，可说并未老化；与笔续盟、廿载可期。不过今后的
笔墨生涯，一方面从事创作，另一方面亦须整理旧稿。新作单行本将仅交由联经及远景两家出版事业
公司印行。与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合作的开始，在个人的创作历程中，是一块很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
种极愉快的经验，特缀数语，敬告读者。是为序。高阳一九八六年九月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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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故事·高阳杂文》

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两部。
第一部《大故事》，是高阳所撰写的短篇历史故事集。高阳先生最擅长的是清史，在他所有的历史著
作中，写清代的几乎篇篇精彩绝伦，因而本书中有关清朝的部分，例如《紫禁城搜秘》《万园之园话
明园》等，更是可见他的功力。
第二部《高阳杂文》则分为五部分，有杂感，有感怀旧人之作，有若干小考证，附“阅读新记”四篇
，还有他对文学与文人的一些看法及若干书评，可以满足读者“高阳是怎样一个人”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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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阳（1920-1992），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大学未毕业，入国
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并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
主笔。
高阳擅写历史小说，也是著名的“红学”专家。我国历史纷繁复杂，高阳却能从容驾驭。“以历史入
小说，以小说述历史”的独特著述手法令其蜚声文坛。
他一生著作90余部，读者遍及全球华人社会，著作在海内外发行量均在千万以上。因流传甚广，乃有
“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高阳誉满海峡两岸，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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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天下第一家一、四大世家世世有禄秩之家，称为世家。全世界有四大世家，以年代由近而远而言，一
是英国皇室。现在是汉诺威王朝，1714年由乔治一世所开创。往上推是1603年詹姆士一世的斯图亚特
王朝，1509年亨利七世的都铎王朝，1413年的兰卡斯达王朝，1154年亨利二世的金雀花王朝，以及1066
年威廉一世的诺曼王朝。有“征服者”之称的威廉一世应是英国王室的始祖。二是回教创始者穆罕默
德。他死于公元632年，生年不可考，约为571年。穆罕默德无子，由他的自徒弟变为女婿的阿里接续
香火。阿里即为回教什叶派的领袖，其后裔有阿里汉里。阿里汉里之父久居印度，遇到生日，其信徒
奉献金银珠宝，此皆世人所熟知，但乾隆的“香妃”亦为阿里的后裔，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据魏
源的《圣武记》载：“隋唐之际，其国王（天方国）谟罕骞德者，生而神圣，尽臣服西域诸国，始扫
佛教，自立教，造经三十篇，敬天礼拜，持斋戒，传二十有六世、日玛墨特者，当明之末年，与其兄
弟分适各国，始逾葱岭，东迁喀什噶尔，是为新疆有回酋之始。”玛墨特的孙子叫阿布都实特，生子
玛罕木特。玛罕木特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布那敦，次子叫霍集占，就是清朝官书中的“大小和卓木”
。和卓木或称和卓，在回语中为掌教之意。乾隆十大武功中“平回部”就是平定大小和卓木的叛乱。
香妃的正式称号为容妃，是大小和卓木的妹妹；在他们兄弟未叛乱以前，清朝于其有恩，因而进妹以
示效顺。相传由兆惠俘获此女以献，是不实的记载。容妃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亦不相同，譬如说
满洲风俗有喜庆大宴宾客，都是“吃肉”；坤宁宫每天祭神，宰猪两口；而二月初二宫中“吃肉”，
皇帝皇后奉太后亲临，是很虔诚郑重的礼节，容妃如在后宫，岂能避而不食？因此，乾隆特为替她造
一座“宝月楼”，御制《宝月楼记》云：宝月楼者，介于瀛台南岸适中，北对迎薰亭，亭台皆胜国遗
址，岁时修葺增减，无大营造。顾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长以二百丈计，阔以四丈计，地既狭，前朝
未置宫室，每临台南望，嫌其长，鲜屏蔽，则命奉宸，既景既相，约之椓。鸠工戊寅之春，落成是岁
之秋。“奉宸”即“奉宸苑”，为内务府专管离宫别苑的机构。戊寅为乾隆二十三年，可知容妃人宫
，必在一两年以前，得乾隆之宠，故特造宝月楼藏娇。乾隆之宠容妃，还有一事可证。宝月楼外即是
西长安街，乾隆为安慰容妃的乡思，特准回回建西域风味的屋子居住，并造一座清真寺，正对宝月楼
，以便容妃遥拜。此地即是老北京都知道的“回子营”。不过宝月楼已经不存，袁世凯窃国，拆去宝
月楼另造一座“新华门”。王壬秋携周妈进宫去看“袁四少爷”，有意装作老眼昏花，指着门额问道
：“怎么，叫‘新莽门’？”将袁世凯比作篡汉家天下的王莽。三是日本皇室。日本的古代史只有两
部，一部叫《日本书纪》，一部叫《古事记》，分别成书于七世纪及八世纪，记日本开国的情况，连
日本的史学家都认为是神话。据说日本的开国之君叫“神武天皇”，在位76年，即位之年为周惠王十
七年，也就是公元前660年，所以在1940年举行“纪元2600年”庆典。其实，不但神武天皇子虚乌有，
以下八代天皇，亦无其人：其中有个孝安天皇享祚102年之久，更是奇谈之尤。据日本通李嘉兄告诉我
，日本有些学者认为《古事记》中的第十代崇神天皇，可能是日本开国的第一代天皇。我觉得这话有
点接近事实了。崇神天皇元年为公元97年，在中国便是汉武帝天汉四年。江户时代，九州博多湾志贺
地方掘出来一方金印，文日：“汉委奴国王。”据说是后汉光武帝中元二年，日本遣派使者第一次觐
见汉光武，受赠此印；加一“汉”字，显然是受封，而不是平行地位的相赠。陈寿《三国志》的《魏
志》卷三十，专记外国，仿佛《清史稿》的《邦交志》，此记最后一目为“倭人”。李嘉兄告诉我，
日本的史学家大森志郎博士，以毕生精力完成一部巨著：《（魏志·倭人传）研究》，力辟日本人为
“太伯后裔说”。太伯即泰伯，周太王的长子；太王第三子季历，亦有贤名，尤其是有子名昌，更为
杰出，太王想立老三，以便传位给昌，但长幼有序，这话说不出口。泰伯跟老二仲雍，仰体老父之意
，断发文身，自我放逐到现在的太湖流域一带，表面上好像自甘下流，实际上是成父之志，以便传位
给季历，再传于昌：周天子姓姬，姬昌便是周文王。太湖流域如今在全中国是精华所萃的东南财赋之
区，当时却是尚未开化的“荆蛮”之地；一直到清初，南方人叫蒙古人为“鞑子”，而蒙古及满洲人
称南人为“南蛮子”，意即本此。不过蛮虽蛮，却很讲义气，佩服泰伯、仲雍让天下的至德，有一千
余家拥护他，立之为君，尊为太伯。泰伯死后，仲雍继立，这就是吴国的两始祖，延陵挂剑的吴季子
，及为西施亡国的夫差，都是仲雍的子孙。在自我放逐时，据说泰伯、仲雍有一部分亲属逃到了日本
，自称为泰伯之后。这件事在日本历史上，几度引起轩然大波，“爱国”的日本人不承认此说，因为
一承认，就不能对中国展开侵略。大森志郎即攻击《魏志·倭人传》中的这段记载，指“太伯后裔说
”为“邪说”，为“危险思想”。有志气的中国人，并不打算跟日本人认亲戚，这且不去说他；但我
要指出，日本不管当时是何国名，而受过中国的封，曾为中国的藩属，是赖都赖不掉的一件事。《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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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倭人传》说，带方郡：今平壤以南之地，汉末曹操置带方郡，其东南大海中为倭人所居，有一百
余国，最大的是“女王国”，距带方郡一万二千余里。此国本来亦以男子为主，其后因互相攻伐，乃
共立一女子为王，名叫“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并无夫婿，只有一个弟弟帮她治国
。女王有婢千人，见过她的人很少，只有一个男子为她采办饮食、传达命令，居处有宫室成栅，守卫
极严。景初二年六月，倭国女王派遣名叫难升米的大夫等人到带方郡，请太守刘夏送他到京都—一洛
阳，以便向天子朝献。《后汉书·东夷传》所记，大同小异。这段叙述非常重要，由此可以推断，传
中所说的女王，实际上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神功皇后，日本古史记：神功皇后，名息长足媛命，父
亲是开化天皇的曾孙；仲哀为开化的第五世孙。照此计算，仲哀是娶了他的姑母为妻。日本皇室一直
是近亲婚配，到明仁太子才打破传统。仲哀天皇在位只有九年，死于一次内乱中，当时神功皇后有孕
在身。仲哀天皇死后，神功皇后执掌政权，自汉献帝建安六年至晋武帝泰始五年，达69年之久。景初
则是曹子建的初恋情人甄后之子魏明帝的年号；景初二年为神功皇后执政的第38年，她的遗腹子，即
以后的应神天皇，当时至少亦有37岁了，《魏志》中所谓“有男弟佐治国”，此男弟实为其子之误。
景初二年十二月，神功皇后的正副贡使到达洛阳，朝见进贡；贡品是中国历史上最薄的：“男生口四
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班布便是粗布，再加上可做童婢的十名倭人而已。但晋武帝的报
答则甚厚，《魏志·倭人传》录有“制诏”全文，称之为“汝”，封之为“亲魏倭王”，赐金印紫绶
以外，物质方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交龙锦”五匹，毛织地毯十张，红色、青色绸缎各五十匹，是
“偿汝所献贡直”：另一部分是“特赐”：文锦三匹，地毯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两把
，铜镜一百面，珍珠及铅各五十斤。自汉唐以来，藩属进贡每每属于“打秋风”性质，神功皇后便是
如此。至于日本皇室到底姓什么，我还弄不清楚，有人说“卑弥呼”，日文写作“ヒメコ”或“ヒミ
コ”，就是他们的姓，是耶、非耶，要另外请教专家了。这三大世家，近者不足千载，远者亦不过两
千年；若论年代久远、谱系分明、名望之大、人才之众、影响之深，不能不推中国的孔子家，居四大
世家之冠。二、孔子的家世及生平孔子为殷商后裔，本姓为子。据《竹书纪年》，商朝历30王、508年
，末代纣王无道，为周所灭。周武王封纣王之子武庚，让他奉祀祖先；至成王时，武庚叛乱，为周公
所诛，改封纣王的庶兄启于宋国，即是宋微子。宋国在今河南商丘。宋微子死后，其弟微仲继立，八
传至孔父嘉，应该分出自成一族，立姓氏为孔。所以孔父嘉为孔家的始祖。孔父嘉的曾孙叫防叔，由
于仇家宋国太宰华督的逼迫，迁避于鲁国。防叔的孙子叫叔梁纥，便是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邹县
大夫，是个大力士。他的原配姓施，生了九个女儿，有个庶出之子，名叫孟皮，是个跛子，不足以撑
持门户。叔梁纥说：“虽有九女而无嫡子，等于无子。”因而求婚于颜家。颜家有三个女儿，他们的
父亲问说：“邹大夫是殷商的后裔，其人身长九尺，武力绝伦，我很希望有这么一个女婿。虽然年纪
较大，性情亦比较严厉，但不算缺点；你们三个人谁愿意嫁他？”长次两女不做声，只有名叫征在的
小女儿答说：“父亲要谁嫁他，就是谁嫁他，何必问？”“不错，就是你！”于是征在嫁了叔梁纥。
婚后夫妻双双到曲阜东南的丘尼山去祈祷，果然得子，生具异相，头顶四周高起，中间下陷，此名“
圩顶”。叔梁纥因为祷于尼丘而生子，因此给这个儿子取名日“丘”，行二，所以字之日“仲尼”。
孔丘就是孔二先生孔子。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年己酉，也就是鲁襄公二十一年，亦即公元前552年。孔
子三岁丧父，十五岁有志于学，十九岁娶千千官氏为妻，二十岁生子，恰好鲁昭公派人送了一条鲤鱼
给孔子，为了纪念这份光荣，命子名为鲤，字伯鱼。孔子二十四岁丧母，六十八岁丧妻，七十一岁丧
子，七十四岁逝世。孔子一生的行谊、出仕、讲学、游历，都有专书，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三、孔子
的封号孔子晚年已成王者之师，所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逝世后，哀公尊称为“尼父”，这是公认的孔
子第一个封号。汉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第十六世孙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此
为孔子封公的由来。唐、宋、元三朝，均追封孔子为王，但孔家一直认为孔子是公，一切体制，均按
公爵身份行事。北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北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为“邹
国公”；隋文帝开皇年问，尊为“先师尼父”，称孔子为“先师”，首见于此。唐朝对孔子的封号，
变化最多，首先是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尊孔子为“宣父”；四十年后的高宗乾封元年，驾幸曲阜，追
赠孔子为三公之首的“太师”；武则天做皇帝时，封周公为“褒德王”，孔子次王一等，追封为“隆
道公”；及至玄宗嗣位，于开元二十七年降诏：“孔子既称先圣，可谥日文宣王。”此为孔子封王之
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禅，下泰山后幸曲阜，加谥孔子为“元圣文宣干”，祥符五年改谥为“至
圣”，此一谥号为后世公认为最允当。到了明朝嘉靖年间，孔子的封号及祀典有一极大的变更，其事
非无因而生，与世宗入承大统以后所面临的问题有关。正德十七年三月，武宗崩于“豹房”，无子。
大学士杨廷和拟遗诏，经张太后同意后颁布，说：“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熄，聪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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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
皇帝位。”孝宗最长之弟兴王，封于湖北安陆，兴王薨于正德十四年，谥献，故称兴献王。独子厚熄
入承大统，即为世宗。兴献王妃蒋氏与十五岁的厚熄母子二人都是厉害角色。厚熄一路进京，架子极
大，屏绝贡献，地方大吏轻易不得进见，已俨然有出警入跸的皇帝派头。到得良乡，礼部进“礼仪状
”，是承杨廷和之命所拟，抵京“先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翌日，百官三上笺劝进，俟令旨俞允，择
日即位”，劝进的笺文，及“令旨”的格式，都如皇子嗣位的程序。厚熄看完，对他的长史袁宗皋说
：“我奉皇兄遗诏接位，不是皇子。”因此，一到京城先不进城，召见杨廷和，拒绝接受礼仪状中所
定的仪制，由大明门而人，日中即位，定明年为嘉靖元年。即位第三日，嘉靖遣人赴安陆迎母来京，
同时命群臣集议崇祀兴献王的典礼。礼部尚书毛澄向杨廷和请示，杨廷和说：“以汉朝定陶王、宋朝
濮王的故事为根据，有异议者，就是奸臣，当斩。”汉、宋两故事分别是：汉成帝无子，以其弟定陶
共王之子为太子，嗣位即是哀帝，追尊其父为定陶共“皇”，另以楚王之孙为定陶共皇之子，承继香
火。宋仁宗亦无子，以其兄濮王之子为子，四岁时即育于宫中，嗣位即为英宗。议尊濮王祀典时，司
马光与欧阳修成为两派，司马光认为英宗既继承为仁宗之子，则对本生父濮王不当再服三年之丧，廷
议多主此说，认为英宗对濮王应称“皇伯”。欧阳修不以为然，认为出继之子由三年之丧降为一年之
丧的“期服”，于理可通，但“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根据”。因此崇奉之议，久而
未定，而英宗却已驾崩，其事不了了之，但后世皆视司马光之议为正论。这重公案名为“濮议”，以
后濂洛学派巨擘的程颐，发一议论说，当时的大臣，只知道不应再称濮王为父之非，而不明尊崇之道
，以致濮王在英宗看来，与其他叔伯并无分别，如果尊称为“皇伯父濮国大王”，则一方面对生父尊
崇之极，另一方面亦对得起仁宗的养育成全之恩。后世视此为濮议正确的结论。毛澄受教以后，主持
廷议，都以为然，但礼部侍郎王瓒独持异议。那是受了他的一个小同乡张璁的影响。张璁是浙江温州
人，中举人后，七次会试皆落第，准备找一个官做。有个叫萧鸣凤的御史为他排了八字说：“你三年
以后会中进士；再过三年会突然大贵。”张璁听了他的话，打消了就一小官的念头。果然到了正德十
六年中了进士，此时年已四十有七了。在廷议以前，他去看王瓒说：“今上不是继统，不是继嗣，这
情形跟汉哀帝与宋英宗不同。”王瓒认为很有道理，所以在廷议时唱反调。杨廷和见此光景，将王瓒
调为南京礼部侍郎，复奏仍照原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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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集子是名副其实的杂文，内容庞杂，大致可分为五部分：第一是杂感；其次为感旧怀人之作；第
三是若干小考证，附《阅微新记》四篇，这部分在我自己看来是分量最轻的；第四提出我对文学与文
人的一些看法及若干书评；最后一部分收录了四篇稿子：谈三百年前的一次大地震、谈历史上的哈雷
彗星、谈康有为、谈伊藤博文与西太后，都有一些新发现在内。我写小说，从不把自己的影子摆在里
面；而频年以来，居然常有人对“高阳是怎么样一个人”这个问题发生兴趣，我这本杂文或许能使这
些爱护我的读者稍得满足。当然，出这本集子的目的不仅于此；就我个人来说，有些稿子，固鸡肋之
不如，但也有几篇是多年心血所累积，可以显一显我的“功力”，确信能为知音所赏，而不忍舍弃的
。古人云：“开卷有益。”但愿这本杂文能不负此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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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故事·高阳杂文》以历史入小说，以小说述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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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几格，高阳更是勾绘出了一部部绚丽磅礴的民俗
变迁史。正因此故，才有了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一说。

Page 10



《大故事·高阳杂文》

精彩短评

1、喜欢高阳的书
2、衍圣公家世写的清爽明白，《神往神田》那篇正好印证前日读《城邦暴力团》一节，张大春好编
排
3、高阳老师的书，永远是个经典，真的不错，只有看过才知道
4、收录的都是一些近于随笔类的文字。其中开篇讲孔子世家及次篇讨论中国自隋唐至有清一代历朝
状元的文章论述有绪，十分可观。不过像文中《阅微新记》四篇有赶稿之嫌，较之原文笔墨轻省，实
画足有余。总览之下，可圈点处不少，但其文字仍失之生动鲜活。此为一家之见，未足为据，请自取
裁。
5、看了几篇，感到内容丰富，知识厚重。是好书。
6、看过高阳的小说居多，这种，还是第一次，不过，真的很满意！
7、大家都能在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章
8、高阳先生不愧为考证派的大师!
9、要想充实自己，经常来当当网
10、喜欢高阳写的历史，通过这些故事，又知道了更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11、考证癖的结集，相当有趣，有历史感，丝丝入扣。
美中不足是第一我不懂历史，第二高先生抨击别人真是不遗余力啊，哈哈。
12、高阳先生的书值得一读
13、高阳有时候会想当然，说什么红楼后四十回不是续写，让我恨不得起老爷子于地下问之，好歹您
也是个玩文字的呀⋯⋯杂文很错杂，讲古那部分则出彩多了，条理井然，有戏有肉。
14、高阳作品的深度、广度和高度，以及信手拈来、闲庭信歩的手法，很是耐人寻味，最喜欢的作家
、作品非高阳莫属，读的最多的也唯有高阳，慈禧全传、胡雪岩全传、红楼梦断等系列之外，高阳的
历史故事和杂文读的不多，正在读天下第一家-孔子世家，一看就是高阳的，耐看极了，当然，同时你
也要有耐心！什么叫长学问，读高阳作品就是！
15、高的考据功底不错,只是略嫌硬.
16、收到的书没有塑封,之前买的书都有,不知道是不是被拆过了呢.书还没看.
17、高阳作品各有千秋 受益颇多
18、非常喜欢高阳的作品。
19、最后有一篇考戊戌变法真相的，可读
20、读高阳作品有一种历史感,沧桑感.历史的凝重!!!
21、高阳的历史小说也好，普通杂文也好，都处处显示出他出身名门望族，以及后天自身积累的种种
学识及品位，相当值得一读。
22、娓娓道来。
23、虽内容没有能力判断，但读起来还是觉得很严谨，没什么废话，有自己的看法，提醒我论文不要
形容词太多。。
24、略略翻过，
25、我看到的版本只有前面7篇。高阳的短篇，也还行吧，至少他把孔子家写得清清楚楚的了。但我也
怀疑，水分有点多，再挤一挤，恐怕更好。也许是他舍不得他的那些考证来的东西，哈哈
26、崇拜高阳老先生，最喜欢他的清史系列，尤其是《胡雪岩》和《慈禧全传》。这本书，我最喜欢
前半部，又增长了知识。
27、dqdqdqdqdq
28、书不错，是正版，全新的！
29、高阳先生的书自不用多说，单就黄山书社这套书而言，16开本稍显大一些，拿着阅读会稍有不适
，书皮设计古朴大气，与书中文字相得益彰，高阳的文字值得我们学习一生。
30、我爱你许先生~
31、不错，高阳一贯的史实翔实，内容丰富。不过有些资料和细节他用在《红楼》系列和《苏州格格
》的小说里了～
32、高阳的书,买了总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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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比其小说乏味些，可看性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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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大故事·高阳杂文》的笔记-第182页

        昭阳殿里，八百无双；长信宫中，三千第一。愁地茫茫，情天漠漠；泪珠事叶，梦蝶生涯。在昔
同伤，于今共悼。

2、《大故事·高阳杂文》的笔记-第176页

        一、中国的大小城池，从来没有不被拆过的。为了大众需要拆城墙，没有“动长陵一坯土”那么
严重。民国初年内政部长朱启钤拆正阳门的“瓮城”，解除塞车争道之患，没有一个人（包括顽固的
“遗老”）说不该拆。时光流逝，已逾花甲，莫非我们的观念倒退到前清了？
二、历史分期，大抵自宋至清初为近古；自鸦片战争至清末为近代。动辄评定百数十年历史、且属于
地方性的文物建筑为“古迹”，实嫌太滥。这件事最好再研究研究。
三、保存有道，一段残垣败壁的城墙，任令其常年妨碍交通，不闻不问，一有人动一动，辙加以“毁
坏古迹”的罪名，实欠公平。如果真的想保存那段城墙，我认为应该当标本来处理，最好是在转角之
处截取一段，呈现剖面，洗刷干净，另照“小人国”的“建制”，做个模型，摆在旁边，加以说明，
莳以花木，围以铁栏，使之具有观光价值。

3、《大故事·高阳杂文》的笔记-第88页

        龙汝言、陆凤石这一龙一凤，前者一蹶不振、潦倒以终；后者状元宰相，身名俱泰，妻之贤与不
贤，关乎一生荣辱如此。奉劝刚刚挤入大学窄门的青年朋友，千万慎谈恋爱，尤其不可轻作婚姻之承
诺，古人今事，皆足垂戒！

4、《大故事·高阳杂文》的笔记-第174页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但可归纳出几个原则来辨别好坏，最要紧的是“五官端正”。端正
即是匀称之意，“五短身材”之所以在相法上目为贵格，就在匀称。就五官的个别而言，在男子眉宁
粗勿淡，眼宁大勿细，鼻宁高勿塌，口宁阔勿小，耳宁长勿短，当然要恰如其分，过与不及，皆非没
事。
                  骨肉停匀，五官端正，中国人的形相，应该是善良而健康的，即令平凡，可大可久。

5、《大故事·高阳杂文》的笔记-第82页

        刘春霖中举时，正当全国大办中小学堂，学生练字须用仿格，又正当石印盛行，刘春霖便是写石
印仿格的专家。中状元后，还将他的殿试策论石印发售，末页警告：“翻刻究罚。”这个状元之俗，
可想而知。
 
哈哈哈哈哈，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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