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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梦（下）》

内容概要

本书是热播电视剧《故梦》的原著小说的下册，描绘没落贵族陆天恩坎坷动荡的百年人生和情感传奇
。他的人生伴随着中国近代百年的沧桑巨变，因而是近代百年的一个抽样。《故梦》从男主人公陆天
恩出生的1904年写到1996年，时间上跨越了近百年，透过男主角个人及他的家族故事既微观人心中的
幽深细微处，也宏观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基于深厚的文化内涵，展现人与历史间密不可分的关
系。是一部历史与文学高度融合的作品。
这部小说从上个世纪初，主人公降生于北京的一个显赫的皇亲国戚写起，一直写到这个世纪初，主人
公的独生女儿在祖居之地创作积累祖孙三代心愿的巨著为止，整整一个世纪的风起云涌，通过陆氏家
族的悲欢离合而得以文学再现。其写作风格，与林佩芬的历史小说一脉相承：大气、细腻，只不过历
史小说呈现的是大气中有细腻，而《故梦》则是细腻中见大气。     ——唐浩明

Page 2



《故梦（下）》

作者简介

林佩芬  满族，一九五六年生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1975年起从事写作，作品有
文学评论、散文、小说、剧本、歌词以及学术论文等类；主要作品为历史小说，已出版《努尔哈赤》
、《天问——小说明末》、《两朝天子》等。1996年创办历史文学学会，以弘扬、推展历史文学为主
旨，以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为重点项目，多次举办海峡两岸历史文学学术研讨会，主编研讨会论文集
。1996年起应聘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辽宁大学满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05年起定居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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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梦（下）》

章节摘录

　　天上白云如布衣，斯须变幻成苍狗；而人间世事如白云，变化多端，难测难料。　　陆府自老太
太去世后决定迁离北京、到定居上海的过程，前后费去好几年的时间。事情的第一步骤是清理老太太
的遗产，这些财产大都是多年前老太太出嫁时的陪嫁之物，其中有一部分是房产、田产。清点后，陆
正波选中了位于上海法租界的一幢老式的两层楼房作为新居；房子空置了许多年，败坏的地方很不少
，于是又花费许多时间整修，完工后开始准备迁移⋯⋯全家到达上海后，又费了好些时间安顿，而后
慢慢地适应新环境——弹指问，时间如飞般的流逝了。而这几年中，时局变动的速度竟不亚于时间的
流逝。　　南北两政府的局面持续了没多久：北方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势力高涨，并大肆扩
展；而奉系又想往关内发展，浙江的孙传芳则与之对抗，大败奉、军，并联结苏皖赣浙闽五省，自称
五省联军总司令，形成几方对峙之势；不久，奉系又与冯玉祥发生冲突，双方开战，奉系战败；但，
吴佩孚趁奉、冯开战而东山再起，并联合奉系对付冯玉祥；一九二六年初，三方激战，三月，天津失
守，北京危急；四月，段祺瑞欲响应奉军，却被冯军发现，遂包围执政府，段祺瑞避往天津，继而北
京陷落，冯军向西北退走，北方遂成无政府状态；六月，张作。霖、吴佩孚协议由颜惠庆任内阁总理
，勉支乱局。　　南方政府则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重新整顿，先是平定陈炯明等叛乱，并于广州成立
国民政府，采委员制，并以汪兆铭为主席；接着整编军队，称“国民革命军”，先统一两广，继而任
命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于一九二六年七月统军北伐。

Page 4



《故梦（下）》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部小说从上个世纪初，主人公降生于北京的一个显赫的皇亲国戚之家写起，一直写到这个世纪
初，主人公的独生女儿在祖居之地创作积累祖孙三代心愿的巨著为止，整整一个世纪的风起云涌，通
过陆氏家族的悲欢离合得以文学再现。其写作风格，与她的历史小说一脉相承；大气、细腻，只不过
历史小说呈现提大气中有细腻，而《故梦》则是细腻中见大气。——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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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梦（下）》

精彩短评

1、之前看来电视的时候好不容易等到降价的时候，很喜欢里面的文笔，但是更喜欢看电视
2、电视剧没看过，但是因为“不得不”的原因看了这洋洋80万字的小说。大时代的零余人本身也不是
新鲜的主题，但是能像陆天恩这么招人烦的还真不多见。作者的遗民情怀就我个人情感而言挺反感的
。不过，也许代表了一部分人吧。
3、听说不错 看看
4、看上的時候,覺得在看歷史小說,看下的時候,是感動, 也有心痛
身不由已的悲痛...
5、读了上集，期待下集，盼了一年才买到。
小说比电视剧好看，文辞优美，人物心理刻画细腻，是电视剧无法比拟的。陆府少爷陆天恩一生无所
事事，过的很无奈，他本性善良，性格懦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
6、还是喜欢电视剧的改编。。。
7、挺不错，当当网是一个爱看书者可信赖的网！
8、先前看了小说的电视剧版，非常喜欢，就定了一套。呵呵，开心！
9、这部小说，我是先看的电视，后买的小说来看的。因为看了电视后，觉得很不错，才买了小说来
看！

从文字来，可以细细品位小说中每一位人物的性格与独特个性，乃自于通过他们的这些，拓展到他们
这样的性格与独特个性在历史在变的情况下，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与家庭的变革。 从而也想一想自己
的瞬惜变化的今天，自己是怎样一点一点改变来适应社会与生活的。
10、　　（三）金灵芝　　金灵芝是陆家姑太太的女儿，也是出身皇族世家，因为顺从长辈亲上加亲
的意愿而成为陆天恩第一任妻子，陆天恩的感情出轨令她心灰意冷，尚未来得及诞下腹中胎儿就香消
玉殒。表面看来，金灵芝的悲剧是封建包办婚姻所造成的悲剧，但我却不这么理解，我觉得金灵芝的
悲剧是性格悲剧，她死于她的倔和心高气傲。　　少女时代的金灵芝也有过幸福快乐的时光，因为聪
明、美丽而得到父亲的疼爱，甚至可以换上男儿装随父亲策马扬鞭，这令她的视野比一般的女孩子开
阔，思想也较同龄人开放，只是由于父亲的早逝以及王府里面妻妾的争斗让她的世界变得黯淡无光。
她也想冲出家门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可家道中落以及女孩的身份让她只能顺应命运的安排嫁入陆府，
偏偏他的夫君在她眼里是一个“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的八旗子弟，所以她的心有千般的不甘、
万般的不愿。其实，如果不是她内心里的那份心高气傲，嫁入陆府后的日子应该比在家里好过，陆老
太太既是天恩的祖母又是她的外祖母，对她疼爱有加；陆夫人也认同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更寄望通
过她来圈住儿子那颗不安份的心；而陆老爷已经处在隐居的状态，不会给她添加任何压力；即使是那
个整天无所事事的陆天恩，虽有出轨之心，但由于个性柔弱和心地善良，估计也不会走得太远。可心
比天高的她却过早地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甚至把江山弄丢的责任都推到这个只晓得喝茶听鼓书的男
人身上。就这样，她让自己的心慢慢地死去，然后再慢慢消耗自己的生命，腹中的胎儿没能点燃她的
生命之灯，反而随她一起坠入黑暗的深渊。　　（四）水飘萍　　水飘萍人如其名，宛若一叶浮萍在
北京飘零，有姣好的脸容、绰约的风姿，灵秀的气质、温婉的个性，良好的天赋，只是还有柔弱的身
体。她虽出没茶园以唱大鼓为生，但依然超凡脱俗，其才情才艺引无数茶客竞喝彩，当然还吸引了那
个刚步入青春少年期的陆天恩。　　水飘萍命如其名，一如浮萍般无法承受任何重压，虽然有才有貌
有情，但其孱弱的身体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其敏感的心更承接不了一份青涩的感情，终于在生活和
感情的的重压下走完了她短暂的人生路。　　然而，我在为水飘萍命如纸薄感慨之余，仍然认为她和
陆天恩生命中其他四个女人相比还算是受伤害最轻的一个。　　我并不认为水飘萍和陆天恩的感情是
缘于两人在曲艺方面的共鸣，陆天恩所谓对水飘萍表演的点评之语不过是投其所好的迎合之词，真正
吸引陆天恩的是她身上那份闺秀气，如书中所说“她的声音轻柔，态度温婉，神情娴雅，整个人所呈
现的婉约女性美是从小生活爱爽朗、刚强的‘旗下格格’群中的陆天恩从来没有领受过的。”而陆天
恩的那份体贴关怀怜爱又恰恰是水飘萍所渴望得到的情感。但这段感情没有结果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陆家的望族背景不可能接受一个唱大鼓的寒门姑娘为媳，水飘萍的病也经不起生活和感情的折腾，所
以我不认为灵芝格格是他们这段感情的破坏者，正如我也不认为水飘萍是导致灵芝格格悲剧的罪魁祸
首。　　我想，如果命中注定水飘萍只能拥有二十年左右的年华，那么陆天恩的出现起码令她的心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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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梦（下）》

经充满了喜悦，充满了希望，也算不枉到人世间来走了一趟，　　（五）秦燕笙　　动笔写秦燕笙之
时，竟然想起徐志摩的《偶然》，大概潜意识里认定秦燕笙是陆天恩生命中的一片云。　　秦燕笙像
一片有理想有追求的云彩，偶尔闯进陆天恩相对封闭的天地，如果不作停留，那她还是一片自由自在
的云，可惜她因为一块琅嬛福地而驻足，从而遇到了她人生的第一道坎。其实秦燕笙和陆天恩是不应
该有交汇点的，她虽然生于普通平民家庭，但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受新思潮的影响，与陆天恩这个成
长在一个传统封闭的旧家庭子弟在一起，无论是思想、生活习惯、兴趣、爱好都是完全不同的，这注
定了他们的感情是一种错误。如果说我可以理解陆天恩爱上秦燕笙有崇拜的因素，却怎么也不理解秦
燕笙是如何爱上陆天恩的，或许是她有把陆天恩从封建旧家庭中拯救出来的良好愿望吧，她以为把他
带出家门、国门就可以令陆天恩脱胎换骨，成为一名有志之士。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以陆天恩的
个性和后来的生活轨迹可以看出他不可能往这个方向发展，大概秦燕笙也很快意识到这点，所以她像
一片云般从陆天恩身边飘走。　　几年后，秦燕笙从国外归来，但她已无意与陆天恩再续前缘，她的
工作和生活核心是写书、讲课、宣传抗战，不过这些离陆天恩的生活更远了，他根本无法走进她的内
心世界。而这一次的停留也是非常的短暂，她最终还是像云一般从陆天恩的世界里飘走得无影无踪。
　　（六）汪莲君　　汪莲君是最后一个走进陆天恩生命中的女人，也是陪伴陆天恩走过大半人生路
的女人，不离不弃。　　汪莲君曾经是一个有梦想的女孩，母亲的病令她看到生命的无助和医者的强
大，所以她通过自学并在兄长的引领下走上从医的路；她爱看书，也很积极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所以
她有自己的思想和见地而不至于盲从命运的安排和承受不了命运的打击；她自尊心很强，所以她不能
接受陆天恩既娶妻又纳妾的行为，哪怕那个妾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她很善良，所以她虽怨恨陆
天恩对感情的不专一却依然善待神智迷糊的陆夫人，还在周素琴生病之时伸出救助之手；她刻苦耐劳
，所以能够坦然面对移居台湾后的困顿生活，与陆天恩一起挑起生活的重担。　　我觉得汪莲君是最
适合陆天恩的女人，她有灵芝格格的倔强但没有灵芝格格的孤傲，这使她即使受到陆天恩的伤害也没
有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她比水飘萍坚韧，这使她成为陆天恩在困难挫折面前的依靠和慰藉而不是依
附在陆天恩身上的一根娇弱的藤；她没有秦燕笙的理想和才华，这使她能够以平视的眼光去看待了解
陆天恩并最终与他相伴到老；她比周素琴有主见，这使她面对陆天恩带来妻妾同堂的打击时能通过寄
情工作而排解心中的幽怨。　　有时候真替陆天恩遗憾，如果不是他在感情方面的拖泥带水，他会赢
得汪莲君一颗完整的心而不是在人生的黄昏时光才获得汪莲君的谅解，生生浪费了十几年的光阴。　
　（七）周素琴　　周素琴是《故梦》中最悲情的人物，尽管她是横亘在陆天恩和汪莲君之间的一道
障碍。　　周素琴在自己不算短暂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把握过自己的命运。小时候被卖进戏班是父
亲的选择，她父亲留给她唯一的东西竟然是在她卖身契上的签字；成年后以什么身份进入陆家是陆家
两老的决定，这还是两老看在她孤苦无依的份上才勉强给了个妾的名份；进入陆家以后该怎么个活法
还得揣度陆天恩的心情和顾及汪莲君的感受，生怕不小心而丧失在这个家立足的资格；好不容易怀上
陆家的孩子正憧憬此后可以过上母凭子贵的好日子，却又因为陆家遭遇重大变故受惊过度而导致腹中
胎儿流产；到台湾后虽一度走出家门寻求自我，但却引起陆天恩对汪莲君的误会，收养了好友的遗孤
却又不幸夭折。面对一连串的打击，她终于挺不下去了，郁郁而终。　　其实汪莲君的委屈周素琴也
有，汪莲君的幽怨周素琴也曾萌生过，只是汪莲君可以尽情地表露出来，而周素琴却只能隐忍在心，
因为她连抗争的筹码都没有，唯有接受命运的摆布。　　如果非要从周素琴的悲剧人生中找点喜剧的
因素，其一就是她还不算遇人不淑，陆天恩虽然不专情但还算有良心之人，所以她没有落下被抛弃的
结局；其二就是她虽身为人妾，但不需要卷入旧家庭常见的妻妾争宠的漩涡中去，尽管她一直无法在
汪莲君面前抬起头来。　　有时候想，如果当初陆天恩不去招惹她，那她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呢？但
一想到她那种认命的软弱性格，我觉得她的悲剧人生似乎是无法避免的。
11、终于在上周读完了，史诗般的历史小说
12、　　（八）陆海棠　　陆海棠是带着使命走进陆家的，这个被遗弃在紫云寺的孩子，被汪莲君抱
养，成为陆家第四代传人，她不仅肩负着延续陆家命脉的使命，还承接了陆正波未竟的理想——把陆
家、皇家、国家近百年的变迁撰写成史。　　海棠的名字本身就蕴含了深刻的意义。海棠花代表了陆
正波对故去的时代的感情，也代表了他往昔参加维新运动时所抱持的救国淑世的宏愿，甚至去世时门
前的溅血也如海棠花。因而以海棠命名是为了纪念那个坚持原则的老人，还有一份凝重的使命感，正
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的：“我凝视那璀璨如初霞、如彤云、如绛雪的海棠花，遥想记忆中的繁华与沧
桑，印证长存心中的理想和使命。”　　被视作陆家的希望、生命力和高洁品性象征的海棠，从小就
受到正规的教育，虽然也经历了青春期的疏离，经历过理想未能实现的打击，但最终还是没有辜负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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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梦（下）》

家的厚望，潜心研究中国历史，用笔写出她对历史的感悟，并踏上当时尚是禁区的大陆，去挖掘更多
的历史内涵。为此，她被取消了台湾的护照，直到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解除才得以返回台湾。
归来后那一句“家里所有的事都由我来做——”是她对陆家的承诺，她将负载着陆氏家族代代传承的
精神，去完成陆正波爷爷未完成的历史写作的心愿。这就是海棠的使命。　　我在为陆家有后欣慰之
余，却又为作者没能予以海棠陆家的血统而遗憾，传统的中国思维让我觉得去承担陆家这份历史使命
的人应该与陆家有相连的血脉。根据《故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把海棠养女的身份改为是天恩和汪莲
君的亲生女儿，总算弥补了我内心的这一份遗憾。
13、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早已千疮百孔，一个家族的命运，一个家族的延续，多多少少离不了宿
命的安排，一段变迁，需要有一个旁观者，需要有一个记录者。
14、内容可以，但是书的质量真的是很差。。。
送来的时候拆开一看，腰封又皱又破。。。书的边缘也卷起来了
15、下集比上集贵是什么道理啊～～～～～～～～～
16、结尾那种情绪我想哭
17、这个小说，我是先看的电视，后才买的书来看。买时，只有小说的上，下还没有出来，我看完上
后，是等着下出来的。 这个小说作者写得非常棒。
18、看了电视剧后要买的小说版
19、而他再也没有能回到故土。战争的破坏力让人痛心，38年的“戒严令”更让人痛心。刚看完情绪
有点激动一定要好好整理感想⋯⋯除了这些还觉得自己以前实在幼稚浅薄，自以为是地想当然。写完
这句话继续哭/(ㄒoㄒ)/
20、再沒有人比林佩芬寫得出如此動人的百年歷史。
21、写历史也在家族、写人物，历史的动荡、家族的飘摇、人物的凋零，珍惜我们当下的美好吧！
22、看了上册，很想看下册。这本书挺好看的
23、看了宣传买的，有些后悔。毕竟，在现在人心浮躁的社会，能静下心来雕琢文字的毕竟是少数。
也或许是我对这本书期望太高，总以名著的要求来衡量，却发现，跟预期有蛮大的差距。上部勉强看
完了，下部却亦看不下去，一如俗套的狗血电视剧情，可能是我要求太高了吧。
24、其实，不需要看电视，阅读此书，一个又一个清晰的镜头已浮现眼前。该书的成功之处，不但大
气，更有细腻。
25、骨肉为何相残

如果台湾和大陆真的开战，让我们的祖父祖母们情何以堪。

海峡隔断了联系，隔不断的是骨肉血脉的连接

但是近来这连接也慢慢淡去了。。。
26、正在看故梦的电视剧，越看越有味道，于是翻出以前买的上册，重新研究，于是又迫不及待的上
网上查找下册，看到当当有，立刻收入囊中，这是一个值得一看再看的故事，关于一个家族，一个国
家...
27、看了电视看得书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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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梦（下）》

精彩书评

1、想读这本书是从《故梦》这首歌开始的，喜欢这首歌是从两句词开始的——“那些年华，都付作
过往。他们偎依着彼此，说好要面对风浪。”前一句说明了往事之不可追，后一句说明了诺言之不可
守。其实上下册读来，反而不觉得这首歌写得有多贴合。这本书前四分之三读得我很窝火，几乎是靠
反复告诉自己“因果循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以及惦记着电视剧里的坤哥才忍得下对陆
天恩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害一个，毫无责任感与方向的鄙视读下来的。还是秦燕笙的母亲概括得好
——他爱美的事物，而且爱得自以为是。封建家庭的生活现在看来是极其乏味的：全家上下几十口的
生活全围绕着一个行将就木的尊长。遭遇任何事情的处理方式只有两则：一、不要让老太太/太太/少
奶奶知道；二，鬻田卖地，筹一笔款子。让人相当怀疑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过头？陆天恩看似家族中
脱线的一员，但将他与秦燕笙、汪莲君相比，才知道他的表现其实相当符合规矩与人们的预设。历史
小说与史书最大分别是，小说中的人物被想象赋予了血肉。唯物主义史观告诉我们事事都是客观因素
决定的，而那些人为因素，尤其是阻碍历史进程的人，看起来要么是利欲熏心，要么是智力堪忧，于
是教材开始对其大加批判。人们却往往忽略了：每个人都是有局限的，这与智慧无关，而是他的处境
、背景决定了他的立场和看法，他于乱世中的选择。我们无法要求一个古人像今人一样对“历史发展
的客观规律”洞若观火。因为观念不同进而导致成王败寇最后被写进历史造成近代的“冤案”数不胜
数，所幸许多学者已经开始着手翻案。最厌恶陆天恩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从前读书时，我们分析近代
题材的故事，往往都要控诉一下封建社会对人的迫害，于是又劝说自己陆天恩也是身不由己。但是转
念一想，这世上又有谁不会受到生长背景的影响呢，谁的思想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达到不畏浮云的
高度？既然如此，便不能为个人的荒废开辟理由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现在认为是绝对真理的
事情也许从后人看来只是一个愚昧的笑话。甚至从我们短暂一生不断回顾也是如此。但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努力经营自己的人生
。==================================================《故梦》无疑算得上是一本很
好的小说。但也有美中不足之处。首先是味道过于平淡，体现在对于故事发生背景和气氛的刻画不够
精致。故事的发生地北京、上海等都是极其有味道的地方，而小说中对这些地点的刻画则显得比较稀
少。人物标签化也是让人感受明显的。小说中的主要角色有且只有一两个特点，不够丰满，行事的套
路就像是一条线。比如陆天恩的特色是从前期的软弱发展到后期的承担，而这两个时期中人物面对危
机会做出的反应也是单一的，读者甚至能完全猜测到他的反应。情节的单调则体现在，由于与外界的
接触少，陆家面对的危机往往是某人的病丧或者意外，从而导致了每次的情节开展都很类似。印象中
读到“不要让XX知道”这句话不下十次，而每一次这人都会知道，最终郁闷至死。当然以上说法可能
是过于吹毛求疵了。作为一本爱情小说、历史小说，《故梦》总是值得一看的。
2、（八）陆海棠陆海棠是带着使命走进陆家的，这个被遗弃在紫云寺的孩子，被汪莲君抱养，成为
陆家第四代传人，她不仅肩负着延续陆家命脉的使命，还承接了陆正波未竟的理想——把陆家、皇家
、国家近百年的变迁撰写成史。海棠的名字本身就蕴含了深刻的意义。海棠花代表了陆正波对故去的
时代的感情，也代表了他往昔参加维新运动时所抱持的救国淑世的宏愿，甚至去世时门前的溅血也如
海棠花。因而以海棠命名是为了纪念那个坚持原则的老人，还有一份凝重的使命感，正如作者在后记
中所写的：“我凝视那璀璨如初霞、如彤云、如绛雪的海棠花，遥想记忆中的繁华与沧桑，印证长存
心中的理想和使命。”被视作陆家的希望、生命力和高洁品性象征的海棠，从小就受到正规的教育，
虽然也经历了青春期的疏离，经历过理想未能实现的打击，但最终还是没有辜负陆家的厚望，潜心研
究中国历史，用笔写出她对历史的感悟，并踏上当时尚是禁区的大陆，去挖掘更多的历史内涵。为此
，她被取消了台湾的护照，直到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解除才得以返回台湾。归来后那一句“家
里所有的事都由我来做——”是她对陆家的承诺，她将负载着陆氏家族代代传承的精神，去完成陆正
波爷爷未完成的历史写作的心愿。这就是海棠的使命。我在为陆家有后欣慰之余，却又为作者没能予
以海棠陆家的血统而遗憾，传统的中国思维让我觉得去承担陆家这份历史使命的人应该与陆家有相连
的血脉。根据《故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把海棠养女的身份改为是天恩和汪莲君的亲生女儿，总算弥
补了我内心的这一份遗憾。
3、花了两天的时间看完了这部历史小说，其实严格说来，算不得是历史小说。看得酣畅淋漓，当然
小说的架构很完整，交代了陆天恩一生的情感历程，以及他被时代裹挟着的颠沛流离的一生。其实在
看小说的过程当中，主线是陆天恩这点我知道，但是在讲到溥仪的这一段时我总是联想到电影《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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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梦（下）》

皇帝》，小说之中肯定是有这样的影子在其中，只不过陆天恩的一生其实是很平顺的，因为这让我回
忆起再看《末代皇帝》时溥仪的一生，一样的乱世，一样的皇室家族，但是因为位置不一样，角色不
一样，肩膀上所担的责任不一样，所以最后的命运也是不一样，看一部小说，往往自己会潜移默化的
牵引很多自己之前看到过的故事，因而引发很多的联想。比如在看到溥仪前往东北时，那些亲日派的
大臣们为了达到复辟的目的，想借用日本的力量东山再起，进而让我联想到李碧华所写的《川岛芳子
》，这个满清最后的格格，被自己的父亲作为棋子送往日本，为的是帮助自己的哥哥溥仪完成复国的
大业，最后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其实生逢乱世，谁又能真正左右自己的命运呢？比如在看到小说的结
尾处，台湾在刚回归祖国之前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整个台湾省到处都是日本式的房屋，住宅以及饮食
和风俗习惯。所以看到陆天恩租住的房子是日式的结构，房屋中间摆着榻榻米，觉得不习惯和滑稽，
而后陆天恩一家经历了蒋介石戒严到最后破冰的这个历史阶段，但是他的一家终究是幸运的，因为孩
子并没有因为迁徙产生一种动荡无依的漂泊感，与此同时也没有展现出大陆迁往台湾时的那种安全感
的极度缺失，但是这个历史时期却又很多父母因为时代的原因，迁徙到台湾，众多的大陆口音，加上
飘零孤苦，但是孩子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产生一系列的悲剧，这个时候我联想到的是电影《军中乐园
》以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两部电影都讲的是大陆人迁移到台湾时产生的一系列惶恐，不安
以及安全感的缺失，导致产生更多的悲剧。作者和导演都会强调一点的就是台湾充斥着大陆各个地区
的方言，显得格格不入却又顺理成章。小说之中充满了一种历史的宏观角度，很多人在看完小说的时
候都认为是陆天恩和五个女子的爱恨情仇，但是，小说里面蕴含的历史观以及很多微小的细节却是没
有办法展现出来的，所以只有积累足够的多的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才能更加深刻的去理解历史变迁中
个人的力量以及我们所说的命运洪流问题。最后觉得林佩芬的小说大气，包含着历史的宏观角度在其
中，但是个人更喜欢叶广芩的关于清代历史变迁的家族式小说《采桑子》，语言迤逦并且辞藻很切入
人心，充满了晚清时期凄婉和老北京的味道，并且她的娓娓道来更有一种言有尽意无穷的韵味在其中
，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是至今自己看过的关于写满清故事当中最好看的，最有意境和韵味的小说集。
就酱样~
4、（三）金灵芝金灵芝是陆家姑太太的女儿，也是出身皇族世家，因为顺从长辈亲上加亲的意愿而
成为陆天恩第一任妻子，陆天恩的感情出轨令她心灰意冷，尚未来得及诞下腹中胎儿就香消玉殒。表
面看来，金灵芝的悲剧是封建包办婚姻所造成的悲剧，但我却不这么理解，我觉得金灵芝的悲剧是性
格悲剧，她死于她的倔和心高气傲。少女时代的金灵芝也有过幸福快乐的时光，因为聪明、美丽而得
到父亲的疼爱，甚至可以换上男儿装随父亲策马扬鞭，这令她的视野比一般的女孩子开阔，思想也较
同龄人开放，只是由于父亲的早逝以及王府里面妻妾的争斗让她的世界变得黯淡无光。她也想冲出家
门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可家道中落以及女孩的身份让她只能顺应命运的安排嫁入陆府，偏偏他的夫君
在她眼里是一个“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的八旗子弟，所以她的心有千般的不甘、万般的不愿。
其实，如果不是她内心里的那份心高气傲，嫁入陆府后的日子应该比在家里好过，陆老太太既是天恩
的祖母又是她的外祖母，对她疼爱有加；陆夫人也认同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更寄望通过她来圈住儿
子那颗不安份的心；而陆老爷已经处在隐居的状态，不会给她添加任何压力；即使是那个整天无所事
事的陆天恩，虽有出轨之心，但由于个性柔弱和心地善良，估计也不会走得太远。可心比天高的她却
过早地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甚至把江山弄丢的责任都推到这个只晓得喝茶听鼓书的男人身上。就这
样，她让自己的心慢慢地死去，然后再慢慢消耗自己的生命，腹中的胎儿没能点燃她的生命之灯，反
而随她一起坠入黑暗的深渊。（四）水飘萍水飘萍人如其名，宛若一叶浮萍在北京飘零，有姣好的脸
容、绰约的风姿，灵秀的气质、温婉的个性，良好的天赋，只是还有柔弱的身体。她虽出没茶园以唱
大鼓为生，但依然超凡脱俗，其才情才艺引无数茶客竞喝彩，当然还吸引了那个刚步入青春少年期的
陆天恩。水飘萍命如其名，一如浮萍般无法承受任何重压，虽然有才有貌有情，但其孱弱的身体承受
不了生活的压力，其敏感的心更承接不了一份青涩的感情，终于在生活和感情的的重压下走完了她短
暂的人生路。然而，我在为水飘萍命如纸薄感慨之余，仍然认为她和陆天恩生命中其他四个女人相比
还算是受伤害最轻的一个。我并不认为水飘萍和陆天恩的感情是缘于两人在曲艺方面的共鸣，陆天恩
所谓对水飘萍表演的点评之语不过是投其所好的迎合之词，真正吸引陆天恩的是她身上那份闺秀气，
如书中所说“她的声音轻柔，态度温婉，神情娴雅，整个人所呈现的婉约女性美是从小生活爱爽朗、
刚强的‘旗下格格’群中的陆天恩从来没有领受过的。”而陆天恩的那份体贴关怀怜爱又恰恰是水飘
萍所渴望得到的情感。但这段感情没有结果也是意料中的事情，陆家的望族背景不可能接受一个唱大
鼓的寒门姑娘为媳，水飘萍的病也经不起生活和感情的折腾，所以我不认为灵芝格格是他们这段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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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梦（下）》

的破坏者，正如我也不认为水飘萍是导致灵芝格格悲剧的罪魁祸首。我想，如果命中注定水飘萍只能
拥有二十年左右的年华，那么陆天恩的出现起码令她的心曾经充满了喜悦，充满了希望，也算不枉到
人世间来走了一趟，（五）秦燕笙动笔写秦燕笙之时，竟然想起徐志摩的《偶然》，大概潜意识里认
定秦燕笙是陆天恩生命中的一片云。秦燕笙像一片有理想有追求的云彩，偶尔闯进陆天恩相对封闭的
天地，如果不作停留，那她还是一片自由自在的云，可惜她因为一块琅嬛福地而驻足，从而遇到了她
人生的第一道坎。其实秦燕笙和陆天恩是不应该有交汇点的，她虽然生于普通平民家庭，但受过良好
的教育，也受新思潮的影响，与陆天恩这个成长在一个传统封闭的旧家庭子弟在一起，无论是思想、
生活习惯、兴趣、爱好都是完全不同的，这注定了他们的感情是一种错误。如果说我可以理解陆天恩
爱上秦燕笙有崇拜的因素，却怎么也不理解秦燕笙是如何爱上陆天恩的，或许是她有把陆天恩从封建
旧家庭中拯救出来的良好愿望吧，她以为把他带出家门、国门就可以令陆天恩脱胎换骨，成为一名有
志之士。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以陆天恩的个性和后来的生活轨迹可以看出他不可能往这个方向发
展，大概秦燕笙也很快意识到这点，所以她像一片云般从陆天恩身边飘走。几年后，秦燕笙从国外归
来，但她已无意与陆天恩再续前缘，她的工作和生活核心是写书、讲课、宣传抗战，不过这些离陆天
恩的生活更远了，他根本无法走进她的内心世界。而这一次的停留也是非常的短暂，她最终还是像云
一般从陆天恩的世界里飘走得无影无踪。（六）汪莲君汪莲君是最后一个走进陆天恩生命中的女人，
也是陪伴陆天恩走过大半人生路的女人，不离不弃。汪莲君曾经是一个有梦想的女孩，母亲的病令她
看到生命的无助和医者的强大，所以她通过自学并在兄长的引领下走上从医的路；她爱看书，也很积
极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所以她有自己的思想和见地而不至于盲从命运的安排和承受不了命运的打击；
她自尊心很强，所以她不能接受陆天恩既娶妻又纳妾的行为，哪怕那个妾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可怜人；
她很善良，所以她虽怨恨陆天恩对感情的不专一却依然善待神智迷糊的陆夫人，还在周素琴生病之时
伸出救助之手；她刻苦耐劳，所以能够坦然面对移居台湾后的困顿生活，与陆天恩一起挑起生活的重
担。我觉得汪莲君是最适合陆天恩的女人，她有灵芝格格的倔强但没有灵芝格格的孤傲，这使她即使
受到陆天恩的伤害也没有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她比水飘萍坚韧，这使她成为陆天恩在困难挫折面前
的依靠和慰藉而不是依附在陆天恩身上的一根娇弱的藤；她没有秦燕笙的理想和才华，这使她能够以
平视的眼光去看待了解陆天恩并最终与他相伴到老；她比周素琴有主见，这使她面对陆天恩带来妻妾
同堂的打击时能通过寄情工作而排解心中的幽怨。有时候真替陆天恩遗憾，如果不是他在感情方面的
拖泥带水，他会赢得汪莲君一颗完整的心而不是在人生的黄昏时光才获得汪莲君的谅解，生生浪费了
十几年的光阴。（七）周素琴周素琴是《故梦》中最悲情的人物，尽管她是横亘在陆天恩和汪莲君之
间的一道障碍。周素琴在自己不算短暂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真正把握过自己的命运。小时候被卖进戏班
是父亲的选择，她父亲留给她唯一的东西竟然是在她卖身契上的签字；成年后以什么身份进入陆家是
陆家两老的决定，这还是两老看在她孤苦无依的份上才勉强给了个妾的名份；进入陆家以后该怎么个
活法还得揣度陆天恩的心情和顾及汪莲君的感受，生怕不小心而丧失在这个家立足的资格；好不容易
怀上陆家的孩子正憧憬此后可以过上母凭子贵的好日子，却又因为陆家遭遇重大变故受惊过度而导致
腹中胎儿流产；到台湾后虽一度走出家门寻求自我，但却引起陆天恩对汪莲君的误会，收养了好友的
遗孤却又不幸夭折。面对一连串的打击，她终于挺不下去了，郁郁而终。其实汪莲君的委屈周素琴也
有，汪莲君的幽怨周素琴也曾萌生过，只是汪莲君可以尽情地表露出来，而周素琴却只能隐忍在心，
因为她连抗争的筹码都没有，唯有接受命运的摆布。如果非要从周素琴的悲剧人生中找点喜剧的因素
，其一就是她还不算遇人不淑，陆天恩虽然不专情但还算有良心之人，所以她没有落下被抛弃的结局
；其二就是她虽身为人妾，但不需要卷入旧家庭常见的妻妾争宠的漩涡中去，尽管她一直无法在汪莲
君面前抬起头来。有时候想，如果当初陆天恩不去招惹她，那她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呢？但一想到她
那种认命的软弱性格，我觉得她的悲剧人生似乎是无法避免的。
5、花了两天的时间看完了这部历史小说，其实严格说来，算不得是历史小说。看得酣畅淋漓，当然
小说的架构很完整，交代了陆天恩一生的情感历程，以及他被时代裹挟着的颠沛流离的一生。其实在
看小说的过程当中，主线是陆天恩这点我知道，但是在讲到溥仪的这一段时我总是联想到电影《末代
皇帝》，小说之中肯定是有这样的影子在其中，只不过陆天恩的一生其实是很平顺的，因为这让我回
忆起再看《末代皇帝》时溥仪的一生，一样的乱世，一样的皇室家族，但是因为位置不一样，角色不
一样，肩膀上所担的责任不一样，所以最后的命运也是不一样，看一部小说，往往自己会潜移默化的
牵引很多自己之前看到过的故事，因而引发很多的联想。比如在看到溥仪前往东北时，那些亲日派的
大臣们为了打到复辟的目的，想借用日本的力量东山再起，进而让我联想到李碧华所写的《川岛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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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满清最后的格格，被自己的父亲作为棋子送往日本，为的是帮助自己的哥哥溥仪完成复国的
大业，最后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其实生逢乱世，谁又能真正左右自己的命运呢？比如在看到小说的结
尾处，台湾在刚回归祖国之前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整个台湾省到处都是日本式的房屋，住宅以及饮食
和风俗习惯。所以看到陆天恩租住的房子是日式的结构，房屋中间摆着榻榻米，觉得不习惯和滑稽，
而后陆天恩一家经历了蒋介石戒严到最后破冰的这个历史阶段，但是他的一家终究是幸运的，因为孩
子并没有因为迁徙产生一种动荡无依的漂泊感，与此同时也没有展现出大陆迁往台湾时的那种安全感
的极度缺失，但是这个历史时期却又很多父母因为时代的原因，迁徙到台湾，众多的大陆口音，加上
飘零孤苦，但是孩子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产生一系列的悲剧，这个时候我联想到的是电影《军中乐园
》以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两部电影都讲的是大陆人迁移到台湾时产生的一系列惶恐，不安
以及安全感的缺失，导致产生更多的悲剧。作者和导演都会强调一点的就是台湾充斥着大陆各个地区
的方言，显得格格不入却又顺理成章。小说之中充满了一种历史的宏观角度，很多人在看完小说的时
候都认为是陆天恩和五个女子的爱恨情仇，但是，小说里面蕴含的历史观以及很多微小的细节却是没
有办法展现出来的，所以只有积累足够的多的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才能更加深刻的去理解历史变迁中
个人的力量以及我们所说的命运洪流问题。最后觉得林佩芬的小说大气，包含着历史的宏观角度在其
中，但是个人更喜欢叶广芩的关于清代历史变迁的家族式小说《采桑子》，语言迤逦并且辞藻很切入
人心，充满了晚清时期凄婉并充满老北京的味道，且她的娓娓道来更有一种言有尽意无穷的韵味在其
中，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是至今自己看过的关于写满清故事当中最好看的，最有意境和韵味的小说集
。就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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