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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花旗袍》：一位诗人和小说角色跨时空的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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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都是快乐也是痛苦的”，这句话形容此刻的作家川沙最适合不过。从

1995年到 2012年，他的足迹遍布欧洲，亚洲，和北美。在不断的游走、揣摩和记

录之中，川沙和笔下的人物不间断的对话，倾听他们的声音，不眠不休。脱离现实

生活的川沙，品尝着创作的快感，也承受着无法摆脱故事情节的痛苦。终于，在

17 年的后，他迎来了这部具有史诗性质的恢弘长篇小说《蓝花旗袍》的辉煌问世。 

《蓝花旗袍》通过一个四川旗袍坊的后代，从一张穿着蓝花旗袍的女人的照片开始，

讲述一个弃儿在经历国共两党的战争、政治风暴后，寻找母亲和替父报仇的故事。

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战乱动荡的清末，以家庭和亲情为主线，一路延续到 1990 年代

末。跟随作者川沙的足迹，小说的地域跨度从英国伦敦、爱丁堡，到日本东京，台

湾台北，以及成都、重庆、延安、上海等城市。全文 90余万字，从中国以外的地

域遥视中国的历史进程，回忆中国发展往事，是一步具有史诗特性、含义深远的长

篇巨著。 

川沙本人很喜欢前苏联文人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是诗人出身，也是翻译家，

后期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完成了从诗人到小说家的成功转型，并且获得

了 1958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帕斯捷尔纳克曾因作品中对当年十月革命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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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态度而受到苏联文坛的打击，长期过着孤僻的生活。川沙早期受帕斯捷尔纳克的

影响很大，把政治作为他小说的大整体背景。 

“文学在时间和空间上远远超越政治，政治和文学里面要了解人的基本的情感是冲

突的”，川沙说。 

在《蓝花旗袍》中，有文革的情节，有满清民国时期的叙述，有国民党时期，共产

党时期，不同的政治背景交叉融合。在川沙的意识里，政治的左右派对作家其实造

成了一种尴尬和某种程度上的伤害，对文学也是一种走偏和迫害。对于川沙这样纯

粹热衷文学的人来说，文学是大于政治的。 

“政治是一种权宜之计，是阶段性的。历史上好的文学作品也是把政治作为一种背

景来使用。涉及到中国的封建的东西，作为作者要要看透，并从中找出人性化的东

西。” 

《蓝花旗袍》中融入了很多人性化的情节，展现人性的矛盾，结合政治斗争中无法

避免的伤害和纠缠，呈现出大历史环境中虚构小说的真实，并预言着社会发生巨大

变化的中国的未来。 

作为诗人出身的川沙，在后期的创作中，也很努力地摆脱掉诗人的身份和意境。川

沙眼中的诗歌有张力，优美，简捷，传播力快。很多人很多时候读不懂诗歌，或者

体会不到诗歌简短字句中的意境。诗歌大都讲究韵味，文字晦涩，有无限想象和品

味的空间。川沙很用心地把《蓝花旗袍》用现代派的手法展现，强调情节的叙述，

言语更为平实，有初中文化水平就可以读懂了。相比较他的第一部有宗教色彩的长

篇小说《阳光》， 《蓝花旗袍》显得更为大众化。 

《蓝花旗袍》共四部十四卷 92余万字，有超过 100 个人物的刻画。投入创作的川

沙，把故事人物铺散开来，赋予笔下每个人灵魂和生命。在经历创作的昼与夜，他

在不同的时段甚至是自己的梦境中，不间断地与他笔下的人物对话，倾听人物的内

心所向，让整部小说超越文字和纸张的框架，让小说主人公主按照他安排和改写小

说的结局。前半部分完成了 40多万字的川沙，曾在与小说人物隔空对话后，推倒

全部 40 万字的作品重新改写。 

长久以来，川沙凭着“一定要把它写完”的坚定信念，活在小说创作的幻象世界里。

写完《蓝花旗袍》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川沙都觉得放佛小说里这些人好像依然还在

跟自己说话，依然是他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篇小说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也

正是借助加拿大这篇安静的土地，才让川沙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更好的环境投入创作。 

早期曾经在英国生活的川沙，为了集齐小说的素材，1995年从中国扛着很多老式

胶卷带到英国，拍摄了很多素材。小说中爱丁堡和伦敦的火车具体的列车时刻表、

车票、何时达到某站，都是有据可寻和真实的。 很多川沙未曾到过的地域，他会

去看地图，了解地形。到了后期在多伦多，他甚至寻找到从那里来的人，去做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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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查， 确保情节的准确。由于小说的历史跨度很大，历时这么多年才完成《蓝

花旗袍》这个庞大的工程也就不足为奇了。 

川沙回忆说，很多小说中的中国的场景，比如说当年的火车， 颜色、形象和现在

都已经不一样了。要借助很多照片去回顾，去描写，去记述。虽然小说是虚构的，

但却是一个历史故事 ，是一个中国家族在文学幻想中尽量接近真实的呈现，展现

20世纪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 

《蓝花旗袍》的创作灵感来自川沙的一个梦。1995 年住在爱丁堡很古老的房子里

的川沙，每天过着从家到图书馆的安静生活，偶尔走访教堂。有一晚，川沙梦见了

父亲，梦见了他自己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和父亲在梦中交谈。醒来后，他把这些回

忆写成了一篇名为《假人》的短篇散文，就扔在那儿了。 

过了不久，这些文字开始干扰他，他仿佛找到了释放的出口和创作的源泉，想继续

更多的写作。于是他开始了《蓝花旗袍》初稿的创作，一稿一稿地改，二三十万字

都收不住，思如泉涌。也许这就是作为艺术家的灵动，作为文人，对生活不间断的

反思和对思绪细致的捕捉。 

在没有什么大纲的前提下，川沙在自己的故事情节里，和笔下的人物一起，走过了

多年纠结却又真实的时光。有的时候，小说中的人物被写活了，写到最后的时候，

已不再是川沙最初预见的结果。川沙开玩笑说，像他这样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都是

“有毛病”的吧。其实不难看出，作为掌控全局，在虚幻中创造真实的作家，更多

的时候他是分裂和矛盾的，在他自己所要体现的故事中，也有无法抉择和取舍的时

候。 

现在，很多制片方有意把川沙的长篇小说拍成电视剧，请他出来做编剧，改编一下

这部巨作。然而，面对一切都被无限商业化的影视产业，川沙却并不愿抛弃艺术的

角度去迎合市场。 

真正的艺术家总是有着艺术使命感，不愿被金钱框住。面对国内越来越会迎合市场

的编剧，川沙也会顾虑原著中深厚的东西会被抹掉，电视剧会和小说原著相当偏离。

作为不算是高产的作家，川沙更注重文字的深远的意义和品质。因为《蓝花旗袍》

长时间的创作，川沙发现时代在变化，很多经不起考验的东西会被扔掉。所以，他

时常提醒自己要走的慢一些，多一些回顾和考量。 

《蓝花旗袍》目前已经在河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在本月月底举行的北京国际书展

上，川沙的巨著届时也会被展出。而执着于文学、艺术，带着灵动、不沾世俗眼光

的川沙，恐怕又要踏上他下一步作品的征程。没事喜欢坐在 Yonge和 Finch 的咖啡

厅顶楼，描写那些与自己擦肩而过的路人，记录下陌生人的年龄、特征、情绪，甚

至根据这些揣摩这些路人的性格……这些文人特别的写作训练，在岁月的沉积中，

终都变成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小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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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感谢那些听起来看上去都“不太正常”的作家。每个文人艺术家都是有着

自己小宇宙的强者，敢于追梦，承担寂寞和审视。更重要的是他们分享了世间值得

被传颂的故事，让时间定格，让历史回放，让生活沉淀，让一切有所追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