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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能够用一句话概括小说吗？
川沙：一个弃儿在经历了战争和政

治风暴之后寻找母亲和替父寻仇的凄美
动人的故事。

记者：书名为什么叫《蓝花旗袍》？
川沙：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

思是就小说故事本身而言，小说最主要
女主角家族产业里有一项是旗袍坊，这
个女主角也很喜欢穿一种民国时期的蓝
花旗袍，女主角的命运贯穿了整部小
说，因此，小说取名为《蓝花旗袍》。

另外一层，就是作品在深层次的意
义上，试图用旗袍的发展史本身代表着
中国20世纪的文化史这个角度，来暗示
或影射。小说描写的是20世纪中国人的
命运。大家都知道，旗袍，原意就是
“旗人之袍”。清兵入关后，推行剃发
易服，从此满式服饰成为汉族服装主流 
。应该承认，旗袍是满清对中国服饰文
化的一个贡献。我的朋友，翻译家刘洪
将小说的英文名处理为The Lady in the 
Blue-Flowered Mandarin Gown(穿蓝花旗
袍的女人)，这个Mandarin在西方人那里
就是普通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我们说
的“满洲里”的意思，就是说，普通话
和旗袍都是满清传承和发扬的，这是一
个历史事实。1920年代，旗袍开始流行
于上层社会和娱乐界，富家太太和电影
明星趋之若�。旗袍的下摆从1926年以
后才开始一升再升，到了1929年己升至
膝盖。上世纪20 年代末，欧美女子盛行
短裙。上海南京路的旗袍店开始模仿，
依照西方流行的人体曲线美加以重新剪

裁，生产出短式旗袍，促成了海派服饰
风格的形成。 女式旗袍袍身逐渐减短，
腰身变窄，下摆收小，同时开衩变低，
领型变矮，成为民国女性最主要的服饰
之一。从今天留下来的一些照片上，我
们可以看见，当时那些民国文化女性如
宋美龄、阮玲玉、林徽因、萧红等，都
伴随着她们的旗袍照。 中国旗袍风行，
与女性解放密不可分，更和中国近代史
的发展密切相关 。当然，小说的故事，
以及里边的主要人物，都自然而然的和
旗袍相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蓝花旗袍》想要表达和暗示什么，读
者自然可以领会。 

记者：能谈谈小说创作过程中得一
些事情，例如，修改等等。

川 沙 ： 反 复 了 很 多 次 ， 这 个 过 程
中，哈金给过我建议。在我后记里边谈
到，早在7年前，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阳光》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
他们知道我是三部长篇交叉在写，就立
刻建议我在一年内将这部长篇《蓝花旗
袍》交稿，实际上，这部长篇当时已经
写到80万字，但是我觉得，手法上有问
题，就是太多的采用了现代主义手法。
当时，我开始看加拿大作家和一些西方
现代主义作家的小说拍成的电影，比较
典型的是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
小说改编的《英国病人》，我觉得，电
影还可以，但是，小说却让我和很失
望，坦率地说，包括写《撒旦诗篇》的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一
类的前卫作家的东西。我开始反思自己
的《蓝花旗袍》，当时，小说里很多情
节的主要线索都是用意识流手法穿插，
我开始感觉到不好，于是，我感觉到自
己无法配合出版社的要求。勉强交给他
们的一些章节，自己也不满意，当然，
让出版社也难以满意，之后，我开始重
写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几乎有40万字
是重新按照传统的19世纪俄国文学的写
法写就，场景和情节基本上是重新一个
章节一个章节地铺垫下去，老老实实一
笔一笔地写出来，就像建筑工人砌墙一
样，一块砖头一块砖头扎扎实实地铺垫
上去，就这样一直写下去，其中一段时
间闷头写了三年，前后写了几乎140万
字，然后开始做减法， 反复调整，最

后阶段感觉气韵顺畅，章节和情节连贯
和丰沛，最主要的是人物有了自己的性
格，我自己已经感觉和意识到，不能随
意安排他们的行为和发言的时候，知道
是进入正常的小说轨道里去了，我才开
始感觉到接近满意和完工了。

关于语言问题，《阳光》显得更适
合知识分子阅读，例如索尔贝娄的作
品，他的《洪堡的礼物》和《赫索格》
等，贝娄是一个“对于当代文化富于人
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的作家。我觉
得，在《阳光》里，中国作家白桦在
给《阳光》的序言里，谈到“小说《阳
光》是一个寓言，一个含义深刻的寓
言”，我的意思是，《阳光》似乎更艰
涩和深奥，而《蓝花旗袍》在文风和语
言上更平实和贴近读者。

记者：作品里多次出现了一只颇具
象征意义的大鸟，它无比凄楚，带着愤
怒，却执着地守护着金焱，它正象征着
金焱的生母，为什么会要安排这样一只
灰色的大鸟的出现？

川沙： 有时候，极度思念一个人的
感觉是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思念而又
不可得，在极端的情况下会自然地产生
幻想。金焱在缺乏母爱的环境中长大，
父亲又过早冤屈离世，所以他的梦和幻
觉里时时透露出他苦苦思念父亲之情，
而在他的深层潜意识里也在极度思念着
那个他感觉到而又不知道的在婴孩时期
曾经养育过他的生母。

金焱的生母很无辜，她是乱世中娇
艳柔弱的一朵鲜花，在历史发生突变的
过程中，她的人生从顶峰急转直下，在
根本没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情况下，失
去了所有的亲人，失去了所有的财产，
差点自己的性命也不保，好不容易可以
苟延，最后命运还是和她开了一个很大
的玩笑，最终走投无路之际她含冤死
去。这中间有太多的无奈，或许是注定
的个人悲剧结局。但我也并不甘心她这
样白白地死去，所以用这样的魔幻现实
主义的手法让她变成一种东西来干扰这
个世界，发泄出她的悲愤。

实际上，这部小说99%都是现实主
义的，只有1%是超现实的，这1%的超现
实让小说更具深层次的意义，引发人们
更多地思考。

 记者：小说的第二部开头，展开了
和第一部完全不同的场景。你是怎样解
决这样的一个衔接问题？

川沙：小说第二部场景转移到了地
球的另一侧，时间距离主人公金焱那段
不堪的爱情悲剧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金
焱重新又沉浸在爱的柔情蜜意中。为了
让读者不感到突兀，我在并不长的几个
章节里采用了一种三个时空并行的写法
来进行时空的转移，然后又进入传统的
顺时序全知角度的写法直到全书结束。
这段描写实际上很美，应该是四五集左
右时空交叉的电视剧连续剧中上接近两
百个镜头的串接，这是整部小说唯一不
同的地方，两个1990年代的艺术学院的
研究生在英国通电话，他们的思维方式
不可能是传统的，这也是内容需要，实
际效果很好，也很唯美和现代，其中的
一个时空是金焱正在和蔡芦笛通电话的
爱丁堡，也是金焱正在完成博士学业的
时空；在这个通话的过程中自然地产生
了第二个时空，就是对电话另一端蔡芦
笛所在的伦敦前几年回忆里的描写，在
这段四年时空发展的叙述中，简要交待
了金焱和蔡芦笛的相遇相知；第三个时
空则由于金功的到来，让读者跟随金焱
的思绪重新回到遥远的中国，和更遥远
的金焱20多岁以前的时空。

第二部和第一部有着明显的不同，
处于完全不同的文化生活背景之下，但
又一脉相承。这样的写法可以让读者立
刻投入到第二部的故事环境中，也可以
回朔并延续上一部中的故事主线，不至
于感觉到突然割裂性的跳跃。

——《蓝花旗袍》作者川沙采访问答

蓝花旗袍 名家推荐语
《蓝花旗袍》是一部凄美动人的错

乱剧，小说主人翁的故事和命运由于
战争和政治风暴而始终漂泊错乱，整
部小说承袭了川沙一贯的寓言风格，
由小说主人翁的命运暗示时代，如果
母亲代表文化，父亲代表信仰，则小
说主人翁寻找亲人的真谛是这部小说
的核心解密。

——哈金 （著名美籍华裔作家 ，波士顿大学讲座教授， 曾获 1999
年美国“国家书卷奖”、2000 美国笔会 / 福克纳基金会所颁发“美国笔会
/ 福克纳小说奖”，2005 美国笔会 / 福克纳基金会所颁发“美国笔会 / 福克
纳小说奖”。为第一位获此三项美国文学奖之中国作家。） 

生命的那个圆圈
本报记者洪涛

 —— 虹影（著名英籍华裔作家，中国新女性文学的代表之一。2005
年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英国独立报 INDEPENDENT 评定之 2002
年 Books of the Year 十大好书，台湾 1997 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等
奖项获得者。）

“这是一部恢宏的小说。川沙下了死力，
写得扎实细致，每一句话都富有质感——提
供新的东西或信息。通篇激情充沛，既浪漫
又朴实，具有经典长篇的气韵。”

编者按：最近, 著名加拿大籍

华人作家、诗人、剧作家川沙先

生以十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小说

《蓝花旗袍》出版。这部引人入

胜、描写细腻、情节曲折跌宕、

文化内涵深刻、涉及面宽广、极

富诗意的小说一经面世，立即引

起了海内外文坛的关注。为更多

地了解这部具有经典气韵作品的

创作历程和背景，记者特意走访

了川沙先生。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