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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婚姻 淳　子

酒吧、平行宇宙 西  貝

編者按：
著名美籍華裔女作家和翻譯家聶華苓於2024年10

月21日在美國愛荷華的家中去世，享年99歲。
1925年1月11日，聶華苓出生於武漢。她於1948

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外文系，同年以筆名“遠方”發
表第一篇文章《變形蟲》。1949年赴台灣生活，並開始
文學創作。1964年，聶華苓移民美國，並在愛荷華大
學任教，同時從事寫作和繪畫。她與丈夫保羅·安格爾
共同創辦了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該項目至今
已邀請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上千名作家前往愛荷華進行
創作與交流，包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如奧爾罕·
帕慕克和切斯瓦夫·米沃什等，為世界和平、文化交流
與人類進步做出了貢獻，被稱為“世界文學組織的建築
師”、“世界文學組織之母”。聶華苓的代表作品包括
短篇小說集《翡翠貓》《一朵小白花》《台灣軼事》，
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
水長流》，以及散文集《夢谷集》《三十年後》等。她
在83歲時出版回憶錄《三生影像》。她的作品以深邃的
歷史感表現現代中國的滄桑變化，抒寫台灣中下層人們
的鄉愁和海外浪子的悲歌。聶華苓創作堅持“溶傳統於
現代，溶西方於中國”的藝術追求。

二十多年前，淳子在上海電台採訪了聶華苓，寫下
了一篇短文《最好的婚姻》。本版現特發表，以紀念這
位“世界文學組織之母”。

▓聶華苓在北京出席回憶
錄《三生影像》座談會時
留影（2008年7月）。

美國愛荷華公寓。

聶 華 苓 的 書 房 在 樓

下。她在書桌後面安了一

面長鏡。窗外是愛荷華

河，河邊種許多柳樹，像

蘇堤。

打開窗子，窗外的河

流進鏡子裡，聶華苓就坐

在了兩條河之間，像千回

百轉的秋水伊人。

早上，聶華苓下樓，

依舊是咖啡，依舊在書房

門上掛“請勿打擾”的牌

子——她有一種感覺，揮

不去的感覺——丈夫安格

爾還會來敲門，還會送一

碗咖啡。

一位荷蘭女人，在情

人的墳上豎起一根竹竿，

上面繫一條白色的布單。這

樣，每天坐在家裡，就可以

看見風中的白幡，感覺著他

在，感覺著彼此相依。

聶 華 苓 不 再 去 鹿 園

了。丈夫就葬在那裡。

那天在機場，安格爾

說，我去買報。

安 格 爾 去 買 報 ， 五

十米的路，是一段天堂之

路。他去了，沒有轉回頭。

很少有人能接受隨時

都會死去的事實。

大部分人希望別走得

太快，但也別拖得太久；

希望臨死前先原諒自己，

然後原諒別人；希望見佛

教徒一般，從容地問：“

是今天嗎？”

如 同 我 們 的 日 常

生活，死亡無法重新扮

演——從此，如詩人奧登

之言：星辰已無需要，因

為世間再無美好。

夠 了 ， 這 一 生 。 聶

華苓與安格爾在中年時相

遇，一見鐘情，他們各自

在第一次婚煙中學到一些

東西，他們把熱戀轉化成

持久的溫馨的依戀，以對

待藝術品的態度小心翼翼

地侍奉著婚姻。

一次，聶華苓的同鄉

來，在屋裡抽煙。安格爾

向來討厭煙草，嗅到滿屋

煙草滋味，他退了出去，

一會兒，他又進來，手上

拿一整條煙，還有瓜子。

安 格 爾 熱 衷 美 式 足

球。他問，我可以在晚飯

的時候看球賽嗎？那晚，

聶華岑把晚飯安排在了電

視機前。安格爾無數遍地

說謝謝，因為他體會到了

其間的包容和尊重。

婚 姻 是 有 章 可 循

的——尊重，妥協，開誠

佈公，共同的價值觀。

聶華苓說，我和安格

爾的婚姻，是我這輩子見

到的最好的婚姻。所以她

不去鹿園，她不要承認安

格爾的死亡。

當鹿園的鹿鳴響起的

時候，聶華苓會記起一句

話：“我死後，你說，我

聽。”

死亡終結了生命，但

沒有終結感情的聯係。奧

登說：相愛或者死亡。

列車在城市中駛過，

樹開始改變顏色，愛是永

存的情感。

聶華苓離開書桌，然

後上樓，然後在安格爾的

書房裡坐一坐，然後是空

空蕩蕩的漫漫長夜。從今

往後，聶華苓需要學會自

己給自己煮咖啡了。

▓聶華苓與安格爾

——題記：在《愛欲之死》中，哲學家韓炳哲深入探討了愛情與痛苦的共生，以

及痛苦、痴迷和風險等愛情的負面，蘊含在黑格爾“肯定-否定-肯定”的辯證螺旋上

升的過程；但現代社會，很多人在得失的計算中畏懼和逃避著情感，導致當今愛情的

枯萎，成了可消費的享樂主義對象。夏兒的畫作通過幽深的表現主義色彩，呈現出一

種夢幻般靜謐、孤獨和愛的氛圍，模糊了現實與幻像的邊界，讓我們渴望穿越平行宇

宙，去追溯昔日那愛的激情中遙不可及的形影……

▓夏兒畫《路燈下的孤獨》

夏夜，是相約的季節
酒吧傾斜了一條長街

紫桑果落下枝頭
染藍平行宇宙的街口

蟲洞 若隱若現
百思不解的石榴
冥思苦想 直到脹裂了頭

沿月光的階梯
遙望幸福的量子
在風中纏結、尋覓——
那世紀前的一往情深、

那生死相依、永世不渝……

酒氣氤氳的百年老屋
一幅肖像 懸在高處
兩個深陷的眼窩審視著
每個桌子上的歡呼 
和每個椅子上的孤獨

鋼琴奏著莫里哀“藍色的愛”
黑衣侍者從暗影中走來
他漠然一笑，杜松子 苦艾
在金光搖曳中綻開……

夜晚，在酒杯中逃遁著

數字化的幽靈帶著律動的脈搏
而鳥兒正在喚醒曙色
它們唱的是另一個世界的歌

不知你是否去過悉尼的岩石區？那裡

緊靠著海灣，道路錯綜復雜，一排排老舊

的排屋，與著名的悉尼歌劇院和悉尼大橋

交相輝映，應該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

那裡是悉尼這座年輕城市的一個“古

老”的街區，有些地方仍有著石磚鋪成的

路，有些地方你會走上有一百多年歷史的

石條台階，那裡百年以上的老房子比比皆

是。要知道先驅們在建立這些街道、這些

排屋時，既沒有大橋也沒有歌劇院。面對

著海灣，面對著飛舞的海鷗，他們在想什

麼？沒有帆的大海是孤獨的，只有一片孤

帆的大海更顯孤獨。他們是否也感到孤獨？

夜色降臨後，街邊的路燈發出幽幽的

光，像是一個失戀的隱者，在夜的角落，

舔著心靈的傷口，默默地療傷。“人生若

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人生只

是一首飄蕩的歌，隨風而去。風從哪裡來 

？又到哪裡去？

那古老石板鋪成的石階旁，已裝上

了現代化的電梯。我一直欣賞悉尼人的創

意，巧妙地讓“古老”的歷史和現代文明

融為一體。既讓人感到歷史的傳承，又有

充分的現實感。坐在一張一百多年的吧台

前，喝上一杯熱丁香肉桂紅酒。窗外悉尼

大橋熟悉的聲影依稀可見，遠處街上傳來

嘈雜的音樂混合著人聲，夜來香濃郁芳香

撲鼻而來。在這裡你可以發生很多意想不

到的故事，也可以什麼都不發生。你可以

感覺到紅塵滾滾，又可以感受到人生的孤

獨。

站在昏暗的路燈下，每個人都在尋找

著深不可測的夜，誰也不知道回家的路上

會遇到什麼，會發生什麼？在那古老的彎

曲的坡道上行走，海風襲來，亂雲飛渡，

路邊的草叢裡，不時傳來各種蟲鳴聲。草

生一秋，人生一世，我們其實也只是世間

的過客。

（隨筆）路燈下的孤獨 聞  濤

秘  密
何芳遺作

許多個獨坐黃昏的日子裡
我與你：整個世界的
   真實仿佛更近了
有太多的歡悅
也有太多的嘆息
你看我
春暖花開
飛鳥來了
但是誰也不知
彼此共享的秘密

蒼穹裡有神的凝視
當你望著天空時
我也會望向你
只要虔誠
陽光月光星光
我們的眼光
總有一樣會照在身上

夜是巨大的子宮
孕育出另一個世界
和更多的秘密
只有荊棘鳥才知道
落在大地上的花不只是玫瑰
而最真實的靈魂都住在繁星際
為此她將荊棘插入身體

如果有一天
你夢到我們彼此陌生
那我們一定相親相識
如果你猜不透我們究竟是誰
不妨看一看曇花是誰
流雲是誰
泥土是誰
這其中的秘密就是
是誰都沒關係夢的開始

在這些久坐的黃昏裡
我打量著這些秘密
就像打量一隻鳥
從我窗前飛過時的嘆息……

▓2017年8月2日，何芳邀請文友到她家歡聚並慶祝
生日（前左起：蔣行邁、何與懷、方白；後左起：梁
曉純、布文、何芳、陳玉明）。

你走了嗎？應該沒有
今晚聽見
那麼多挽留你的電閃雷鳴
炸裂山谷 炸裂河川
炸裂那個辜負你
而你付出一生來熱愛的人間

你走了嗎？應該不會
這麼多悲傷的雨水一直在下
從身體裡流到詩裡
又從詩裡流進那些
你數載養育的花兒的心澗
人們在想你的時候 
首先會面朝西方
等待那個臨江仙子
用一闋詩詞 就喚來一個春天

梁曉純（行香子）
晨起憑窗，春意微涼。斜陽下，鳥語

花香。鄰家學子，兒女成雙。又一天情，

一天樂，一天忙。

忽兒念起，紅顏才俊。已然間，各自

陰陽。那邊也否，煙雨他鄉。恨三年離，

逐年夢，去年長。

張鐵釗
三載時光似水流，芳魂已逝憶難休。

曾經風彩驚塵世，往昔才情耀九州。

夢裡音容猶宛在，心間德範永存留。

緬懷女史情無盡，歲月匆匆意自悠。

方  白
三載時光似水流，星辰明滅道艱修。

只知北海多羊馬，忽遇才人堪詠謳。

昔日詩交元會曲，明朝誰約太源樓。

停雲自此長嗟嘆，何處蓬萊一葉舟。

王香谷
藍楹花季靜然來，紫霧金鐘巧勝裁。

萬頃煙波浮秀色，滿城夢幻絕塵埃。

當年共賞人千古，今夕孤吟又一回。

慰藉天堂多異卉，芬芳馥郁為君開。

方　白
藍楹花季靜然來，六合清風澹禍災。

閬苑翠芭王母宴，小庭竹笛柴籬杯。

悉尼耆老吟詩罷，天上神仙撥霧開。

忙問玉人何處在，采和遙指紫霞台。

八月飛雪（臨江仙）
又是一年春落盡，凄看雲上空晴。塚前

萱芷亂紛爭。蝶縈戀不去，夢裡總相迎。

一去驀然煙塵絕，留香詩意繁生。瑤池

夕照寫閑情。新章青鳥淚，風雨向西行。

何芳女史三年祭 祭何芳 布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