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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筆者曾在無意間看到一部電影──「傾城之戀」，當下只覺得這部電影很有趣；影片中真實

地呈現四十年代世族豪門及其沒落，故事中的男主角范柳原與女主角白流蘇，讓我看到的是

男女之間微妙的互動，與一位堅強女子為愛的奮鬥史。後來我才知道電影取材的文本是著名

作家張愛玲的短篇小說《傾城之戀》。 
 
有人說蒼涼、荒遠、淡漠是張愛玲的寫作風格；自嘲、諷諭、調侃，始終是她的筆路，又說

她的作品是人性矛盾與時代錯亂的倒影。「蒼涼」是張愛玲最喜歡用的一個中文詞彙。張愛

玲所寫的每一部小說，無不引人入勝；細膩的鋪陳，常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高潮，獨樹一

格的收尾，留給讀者無限的想像空間。《傾城之戀》與《金鎖記》、《半生緣》同列為張愛玲的

經典小說，兩岸、甚至是國外的學者對這幾篇經典做了不少的研究及論文。閱讀完《傾城之

戀》文本後，筆者想以《傾城之戀》為經，針對文本內容作一番探討。 
 
張愛玲究竟是生活在怎樣的環境背景下，造就了她如此特別的寫作風格呢？能夠擄獲許多讀

者的好感，令人不禁想要更加深入的探討和了解。《傾城之戀》，有別於張愛玲以外的作品總

以悲劇收場，《傾城之戀》的結局是個皆大歡喜的喜劇。如同書尾所說：「到處都是傳奇，可

不見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註一)本論文希望探討張愛玲寫作的背景及《傾城之戀》之文

本分析。 
 
筆者的創見非常有限，更能體認「張學」的博大深奧。除了閱讀《傾城之戀》文本外外，也

搜集了許多對於張愛玲的相關資料，從各種資料中整理、分析，再加上組員對於張愛玲的了

解與認識，完成了這篇淺探。 
 
貳 ●正文 
 
一‧ 作者生平 
 
中國的傳奇才女──張愛玲，本名張瑛，1920 年出生於上海。 父親張志沂是個傳統的文人，

注重古文，但因身處在新舊時代的交替，他只能當一個遺少，沉溺於西方物質的享受：住洋

房、坐汽車，和中國祖先的特權：抽鴉片、娶姨太太。張愛玲的母親黃素瑩留學歐洲，張愛

玲就在這種既傳統又現代、中西文化互相衝擊的環境下長大。因此張愛玲的小說都籠罩著淒

涼的氣氛，她同情舊家族中苦苦掙扎的男女，寫出他們的心聲。 張愛玲在二十歲時便以一

系列的小說震動文壇，是四十年代上海最紅的女作家。(註二) 
 
張愛玲寫小說、寫散文，但以通俗小說描寫男女的情感深處、情愛的複雜糾葛，以及充滿意

象及隱喻的章句、對人性的探索和美學意韻，為其出名並震驚文壇的主因。因此不斷有專家

學者研究她的文章，形成了「張學」。夏志清評論張愛玲其人其文：「超人才華，絕世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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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玲的自述：「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更大的破壞要來。

有一天，我們的文明，不論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我最常用的事是『荒涼』那是

因為背景裡有這惘惘的威脅。」(註一)由此可見，其對生命對世界的觀察，絕不是淺薄的悲

觀主義，而是極具深刻的人性觀察。張愛玲的小說，一直是現代電影的劇本來源，如其「紅

玫瑰白玫瑰」、「傾城之戀」、「半生緣」等，都可以一窺張愛玲對愛情對人性的見解。 
 
 
二‧ 文本分析 
 

(一) 反映真實人生： 
 

《傾城之戀》故事背景設定在 1942 年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淪陷前後，此時的張愛玲正好也

就讀於香港大學，親身體驗過的經歷，也使得她在描繪烽火連天的情景時，能如此生動且 
鉅細靡遺，絲毫不會有矯揉造作之感。而此時張愛玲的人生階段也被稱為「上海時期」，指

的是張愛玲從香港大學回到上海到抗戰勝利的創作階段，此次研究主題《傾城之戀》正是此

時期的作品，結合了情趣、哲理、記敘及理性與感性，此時期的張愛玲可謂寫作的巔峰。 
 

(二) 創新的意象 
 
雨，在張愛玲的書中，一直扮演著不吉利的象徵。如《留情》，《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雨皆

是不祥之物。但在《傾城之戀》中，張愛玲卻有全新的詮釋，把雨導入了另一個不一樣的境

界。如書中的女主角白流蘇第二次到了香港，范柳原在細雨迷濛的碼頭上迎接她。」，這時

的雨，變得如此浪漫多情，引人入勝。 
 

(三) 作者心內的投射： 
 
一個好的小說家在撰寫小說時，應把自己的情緒從角色抽離，使得角色獨立化而不摻雜著個

人的想法，如此讀者在讀起來才不會有太多作者的影子在其中，故事也才會精彩動人。張愛

玲也不例外，從她以外的作品中，不難發現她是個稱職的小說家，但是在《傾城之戀》中，

卻反常地投射了一些她個人的見解在其中。如男女主角白流蘇與范柳原，在香港的淺水灣飯

店中的「夜晚電話」情節，范柳原向白流蘇唸起《詩經》中的詩：「死生契闊──與子相悅，

執子之手，與子偕老。」底下的對話中卻加了一大篇不自然的解釋，我認為，就某方面來說，

說話者早已不是范柳原，而是作者張愛玲自己了！類似自己心內的某種投射，但這也要是自

己親身經歷過，才寫得出來如此的愛情故事。 
 

(四) 深刻的反諷性： 
 
《傾城之戀》最大的特色，實屬那幽微的諷刺性，難得的喜劇收場，卻仍有一絲絲的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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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做一對平凡夫妻的小小心願，卻又擺脫不了大環境的影響，只能無奈的隨著歷史的洪流

載浮載沉，生存的艱辛與命運的無奈，赤裸裸的呈現在讀者眼前，這故事從來就沒有童話的

快樂情節，只有現實的悲慘人生。 
 
三‧ 情節結構分析 
 

(一) 傾城的意義： 
 
書名既為「傾城之戀」，足見「傾城」在其故事情節中佔有一席重要之地。我認為，「傾城」

除了指女主角白流蘇的美麗之外，也同時指香港最後的淪陷。因為白流蘇「傾城」的美貌及

舞技，使得她得以邂逅了范柳原，也因為香港「傾城」的緣故，兩人的關係才可以極速升溫。

香港的陷落成全了她，但是在這不可理喻的世界裡，誰知道什麼是因，什麼是果？誰知道呢？

也許就是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城市傾覆了。名副其實的「傾國傾城」，書名定為傾城之戀，

有雙關的幽默。 
 

(二) 兩種不同的愛情觀 
 
范柳原的愛情，是一種柏拉圖式的愛情。以西方哲學家柏拉圖命名的一種異性間的精神戀

愛，追求心靈溝通，排斥肉慾。而白流蘇嚮往的是一種名份的追求，她在乎的是當下親密的

關係。也因此她才可以如此自然的說出「炸死了你，我的故事就完了。炸死了我，你的故事

還長著呢！」(註一)在在顯示出她對愛情的義無反顧及投入。兩者對愛情的態度有著強烈的

對比，也同時反射出現代的男女在戀愛時所保持的愛情觀。 
 

(三) 白公館的人生百態 
 
白公館是小說中剛開始的場景所在，從徐太太來找白流蘇替前夫奔喪，揭開了全部故事的序

幕。「她一嫁到了婆家，丈夫就變成了敗家子。回到娘家來，眼見得娘家就要敗光了──天

生的掃帚星！」(註一)由四奶奶的這段話可推知，白流蘇顯示跟白家的關係處得並不是很好，

雖說「人在屋簷下，不得不低頭」，但若是有個可以稍微安慰自己的人，日子也會好過一些，

可偏偏白流蘇的命運就是如此多舛。「妳四嫂就是這樣碎嘴子，你可不能跟她一樣的見識……

種種地方，你得體諒他們一點。」(註一)流蘇聽她母親的這一段話，一味的避重就輕，自己

覺得沒意思，只得一語不發。白流蘇的種種壓力，讓她幾乎快要撐不下去，「不能靠定了人

家，把人家拖窮了。我還有三分廉恥呢！」(註一)白流蘇在她母親床前淒淒涼涼跪著，聽見

了這些話，把手裡的繡花鞋幫子緊緊按在心口上，戳在鞋上的一枚針，扎了手也不覺得疼。

小聲道；「這屋子裡可住不得了！……住不得了！」(註一)家人的冷言旁觀、冷潮熱諷，似乎

為白流蘇將來的出走香港留下了伏筆，白公館就像是一個小型的社會，當沒有自己的容身之

處時，就得靠著自己的方式闖出一片天。 
 
四‧ 人物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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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流蘇 

   
白流蘇出身名門世族，在舊式環境家庭中長大，與敗家的丈夫離婚後，帶著一份不算微薄的

財產投靠娘家，但財產被兩個哥哥花用完畢後，家人逼她回到死去的前夫守節，但事實卻只

是想要把他趕出家門，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不但沒有得到家人的同情與關愛，反而遭到家人

的數落，「小聲道：『這屋子裡可住不得了……住不得了！』」(註一)從這段話中可感受到流蘇

的委屈，作者在此寫出流蘇冷靜的個性，當機會來臨時，必會掌握機會。為了找尋生活中的

依靠，聽了徐太太的勸後，接受了「再找個人嫁了」的想法。 
 
文中，「她忽然笑了──陰陰的，不懷好意的一笑，那音樂便戛然而止。外面的胡琴繼續拉

下去，可是胡琴述說的是一些遼遠的忠孝節義的故事，不與她相關了。」(註一)正是流蘇對

娘家的守舊、價值觀的反動，她決心反擊並突破的時刻。離開了上海的白公館，流蘇來到了

充滿洋味，開放自由、新時代文明的香港，充滿流動的生機。在追求新的生活之際，還是遷

就古老傳統的禮數之中，與放蕩不羈、玩世不恭的范柳原相處格外顯得有衝突感與新鮮感，

對白流蘇而言，目標則是結婚，婚後可得到的利益比婚姻幸福還要重要，所以用言語的試探

和對愛情的濃淡，表露無疑。 
 
為了嫁給無意於婚姻的范柳原，兩人展開了一場場鬥智的場面，文本中提到流蘇領悟到「原

來范柳原是講究精神戀愛的。她倒也贊成，因為精神戀愛的結果永遠是結婚，而肉體之愛往

往就停頓在某一階段，很少結婚的希望。」男女情愛的場面，超越一般作家過於浪漫不切實

際的幻想，反而有根植於人性的深刻觀察。  
 

(二) 范柳原 
 
范柳原是華僑富商與交際花的私生子，有錢有閒，是情場上的老手，幼年時代的范柳原生長

於特殊環境，使他脾氣變的怪異，難以親近，年輕時受了極大的刺激，生活放浪，嫖賭樣樣

都來；父母雙亡後，孤身流落於英國，頗費一番努力、辛苦打拼才繼承父親的產業。范柳原

剛從英國返回上海時，有無數的女性爭相說親，有過洋化歷練的范柳原，並未脫離男性的優

越地位，因此從這時便把女人看成腳下的泥濘。本與白流蘇妹妹寶絡相親，但難得碰上像白

流蘇一樣真正的中國女人，白流蘇菲常能細察范柳原的用心，在行動上思考上不免自然的抗

拒著，一心想讓白流蘇成為他的情婦，兩人交往的過程中可說是各有所求，白流蘇是要一個

具有身分地位，生活保障的傳統女性，而范柳原感情中的主控權，只想要在感情中找到暫時

的愛與歸屬感。 
 

(三) 薩黑夷妮 
 
薩黑夷妮自稱是印度公主，文本中范柳原曾說：「你別看她架子搭得十足。她在外面招搖，

說是克力希納‧柯蘭姆帕王公的親生女，只因王妃失寵，賜了死，她也就被放逐了，一直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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浪著，不能回國。其實，不能回國倒是真的，其餘的，可就沒人能夠證實。」(註一)其實她

在上海就是個交際花。薩黑夷妮是男女主角間試探心意的小插曲，范柳原利用她想使流蘇吃

醋而有所行動，薩黑夷妮終究是個配角，她展示了白流蘇的成功，也展示了流蘇的尷尬處境。 
 
 

(四) 四奶奶 
 
在張愛玲的筆下，四奶奶是個成天說閒話、滿腦只想著個人私利的庸俗婦女，她的言行在在

刺激女主角白流蘇，使得流蘇在娘家處境艱難。她說過：「護著七丫頭，她是白家的什麼

人？……嫁了過去，誰也別想從她身上得點什麼好處！我這都是為了大家好。」；又說「你

若以為你破壞了你妹子的事，你就有指望了，我叫你早早地歇了這個念頭，人家多少小姐都

看不上眼呢，他會要你這殘花敗柳？」(註一)批評流蘇在妹妹的相親上與范柳原互動親密，

共舞且出盡風頭。 
 
流蘇最終能與柳原雙宿雙飛，四奶奶其實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若無她的正是她的冷言冷

語，使流蘇徹底感受到人情冷暖，且知娘家是絕對待不得，必須另謀出路，正是此決心，使

她做最後一搏，沒有四奶奶如此的負面角色，白流蘇潛力或許沒有如此驚人之發揮。 
 

(五) 白老太太──流蘇的母親 
 
白老太太是個令女兒完全失望的母親，對白流蘇而言，她所祈求的母親與她真正的母親根本

是兩個人。在《傾城之戀》中，白老太太就是白流蘇生命中最先傾塌下的第一座城牆。 
 
流蘇母親不能發揮常母親的正常功能，她們缺乏能力，也無意於此。在小說文本中，母親的

出現篇幅極少，亦缺乏母親角色該有的形象，反而經常對流蘇不利的處境起更壞作用。白老

太太沒辦法捍衛自己的女兒，當流蘇被嫂嫂欺負時，白老太太勸流蘇忍氣吞聲，「你四嫂就

是這樣碎嘴子，你可不能跟她一樣的見識。……支持這份家，可不容易！種種地方，你得體

諒他們一點」。「流蘇聽她母親這話風，一味的避重就輕，自己覺得沒意思，只得一言不發。」 
對白老太太而言，女兒幸福與否並非她有能力關心的事，對於生存的基本價值，還是根植於

現實的層面。 
 
參 ●結論 
 
《傾城之戀》中男女主角有著完美結局，但仍有一股蒼涼油然而生，有一點悵然，一點無奈。

從上海到香港、再回上海再到香港，地理環境的遷移是白流蘇向命運的反抗；一個被娘家排

擠漠視的女兒、一個離過婚的女人、一個被封建思想逼到絕境的人──流蘇的心境，能不蒼

涼嗎？最後流蘇說道：「香港的陷落成全了她。在這不可理喻的世界裡，誰知道什麼是因，

什麼是果？誰知道呢，也需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城市傾覆了。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

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流蘇並不覺得她在歷史上的地位有什麼微妙



張愛玲〈傾城之戀〉淺探 

第 6 頁 

之點。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來，將蚊煙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傳奇的裡的傾城傾國的人大

抵如此。到處都是傳奇，可不_______見得有這麼圓滿的收場。胡琴咿咿呀呀拉著，在萬盞

燈火的夜晚，拉過來又拉過去，說不盡的蒼涼的故事──不問也罷！」(註一) 
 
「不問也罷」(註一)，戛然結束這個《傾城之戀》的傳奇，雖然她是張愛玲筆下難得出現的

喜劇收尾，但絕不是傳統的大團員戲碼，反而有許多人性的觀察，注入了許多人生的無奈。

張愛玲曾在《對照記》裡道：「我喜歡我四歲的時候懷疑一切的眼光。《(註三)這句話可作

為她對人生對創作永遠都有較他人更幽微的觀察。 

 

筆者在討論寫作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前所未想問題，遇到不少瓶頸，但是透過更多的思考面，

竟也見識到小說更多的風景，充分享受其樂趣所在。雖然筆者能力非常有限，但是透過與文

章對話的過程，著實有了不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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