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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只是徐志摩、陆小曼恋情的“背景板”

因“巴黎和会”结缘陆小曼

王冬妮讲述写作这本书的初
衷。前些年，网络上有关王赓和
陆小曼、徐志摩之间纠葛的故事
传得沸沸扬扬，又说其是“武夫”，
陆小曼口中的“无趣”之人，且与
人相处不洽，郁郁不得志。更说
其和陆小曼离婚后，终身未娶，没
有后代，引起了王家后人的愤
慨。她觉得澄清历史最好的办
法，是把祖父的故事完完整整地
诉说一遍。“如果说王赓没有后
人，那我们算啥？！”王冬妮笑言。

根据王冬妮的探寻，祖父王
赓从素有“才子巷”之称的无锡小
娄巷王氏家族走出来，家境殷实，
接受过良好教育，之后更通过激
烈的考核竞争，成为第三届“庚子
留学生”的一员，与胡适、竺可桢、
赵元任是同学。在当时，前三届
庚子留学生全国总共也就录取了
180人，能跻身其中，说明王赓是
妥妥的“学霸”。他在美国读了密
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
比亚大学，后来还“弃文从武”考
入美国西点军校，成为中国历史
上仅有的八名西点毕业生之一。
王赓回国后加入军旅，不久便参
与了巴黎和会的谈判，为国争取
权益，并在 1942 年抱病随团赴
美，希望以此争取当时国联的支
持，为中国抗战服务，维护国家利
益。

王冬妮说，由于父亲属于“书
呆子”型，她潜意识里总觉得祖父
和父亲应该是比较接近的，而且
资料里面也说陆小曼当初就是嫌
弃祖父不肯陪她玩儿，娱乐时间
太少。所以她觉得祖父虽然是个
好人，但应该是比较闷一点、呆一
点的人。但在探访祖父过往经历
的过程中，王冬妮发现，其实王赓
并非孤僻或者“宅”，也曾加入众
多社团，与人相处融洽。同时，在
与陆小曼、徐志摩的感情纠葛中，
他宁愿成全对方，并在陆、徐二人
的婚礼上送去了祝福的礼物，展
现其为人的大度以及本性上的纯
真和善良。“他不呆，也不宅，如果
能遇到他，我觉得我们会是好朋
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据王冬妮考证，军政界人士
王赓之所以跟徐志摩、陆小曼这
些文化圈的才子佳人扯上关系，
还是缘于巴黎和会。由于精通外
语外加熟悉美国社会，1919 年 1
月，刚刚回国不久的王赓便以海

陆军顾问兼外交部翻译的身份，
被委派随团出访。当时中国代表
团的架构很特殊，五名政府全权
代表级别很高，同时还有梁启超、
张君劢等大学者，以民间外交观
察员的身份前往考察。美国驻华
公使芮恩施在给国务卿蓝辛介绍
中方针对巴黎的人事安排时，还
不忘标注了王赓和另一个随行人
员的美国教育背景。通过此次出
访，王赓结交了陆徵祥、顾维钧、
蒋百里等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
并由此与梁启超结下师生之谊。
中国代表团的首席军事长官、王
赓的顶头上司唐在礼对王赓也极
为赏识，将老友陆定的女儿、名满
京城的贵门千金陆小曼介绍给
他。

1923年，28岁的王赓被任命
为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同年晋
升陆军少将。一颗军政新星冉冉
升起。此时的王赓，与陆小曼刚
结婚一年。在外地出差的王赓担
心新婚燕尔的妻子生病在家冷
清，特意写信给自己在北京的朋
友，帮不在家的自己照顾一下小
曼，引导她到“甜美和光明”的路
上去。虽然不是徐志摩那样的浪
漫派诗人，但王赓也有浓重的文
艺气质。在普林斯顿大学，王赓
攻读的是文学学士学位，他对莎
士比亚的迷恋和热爱令母语为英
语的美国同学都自叹不如，也因
此收获外号“老莎”。

大时代下沉浮曲折的一生

1924 年 4 月，印度诗人泰戈
尔从济南到达北京东站。在接待
的人群中，除了梁启超、徐志摩、
林徽因、林长民等人，也有王赓。
因为接待泰戈尔，同为梁启超弟
子又是蒋百里宗亲的徐志摩，与
王赓相识了。原本钟情于林徽因
的徐志摩，因为爱而不得，跑到各
种朋友家躲避寂寞，也包括王赓
的家中。徐志摩和陆小曼由此有
了交集，王赓的人生从此被改
写。原本跟王赓是朋友的徐志
摩，赢得了陆小曼的爱情。在周
围人劝说下，经过一番痛苦挣扎
的王赓选择放手，与陆小曼离
婚。徐志摩和陆小曼 1926 年结
婚时，王赓送上厚礼和一幅亲笔
字“苦尽甘来方知味”。与陆小曼
分开十多年后，王赓有了新的婚
姻家庭，1939年他经人介绍与一
位普通女子结婚成家，育有一双
儿女：王兴安、王盛宏。《江河行

地，海浪无声：我的祖父王赓》的
作者王冬妮即王兴安之女。

除了婚变带来的重创之外，
王赓在事业上也有过一场无妄之
灾，身染重疾，仕途亦急转直下。

那是在1932年淞沪会战打响
之后，王赓在上海突然被日本逮
捕关押，随后获救。官方调查判
定王赓因为“擅离戒严地点”，被
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
月。比牢狱更让王赓煎熬的是，
社会上开始传闻，王赓带着十九
路军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去了租
界，文件落入日本人之手，有卖国
嫌疑，在当时被称为“王赓事件”。

围绕“王赓事件”，王冬妮找
到祖父当年部下莫雄的回忆、陆
小曼亲笔写下的澄清信，还找到
日本外务省内部档案的记录、王
赓向蒋介石作出说明的信函，从
多个层面有力地还原历史真相，
洗刷了祖父的污名。

“作为亲人，我们当然相信他
是无辜的，他不会做出传闻中的
事情。但是进行历史研究和书
写，需要客观的实在的证据。”王
冬妮在书中特别详细提到，王赓
被抓之时，身上并没有军事文件
被日本人带走，最有力最直接的
证人是莫雄。当时莫雄的职务是
税警总团的总参议。莫雄称王赓
出事的那天，王赓将一大堆绝密
档案悉数交给他保管使用，并告
诉他自己要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
探访西点军校的美国同学。这一
点也与陆小曼写的澄清信中的相
关核心信息是一致的。而十九军
统帅蒋光鼐也写信给蒋介石为王
赓人品作保，称他品学兼优，不可
能做出这样的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学者
马勇认为，还原历史事件要以当
时的正式公文和法庭审判为准，
不能以报纸八卦来评断。书中引
用的官方文件讲得很清楚，最后
定的罪名是“擅离职守”，没有情
报问题，也没有文件丢失问题。

这次经历让王赓的健康受到
巨大损害，内心也深受折磨，但他
并没有就此沉沦丧志，而是继续
默默积蓄自己，希望有机会再为
国效力。抗战全面爆发后，王赓
再次得到信任，受命出山。1942
年，肩负着外交使命的王赓再次
踏上了前往西半球的旅程。虽然
此时他患有严重的肾病和心脏
病，健康状况极度不宜车马劳顿，
但他毫不犹豫地登上从印度洋赴
北美的飞机。因为他确信这次出

行将会促进国际合作，从而联手
击退日本侵略者。然而，他最终
病逝在这趟旅程途中，年仅 47
岁。客死异乡的王赓，葬在埃及
首都开罗。

“那个听着吴侬软语长大的
江南少年肯定不会想到，有朝一
日常伴他左右的竟然会是北非的
黄沙和烈日——童年里那个烟雨
迷蒙、草长莺飞、粉墙黛瓦的江南
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王冬妮在
书中写道，字里行间带着对祖父
的爱和缅怀。

是深情追念，也是一
部专业严谨的考据之作

作为历史记录的一种形式，
家族史书写和研究，近年来越来
越受到学界和公众的重视。马勇
给《江河行地，海水无声：我的祖
父王赓》很高的评价，他特别强
调，王冬妮写这本书并非仅凭亲
情去为爷爷翻案或抒情，而是以
专业的历史学训练，搜集大量资
料和家族记忆完成，是一次严肃
的近代史题材的非虚构写作。

马勇说，王赓一直是现代中
国文化圈中一个背景般的存在。
他的背景只有一个，就是陆小曼
的前夫。陆小曼的名气太大了，
陆小曼又串联了近代中国学术
史、文化史当中的一大批精英。
这本书给他带来了“颠覆性认
知”。他由此意识到，王赓是一个
很值得去重新研究的历史人物，
通过对王赓的研究，会补齐曾经
模糊的节点，让一些人物之间的
关联更加明了，对促进中国近代
史更深一步的研究非常有意义。
胡适、赵元任、梅贻琦、顾维钧、蒋
百里、梁启超、林徽因、梁思成、刘
海粟……这些学界、政界、文艺界
的重要人物与王赓有哪些千丝万
缕的关系？为什么梁启超会在

“徐陆”婚礼上仗义执言？书中对
这些海量的人物关系均做了细致
的爬梳整理。

关于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
叙事，曾经一度普遍倾向于表扬
他们冲破枷锁，为他们追寻爱情
自由喝彩。还有一些人倾向于把
王赓当成自由婚姻的对立面，甚
至封建强权的化身。但书中呈现
的被遮蔽的信息显示，这样的叙
事对王赓并不公平。而这一点，
梁启超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的
那段语惊四座的证婚词就曾为王

赓打抱不平，希望他们“不要以自
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再
把婚姻当作是儿戏……”

在马勇看来，这段证婚词有
对二人的约束，还有一层更重要
的意思，那就是梁启超是以大佬
身份给王赓安慰，“王赓没有错，
错的第一是徐志摩，第二是陆小
曼。当然长者接受了这个结局，
但是只能是这一次为止。”多年之
后，作为王赓后人的王冬妮第一
次读到这段证婚词也是心里一
暖，“在只见新人笑的大喜之日，
只有梁启超还念着旧人。”

把祖父从“背景板”后
面拉出来

自小生活于上海，11岁去美
国，获得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
学位的王冬妮坦言，这一次写作
也是自己的“寻根之旅”。祖父留
下的资料非常少，没有日记，也没
有在报刊上发表过多的文章，她
是利用祖父圈子里的人物的记载
来填补祖父生平的空白。她希望
把往事“扭过来写”，把祖父从“背
景板”后面拉出来，呈现他的优
秀、努力、善良，以及沉默背后的
委屈。

比如她着重写了祖父与陆小
曼婚礼的隆重。“从祖父的眼光来
看，这段婚姻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对两家也非常重要，他肯定做梦
也没有想到日后会发生那样的事
情。”当时已经有很多人反对大操
大办，比如书中写到王赓好友赵
元任和杨步伟的婚礼，他们谁也
没有请，找两个朋友见证就在婚
书上签字结婚了，贺礼一概不收，
把钱捐到中国科学社。而据王冬
妮考证，王赓、陆小曼婚后也有过
一段和睦的生活，凭证是陆小曼
见丈夫长姐王畹兰还未婚配，便
将陆家世交、美国归来的工程师
金奎和大姑子撮合在一起。王赓
长姐的儿子金怡濂是“神威”超级
计算机系统的总设计师、国家最
高科技奖获得者。

“我在书里有一段写陆小曼
日记回忆我祖父的话，她不停地
写，几月几号，这个人突然回来
了，再过几天，他又回来了。作为
后代看到这些，我会有点气愤，因
为我祖父那时候跟她是有夫妻关
系的，我祖父当时工作特别忙，作
为一个军人要到处出差。但这就
是故事有意思的地方。你看的这
出戏，在别人那里可能是另一出
戏。我希望这本书一部分的价值
是让大家转换一下视角，也能够
从我祖父的眼光来体验一下当时
的这段感情纠葛。”

王冬妮表示，虽然说在情感
这一层，肯定是站在祖父这边，但
不得不说，这本书里没有什么特
别恶的人。她是学历史的，知道
对每一个人、每个事件的评价，都
有很多面向。她写这本书是想告
诉更多的人，祖父不是什么“封建
残余”，他跟徐志摩一样信仰自
由、美和爱。只不过后者更看重
自我感受，为此可以对抗全世
界。而王赓则更注重责任和约
束，欣赏细水长流的温情。

如今王冬妮生活在柏林，为
了还原祖父的一生，她曾去无锡
寻根。在无锡市中心，还能找到
王家小娄巷嘉乐堂的旧址，祖宅
旧房1995年后被拆，原址改建为
公安司法办公大楼，唯一留下的
痕迹是街上一栋装修精美的现代
洋房，被称为小曼园，是一家接待
年轻人的高级西餐馆，据说是当
年陆小曼随王赓返乡时的居所。

说起“王赓”，可能大多
数人会觉得很陌生，但如果
换一个说法：民国传奇女性
陆小曼的前夫，很多人可能
“恍然大悟”。作为民国时期
那段出名的“婚恋公案”，王
赓、陆小曼和徐志摩三人之
间的爱恨纠葛，用今天的话
来说相当“八卦”。而从某种
意义上说，在这个故事中，王
赓更像一个“背景板”的存
在。那么，真正的王赓，到底
是怎样的？近百年后，王赓
孙女、斯坦福大学博士王冬
妮写了《江河行地，海水无
声：我的祖父王赓》，为这段
历史补上了一个缺席的视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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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行地，海浪无声：
我的祖父王赓》
王冬妮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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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赓与陈剑趣（本书作者王冬妮祖母）的结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