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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

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從 1949 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人，

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一向筆鋒理性冷冽的作者龍應台，卻在書中

寫道：「我再怎麼寫，都不能給他們萬分之一的溫情與正義」。藉由文學的溫

熱，龍應台希望引領讀者一同誠實地、認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這段歷史，

看見一整代人「隱忍不言的傷」，重新凝視關於人的尊嚴以及生命價值，用最

謙卑的心，寫出跨民族、跨歷史、跨省籍的一本書。 

 

二●內容摘錄： 

  那種和別人不一樣的孤獨感，我多年以後才明白，它來自流離。如果不是

一九四九，我就會在湖南衡山龍家院裡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裡，

長大。我會和我羨慕的台灣孩子一樣，帶著一種天生的篤定，在美術課理畫池

塘裡的大白鵝，而不是大海裡一隻小船，尋找靠岸的碼頭。（p.345） 

 

三●我的觀點： 

  一九四九是個什麼樣的年代？對於不過十五六歲的我們是一些支離破碎的

影像：好像曾在歷史課本中讀過國共內戰，好像曾在某個網頁上瀏覽過國軍的

敗退和解放軍的勝利，又或者頂多一些自認是愛國少年的帶著點情緒說：「這

是造成現在中共打壓台灣這種局面的年代。」書中，作者龍應台女士掀開了早

已塵封已久的歷史扉頁，以她最犀利、最動人的筆觸寫出那年代的人們沉默許

久的苦痛。閱讀此書時，強烈的憤慨和顫慄流過我的全身，但是，就像作者在

書序中所提到的，「我能夠敘說的，是多麼的微小啊……」，我所感受到的，

終究遠遠不及那一段歷史造成的的萬分之一的悲痛。那麼，這些經歷過這股巨

大的時代洪流的人們身上究竟是刻著多麼深刻的傷，背負著多麼沉重的痛？ 

 

  這是政治帶來的傷、戰爭造成的痛。或許從來都沒有誰對誰錯，只是勝者

為王、敗者為寇，戰敗者只能吞下所有的錯，讓勝利者描寫當時的歷史，而又

有多少人曾認真、客觀的去看看那段造成許多流離失所的過去呢？作者和詩人



瘂弦在書中的對談，道盡了這些被人們遺忘的不公不義和難以言喻的孤獨。或

許，人們回顧歷史的時候，總是避開了、輕描淡寫了那些曾帶來許許多多生離

死別的傷痕，只一味主觀的摻入對自己民族的偏愛、對他族的歧視偏見，時代

的悲劇卻仍留在人們的心中揮之不去；而這不正是造成許多衝突、許多戰爭，

又或就算明知道將會死在殘酷的戰場上，卻仍有一大群學生和農人們自告奮勇

的隨著軍隊打仗、漂流的原因嗎？ 

 

  其實，戰爭總是兩敗俱傷，因為它讓許多個「她」為了上戰場的「他」徹

夜流淚，而「他」也帶著思鄉之苦飽受烽火摧殘。頁首，作者問道，「戰爭，

有『勝利者』嗎？」我的回答會是：不管是我們認知上所謂的「勝方」或「敗

方」，只要是參與戰爭的，都是最後的輸家。那麼，在最終之後，誰又該承擔

造成這些傷痛別離的罪？是那「敗方」？還是「勝方」？不管是誰，都無法喚

回數年平和的歲月甚或早已戰死他鄉的至親。 

 

  對我而言，我真無法體會因戰爭所帶來的生離死別和無家可歸的沉痛，但

我想那應該猶如刻骨銘心般，永遠無法等到傷口癒合的那天。就如書中描寫的

一位曾參加太平洋戰爭的美籍軍官，他被日本人俘虜，並被關在俘虜營長達七

年。一九七七年，即使離那場戰爭已過了三十年之久，他對於俘虜營中所發生

的事仍隻字不提。如果我不是幸運的生在和平自由的現代，而是生在那戰火連

天的一九四九，我是否能夠負擔的起殘酷的戰爭壓在我身上那最深最深的痛？

如果當時是解放軍敗退到台灣來，那麼現在環繞在我周圍的人、事、物以及我

所接觸的一切會變成怎樣的光景？如果……還有好多如果是我無法知道或是體

會的，只能對那些存在一九四九、不被後世記載其姓名的人們存著深深的敬意。

現在要我來說說一九四九，我仍會說那是歷史轉折點、是世界完全的改變，但

除此之外，我還能感受到發自內心的那一絲絲躍動。 

 

  當歷史終究走過了巨大的傷痕來到了現在，看看四周的一切，都是歷史造

成的結果，例如：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來台，幾年後蔣經國總統推動十大建設，

於是經濟起飛、造成了現在滿街商店林立的繁榮景色。每一個事件的環環相扣、

每一則故事的緊密相連，一串又一串的串成了綿綿不絕的歷史。你能聽見那巨

大的歷史篇幅正透露著什麼嗎？而這個還未完成的巨著還會被活在世上的人們，

以他們的生命繼續擴展，直到人類於世上消失的那一刻。 

 

四●討論議題： 

  戰爭，造成了人們難以抹滅的傷與痛，而這些傷與痛或許不是那麼輕易能

被後代所了解，我們該怎麼做才能使這段最慟的歷史傳承並以此為戒，以免這

時代慘劇在人類的歷史重演？而主政者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方式，來面對和

撫平這些已造成的傷與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