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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相關書訊 

 

「鴻」動物名。鳥綱雁形目。體型較雁大，背頸灰色，翅黑色，腹白色。大、

盛之意 。在辭海中查到了好幾個含意，其中一個解釋是詩經小雅的篇名，是讚

美周宣王能夠安集離散的災民，但是後來是用來稱呼災難流離的人民，也作

「哀鴻」。「鴻」同時也指作者的小名「二鴻」及母親名字「夏德鴻」中的

「鴻」字。 

再想得更深一層，蘇軾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

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鴻爪雪印」意味著人生在世，鴻爪印雪，瞬間

即滅之痕跡。藉此表達從清末民初的軍閥、國共之間的紛爭、大躍進、文

革...... 。 

中國人一連串的悲哀可以追述，但是，不會永遠停留。本書以淡雅的筆調，不

帶一絲激情，緩緩的自民國初年―作者外祖母的時代開始，道出那動盪不安的

時代、道出那不平等的世界。  

二●內容摘錄： 

內容摘錄:下列文字摘自《鴻》 

 

我享受過特權，也遭受過磨難；有過勇氣，也有過恐懼；見過善良、忠誠，也

見過人性最醜陋的一面；在痛苦、毀滅與死亡之中，我更認清了愛及人類不可

摧毀的求生存、追求幸福的能力。  

三●我的觀點： 

我的觀點 

由日治時期到文革，由軍閥的姨太太到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鴻」一書所涵蓋

的範圍之廣之大，令人稱奇。我的心情隨著它起起落落，一邊感慨中國女子地

位之卑下，一邊為中國人的愚昧，感到無奈。在讀這本書之前，我對中國近代

史，懷著一股憤恨、一股心痛，總是希望歷史可以重演，讓時光倒流，回到那

個讓我們哀慟的年代。希望自己可以在那，喚醒中國人沉睡已久的自尊，不再

受打壓、不再是被外人牽著鼻子走，但是，看完這本書後，我那激動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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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靜了。對我來說，它不再是一本書，它是一齣已下片的戲碼，曾在廣大的中

國中，活生生地演出，而它的報酬只有後人無限的惆悵和感嘆。 

 

如她的書名一般，故事的主軸，是跟著作者的姥姥、母親、及自己來描述。 

姥姥，出生在民初尚未從滿清的陋習中完全解脫時，她必須承受一切自古以來

傳下對女性的不平等待遇 ― 「纏小腳」、「一舉一動都必須端莊嫻雅」、

「事事不違父命」等。雖然她本身有著不可思議的活力、和理想，但是就像大

多數的中國傳統婦女一樣，她也只不過是一樣寶物，一件可使她父親平步青雲

的珍品，她的一生，就如當時的婦女一般，只能隨著自己的丈夫兒女打轉，是

這大時代洪流中的悲劇，十五歲當上軍閥的妾，毫無身分地位甚至遭人輕視，

自己親生的女兒也差點被奪走，待真正找到自己所愛―一位滿族的醫生，卻又

是一場傳統與不傳統之間的爭戰。但是在這其中最令我感動的，還是姥姥對自

己情感的那一份執著與不悔，情願放棄一切過苦日子，只希望與丈夫女兒在一

起生活，就是喝涼水也是甜的。由此可看出中國女姓的傳統特質：不追求物質

享受，外柔卻內剛。姥姥只是一個大環境下的小女子，但她所展現出來的種種

卻是無比的堅強及勇敢。 

 

張戎的母親―夏德鴻是我在書中最欣賞的人，她與自己的母親不同，從小就展

現出不平凡的領導才能，及獨立的思想。一個滿族醫生，成為給予她這輩子最

大支持的繼父，不論求學過程抑或婚姻自由。年輕的她追求和中國傳統悖離的

奔放自主女權，不願被迂腐媒妁之言束縛；她追求理性與自由的生活態度，選

擇畢生摯愛及幸福的信念，以及獨立勇敢的個性，使向來只能承受、沈默的

「女性精神」，能在動亂飄渺的年代掙一口氣。 

 

自她學生時代起，便陸陸續續的參加了許多政治運動，從帝制到日治到民初，

看夠了國民黨的腐敗、特務的殘酷、處處的不公平，胸中的火花一次次的被澆

熄，直到最後，才將自己的希望全都寄託在共產黨上。無私的奉獻犧牲、不顧

生命只願達到黨的要求，甚至為此而流產她都在所不惜，但在最後，換來的卻

是無盡的質疑、批鬥、與否定。我無法想像在那時他母親的心情到底是如何，

是悲傷、是憤怒、是不解、是失望？我實在無法想像，那股澎湃的激情，被無

情的淹沒，胸中的痛到底會是多麼的劇烈啊！  

 

但，我欣賞她的地方就在於她一路努力下來，終於堅持到最後。一個女人走過

剛被推翻的帝制，走過日本侵略的野心，一腳踏進了稚嫩渾沌的民國初年，夾

在國民黨及共產黨的政治勢力、主張下，她用力在傳統與新局勢下推開一條屬

於中國女性的道路，有過苦難、執著，甚至對人性的不解，經歷悲傷與徬徨，

仍舊屹立不搖在那隨時會瓦解的世界裡，尋找愛與自我存在的意義。作者與作

者母親形成最好的寫照 ―冷靜與激情的女子。 

 

另一位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的父親―張守愚，事實上這並不是他的本名，真

正的名字已沒人知道了。「愚」是他給自己取的，意思是：誠實無私地被人們

認為像個傻瓜，而這個名字也清楚的驗證了他一生。 

 

他父親是一個貨真價實的老共，在童年時因為深刻的體會到世事的不公，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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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失望，年輕時就加入了共產黨，一路升上了黨的高級幹部，而一生都以黨的

命令為中心，一切都遵照黨的指示。參加游擊隊、收服人心、甚至連談戀愛到

婚姻都堅持需黨的批准，他對共產主義中的理想世界，有完全的信心，不抱有

一絲一毫的疑惑，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使他如此盡心盡

力，而且不近人情？就連自家的親人他也不願做一點通融，打電話線路要分

開、坐車、看戲等高幹的特權，不允許家人使用，免得外人說他濫用特權，為

此，他的妻子流產、險些被土匪殺害等等.....雖然如此，還是不能使他改變主

意，忠心到底。 

 

但這種人究盡無法生存在毛澤東極權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的夢，

一廂情願的夢......。「我完全無法理解文化大革命，但我相信現在所發生的事完

全是錯的，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人們連最基本的權利和保障都沒有了，簡直不

堪設想。我是個共產黨員，我有責任要阻止這一場災難，我要寫信給黨中央，

給毛主席。」這是在書中他所說的一段話，對他來說，毛澤東不是神、不是帝

王，只是一個黨員。他決定寫信給毛主席，而回覆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批

鬥。 

 

那單純、正直、無私的話令我想哭，他將他的青春、熱血、理想、希望，全數

都給了共產黨，而毛澤東卻輕易的將之粉碎，像許多被犧牲的黨員一樣，他，

並沒有獲得平反。他是一個忠貞的黨員，不說好話的丈夫，打造「一言堂」的

父親，不畏強權的國民。毛澤東的中國容不了他，因為他想做一個誠實正直的

人。他終生堅持信守之理想欺騙了他，使他滅亡，所留下的，只有哀鴻遍野的

中國。 

 

我從來就不曾欣賞過共產黨，在那看似完美的制度下，其實有著許多不人性的

規定。讀歷史時我總是不了解：為何會有那麼多人願意為了這不合理的理想，

拋頭顱灑熱血；讀完這本書後，我才明白一直以來，我都只從資本社會的角度

來看它， 而「鴻」帶我以另一個眼光來重新認識共產黨，在那動盪不安的時

代、在中國人受夠了被外人欺壓凌虐、渴望以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來時，給了

他們希望的，不是日益腐化的國民黨，而是剛崛起且是由農民自己開始組織起

來的共產黨，憑著一腔熱血、一份理想、建立起屬於自己的中國。  

 

但是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共產黨剛開始為解決糧食問題，向窮人發

放救濟糧、鹽和煤炭，在老百姓的記憶中，國民黨從沒做過這樣的事，還有士

兵的紀律分明，使之深得人心。在毛澤東大權一把抓後，整個體制就開始變質

了。我認為，在毛澤東開始掌權後，可以說是 ― 以共產黨之名行帝制之實，甚

至比任何一個暴政，任何一個昏君的所作所為，都還要誇張。自１９５８到１

９６２短短四年的時間，他不用一槍一彈，輕易的奪走了三千多萬條性命。而

不知為什麼 沒有任何人對他的所作所為有任何的質疑，而更令人驚訝的是他

完全不認為，這場浩劫，全是因他而起。 

 

我完全不能認同毛澤東這個人，而「不認同」這三字，也實在無法表達我心中

的激動。但是歷史無法重演，發生過的事也無法更改，唯一能做的只有記取教

訓、勇敢的踏出下一步。這就是為什麼我特別欣賞張戎的母親，在經過無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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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練、苦難，文革期間的批鬥、勞改，她一直都是咬緊牙根苦撐了過去，不為

強權所低頭，那一股硬氣、那勇敢堅決的毅力，實在不得不令人讚嘆哪！而作

者家中的親情也令我非常感動，在那個學生打罵老師、兒子揍父親、女兒批母

親的年代，作者一家依舊團結一心，互相扶持，相互照應，就是被送到喜馬拉

雅山邊去勞改，這份感情，也是千里傳愛給彼此，看著現在的社會新聞報導，

充裕優渥的生活，一齣齣的家庭悲劇卻不斷地上演，讓我體會到，亂世見真情

這句話的涵義。 

 

剛開始寫這篇讀後感時，我真的不知該從何處著手， 「鴻」是值得一再回味

的，裡面所傳遞的不只是歷史，更是一個個應當記取的經驗，它所呈現的是自

二十世紀初開始，整個活生生、血淋淋的中國。作者張戎女士，以一枝冷靜的

筆，不帶一絲偏見、不帶一點主觀的看法，真真實實的道出那段慘痛的過去、

一段我們不願去深究的過去。從「鴻」，我們看到了歷史運行的軌跡，我們對

於那些看起來匪夷所思的種種運動雖然真的無法苟同，但痕跡已存在，無論如

何去消弭、掩飾，仍然無法完全的粉飾一切，我們能夠做的，只是去接受正視

它，讓風讓雨讓時間來撫平。 

 

但是，相信這一段歷史是絕對不會被淡忘的，畢竟這是一段與每個人都有切身

關係的一段史事，每個人都應該正確的去了解它。  

四●討論議題： 

討論議題 

政黨之間的爭鬥，自民初到現在，依舊不斷的持續著。不管是在大陸的國共相

爭，還是台灣的國、民、親等黨派之間的爭執，我想人們最終希望的，只不過

是能生活在一個完善的體系制度下。只是自十九世紀開始，各國的知識份子，

就不斷的提出各種說法，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馬克思共產主義等。其實就邏

輯的推論上來說各家都有各家的道理，但是我想，最重要的還是在於行政的

人，是否有一位真正有著大無私精神的人呢？能屏除一切個人的情感、慾望來

服務大眾呢？但是這麼一來，卻又是如此的違反人性，到底要如何才能找到兩

全其美的政治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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