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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的母亲》

内容概要

齐邦媛、余光中、琦君、痖弦等十五位名家、学者赞誉推荐！
★当年胡适先生提倡传记文学时，认为不一定是公卿名流才可以写传记，凡忠于生活、忠于生命的人
，写自己的故事，由“殊相”看“共相”，将来历史家也许对这类实实在在、不文过饰非，表现生命
中的喜怒哀乐的作品更加重视，对萧曼青《像我这样的母亲》，我们应作如是观。
——著名诗人 痖弦
★中国的命运，沉落的多，存留的少，这是中国女性平凡一生却不平凡奋斗的故事。这样的母亲，反
映中国命运存留的部分。
——齐邦媛（《巨流河》作者）
★她的自传是一种心灵的告白，一部洞彻时代的实录，一种含冤无告的吶喊和抗议，也是一个母爱的
故事。
——朱炎（台湾大学名誉教授，“中央研究院”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
【内容简介】
这是作者萧曼青的个人自传，也是一个普通人的回忆录。内容包括童年时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台湾岁月四个部分。作者通过亲身经历和大量细节，回忆自己从童年到晚年、从一个抗战女兵到辛苦
培育五个儿女的非凡母亲的坎坷经历和情感历程。
【编辑推荐】
这本自传，通过一个社会底层普通女性一生的坎坷经历和顽强抗争，成功描写了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
的母亲形象，诠释了中国女性的伟大与坚韧。作者的个人经历，只是那个非常年代无数中国女性命运
的一个缩影。个人遭遇与历史事件相互交织，我们从她个人的回忆中，深切感受到波澜壮阔的时代风
云。因此，她个人的回忆，也就成了那个宏大历史的一个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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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的母亲》

作者简介

萧曼青：河南沉邱人，沉邱县简易乡村师范毕业。曾任小学教员，抗战期间从军，任政工队员等，在
野战部教唱军歌，并曾任职于河南宜阳县司法院。随夫婿由大陆迁台后，做过女工、保母、小贩等工
作，是写出真实、不平凡传记的平凡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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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的母亲》

精彩短评

1、最后一段让人很恍神，全书有很多感人的细节。好像大多数的传记会被个人的视角限制住。哪怕
是百年老人再回首，谈的也是自己视角的理解，百年于它也只是从自我内心为窥镜观察的场景。这篇
尤是吧，是本能很清晰看到讲述者自我影子的一本自传。

2、历史 台湾 民国 回忆录
3、很感人的传记，一个不平凡的人的真实，跌宕起伏。曾任小学教员，抗战期间从军，任政工队员
等，在野战部教唱军歌，并曾任职于河南宜阳县司法院。随夫婿由大陆迁台后，做过女工、保母、小
贩等工作，是写出真实、不平凡传记的平凡人物。
4、平民版的《巨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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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的母亲》

精彩书评

1、文/墨姑作者萧曼青女士以平凡者的不平凡记述，成为那个悲苦时代不朽的见证者，成就了这样一
本苦难母亲的日记，一篇女性的厚重历史，一部动乱时代的实录，一卷中国命运的悲欢册页。本书读
来着实令人感喟，一位普通女性的一生竟然可以承受如此之多、如此之重。上个世纪的苦难，今人其
实已经无以想见，只有通过文字与影像窥知一二，然而那些电视剧、电影相形之下都太轻飘、太媚俗
，只有如作者这般亲身经历、煎熬并战胜了这些苦难的“劫后余生者”，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倾注目光
的窗口。探过头去，凋敝乡野的幼女弱母，同赴国难的军旅生涯，入台后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泪水
，忧虑，痛苦，遗憾⋯⋯如江河，铺天盖地。本书的文字是朴实的，这朴实中是平凡却丰沛的情感，
记录着普通中国人求生存、求尊严的艰难过程。作者幼年家中一而再地遭遇变故与外界的欺侮，却是
几个贫弱的女子哭泣着、绝望着，用卑微的方式在“死地”中求得未来，一家人竟也这样熬过来了；
到了台湾，作者独自一人料理家庭，依靠自己的劳动，尝试了种种可以挣钱贴补家用、教养子女的谋
生手段，身处那样极端的贫穷，孩子们竟然也都成绩优异地各奔前程了；而作者自己，以朴实的、理
所当然的生存要求战胜了贫穷、欺侮、波折等种种逆境，甚至还有病魔，只是因为放不下一群尚且年
幼的孩子。苦难有多深重，战胜苦难的力量就有多伟大，最朴实的情感即为力量的源泉，而成就伟大
的则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个像她这样的母亲。
2、母亲的颂歌 □ 朱晓剑（书评人）民间写史最近几年可谓是风起云涌，让我们看到了正史里所没有
的景象和风气。民间写史的主角大都是小人物，他（她）们在正常情况下登陆不了历史舞台，但其所
生活的时代，因有了这样的记录，不仅丰富了历史谱系，也让我们对历史的复杂多一份理解。　　最
近读到台湾作家萧曼青的传记《像我这样的母亲》，就是这样一本记录平凡母亲生活的书，同样让人
看到不平凡的历程是千千万万的中国母亲的缩影。　　萧曼青的故事　　萧曼青出生于河南沈丘，其
家三代男子的从军经历，结果带来的是家破人亡。萧跟随着母亲读书、生活，在其成长过程中，却遭
遇到了地方恶霸的欺凌，随后八年抗战拉开了序幕，她为了逃婚，不得不从军。这以后的日子过得是
颠沛流离。尽管如此，她与同事依然在抗战中坚持下来。这时，萧曼青所遭遇的爱情也是动荡的，相
爱的人没有结局，最后她嫁给了仅见过一面的军官高长荣。在抗战胜利以后，大家以为可以过上安稳
的日子，谁知内战拉开了序幕。作为国军的军眷就随着战争的形势不断逃难。从武汉至江南，再到厦
门，最终去了台湾。这一路的逃难经历，读来让人心酸。　　然而，更为心酸的事还在到台湾之后，
由于其身份是逃到台湾的外省人，萧曼青的工作常常无着落，不得不养猪、做“油炸饼”，这样的工
作常以失败告终，生活也就过得艰辛。虽然爱情不是很美好，好在一家人相处很开心，子女也很争气
，儿子高天恩考上台大外文系，其身兼五份家教。在萧曼青的努力之下，五个子女相继完成了大学教
育。　　无疑，萧曼青的个人经历，只是那个非常年代无数中国女性命运的一个缩影。个人遭遇与历
史事件相互交织，我们从她个人的回忆中，深切感受到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因此，她个人的回忆，
也就成了那个宏大历史的一个标本。但仅仅是从这一角度看待她的生活，可能也不够完整。试想，在
那动荡的年代，有多少家庭能够自主选择生活的可能，随着命运的跌宕起伏，也就需要一种坚韧的力
量和优秀的品行才能做到吧。　　古罗马名将汉尼拔曾说，强健的体魄可以抵御外来疾病的入侵，诞
生内脏器官的疾患，却会制约身体的健康成长，并使人饱受折磨。而这“疾患”我想也包括人的精神
状态。倘若萧曼青一家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那就可能是另一个故事了。萧曼青前半段的人生是逃难
，其后是艰辛生活，最终是苦尽甘来。但这绝不是一个励志故事就能概括的，它所包括的是对生活信
念的执着，对未来美好的向往。　　女性讲述的世界　　读《像我这样的母亲》，不难让人想到齐邦
媛教授的《巨流河》，同样是关注战争与离乱，让人感到历史残酷的同时，也在为奋斗的女性点赞。
不管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生活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她们以坚韧不拔的形象，让我们见证了在时代巨变
中的雕像。　　同样，在作家张典婉的《太平轮》里，亦反映了战争中残酷的一面，我多次跟她见面
，说起太平轮的故事，她依然激动不已。固然那段历史已过去久远，但其留给人们特别是亲历者的伤
痛是无法弥补的。这些台湾女性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待抗战和内战，提供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故事叙述
方式，此外对战争的描述同样令人深刻。无疑，这些作者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埋藏着巨大悲伤的时代，
同时也是所有中国人引以为荣的，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在这些历史故事中，女性的
存在和流离，不是历史的主流，却并不能因此遮蔽其应有的光芒。在宏大叙事的战争史当中，这样的
故事或许还有许多，因作者是亲历者，常常给我们提供更为真挚情感的故事。唯其亲历，才有信史，
尽管它有可能只是历史的局部，窃以为，还是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存在。　　60岁时才学会写字，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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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样的母亲》

时出版第一本书的“传奇奶奶”姜淑梅并不在于会写字出书，而在于她所讲述的故事与众不同。她早
年读过几天书，她种过地、逃过荒、避过兵祸，经历过战乱、饥荒的年代，因此不管是《乱时候，穷
时候》，还是《苦菜花，甘蔗芽》，其背后就是在于女性的视角和不可替代的亲历所带来的故事现场
，让人读了感动。　　作为小人物的故事，它的优势在于即便是遭逢种种挫折，也是有着不屈的斗志
。因此哪怕是在困苦时期也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如此才会有“转身”的机会。萧曼青以平实而又朴素
的情感所讲述《像我这样的母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母亲的形象，她是丰满的，也是动态的，
当历史烟云剥去了尘埃，但那种奋进的姿态在今天依然重要。　　人性之美　　读《像我这样的母亲
》，不禁让人感叹：大时代的轨迹，因为这些熬过艰苦劫难后的文字，奇妙地活了过来。这当然不是
奇迹，也不是励志传奇。而是根植于人性之上的“复活”。　　在通常意义上，我们对人性的关注，
可能并不是特多（更强调的是故事性）。而作为传记中的人物，他们不可能脱离现实语境而存在，因
之，悲欢离合看似早已注定，却又可能因机遇巧合发生了改变。历史的复杂性就表现在这里，谁也无
法预料未来会怎样的情况下，是坚守信念，还是随大流生活下去，无疑都是一种人性的考验。　　历
史岂有底稿可供我们阅览，同样人性散发出来的光辉，并呈现出千百样的姿态，才能够让我们读到如
许精彩的故事。人性之美不仅在于向善，更在于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能够坚守着自己的那一份浓浓
的爱。倘若没有这份朴素的情感，《像我这样的母亲》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而《巨流河》也就改变
了样貌。因之，我们读这样的人物传记，不能不查这其中的人性之美。在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有通过
阅读才能触摸到战争的脉络和肌理。当战争成为过去式，其留下的是什么？也许这正该是人们思考的
地方。如果说不管战争结果如何，人们都得生活下去，这才是面向未来的生活方式的话。由于高贵的
人性存在，让原本破败离散的家园重新焕然一新。在新生活中，故事还在继续，而不泯灭的是人性之
美，人性之光：满怀憧憬，走向未来。  原文刊于2015.3.16《海南日报》朱晓剑，随笔作家、书评人。
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曾任报刊杂志编辑、主笔等职。著有《舌尖风流》（繁体版、简体版）《杯酒
慰风尘》《闲言碎语》《书店病人》等书。参与编辑著名人文电子杂志《天涯读书周刊》《三流生活
周刊》。被推荐为首届全国“书香之家”。现居成都。
3、余世存：从泥沼中挣扎出来的一代母亲2015-03-21  来源：新京报萧曼青，一个平凡而卓越的母亲，
生于1921年的她，身经战乱和流离失所之痛，流落到台湾后，因为抚养五个儿女而面临巨大的生存压
力。但是，她以中国女性的坚韧与顽强，让五个孩子都完成了大学教育。与齐邦媛的《巨流河》相比
，萧曼青《像我这样的母亲》更具草根性，本书也显示了一个中国普通母亲的高贵人性。母亲的受难
、祈祷，让我们大恸萧曼青的书《像我这样的母亲》容易跟我们错过，因为作者并不出名，作者过于
平凡了。人们把它跟齐邦媛的《巨流河》相比，二书在阅读期待、惊喜等方面并不可比。齐先生是高
贵的、书卷的、国恨家仇的，萧先生是普通的、个人的、生计的。在《巨流河》中，处处可见中国近
现代的大事件、大人物，处处可见文明史上的名句名篇，齐先生的文字之美好也给人极深的印象。萧
曼青则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她的笔下只是她自己的人生轨迹，“腹笥无多”，叙述也无多少“章
法”可圈点，但萧先生的书确实当得起“《巨流河》姊妹篇”一类的评价。没有萧先生这样的书，通
过《巨流河》来读解中国、读解人生命运就是不够完整的。萧先生幼年有过短暂的好时光，父亲阵亡
后的家境“积贫积弱”，祖孙三代受气受累，在守寡的祖母和母亲的爱护下，她总算没怎么“缠足”
，进而进学校读书，参过军、做过教师、后来成为军眷，随丈夫的命运起伏，到台湾成为自赤贫状态
打拼的“外省人”。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一家仍未脱困。长子高天恩自上中学开始为家分忧，上了大
学身兼五份家教，如此使得一个“无隔宿之粮”家庭的五个儿女全部受到了大学教育，使一个社会底
层的家庭进入到中坚甚至精英的序列。书中的人生经历我们多似曾相识，在国史、家史和个人史中多
耳闻目睹，在小说家、传记作家、励志作家笔下也都看过相似的场景、情节、对白、心理。但这部朴
实无华的人生回忆录值得重视，是因为其中有明心见性的画面，有励志的力量，有对中国人生的参赞
加持。这样一个绝对贫困的家庭，仅仅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家国天下的圆满。我曾经说，个人
、家庭分占时空的两个维度，即东方、南方，或春天、夏天的维度，人生仅仅停在个人层面或家庭层
面是不完整的；虽然东西方人都认识到，一代吃二代穿三代四代是文章，但个人、家庭仍会通过精进
努力，跃进到国家社会层面，跃进到天下层面。书中高天恩兄妹们的经历即是一个例子，作为母亲的
萧曼青先生同样是一个例子，她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仍能超拔流俗，为我们奉献这样一部人
生传记。萧先生的人生需要慢听，在听过她儿时的故事之后，在听过她青少年时代的追求、挣扎之后
，在听她在流亡逃难中的生活之后，我们可以觉悟，有一种音乐在天地间缓缓地响起、嘶鸣、沉郁、
窒息，我们跟着作者一起亲历，一起飘忽不安。生存的动荡、为钱所困的母亲，让我们揪心。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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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祈祷，让我们大恸。然而作者有能力让我们迅速地止住悲哀，跟她一起去见证中国人生的跌宕
和明亮。尤其到最后的乐章，“苦尽甘来”，我们仿佛听见了行板如歌，在作者繁杂而轻快的交代中
，我们看见了救赎，看见了人生的大成就。很多经历在作者笔下“失重”，被地方恶霸侮辱的场景、
动乱时期的爱情、抗战胜利后贩牛折本的苦恼、金圆券换大米的凄凉、在台湾绞尽脑汁讨生活的故事
、亲友乡邻的势利⋯⋯本来可以加重笔触，本来可以写得更细腻，更生动，更惨酷，但萧先生多半寥
寥数语带过。她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生命强韧的力量，又朴素又深刻，又高傲又世俗，又微妙又率真。
一个中国女人自少年时期就饱经忧患、不安，坎坷和生计陪伴了她大半生时间。那些具体而微的生存
瞬间以画面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既唏嘘又觉得一种苦难中的真善美。即使那些看来天大的难
关，那些绕不过去的沟沟坎坎，事后说来都成了一种财富，都成了文章。萨特有金句，“只要稍加笔
触，就能描出一团漆黑，而稍加修饰就能使一切显得欢笑，快乐。”萧先生的能力在于她以散文或口
述的叙事风格，将一切经历和心理如实交代，使人读来既沉重又担忧又侥幸又钦敬。作者说，“由于
一生历尽屈辱和磨难，才造就了我个性的坚强，才能逼使我有毅力地向恶劣命运战斗，最后终于走出
了一条生路，使我的五个儿女们，从泥沼中挣扎出来，得能欣见蓝天白云。”作者没有说她自己，她
本人其实也挣扎了出来。她的叙事干净、节制，刘西渭曾称赞杜甫和文天祥的文章，认为其中有汉语
的高贵，因为作者表达得节制和尊严。《像我这样的母亲》正是从泥沼中挣扎出来，生成了堪与齐邦
媛先生比美的人性高贵。琐碎的日子里惊心动魄的瞬间萧先生的文化程度不高，她的人生没有多少富
丽的精神营养，但她在关键时刻仍能把亲人的爱和善良当作财富，她从祖母、母亲、丈夫、姐妹、儿
子那里，都学习到生存下去的善意、勇气和信心。祖母说的俗语，“一个树叶，一滴露珠，死不了树
，也死不了人。”母亲说的“笔杆子”，儿子要她向他学习不用悲观不用劳累，等等，在书中都可圈
可点。让我们理解，即使绝对贫困地带，仍有生命的存在，仍有活力和向上的意志。近年来大陆中国
社会重视起家风家教，在萧先生笔下，家人、邻里、社会“失教”的现象触目皆是，但她百折不挠的
努力，保证了儿女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众所周知，一个家族要想兴盛下去，母亲的作用几乎是决
定性的。尽管台湾地区有过经济起飞高速发展的年代，街坊邻居劝过她让孩子们打工，但萧先生拒绝
了诱惑，承担了压力，她宁愿借贷、拆东墙补西墙，也要让孩子们读书，从而激励促成了一家人以学
习教育为重的家风。从大时间尺度看萧先生的努力，我们得承认，通过知识获得救赎仍是最有效的。
权力也好、金钱也好，都不足以使人获得真正的解脱。“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信言的语
。“我们不得不越过这么多的污泥浊水，经历这么多的荒唐蠢事才能回到家里！而且没有人指引我们
，我们唯一的向导是乡愁。”借黑塞的这句话，我们能够理解萧曼青的人生，她的乡愁是爱情亲情友
情，从青少年时期对祖母、母亲的爱，到晚年对小姐妹郭琤的思念和难以割舍，都在证明其宅心之仁
厚。尽管人生中有挫折、有失败、有无明、有无望，但萧先生和家人仍尽力将自己和自家解救出来。
正是这人性之仁使我们在普通平凡中自有境界，自有追求，在凡俗琐碎的日子里仍有惊心动魄的瞬间
，使我们经受了考验，经受了成长。如萧先生坚持阅读、记日记，如在时代大潮中被扫到农村底层生
活的郭琤李子奇夫妇，仍能够用心于人情人性的“形而上思考”。“瘦弱农夫”李子奇代郭琤写的几
首诗表明，这些在乡间大半生贫病交加的普通中国人，仍有着内心生活的富丽，仍有人性的终极关怀
。齐邦媛先生读这本书的感叹：“中国的命运，沉落的多，存留的少，这是中国女性平凡一生却不平
凡奋斗的故事。这样的母亲，反映中国命运存留的部分。”因为这样的存留，使得读者或后来者多了
一份人生社会的资粮。在中国，这样的资粮并不多。我见过不少知青的回忆，大部分不忍卒读。他们
的人生几乎“沉落”了，不用说他们，其实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也多“沉落”了。大时代和个人的悲欢
离合，大陆作家并未交出足够的答卷。我们读萧先生的书，大概能够再度印证老威先生的一句话：“
我从未在中国作家笔下，看到比现实更具有想象力的作品。”这并非我们作家不具有想象力，而是作
家缺乏挣脱出来的勇气和尊严。诗人说过，“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但
即使普通的生活，仍值得我们成就，值得我们驻足，咏叹，三复斯意。《像我这样的母亲》就是一部
回首人生的杰作，读这样书的读者是有福的了。“让我们暂时放弃对伟大的颂扬/深入到幽微的往事之
中/从这些个人化的讲述里/我们也许能找到伟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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