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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老兵口述历史》

内容概要

国内首部深度呈现台湾老兵烽火岁月与飘零时世的人生大书。
台湾老兵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如同历史的活化石，其本身就是一段历史的载体。他们每个人都
是一部战争史，一部抗争史。
《台湾老兵口述历史》为国内首部多位台湾老兵的采访实录。
《台湾老兵口述历史》采用双色图文书，书中相当多的老照片保留了多位老兵的人生记忆，是为历史
的见证。
《台湾老兵口述历史》深入挖掘了十一位台湾老兵的身世经历，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经历的大历史事件
和个人悲欢，部分还原了金门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以及蒋介石残余部队撤退台湾的历史。作者赵川择
取的人物以普通老兵为主，但各有其特点：有在国民党军队大撤退时被掠从军的，有被强行“抓壮丁
”的，有经历朝鲜战争作为战俘被送往台湾的，有金门战役被俘留在台湾的⋯⋯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
战争史，一曲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沉浮悲歌。他们经历了战火硝烟，经历了战后作为“外省人”在台湾
的艰难谋生，经历了骨肉分离的生命悲剧。作者赵川以一个聆听者的身份客观记录了这个日渐“凋零
”的群体，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描述了他们曾经的艰辛和与当局抗争以及时代洪流裹挟下的人生，展现
了小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中的人生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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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老兵口述历史》

作者简介

赵川（桂平），资深媒体人、主任记者。2010年，经两岸磋商核准，深圳报业集团成为大陆第五家可
派员赴台驻点采访的地方媒体，遂荣选为集团首批驻台记者。由高校从业，再入传媒江湖，在新闻一
线奋战20有年。历任首席记者、编辑部主编、驻区办事处主任等。曾荣获国家级新闻奖项特等奖两次
，分获省、市级新闻奖项十数次。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本书为作者出版的第四本个人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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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老兵口述历史》

书籍目录

寻找历史的碎片（序/杜平）
台湾街头寻觅“凋零群落”（代自序）
第一章 “老军统”洪淦棠：
我今年104岁，黄埔分校十七期、戴笠门生
第二章 “不死老兵”姜思章：
坐牢时，一名驾机叛逃死囚教我学会“忍”
第三章 “远征军老兵”潘银堂：
每人试了3发子弹，即飞赴印缅前线
第四章 “中美班特战员”鲍大贤：
共军“政战”技巧，国军望尘莫及
第五章 “老军需”仲跻玉：
军官姐夫改变我一生
第六章 “古宁头幸存者”陈书言：
金门那湾海水哟，挡了我大辈子的路
第七章 “老宪兵”刘志衷：
初次远行南京，夜半偷米上竹排
第八章 “韩战战俘”李银生：
当年若活着回国，定能立功受奖
第九章 “山区农民”廖潜生：
老婆孩子热炕头时，被国军抓了壮丁
第十章 “幸运少将”丁治民：
美国军校常见“毛理论”，独不见蒋氏片语
第十一章 “多面老兵”遗孀：
他一生的“底牌”是共军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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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老兵口述历史》

精彩短评

1、每个老兵都凝结了我们中国最为珍贵的民族记忆之一，当时代大潮汹涌，老兵已日渐凋零，只剩
苍黄的背影。赵川先生带着梦想，走访台湾，执着、真挚地将他们的故事呈现给我们。而我们所能做
的，除了关注，除了阅读之外，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加入到维护老兵利益的行动中。
2、可能是先看了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读这部书时总感觉每篇文章有大部分用来介绍
背景，然后一小部分才是口述记载，并且在语言描写上加入了过多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价值取向，也许
这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3、人在时代浪潮中果真如一粒散沙，被风裹挟，随风飘散。那些在大陆娶妻生子后因为种种原因去
到台湾，几十年后终于认识到回归无望的老兵们，历尽多少人世沧桑。对时代来说不过是一眨眼的功
夫，对个人而言，一天是一天，一年是一年，直至凋零。曾经在台湾高雄去往台北的高铁上，看见一
位老者，八九旬的样子，起身接水，身着部队衣，背影佝偻。也曾暗自揣测老兵身份，在头脑里暗作
描摹他的人生。愿更多人读到这本书，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4、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5、每个老人都是一段历史，他们说的或许不准确，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窥探一二。
6、深圳报业记者赵川在2010年时成为首批赴台记者，为期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遍寻战争老兵，通
过11名老兵的口述整理成本书。有军统老兵，有懵懂被抓的壮丁，有依靠亲戚谋军职的学生，有当时
自投军队只为谋饭的少年，也有古宁头战役、韩战被俘的共军被收编成为国军将士的。人生流转，虽
然都有终身俸禄衣食无忧，但总体来说固守的人未必顺利（相信能回归大陆和家人团圆的老兵最终孑
然一身，妻子改嫁，亲人失散），而及时顺应时势甚至努力攀爬时势的人，至少都有不错的经历(接受
当下，立足当时，通过读书、经商等方式改变人生)，不禁让人唏嘘，造化弄人，每个选择背后都有看
得见看不见但只能自己默默承担的代价。合上书，觉得书名有点不对，难道不该是“中国老兵”么？
7、对陈书言和女儿陈心怡的故事印象深刻，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了。女儿质问他：都这个年代了，你
还怕有人来监视你。父亲坚持说，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不明白那种痛苦。虽一直觉得两边人的
痛苦是一样的，不是身死就是精神泯灭。但被抓壮丁也好，退败也好，至少在台算自己人，那“被俘
”者呢？有没想过这种“双重”折磨该如何自我消化呢？消化不了，这里有一个典型，作为1.4万人群
体中的一个。
8、80分
9、剔除其间的价值判断，还是能从中认识入台老兵。
10、在时代面前，他们已经被国家和当代人遗忘了太久。发生于60多年前的抗日、内战、抗美援朝战
争，有些人成了千万伤亡大军中的一个数字，有些人侥幸活了下来。然而活下来的他们，谁也不曾想
到，自己的后半生会经历更大的伤痛和折磨。
11、山之上 国有殇
12、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在历史的洪流中，命运弄人，或好或坏的结局，被夺去的和被赋
予的，都已成过往，逝去永不再来，只待被慢慢遗忘，抹去所有不留一丝痕迹⋯
13、泪流满面。大多是下层士卒所谓“大头兵”的故事，都出身农民，被抓壮丁，或者作战被俘，在
台湾经历白色恐怖，晚年好的也只是平民，基本都回过老家，有的父母手足还在，有幸团圆，有的举
目无亲。日子好过的，一个是特工出身，部门紧要，领导也是红人，一个是少将退役，没怎么打过仗
，出国深造，过得不错。一个军阶不高，但靠着裙带关系商场混的很好。他们的视野都不同，农民出
身的都盼着回老家，几个混的不错的，可谓是乐不思蜀。
14、动人之处和作者无味的文笔全无关系,而是因为老兵本身被历史大流裹挟无可奈何的悲剧，想起龙
应台那本。
15、“当兵，只是穷人家孩子为了活命而暂时谋求的饭碗罢了，究竟该为谁卖命，他们很少想这个问
题。有粮有饷，才是硬道理。”
16、大部分故事像长长的噩梦。印象比较深的是两个古宁头登岛部队的幸存者，还有老宪兵在地图上
用红蓝图钉标记的，“北京—台北铁路”，眼泪下来了有木有。
17、很值得一读的书，人生浮沉在历史变迁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可悲可叹！
18、意外得了一本，获知不少当年国民党儿童兵的故事，辛酸里裹挟着幽默
19、很好看。老兵是一个群体，但是个体经历各不相同，是了解台湾近代史的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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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老兵口述历史》

20、典型的新闻人物写法，一看便知写的人是个记者。如何在史实的基础上加入文学色彩，让文字更
有张力，是每一个记者都要考虑的事情。
21、告别的年代
22、被大时代裹挟的普通人们一段段不普通的故事。
23、「古宁头」
24、

25、老兵的故事总是让人心酸。
26、五一读完。也许是出版审核的关系，文笔直白而无味，重在碎片化的史料发掘。想起龙应台题材
接近的《大江大海1949》，立场不同，同一事件的角度不一，渗入的情感也较之更凝重。正如克罗齐
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27、台湾老兵 口述历史
28、一部写台湾老兵的书，却让我对大陆，或者说是那一段时期的大陆有了新的想法。不知道是从什
么时候开始，愤青似乎占领了中国，但是，现在我在想，是否曾今，事情和人真的像一些故事那样纯
朴、理想。只不过是，时代的膨胀让人们都变成了爆米花，徒有庞大的体积，空空如也，风一吹就走
，怎么也不会生根发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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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老兵口述历史》

精彩书评

1、只是短短的看了二十多页，看到作者的用词，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明明是口述历史，然后作者这
本书却改了大概一年半，其中改掉了什么，为什么要那么改，不得而知。我觉得作者既然改了，也可
以，不过请不要用口述两个字。从这本书的字里行间真的看不出是口述的，反而看到了作者的主观论
述。
2、选择读赵川这本《台湾老兵口述历史》，因为我零星听家人说过我有个舅爷爷(也就是我奶奶的弟
弟)当年也是被抓壮丁到台湾，1990年还是1991年回家探过亲，大陆这边有妻儿，在台湾又成家立业了
，也有儿女。再更多就不知道了，我心里一直觉得这其中肯定有很多荡气回肠的故事和感情，但是一
直无法想象。因此这本书可以填满我对我这个未曾谋面的舅爷爷的更多想象。题目说幸运，第一就是
如上所说，通过其他人的生活来部分还原我的舅爷爷，第二，就是作者在台湾三个月内能利用间隙时
间收集到这么多的故事和人生，实在为作者和老兵感到幸运。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共计11位老兵的口
述，有5位是极其偶然地联系上、采访到，真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其实最幸运的是这些老兵
能在暮年甚至去世后人生故事能被赵川先生遇到并记录下来，因为目前台湾遗留老兵还是以万位计的
，每位老兵都有不一样的可记录的人生，本书这11位是幸运的。我通过阅读该书也获得了不少一手的
个人历史，对抗日、内战、金门战役也获得了当事者个人角度的描述，这是最真实的历史。说哀愁，
当然离不了为数不少的台湾老兵的来源——被抓壮丁带去台湾。本书11位老兵共计3位是被抓壮丁，从
这些描述我也大概知道当年我舅爷爷是怎么被抓走——“就在离家仅一华里左右时，一队正愁着无人
可抓的国民党部队迎面走来。不由分说，这三名同学成了聊资充数的‘壮丁’”。“万般无奈之际，
廖潜生只得慢吞吞起身开门⋯⋯快 ！穿上衣服 ，跟我们走⋯⋯无法向父母兄弟告别，更容不得有丝
毫的抗争⋯⋯年轻的庄稼汉就成了士兵中的一员。”哀愁还有老兵思乡、归乡的哀怨 、忧愁。再想起
余光中那首《乡愁》更觉得哀婉动容——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讲到老兵思乡，《“不死老兵”姜思章》
这章最让我动容：“印象最深刻的，除了一同被抓来的同学经常在营房一角抱头痛哭外，就是倾听驻
地附近家属区高音喇叭播放的思乡歌曲了⋯⋯《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
每当薄暮时分，听到这样的歌曲⋯⋯泪流满面。老兵回乡，正是“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这种遗
憾和痛苦非亲历者谁能体会？原载于/《半岛时报》原作者/熊奇侠
3、“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老兵不死，他们只是慢慢凋零，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
前尘往事已成风烟，唯有记忆袭来不胜唏嘘。趁着这些老兵还健在，对过往还有记忆之时，一览此书
，将走进历史的幕中，从个体生命的遭际，体会历史大潮对人的裹挟。
4、好书。《台湾老兵口述历史》，国内首部深度呈现台湾老兵烽火岁月与飘零时世的人生大书，作
者赵川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描述了这个日渐“凋零”的群体与当局抗争以及时代洪流裹挟下的人生。点
击豆瓣“想读”并转发本微博，报上豆瓣ID，即有机会获赠新书，一天送1本持续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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