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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六十年（郑鸿生作品）》

内容概要

台湾女性的现代史、服装和审美的变迁、老照片中的台湾风情⋯⋯
本书能让你看到的还不止这些，
作者通过讲述“普通老百姓的故事”，
旨在反思乃至重构台湾沉重的现代历程，
并追索当下台湾现实处境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
母亲从一九三O年代到一九九O年代
这六十年的洋裁岁月，
正是台湾女性在现代化潮流下，
学习自己裁制洋装的整个兴衰过程，
也是在政治变动、经济发展与城乡变貌中，
如何在服饰打扮上自我实现的历史。 ——郑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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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六十年（郑鸿生作品）》

作者简介

台湾台南人，1951年生。1969年台南一中毕业后就读台湾大学，参加台大学生保钓运动、校园民主抗
争与民族主义论战。1973年台大哲学系毕业，正值哲学系动荡之秋。1975年退伍后赴美留学，改读计
算机硕士．并在计算机网络公司工作。1988年回到台湾，进入资讯工业策进会，负责大型信息系统之
网络规划设计。
现从事写作，著有《扬帆吧!雪梨》(联经，1999)、《青春之歌：追忆一九七○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
段如火年华》(联经，2001)、《踏着李奥帕德的足迹——海外观鸟行踪》(允晨，2002)、《荒岛遗事—
—一个左翼青年在绿岛的自我追寻》(印刻，2005)、《百年离乱——两岸断裂历史中的一些摸索》(台
社，2006)、《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印刻，2010)、《寻找大范男孩》(印刻，2012)等。其他文字
散见《思想》、《印刻》、《台湾社会研究》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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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六十年（郑鸿生作品）》

书籍目录

“郑鸿生作品”前言
楔子
美感与体面的执著
流行风格与时代女性
启蒙时光(1931～1936)
三舅白纱婚礼的冲击
洋装的吸引力
台南五条港的老家族
妇女杂志开启的一扇窗
日吉屋洋装店的召唤
洋裁作为年轻女性的新出路
学艺出师(1936～1944)
洋裁学徒的日子
更上一层的渴望
战云下的志业与婚事
乱世余生(1944～1953)
战争与疫疠
光复后的乱局
风雨中的宁静
安身立命(1953)
宿舍里的草创
寻找安身立命的所在
躲在现代容颜背后的檨仔林老民居
落地生根，站稳脚步
打拼岁月(1953～1960)
量身定做的时代
台湾女性的新手艺
第一波荣景
开始翻新的老民居
摩登时代(1960～1974)
络绎于途的农村少女
成衣出口带来的再次荣景
时代变迁下的女性自我发展
走过高峰(1974～1994)
经济成长下的时代变化
洋裁手艺的历史命运
工字无捅头
准备好的美丽句点
后记母亲最后的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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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六十年（郑鸿生作品）》

精彩短评

1、从最熟悉的视角出发，照片和记叙很翔实，非常易读。大环境变动下，小人物的人生轨迹总是让
人感慨万千，中产阶级虽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但还是会引发人对社会，对奋斗，对选择的思考。
文笔细腻温实，可以一读。
2、觉得不如《寻找大范男孩》。这本书很好读，走的还是以小见大的路子。但感觉缺少沉淀，显得
有点薄和轻。母亲几十年始终优雅，一直注意穿衣体面，有尊严的生命当如此。
3、图片资料翔实，作为了解台湾自日据时代到光复后再到政治解严时期背景下平民生活的读本还是
很好的。只是图文的排版影响了阅读，还有定价贵了
4、去之前读完了呢。六十年间，那些台南女子服饰妆容发式的审美变迁，以及于战乱中，从家庭走
向学校社会，安身立命的奋斗拼搏历程，与我们并无二致。那个岛应该离的不远。希望可以找到那些
老照片上的马路。
5、还好。从洋裁切入（当然还到不了服饰史的程度）确能与时代/社会变迁勾连起来，但毫无疑问只
是一本家族日记，远到不了“重构台湾沉重的现代历程”云云。
6、22
7、不平凡的女人，写来比较普通
8、图书馆借来翻翻。前面的序写得很好，涉及如何看待台湾现代化过程以及与日本的关系。以母亲
的洋裁生涯，折射台湾的社会变化。
9、清朝遗民的祖父一代。日据统治的父母一代。中国人的五六十年代婴儿潮的一代。

作者以第三代人的目光，以母亲六十年洋裁岁月的抓手，以小见大，记叙了台湾百年来的历史变迁。
尤其是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女性的社会角色自我发展的变迁。

在前言中作者还提到一个特别值得深究的问题，即作者的童年时代是随着祖母看着野台戏长大的，祖
母这一代不识字的，全身老唐装打扮的妇女，或许不知道当代知名人物，但是从戏曲舞台上她们熟识
古代人物如关公、吕布、山伯、英台⋯⋯，从中，蓄积着她们的民族因素。而正是靠着这个，台南城
乡间的民族因素民族认同，躲过了日据时代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造大潮，以及光复后的涌动的西方思
潮，而保存下来。

角度非常赞。

Page 5



《母亲的六十年（郑鸿生作品）》

精彩书评

1、学者钱理群称郑鸿生作品以文学性的方式进入历史2013年09月04日 星期三 新京报分享：       　　新
京报讯 （记者江楠）“郑鸿生最大的贡献就是用文学的书写进入历史，这种方式超越了充满遮蔽的理
论阐释和充满偏见的历史叙述，直接让个体和个体进行沟通。”昨日，在“郑鸿生作品”新书座谈会
上，学者钱理群如是说。　　近日，台湾作家郑鸿生的三部作品《青春之歌：追忆一九七〇年代台湾
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寻找大范男孩》和《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出版。郑鸿生希望他的
作品可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作为中国曾经被割让出去的一块土地，台湾所走过的殖民现代化的扭曲之
路，以及其仍然未能解决的问题，“用流行的术语讲就是台湾还未能去殖民化”。　　郑鸿生：历史
断裂让世代之间差异性更大　　郑鸿生三部作品的时代背景上溯到百年前的乙未割台，经历光复对立
，一直追溯到今天重新寻找和解之路。昨日，郑鸿生在新书座谈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台湾的认同问题
与世代差异”的演讲。他认为身份认同问题在台湾更为复杂，因为其中不仅牵扯到一般的世代变化，
更因台湾特有的历史断裂，而让不同世代之间产生了更大的差异性。　　郑鸿生的祖父是前清遗老，
父亲是经受过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一代，他本人则属于受国民党政府民族精神教育的台湾战后婴儿潮
世代。郑鸿生说上一代面对下一代总处于失语的状态，“这是普世性的现代文明嘲笑落后社会的态度
。”但郑鸿生也看到历史的延续，“相对于祖父的失语，我的祖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她终其一生都
是传统打扮，不太受现代化的影响，她的安身立命来自于传统社会关系与地方民俗戏曲。”由此中国
的传统社会潜移默化地完成了文化传承。　　钱理群：应用文学的方式进入历史　　钱理群认为郑鸿
生的作品提出了一个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钱理群说进入历史一般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现实生活
经验建构历史，一种则是用理论进入历史，“但两者都存在遮蔽历史复杂性的倾向”。由此，钱理群
提出应用文学性的方式进入历史，“文学性对历史的关注，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关注，它用个体性、具
体性和感性获得历史中可感知、可追寻的东西，辐射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钱理群认为郑鸿生
的作品即是如此，“他的作品用文学的方式进入历史，写了家族几代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而他
的回忆又有一个历史和理论的视野。”钱理群还谈到了自己的一个观察，台湾、香港和大陆在经济、
物质上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但内在的矛盾和差异也越来越突出。如何达成内在精神的和解？钱理群认
为这些通过文学进入历史的作品可以有所助力，“它能够唤起生命记忆，让人们进入心灵的对话和交
流”。　　■ 郑鸿生作品　　《青春之歌》呈现的是战后在现代中国民族精神与反共亲美教育下成长
的保钓青年，《寻找大范男孩》探讨了台湾百年来连续两三代人因为时代变迁而失语问题及其后遗症
，《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则以一个职业女性的一生，展现与男性不同的心路历程与时代角色。
2、清朝遗民的祖父一代。日据统治的父母一代。中国人的五六十年代婴儿潮的一代。 作者以第三代
人的目光，以母亲六十年洋裁岁月的抓手，以小见大，记叙了台湾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尤其是三十年
代到八十年代女性的社会角色、自我发展、着装时尚等等的变迁。书内颇多老照片，对照文字来看，
很有深味。在前言中作者还提到一个特别值得深究的问题，即作者的童年时代是随着祖母看着野台戏
长大的，祖母这一代不识字的，全身老唐装打扮的妇女，或许不知道当代知名人物，但是从戏曲舞台
上她们熟识古代人物如关公、吕布、山伯、英台⋯⋯，从中，蓄积着她们的民族因素。而正是靠着这
个，台南城乡间的民族因素民族认同，躲过了日据时代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造大潮，以及光复后的涌
动的西方思潮，而保存下来。 讲述普通人的故事，看到台湾变迁，角度的确非常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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