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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

前言

我的朋友、老师和恩人/谭盾    江青是我的朋友、老师和恩人。我想可以讲这个话的人可能很多，因为
她有一颗豆腐心，也真的帮过不少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读
书。那时，北京真的很好玩，没现在这么秃，也就是说还没拆得那么光吧，迷人的胡同里隐藏着中央
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舞蹈学院。这些院校的学生也常常串门子，因为总觉
得别校的女生更美，男生更帅。所以周末我们学生之间找着不同的理由跨校搞沙龙、讲座、舞会，和
“跨界”创作。我就因为这个，常常去北京舞蹈学院“玩”。    有一天舞蹈学院的老师说，他们学院
来了一个美国专家，叫江青——“啊”，我差点没叫出来，“怎么跟那个江青一模一样！”哦——说
是她想找一个作曲的，最好是没听过的那种作曲家，于是就想到了我这个怪人。我也怀着怪怪的心情
和这个神秘的江青见面了。初次见面，就觉得她很“鲜”，和北京当时的艺术家比，有一点不一样，
“洋洋”的，美丽，真实又豆腐——也就是说她美貌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创作胆量，生活中又具有人
情味，而且还长着一颗豆腐心，善良。我和她一见如故，很投缘，我是第一次接触华裔“现代派”，
她也是第一次回国接触“文革”后的“新一代”。    我们那时的学生喜欢寻根，动不动就在想“黄河
到底有多少道湾”。可自从见到江青以后，就从她那里开始听到“现代舞”、“新浪潮电影”、“波
普艺术”、“前卫音乐”和迷人的纽约“上城下城”世界现代艺术的中心。她成了我当时的“现代艺
术”启蒙老师，教了我很多，更点燃了我心中出国学习的“火焰苗”。后来，我为她的现代舞作了几
回曲，合作很默契，结果也很感动。再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她每次回国都会来音乐学院的学生宿舍
看我，也为我介绍了新的朋友和一批令人敬爱的华人艺术前辈，如周文中、蔡文颖、李翰祥、贝聿铭
、李明觉、许以祺、韩湘宁等。最终在她和周文中教授的指引下，我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
生，登上了去纽约的飞机。    时间过得真快，一闪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刚刚在上海一口气读完江青的
书稿《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我真的很感动，觉得她像一个命运的巫师，把我们又重新定位在梦里
了，在她的梦里，也在我们各自的梦里。人生如梦，谁没有往时、往事和往思呢？江青的书，就像邀
我们一起品尝一杯温润的红酒，层层有韵，韵韵有惊；也像邀我们一起品尝一壶淡淡的绿茶，苦苦有
甘，甘甘有醇。好书！    谭盾    2013年3月21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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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

内容概要

◎
编辑推荐（作品看点）
★ 半个世纪中国戏剧性的历史，在她身上，真实展示——
40年代，生于国共内战时的北平。50年代，黄浦江畔无忧无虑的童年，也目睹了运动年代家庭遭受的
冤屈；求学北京舞校，痴迷舞蹈，出入中南海演出，也曾投入人民公社、“除四害”、“大跃进”、
“大炼钢铁”⋯⋯60年代，跨过海峡，成为港台电影明星，红极一时。70年代，因婚变退出影坛，漂
泊美国，回归舞蹈艺术。80年代开闸之后，回归、回馈祖国，催生中国现代舞并推进其发展。离去与
回归之间，不曾改变的是游子一颗拳拳之心。
★ “同名”引发的荒诞悲剧——
此江青非彼江青，但在红色年代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爱人”同名，就是罪恶，不仅作
者自己身在两岸三地都深受其苦，大陆亲友更因此蒙受诸多不白之冤。
★ 荒诞时代造就离奇的命运轨迹——
红色年代大陆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又红又专”艺术人才，却在命运播迁下，变身成为国民党治下台湾
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
★ 童年视角记录红色年代，率直真切，令人动容——
亲人的冤屈带来的现实创痛，与“又红又专”的理想之间的错位，羞愧、愤怒、怯懦、矛盾、怜惜⋯
⋯各种情感痛苦交织纠缠，如实袒露。作者表现出的真诚和勇敢，极为罕见，令人感佩。
★ 一本说真心话的书——
江青从自己特殊的遭遇出发，用最直接的感受，书写生命中最不能忘的、最激动或难堪的段落。
◎
名家评论
【谭盾】“我刚刚在上海一口气读完江青的书稿《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我真的很感动，觉得她像
一个命运的巫师，把我们又重新定位在梦里了，在她的梦里，也在我们各自的梦里。人生如梦，谁没
有往时、往事和往思呢？江青的书，就像邀我们一起品尝一杯温润的红酒，层层有韵，韵韵有惊；也
像邀我们一起品尝一壶淡淡的绿茶，苦苦有甘，甘甘有醇。好书!”
【董桥】“舞蹈家江青从瑞典飞来香港小住一天转去北京，我们午饭小叙，忆人念事，今昔交织。她
说，最近在纽约忽然跟好多好多旧朋友重逢了：夏志清先生八十几还很健旺；张文艺刚完成一部新书
；刘大任正在写一篇讲高尔夫球的小说⋯⋯”
【刘宾雁】“江青——一个红色年代大陆培养出来的艺术人才，在偶然的机缘中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的
台湾的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而当荣华鼎盛时，却宁愿舍弃这一切，到海外当一个一文不名的漂泊者
。通过她个人的苦苦挣扎，她终于又回到自己理想的艺术殿堂。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富于戏剧性的历
史，透过这个具有非凡才能与惊人毅力的女性的经历，真实地展示出来。”
【郁风】“这是一本说真心话的书，很不一般的自传。其写法、结构、文字也不寻常，既不是按时间
、年龄顺序，也不是按生活、事业、艺术见解等等来分章节，而纯粹是从她自己特殊的遭遇出发，用
她自己的语言、最直接的感受，写她生命中最不能忘的、最使她激动或难堪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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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

作者简介

此江青非彼江青。
本书作者江青，原名江独青，1946年生于北平，1950年代为响应“自我改造”去掉了“独”字，由此
诞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故事。10岁在上海小学毕业后考入北京舞蹈学校，接受6年专业训练。在无忧
无虑的童年岁月，她曾亲眼目睹母亲、外公在运动不断的年代中不幸的遭遇。舞校阶段，曾出入中南
海演出，曾在人民公社接受改造，也曾参与“除四害”、“大跃进”、“大炼钢铁”⋯⋯
16岁毕业前赴港探亲，因家庭因素留在香港，自此离开大陆。因缘际会，在港期间开始接触电影，后
随导演李翰祥赴台湾，7年中主演影片20余部，1967年以电影《几度夕阳红》，获台湾金马奖影后，成
为万众瞩目的明星。
1970年，因婚变离开港台影视圈，一文不名孤身漂泊美国，回归舞蹈之路，学习现代舞。1973年在纽
约创立“江青舞蹈团”，1982年出任“香港舞蹈团”第一任艺术总监。
1985年江青随夫移居瑞典，此后以自由编导身份在世界各地进行舞蹈创作和独舞演出，并参加歌剧和
话剧的编导工作，她的艺术生涯也开始向跨类别、多媒体、多元化发展。她的舞台创作演出包括：纽
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伦敦Old Vic剧场、瑞典皇家话剧院、维也纳人民歌剧院、瑞
士伯尔尼城市剧场、柏林世界文化中心、中国国家大剧院等。曾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纽
约亨特大学、瑞典舞蹈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现居瑞典、美国纽约。
江青著作另有《艺坛拾片》（2010）、《故人故事》（2013），也创作有多部舞台和电影剧本，其中
用本书“上海，童年”一章改编的电影剧本《童年》获1993年台湾优秀电影剧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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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

书籍目录

【序言】我的朋友、老师和恩人 / 谭盾
【序言】舞蹈艺术家江青 / 贾作光
【序幕】
【名字】
我的名字叫“江青”，一九四六年出生时，父母给我取的名字是“江独青”⋯⋯姓名中“锄”去一个
“独”字，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会受同名之累而惹是生非，并且受了那么些不白之冤，这些前尘往事，
想来令我啼笑皆非。
【上海，童年】
管理人员一边翻查时，一边问：“你亲属犯的是什么罪呀？”那种轻蔑的表情和语气，使我又气又尴
尬。“噢——历史反革命。”外婆在回答时，那种极其自然的、好像并不是什么罪名的语调，使我吃
了一惊。
【母校】
当年香港没能留我多住一天，虽然我不舍得母亲，但我不愿离开我熟悉的故土。⋯⋯而父亲在责备我
要回去的举动时指出：他们清洗了他所有的产业不算，连他女儿的脑子也被清洗得执迷不悟。
【两镜之间】
痛苦的婚姻，望不到头的债务，繁重的家务和积压下来的片债使我疲惫不堪。当时有朋友打比方说，
我是一条牛，而丈夫是牧童，老牛走得气喘喘，牧童骑在牛背上还要吹笛子。
【入镜⋯⋯出镜】
刚坐下就听到台下一片嘘声，我意识到观众对我不“正式”的服装不满⋯⋯我窘迫得低下头时，又发
现脚上的鞋子也张着口朝我笑。⋯⋯我顿时悟出误会所在：由于长年在大陆受教育，我把台湾观众选
出的“十大影星”和大陆群众选出的“劳动模范”相提并论了。
【江青演出电影年表——铜版纸插图】
【江青舞蹈创作年表——铜版纸插图】
【西出阳关】
仅仅在一瞬间，我从云端滑入到谷底——从万人仰慕的明星沦为处处被人驱赶、任人踩踏的小卒；从
社会的焦点人物转换为无人搭理的“哑巴”；从拥有事业、名誉、家庭、孩子、爱情，变为一文不名
、一无所有⋯⋯
【难忘的演出】
每当我有作品首演（通常在纽约），一方面希望舞评人来得越多越好，一方面又不免提心吊胆，但一
到台上，天高皇帝远，我就是玉皇，主宰着天地——舞台。由于天地是属于我的了，才能做到“唯我
独尊”，将台下坐着的观众及那些无冕皇帝——舞评人，抛置九霄云外。
【合作】
我说：“其实现代舞和人的生活是一样的，朴素、平淡才见真，现在你明白了吧，为什么在舞蹈上我
会选择走现代舞这条路？”她似答非答地应了一句：“嗯，可是在中国，这第一步怎么走呢？”
【归与“恒”】
蒙蒙细雨中，她紧抓住我的手，自语似的说：“其实活着比死难多了，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恨
，我太恨了，我要活下去等着亲眼看见这个世界究竟还能坏成怎么个样子！”我想不出任何话来劝慰
她⋯⋯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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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艺术节负责人罗宾先生（Jean Robin）告诉我：“我们预备了一些票，你可以请自
己使馆的人来看。”我没吭气，因为我不清楚他指的是美国大使馆呢？还是中国大使馆？但又难以启
齿问。大概他觉察到我的犹豫，就说：“你到后面跑一趟，几分钟就可以把事情办好。”因为剧场后
门几乎就正对着中国大使馆，我这才明白了他的“自己”所指，但一想到我的名字，就又踌躇起来了
，想了想认为还是先拨个电话到使馆较为妥当。 电话很容易就接通了，我表示要找文化参赞，对方判
断出我是生人，就反问：“你是谁啊？”姓名我不敢和盘托出，只答：“我姓江，长江的江。”“那
么名呢？”我还是不敢把姓名连在一起同时告诉他，只说：“青，是个单名。”“什么？你再说一遍
。”惊奇的语调。“江青。”我听到自己轻轻地嘟哝了一声。“江青？”他提高嗓音问。“是啊！”
我答了之后，那头马上没声了。静了几秒钟后，话筒里又响起他的声音，但一下子口气变得僵硬起来
：“你从哪里打来的？”“外面。”我的确在剧场外面打的，但一说出口之后，我立刻想：不好了。
大概他以为我是刚从秦城监狱里跑出来了。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有一次我的好朋友陈幼石、王浩夫妇
，在纽约请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人员吃饭。那个时候，“四人帮”刚下台不久，我从欧洲回纽约，打
电话去她家聊天，是陈幼石接的，挂下我的电话，她就对王浩说：“是江青回来了。”此话一出，她
发现在座的客人脸色全变了，大家突然停了筷子也中止了谈话，面面相觑，尤其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
，脸一下子白了，沮丧地问：“怎么？她又出来啦！？”陈幼石这才恍然大悟，让客人们虚惊一场，
不得不把我这个江青在席上介绍了一番。第二天她告诉了我这个笑话，我也就此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
团中出了名。 记忆犹新，倒不是我多虑。所以在通姓报名时才如此小心谨慎。我不想把接听电话的人
吓着，慌忙解释：“我是跳舞的⋯⋯原来是中国出来的⋯⋯就在前面的剧场演出⋯⋯”他仍然不放心
地接着问下去：“你的‘青’有没有草字头？”“没有。”“有没有三点水？”“没有，没有，就是
青草的青，和那个江青一模一样。”“怎么这么巧呢？真逗⋯⋯”他在电话里笑了很久，我也笑了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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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本说真心话的书，很不一般的自传。其写法、结构、文字也不寻常，既不是按时间、年龄顺序
，也不是按生活、事业、艺术见解等等来分章节，而纯粹是从她自己特殊的遭遇出发，用她自己的语
言、最直接的感受，写她生命中最不能忘的、最使她激动或难堪的段落。    ——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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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

编辑推荐

《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编辑推荐：舞者江青回忆录，半世纪受同名之累而啼笑皆非！谭盾、罗大佑
、董桥、李欧梵、林怀民、贾作光荐读！半个世纪中国戏剧性的历史，在她身上，真实展示——40年
代，生于国共内战时的北平。50年代，黄浦江畔无忧无虑的童年，也目睹了运动年代家庭遭受的冤屈
；求学北京舞校，痴迷舞蹈，出入中南海演出，也曾投入人民公社、“除四害”、“大跃进”、“大
炼钢铁”⋯⋯60年代，跨过海峡，成为港台电影明星，红极一时。70年代，因婚变退出影坛，漂泊美
国，回归舞蹈艺术。80年代开闸之后，回归、回馈祖国，催生中国现代舞并推进其发展。离去与回归
之间，不曾改变的是游子一颗拳拳之心。“同名”引发的荒诞悲剧——此江青非彼江青，但在红色年
代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爱人”同名，就是罪恶，不仅作者自己身在两岸三地都深受其
苦，大陆亲友更因此蒙受诸多不白之冤。荒诞时代造就离奇的命运轨迹——红色年代大陆共产党培养
出来的“又红又专”艺术人才，却在命运播迁下，变身成为国民党治下台湾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童
年视角记录红色年代，率直真切，令人动容——亲人的冤屈带来的现实创痛，与“又红又专”的理想
之间的错位，羞愧、愤怒、怯懦、矛盾、怜惜⋯⋯各种情感痛苦交织纠缠，如实袒露。作者表现出的
真诚和勇敢，极为罕见，令人感佩。一本说真心话的书——江青从自己特殊的遭遇出发，用最直接的
感受，书写生命中最不能忘的、最激动或难堪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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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

名人推荐

我刚刚在上海一口气读完江青的书稿《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我真的很感动，觉得她像一个命运的
巫师，把我们又重新定位在梦里了，在她的梦里，也在我们各自的梦里。人生如梦，谁没有往时、往
事和往思呢？江青的书，就像邀我们一起品尝一杯温润的红酒，层层有韵，韵韵有惊；也像邀我们一
起品尝一壶淡淡的绿茶，苦苦有甘，甘甘有醇。好书！——谭盾舞蹈家江青从瑞典飞来香港小住一天
转去北京，我们午饭小叙，忆人念事，今昔交织。她说，最近在纽约忽然跟好多好多旧朋友重逢了：
夏志清先生八十几还很健旺；张文艺刚完成一部新书；刘大任正在写一篇讲高尔夫球的小说⋯⋯——
董桥江青——一个红色年代大陆培养出来的艺术人才，在偶然的机缘中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的红
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而当荣华鼎盛时，却宁愿舍弃这一切，到海外当一个一文不名的漂泊者。通过她
个人的苦苦挣扎，她终于又回到自己理想的艺术殿堂。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富于戏剧性的历史，透过
这个具有非凡才能与惊人毅力的女性的经历，真实地展示出来。——刘宾雁这是一本说真心话的书，
很不一般的自传。其写法、结构、文字也不寻常，既不是按时间、年龄顺序，也不是按生活、事业、
艺术见解等等来分章节，而纯粹是从她自己特殊的遭遇出发，用她自己的语言、最直接的感受，写她
生命中最不能忘的、最使她激动或难堪的段落。——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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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

精彩短评

1、陈丹青访谈里说她 “ 你讲吧，你就像个羞羞答答的小姑娘一样。” 历经生活变故的人，老年还可
以保留一份真，可爱而真实，难能可贵。看完自传后发觉她真的是一个柔软又刚强的女人，自传不浮
夸而平实，还有当时文艺界不少珍贵的资料。刘家昌暴珍天物！不过也多亏了他，让她有机会变得更
好，有自我。
2、配货速度又快，质量还好，价格还优惠！特别满意！
3、一部女性舞蹈家的自传文字，伤怀，感慨，又佩服。
4、也算是借名发挥吧，一本中规中矩的自传而已！
5、此江青非彼江青，然同名之非楹之。六年北京舞蹈学校，62年16岁时永久离开大陆赴港，不然文革
时期不能想象怎么度过。七年台湾电影演员时获得金马影后。与刘家昌（渣男中的战斗机）的离婚过
程“中间的复杂曲折戏剧性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同时使24岁的我一下子看到人性深处最复杂卑劣自私
险恶残忍的一面，我所经历和体验的每一刀都刻下太深⋯⋯”
6、被名字骗了
7、“每个时代的革命，都有一个阶级是被牺牲的。这次的革命，我们的家庭成分正好是属于那被牺
牲的阶级，这个阶级从比例上讲，在中国是极少数的，只要中国大多数的人好起来，不能因为我们是
属于被牺牲的而有仇恨去反革命。虽然不幸，那仅是对我们家庭而言，大家应当面对现实，接受历史
的事实”。读这样的句子真切感到心寒
8、从来没有注意到历史中原来还有这个人，看了这本书才知道演员江青。她的传奇身世值得关注。
书很精致，印刷的也不错，很多图片虽然小但很清晰。
9、此江青非彼江青
10、读过之后感觉郑佩佩这个元气少女攻的cp对象有了新的方向。画面感好强且太美。
11、作者有个让人愣一下的名字，但是这并不是这本书的噱头。这是本挺有意思的回忆录，作者解放
前生在大陆，在北京受舞蹈专业训练，却阴错阳差在60年代去了香港台湾，成为红极一时的明星。红
色大陆培养的艺术人才，却成为对峙的台湾的电影明星，有孤身为艺术前往美国，经历非常曲折传奇
。除了一个不平凡的名字之外，作者也确实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女人。作者回忆自己的往事是结合了那
个特殊年代的大陆和台湾的社会大背景的，所以她的记录也是一个时代的侧记。尤其作者用童年视角
记录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非常坦诚地说出了大人以及其他人不会说、不愿说的感受，十分新鲜、真实
、难得。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作者对于情感的细腻的捕捉，十分到位，很感人。
12、2013-07-24 / 注：三星半
13、历史的一段，人的一生。她真的有个明智的母亲！
14、其实我还没看这位江青小姐的电影呢，倒是对她的经历很好奇，哎近代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多舛
经历投注在渺小个体的沧海一栗。刘家昌真是渣男中的战斗机，不懂甄珍这些年是怎么忍过来的？可
是那样的一个流氓竟然能写出那么多优美的歌词，不得不服气！
15、有关于俞大维和俞大纲的史料若干条。
16、有的时候名字也可以成为人生的转折点，特别是这种注定要青史留名的名字。江青的经历可谓道
尽了两岸三地的解放后政治生活的波云诡谲和风云变幻，传奇不输那位大名鼎鼎的蓝萍女士。刚看了
两年前在北京台做的访问，依然风姿绰约，风采不减当年。比起甄珍（她前夫的现任妻子）那张明显
彰显出岁月印记的胖脸和发福的身材，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对甄珍表示残念。
17、以为是毛泽东夫人江青，没想到是一同名同姓者，大失所望！
18、草泥马！骗钱的！花了1块钱看的这破玩意，你特么能值一块钱吗？
19、看完这本书，觉得作者很冤，仅仅因为跟某人同名，大家买这书因为这名字，而很多看也不看内
容大呼上当的人也仅仅是因为这个名字。我们好像已经失去耐心读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在标题党之后
成为姓名党、名人党。好吧，我承认，当初被这本书吸引确实多少是因了这个名字。但写下这些评论
只是因为这个女人确实是个有故事的人，这个生于40年代，从北京到香港，到台湾，再到美国，不可
谓不传奇，不曲折，更重要的是她能那么勇敢地袒露自己的心迹，羞愧、愤怒、怯懦、矛盾、怜惜，
特别是其中写道自己七年演艺生涯的酸甜苦辣和由于婚变离开演艺圈的那段经历，真性情一览无余。
让人联想到当下艺人的各种忸怩作态、虚假炒作。她不必因为她叫江青才值得我们关注，她的往事往
事往思，值得我们翻开来、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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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

20、传记比小说好看，她的人生轨迹，让我有一些思考⋯⋯
21、大陆部分比港台美部分有意思
22、世事沧海桑田，所幸人一直勇往直前
23、自己写自己，许多节点往往遮遮掩掩。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一个“真”字，没有伪饰地讲述了一
生特殊的经历，从上海到北京学舞蹈，文革前到香港，再到台湾当了电影明星，再赴美国回归舞蹈。
一生可谓跌宕坎坷，十分坚强，依然真我。挺了不起。
在那样的时代，她的名字就意味着一场悲剧。她所经历的故事也确实十分离奇荒诞，也因此，她的这
本回忆录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脚注。大时代，小人物，命运注定会被裹挟其中⋯
24、奇女子啊
25、覺得是個很優雅的女人
26、至今所读的演艺圈人自传中最好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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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

精彩书评

1、第一次知道作者的名字就是看金马奖历届女主角回顾，吃惊于竟有人也叫这个名字，不过一直以
为是位港台女演员。直到最近，参加三联的作者访谈，才知道作者竟然是建国以后去的香港。作者出
生在一个被认为是地主的家庭，建国后历次运动家里受了不少迫害与打击，但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作
者还有作者的母亲对此的态度是坚信祖国总有一天会好起来，自己只是被暂时牺牲。作者就这样去了
北京学习舞蹈，知道去香港探亲被父母强行要求留下。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多了个金马影后，又多
了位舞蹈家，但幸福并不长久，在感情和事业收到双重打击下，作者来到美国，系统的学习了现代舞
，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终生的幸福。读过好几本大时代下女性的自传，萧红也好，聂华苓也好，江青也
好，在历史的洪流中都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天赋，对战胜困难的渴望，对事业的追求与热爱，留下了自
己的名字。佩服这样的女性，大时代中比男性更坚强，更值得称赞！
2、第一次知道作者的名字就是看金马奖历届女主角回顾，吃惊于竟有人也叫这个名字，不过一直以
为是位港台女演员。直到最近，参加三联的作者访谈，才知道作者竟然是建国以后去的香港。作者出
生在一个被认为是地主的家庭，建国后历次运动家里受了不少迫害与打击，但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作
者还有作者的母亲对此的态度是坚信祖国总有一天会好起来，自己只是被暂时牺牲。作者就这样去了
北京学习舞蹈，知道去香港探亲被父母强行要求留下。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才多了个金马影后，又多
了位舞蹈家，但幸福并不长久，在感情和事业收到双重打击下，作者来到美国，系统的学习了现代舞
，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终生的幸福。读过好几本大时代下女性的自传，萧红也好，聂华苓也好，江青也
好，在历史的洪流中都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天赋，对战胜困难的渴望，对事业的追求与热爱，留下了自
己的名字。佩服这样的女性，大时代中比男性更坚强，更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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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

章节试读

1、《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的笔记-第40页

        每个时代的革命，都有一个阶级是被牺牲的。这次的革命，我们的家庭成分正好是属于那被牺牲
的阶级，这个阶级从比例上讲，在中国是极少数的，只要中国大多数的人好起来，不能因为我们是属
于被牺牲的而有仇恨去反革命。虽然不幸，那仅是对我们家庭而言，大家应当面对现实，接受历史的
事实。

2、《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的笔记-第292页

        江青写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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