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應台評小說》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龍應台評小說》

13位ISBN编号：9789579159760

10位ISBN编号：9579159769

出版时间：1985年6月

出版社：爾雅

作者：龍應台

页数：236頁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龍應台評小說》

内容概要

民國七十三年三月「新書月刊」推出了「龍應台書評」此一專欄後，立刻吸引了讀者的注意，更在文
學界引起一陣討論的熱潮，因為，龍應台不僅對作家與作品作了指名道姓的褒貶，而且，她所指出的
優缺點全係就書論書，是專門針對小說中情節發展境況而寫的。因此，不但能給小說家極大的刺激，
也使讀者相信這是國內書評僵死後的一大突破。

龍應台說：「我在默默的、很認真的，為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一直不知道。....而你如果一直不知道，
我會一直寂寞下去，那對我不公平，對你，更是損失。」

爾雅出版社出版「龍應台評小說」，除了是希望你知道，國內的文學批評界仍然有客觀、公正、中肯
的聲音，更因為我們相信：龍應台書評的存在價值和它給予讀者的啟示，都是足以肯定的。（摘自博
客來網路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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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評小說》

精彩短评

1、其实读的是《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这不是民族的悲剧，这只是时代的悲剧。
2、我是暂且把他当做《大江大海1949》来评论的。因为豆瓣也把他禁了囧。怎么说呢，我还是觉得她
写抒情文比较好，就不要参合历史了0-0或许我还是五毛党吧=-=PS为毛豆娘把我的书评吞了！
3、在读《大江大海 1949》，豆瓣上居然被河蟹。
4、从这本书中抽离情绪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感觉就像末日王公亲眼见证帝国覆灭的那种难以名
状的心痛。那么重的生离死别，那么多的不公不正，我们总要面对。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等到那
一天的到来吗？P.S.:读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肯定会禁，后来一查果然如此，只能随便找本书来做记录
了。
5、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6、替代大江大海，不被书写的细节
7、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文章，为的是"大江大海"那本书的纪念，我对历史不太了解，也不懂得其中的细
节，但明了其中之大意"无论所谓胜利或失败的战争都是践踏着人类生命的尊严"
8、看着揪心的黑历史⋯⋯
9、读过《大江大海1949》。很强的历史画面感，犹如纪录片般。聚焦于历史宏大叙事主题下小人物命
运的崎岖坎坷，乃至荒谬到不可思议。如果这样的笔触依然政治不正确，我也只能呵呵了。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流向大海⋯⋯
10、原书《大江大海1949》豆瓣不给于收录。一个又一个在大时代里面挣扎求生的小人物的故事。天
下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一上船，便是一生。无语话凄凉。
11、《大江大海1949》。。。历史岂能这么写，隐隐晦晦替国民党曲意辩护，文化上的台独份子，伪
自由主义者，多面讨好。
12、代大江大海1949。波澜壮阔。
13、每一个大陆人都该看看这本书⋯⋯其实外壳的名字是假的，你懂的~
14、大江大海1949~ TG连60年前的历史都要封禁。真可悲。
15、你懂的
16、大江大海1949 当局不愿正视的史实
17、很真诚感人，哽咽数次
18、李歐梵：王德威的評論簡直serve her right +9000
19、豆瓣竟然没有大江大海1949，难道被墙了？
20、《大江大海1949》
21、迄今為止惟一令我落淚的書
22、找不到大江大海1949 就用这个代替了
23、龙应台，2012年担任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促进两岸文化融合吧。
24、正在读。犀利！
25、大江大海 1949
26、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27、哎，和平多好
28、看到有卖，不买心痒。
29、《大江大海1949》居然被豆瓣给和谐了，真是太不和谐了。任何一个人都是一部历史，特别在那
个属于历史又被历史所掩盖的年代，不去谈《大江大海》的政治倾向，一部抒情散文，一部口述历史
，有些东西揭开了其实大家都很痛。
30、找《大江大河1949》的条目不可得，却发现了这本以前读过的台版书。
31、脱下了军衣，是一个善良的国民。读到这章真的眼泪忍不住。人性残暴，对胜利不计代价的偏执
，使悲剧的惨烈程度失掉上限。多希望意识形态、主义之类统治工具没有在近代史上被无限拉高为理
想与信念。取而代之的应该为真正是理想的理想，真正是信念的信念，背后作支撑的是道德和知识。
32、代替 1949 。以1945、1949等几个时间片段 ，描述了不同的几个普通人在东北、青岛、河南、台湾
、海外的人生起伏。展现了个人在历史洪流面前的无助。
33、“大江大海1949”  写的很细腻 几次居然动容了。ipad上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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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評小說》

34、以几个历史当事人的经历为线索去描述那一个波涛汹涌的1940年代，比单纯的宏观历史教科书更
加详细生动，更加充满感情，更能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去更好的理解战争。战争不仅是政治的延
续，更是政治无奈的选择。目前，西方文明同穆斯林世界的冲突再度激化，希望理性战胜仇恨，和平
充满人间。
35、代标龙氏大江大海；这部写的过了，甚至到了难忍的地步～
36、奇怪的是，至今都找不到原作的书名。罢了，这是一本太重的书了，每个字每句话读来都需要掩
卷长叹很久。1949年，小人物的卑微、悲凉抑或伟大，大时代的动荡流离。60年前这样，60年后种种
也都是相应的吧。仔细读完，也算是对已逝历史以其其中每一个亡灵的致敬。
37、龍應台有自己的偏見。但僅從文學的角度來講，這本書評很贊~
38、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奇怪，居然会没有这本书！
39、1949大江大海
40、给《大江大海》~kindle上看的，排版不好，显得杂乱无序，龙大妈笔下又穿来穿去，读起来不流
畅，略微煽情了点。
41、其实读的是大江大海1949，嗯，你懂的。
42、那隐忍不言的伤，六十年从未结痂【代《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43、以此代替豆瓣不收录的大江大海1949.献给美君和怀生，和所有死生契阔。
44、從開始看這本書的前幾頁我就快要止不住的淚流　那些在命運世輪之下殘喘流離的人生　沒有什
麼話題比這個更引人唏噓卻無措　像是那個時代的人　他們的一切遭遇苦難　在還沒有被人看到之前
就已入土化成皚皚白骨　但當你要回過頭計較誰是罪魁禍首時　誰都難逃辭疚卻沒有人應該負100%責
任
45、看过最好的文学评论，即便除了《孽子》其他被评的小说都没看过。附录里面王德威批评这本书
的文章完全可以作为“深不可测”的反面典型，又臭又长看不下去，收这篇很高明，既能体现龙应台
的器度，又可以让读者在对比中再次认同她写得有多好。
46、历史的滚滚洪流 谁也不知道会开向哪里 每个人都在为正义 为理想 为国家而战 为民族而战 孰是孰
非 很难说的清 
47、龙大妈写字太煽 不是我的菜⋯⋯
48、其实我看的不是这本，怎奈环境只有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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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評小說》

精彩书评

1、在历史的狂潮袭来的时候 谁也不知这艘船会开向哪里 都在为正义 为理想 为国家 为民族而战斗 到
底孰是孰非 很难说的清 每个小人物的命运都是一部血泪史 读到美君的孩子每次看到火车来的时候 都
追着火车跑 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忍不住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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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評小說》

章节试读

1、《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第1页

        大约每三页就有一次摔书的冲动，我要努力。
文不文，史不史，有立场有态度有意见还偏爱用第三人称以示客观？
直接写个伪历史小说不是更好，既满足了自己的创作欲，也不辜负搜集了那么些没头没尾的材料。
该庆幸搞历史的是她儿子么，文化部长神马的真是再适合不过了。

2、《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行道树

        我实在受宠若惊。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十九岁的人对自己的父母感兴趣呢？我自己十九岁的时候，
父母之于我，大概就像城市里的行道树一样吧？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疾驶过去的车轮溅出的脏水
喷在树干上，天空漂浮着蒙蒙细灰，静悄悄地下来，蒙住每一片向上张开的叶。行道树用脚，往下守
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如果这些树还长果子，他们的果子要不就被风刮落、在
马路上被车轮碾过，要不就是在扫街人的咒骂声中被拨进垃圾桶。谁，会停下脚步来问他们是什么树
？等到我惊醒过来，想去追问我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来历的时候，对不起，父亲，已经走了；母亲，眼
睛看着你，似曾相识的眼神仿佛还带着你熟悉的温情，但是，你错了，她的记忆，像失事飞机的黑盒
子沉入深海一样，纵入茫然——她连最亲爱的你，都不认得了。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
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3、《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第65页

        “这世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

4、《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第五章

        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最高建筑上插的是什么旗子。

5、《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追火车的小孩

        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经过龙家院速度都还很慢，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拼命往铁轨
那边跑，往火车跑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妈妈⋯⋯我看到任何一个短头发烫得卷卷
的女人，都以为那是我妈——可是我妈永远在一辆开动的火车里，我永远追不上⋯⋯

6、《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第150页

        海上之舟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對作者來說是一次“加持”，對讀者來說又何嘗不是呢？多少個
血淋淋的歷史事實，多少個痛苦萬分的時刻，多少次悲痛欲絕的生死離別，多少道永不癒合的傷口，
多少個無法自己的個人命運，多少次無言難表的沉默⋯⋯面對已經過去將近這一個世紀的風風雨雨，
面對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血跡斑斑傷痕累累的故事，我先是驚訝，從最初的不敢相信到最後的勇敢接
受，時不時為某一個看似最平凡的情節深深感動，好幾次眼淚欲奪眶而出，這是一個“加持”的過程
，給予我柔軟的心更多的勇氣和力量，來面對個人永遠無法與之抗衡的殘酷的命運。記得書裡最震撼
我的是台灣籍集中營監視員描述他曾經的日常工作——焚尸，做的多了竟也成了專家，只憑氣味就能
分辨出燃燒的是身體的哪一部份，其中心最難燒，需要澆上汽油，才能徹底燒乾淨。跳動的心臟，要
在熊熊烈火中必須停止它曾經動人的旋律，可是它卻是最後堅定的部份，是人面對命運的捉弄最後一
次頑強的抗爭，儘管到最後總是只剩下灰飛煙滅、灰燼殘餘⋯⋯人永遠只能是茫茫大海上的一片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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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評小說》

，沒有方向沒有目的地，任憑海和風無盡的擺佈，不能自己，無法逃脫，在海天之間搖晃，在風雨之
中暈眩，不管是亂世還是太平盛世，只是前者是狂風暴雨、海嘯天虐，後者是大風大浪、風雨飄搖！

7、《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躲躲雨

        如果你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用想象力变魔术“咻”地一声倒退一百米，仿佛电影默片，你看见
那水面上，全是挣扎的人头，忽沉忽浮，浮起时你看见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惊怖，每一张嘴都张得很大
，但是你听不见那发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历史往往没有声音。

8、《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追火车的小孩

        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永远是浪漫的，车
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扰的摇篮，晃着你疲倦的身体；韵律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温柔的蚊帐，把你
密密实实地罩在摇篮里。

9、《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第50页

        《大江大海 1949》

链接上空空白白的，查了isbn，却说不收录。   那我胡乱填一个好了。

——献给美君、怀生。以及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过的人 致敬。

这是一张两党都没交过的答卷。今天这里，且听它讲述两党历史里那些包含着依赖着却没人看得见的
自传，唏嘘一下动乱中的人、人情、人命，领一份死寂百年情，但不谈政治，如何。
不管是失败者的痛还是胜利者的痛，该浮出的浮出，该放下的放下，如何。

“那个时代，片刻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那是个动乱的时代，往往一个念想还没成型，
背后就已然背负了几条人命，何况这人命的数字，动辄就数以千计百计。战乱之所以可怕，不仅仅在
于夺取他人的性命，更是夺走了每一个人生活的权利。 子弹横飞的年代，多少亲情能完存，多少梦想
可不破。 在书中，我看到一张黑白相片，一个女人蹲踞在车上，身下高高的杂物包裹像一座小山，车
子被一个脚夫模样的人拉着，前后是仓皇的人群，路边是仓皇的士兵。那女人衣着高压却狼狈不堪，
一张风尘仆仆的脸上瑟瑟发抖的神情。我知道那代表了美君以及和美君一样的人——国军将领的女眷
，如今衣着光鲜的逃难人。那个年代，她们是失败者的附属品，自然也成为了失败的附属品。 远离家
乡，告别父母，凭着一个旧时女人的操持点起大小包袱，这就踏上了一条未知的不归路。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

读龙应台的书，“母亲”并不陌生，在《目送》里我见过老人的照片。那是一位朴素安详的老人——
眼神迷离，时空飘忽。我才想起，原来她就是美君。一下子，那些年的历史好像都活了过来，关于一
个女人怎么拉扯着儿女背井离乡，在本该年轻貌美时用粗糙的坚强对抗路上的困难坎坷，终于到达目
的地又为安身讨生活操劳了一辈子的时间记印记，一下子活了过来，那些仿若只能在老照片中找寻的
人与事，活动着僵硬的四肢躯体，再次开始言语，人影纷乱重叠，时间斑驳扭曲。任谁都不会去想象
，那一张张平凡的脸经历有怎样不平凡的一生。因为他们在历史中太渺小，渺小到存在与否都是随着
世界的命数而变化，也是因为时局造就了太多不凡，垒在一起便堪比灰尘不值得一提。 我们是否曾遇
见这样的老人，如果他们自己不说，你会为他们一世传奇无法被书写纪念感到可惜，可他们的脸上却
从没有自豪，提起往事也不会感动，有的只是一丝怀着侥幸的安之若命。 那便是时代留给他们无法磨
灭的钝痛了。

这样的故事，每一本自传，不去发掘就永远不会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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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評小說》

——找到我。

还有不得不说的就是淳安——美君的故乡。   在某一期的国家地理上我看过那么一篇讲述千岛湖水底
古城和它背后历史的文章。若干年后美君回到家乡，发现曾经的街坊楼牌、故城旧里变成了一片汪洋
。上直街九十六号，我第二次看到这张手绘淳安城复原图，不过这次特意留意找寻这样一个地址。
——带着一点不甘心和不服气，七十多岁的余年春费了五年的时间，把千岛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笔一笔
画了出来。故乡的每一个祠堂、寺庙、学校、政府建筑，每一块空地、每一条沟渠、每一条街和巷弄
，以及街上的每一户人家和店铺（哪件店主人姓甚名谁、店铺名号、巨细无遗，一点不漏），用工笔
，细细的还原了被夺走的故乡风貌。
我问，您知道美君的家住哪里吗？ 
知道，上直街九十六号。

时光慢慢摇，摇回到五六十年前，那是美君小时候生长的地方，那里有美君和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一
家人分散前的回忆。如今就像那些老故事，被原模原样的沉在了湖底，上面是沉重的湖水，吞下了曾
经发生的一切，却始终无法消化掉这比它沉重千百倍的历史。

——在阿尔卑斯的冰湖，在莱茵河的源头，在多瑙河的蓝色河畔，美君满意的发出赞美：欧洲太漂亮
了。然而走出去没几步，她就要轻轻的叹一口气。我故意不回头，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
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

10、《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序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
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曝尸于沟壑。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躯。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
荡，万里飘零。也正因为，他们那一代承受了，战争的重压，忍下了离乱的内伤；正因为，他们在跌
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我们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如果说，有人说他
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
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11、《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追火车的小孩

        美君的火车在清晨到了衡阳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铁轨被爆破，断了。火车里的人，心急如焚。
，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那个时代，每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
，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12、《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第50页

        「大江大海1949」在大时代面前，我们都如此渺小，一个决定就是生死契阔，岸水相隔。那年火
车上的一松手，便是六十年的等待

13、《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百叶小学

        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她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
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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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龍應台評小說》的笔记-美君回家

        美君在台湾一住就是六十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
。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坝，整个古城沉入千岛湖底。她这才相信，原来朝代可以起
灭、家国可以兴亡，连城，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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