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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动人的作品。
它的作者韩素音是一位中国女性，出生在北京(另有资料说她出生于河南信阳。
——译者注)，在中国的大学接受了教育，后赴欧洲游学两年。
1938年。
她偕丈夫回到中国。
抗日战争期间，两人住在内地。
这时期，她与一位美国女传教士合作，写出了她的第一本小说《目的地重庆》。
此书用生动的笔墨描述了自由中国的现实、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中国西部古老的封建省份的生活。
在此书的最后一章，富有远见的韩素音预料到了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将要开战。
　　抗战末期，命运又把她带回英国。
内战在中国轰轰烈烈爆发，她丈夫命丧疆场。
此后，韩素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伦敦大学医学专业。
求学期间，奖学金不敷开销，韩素音便靠打工的收入维持她和她孩子的生计。
但她无法忍受长期与自己的同胞分离，故很快就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当时还动荡不安的亚洲。
　　《瑰宝》一书表现了二战后被一场接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震撼的亚洲。
将来的历史学家笃定会把地球上这片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在二十世纪中叶发生的巨变看成他们
最重大的研究课题之一。
他们无疑将会以局外人的身份，用回顾的眼光，冷静客观地评价这些大事变。
而对于我们这些置身于震荡之中的人来说，要想不动感情地准确理解其意义则比较困难。
有些人认为这场巨变毫无必要，他们留恋的是亚细亚“昔日的美好时光”；还有一些人则极端蔑视这
种“美好时光”，他们要让新的亚洲与这种“美好时光”一刀两断，要把亚洲从往昔的历史中连根拔
起，轻轻松松走向既清晰又朦胧的未来。
其实这两类人都怀有许多狭隘而荒诞的偏见。
对于所发生的事情做出一个基本的解释其实也不难。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封建主义因“现代”的物质进步和观念进化已从西方世界逐渐隐退，但这种封
建主义直到不久之前还牢牢地盘踞在亚洲各地。
后来，西方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侵入东方，野心勃勃的欧洲商人、军人、官员和传教士纷纷涌来，
凭借他们器用方面的优势。
在亚洲广大的地区确立了自己统治者的地位。
如今。
这些思想观念已发育生长起来。
在欧洲，这一过程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当中逐渐完成的；然而在亚洲，人们却试图以急骤的革命手段
迅速完成这一转变。
封建主义被荡涤净尽，而作为古老的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或新兴的自由主义的最初阶段(怎样定性主要
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认识)的帝国主义，也附带着被扫地出门。
　　差不多每一个亚洲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换，只不过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因而造成了目前各不相同的政体。
印度的尼赫鲁、中国的毛泽东、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都探索了本国的道路。
当前，这场巨变仍在进行当中，正迈着大步向各地挺进。
《瑰宝》一书的故事发生在两块土地上，一块面积狭小，一块幅员辽阔。
虽然这两块土地毗连相靠，但在这场政治变革中却极端对立。
前者是中国的香港，“西方帝国主义”的孑遗，无论是它的优长还是它的缺陷都没有多少改变；后者
是中国大陆，经过血的洗礼迅速建立起了共产党的社会。
　　韩素音这部作品一个明显的特色是在对照中描绘出中国的香港与大陆的鲜明生动的画面。
这两个互相冲突的环境又为她笔下人物的表演提供了极富表现力的舞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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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这些人物——基督教传教士、来自大陆的老派难民、既热情又年轻的中共党员、留在大陆的老成
持重的非共产党的长者、香港不同类型的外国观察家，还有书中的主角——欧亚混血儿韩素音和她的
英国恋人马克，都体现了今天困扰着亚细亚的种种冲突。
这些冲突构成了当代人类历史的材料，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若想避免世界性灾难的发生，都应
当以同情的态度理解这些材料。
　　韩素音以入木三分的直觉描写了这些冲突。
它们像一支完整的管弦乐队，不间断地为韩素音和马克的二重唱伴奏。
这一曲爱情之歌既热烈又温婉、既苦恼又和谐，虽然命运悲凄，却最终赢得了胜利。
　　韩素音表现了一种内心的冲突。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中都有这种冲突。
他们从内心深处渴望与自己的人民结合在一起，“无论对错”，但对革命的过激行为又感到嫌恶；他
们既同情那推动革命发展的强劲原动力，又清楚地认识到革命带来的残酷无情；他们热爱那千百万为
创建一个焕然一新、生机勃勃的新国家而投入满腔热情的中国同胞，却又朦朦胧胧地怀疑中国的领袖
们在误导群众的热情。
　　虽然韩素音是位欧亚混血儿，但从本性上讲她是个中国人。
无论是她对中国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反应，还是她对外国批评的反应，在国内外无数受过教育的中国
人当中都颇具代表性。
她的心中有一种声音迫切要求她返回大陆，帮助她的奋斗中的同胞；但另一种声音却要她留在香港，
在这个与大陆若即若离的嘹望塔上以一种既同情又超脱的态度观察时局。
本书对她思想、感情的记录有着深刻的意义。
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外国人可以更深入地认识是什么样的动机让这么多善良的非共产党的中国人留在
国内，并投身于共产党的事业当中。
这样的认识有助于中国与西方的和解——这一天必将到来。
　　另一种在《瑰宝》各章节中不断浮现的冲突是西方白种人与东方有色人种的冲突。
这种敌意在当今亚洲政治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也损害了欧美各国人民与东方各国人民的友
好关系。
毫无疑问，造成这种令人沮丧的敌意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近代以来欧洲人对几个亚洲
民族国家的统治。
“西方帝国主义”给亚洲带来了许多好处，这些好处到将来某一天大家火气消净的时候会得到承认。
其中最主要的好处或许就是自由观念的引进，这是摧毁亚洲封建制度的主要武器。
但西方人的统治也不幸带来了某些恶果。
最主要的恶果就是造成了白种人心中的优越感和有色人种心中的自卑感。
这两种心理都是不合理的，给两大同样值得尊敬的民族的性格都造成了难以言表的损害，目前也给东
西方之间建立一种自然的、无偏见的、诚挚的、友好的关系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我无意就这些问题在这篇短文中发一些道德宏论。
本文只是对韩素音这本令人喜爱的小说作一粗略介绍，并非冗长的政治论文。
无论怎样看，对于当代亚洲和东西方关系中的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我还没看到有哪一本书比韩素音
的这本书表现出更为深邃的洞察力。
正像她本人所说：“欧美作家在写到亚洲人的时候总少不了大量溢美之词和自我感悟。
而我作为一个亚洲人，是带着我的民族被幽闭的全部情感写作的。
许多读者希望作家们把神秘的传统带回东方，我的话会把这些人惹恼。
我只是尽可能把事实说出来。
事实，如同手术，虽然会造成伤害，却可以治病。
”　　要想建立一种健康的、新型的东西方民族关系，的确需要做点儿类似外科手术这样彻底了断的
事情。
这就是洗心革面，把优越感和自卑感彻底抛弃，让东方新生的国家和西方古老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
联合起来，快乐坦荡，休戚与共，一起为人类的和平与进步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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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素音的这本书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这类宏大课题构成了她这个故事的恒定的背景。
在前台上演的则是韩素音和马克的爱情经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近乎完美的结合，似乎是因缘前定
，又带着超越生死、不可摧毁的力量。
这样一个故事还是让作者自己用她漂亮的叙述讲给你听吧。
韩素音的情思与文笔精美动人，饱含激情、诗意和哲思。
这方面毋庸我多言，还是保持一份沉默的敬意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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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0年代末的香港，一个繁忙而拥挤的中转站，各色观望人群的“避难”岛。
在这里，刚从英国完成学业、归途中因战乱滞留香港的中西混血儿、年轻的女医生韩素音，邂逅英国
记者马克·艾略特，两人坠入情网。
韩素音一心要回大陆报效祖国，而在当时的情势下，马克这样的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还
不可能被人民政权接受⋯⋯于是，中英文化、欧亚文化，不同人种和阶层的生活状况与生存意识，不
同的政治制度与精神信仰，所有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爱情奇妙地交融在一起，造就了他们用生命与历史
撞击的爱情时光。
    1955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译名《生死恋》、《爱情至上》），次年
获得了两项奥斯卡奖——诗意与艺术使这部小说比历史本身更加长久。
　　[关于本书]　　“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跑来跑去：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
，奔向中国。
”年已九旬、现居瑞典的韩素音，曾这么描述自己。
《瑰宝》是她的自传体小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香港，一个刚从英国完成学业、因战乱滞留香港的中西混血儿、年轻的女医生
韩素音，邂逅已婚的英国记者马克·艾略特⋯⋯　　韩素音如此回忆这段“明媚的忧伤”：“我们曾
长时间地在山间默默漫步，或坐在被太阳晒热的石头上与蜥蜴为伴。
他时而讲起自己、父亲和生活中的片断。
”他还曾对韩素音说：“《泰晤士报》希望我报道中国，可是路易的话使我入了迷，他向我解释了中
国的革命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写了一些使我的报社颇有点失望的东西。
”　　两人尚在热恋中，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去了朝鲜战场，她则在笔记本里写满了杂乱的回忆。
“因为我没有他的地址。
往哪儿寄呢？
请‘朝鲜战争’转交？
”1950年8月的一天，她从友人手中接过一份报纸，报上有一条通栏标题。
“说他遇难了，他的吉普车被一颗地雷炸飞了。
他和另外两个记者当场被炸死。
”　　但是，“从朝鲜寄出的信开始到达，一封接一封。
我手里拿着他的笔迹，他写的字，他怎么可能死了呢？
信一封接一封到来，一直延续了三个星期，从信上的日期，我知道那是最后一封。
”这时，在香港玛丽医院的韩素音，才坐到打字机前，在医院急诊室开始写作《瑰宝》。
　　1952年，《瑰宝》出版。
出版商乔纳森·凯普曾给她写信：“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一本您写
的书。
”1955年，美国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译名《生死恋》、《爱情至上》），次年获得两项奥斯卡奖，
韩素音本人由此驰誉国际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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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素音（Han Suyin,1917-  ），中西混血儿，著名英籍华人女作家，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和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就读。
1952年，她的自传体小说《瑰宝》刚出版，就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
韩素音的作品几乎都与中国相依相恋，她一再回访中国，脚踏故土而追寻历史风尘；她多次会见和采
访中国国家领导人，并写下一系列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访和纪实作品。

    1980年代以来，韩素音的作品陆续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如自传《伤残的树》、《无鸟的夏天》、《
凋谢的花朵》、《吾宅双门》、《再生凤凰》，小说《青山青》、《等到早晨来临》、《迷人的城市
》及传记《周恩来的世纪》、《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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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英文版序序幕第一部  开端　1  离开中国　2  上帝的王国　3  富人、穷人　4  初遇　5  心灵的交汇　6  
命运的宠儿　7  上海来客　8  愁思如水　9  金鱼　10  苏珊娜　11  猎财　12  命运的网罟　13  决定　14  
澳门周末　15  求婚　16  智慧之家第二部  进程　1  返回重庆　2  我的妹妹素尘　3  冷漠症　4  年轻的
东方，古老的西方　5  重庆烟云　6  香港鳞爪　7  中秋欢宴　8  马克　9  不错的一天　10  凡情　11  中
国人团结起来　12  鼠笼　13  起点第三部  危机　1  让大海咆哮吧　2  小城　3  海陆之间　4  碎裂的疆
土　5  春回　6  你所有的家　7  海水打湿的礁石　8  去火之道　9  这片国土有清新的早晨　10  瑰宝第
四部  尾声　终点与起点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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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3月　　帕里希太太轻轻抚了抚新买的旗袍，好显出臀部的曲线。
她的舌头轻扣着洁白细小的牙齿，发出满意的“啧啧”声。
　　“你瘦了，谁都能看出来。
”特拉尔太太说。
她手里正在打毛衣。
“这要归功于你，大夫。
”她朝我眨了眨眼。
　　“你真帮了我的大忙了，大夫。
”海伦·帕里希太太说。
她站在穿衣镜前面，扭过身子，查验她的后背。
她按照减肥食谱吃了三个星期，现在已取得令人赞叹的效果。
她的丈夫阿尔夫即将从汉口传教所赶来，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香港。
共产党的军队正从北面和东面过来，他们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每一座城市，几乎没遇到抵抗，守城的军
队由指挥官带领整体投降。
看来汉口也是迟早的事。
海伦·帕里希觉得阿尔夫不会在他教书的学校继续待下去，就在四个月前和孩子们一起来到了香港。
这里各种美食应有尽有，加之贪吃冰淇淋，又缺乏锻炼，她的体重增加了二十磅。
对这种肥胖的趋势她已经绝望得逆来顺受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结束了在英国的医学专业的学习，于二月份住到了这间教会宾舍。
我连续几个星期监控她的饮食，不断在她眼前挥舞禁食食品的清单。
“一得知你会在教会宾舍继续待下去，我就放下心来。
”她说。
“有个大夫在身边就是好，生了小孩以后对这点体会特别深。
”　　玛丽·斐菲尔德也在织毛衣，一边织还一边嚅动着苍白的嘴唇数着针脚。
就在今天早晨，经过冗长而真诚的祷告，她听到上帝指示她带着孩子回到中国。
　　“共产党会让你放弃信仰的，”海伦·帕利希说，“我看不出这对你或孩子们有什么好处。
”　　然而，对玛丽·斐菲尔德以及其他许多传教士来说，中国是他们选中的一块传播福音的土地。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来华传教士，我出生在中国，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我的孩子也出生在中
国。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无法想像离开中国我还能怎样生活。
”　　不再织毛衣的特拉尔太太此时也陷入忧伤，但她是为别的事情忧伤。
特拉尔一家不久前才从美国过来，刚把家安顿好，他们所在的镇子就岌岌可危了，他们只好离开那里
来到香港。
“你们应该看到我在卧室里挂的窗帘吧？
黄棉布的，上面印着铃兰花。
我一想起我们的家，一想起卖掉的家具，就觉得伤心。
我相信上帝早晚有一天会帮助我们回去。
”　　琼斯太太是个英国人。
她也经常到海伦·帕利希的卧室来，边织毛衣边闲聊。
但我们都在场的时候，她的话很少。
我来宾舍的第一周跟她住一个房间，夜里，我们躺在并排放置的两张铁床上，说过一些悄悄话。
我在搬到地下室之前，她曾跟我说过：“亨利和我都不想离开中国。
他想留下。
”　　如果离开中国，亨利就得辞去教职，在英国另找一份工作。
他已经离开老家很久了，不知道该怎样着手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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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太太忧心忡忡，她的个性中没有多少勇气。
“要是亨利是个行医传教士就好了，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工作。
可他只是个福音传教士。
”　　面对共产党势如破竹的进攻，许多传教士家庭一开始都很恐慌，纷纷退到了香港。
可等他们安顿下来，他们的恐慌也跟着消退了，这时他们又盼着回到大陆。
只有极个别人想回美国或英国。
相当一批传教士家庭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两代，生活习惯都已经中国化了。
他们的父辈曾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宣扬过上帝的福音，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艰苦奋斗，他们是否意识到他
们没有办法把基督教的观念植入中国人的灵魂？
“我爱中国；我一直很爱中国人。
中国，我的中国！
”他们说道，“我只是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投奔共产党，这其中包括一些最优秀的基督教徒。
我熟悉这些人就跟熟悉我的手背一样。
我搞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想的。
”　　教会宾舍是一栋黄色的方形建筑，正面有两排绿色的百叶窗，对面就是坐落于香港岛上的植物
园。
客厅里摆放着几把藤椅和靠背椅，还有几株种在花盆里的棕榈树。
漆黑光洁的地板映衬着奶黄色的墙壁，显出一种朴素与寒碜交融的况味，也说明主人并没有在全心全
意营造一种舒适的氛围。
从1949年到1950年，这座旅馆总是住满了来自大陆的传教士，他们大部分是美国人，也有几个英国传
教士和华人牧师。
不是传教士的客人一般不会在这里住很长时间。
住在这里每天要交十六美元，或是一英镑，伙食费也在里面。
这里的卫生设备还算先进，但没有管道热水，只是每天给每个成年人提供两桶温水，供洗浴之用。
我住在那里的时候，平均每个房间要住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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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　　　　　海水打湿的东方之恋（施军）　　　一段凄伤哀婉、缠绵悱恻的爱情，一个动
人心魄、回荡不息的故事，一片历史与人性、文化与情恋撞击的回忆⋯⋯《瑰宝》中动荡的香港和难
舍的爱情已沉落在沧桑深处，可是，那些已逝的时光伴随着感人的故事在我们的时尚生活中不断流淌
，它们成为历史与爱情的见证，让一种生命精神与一种如水风情相伴复活，让那些曾有过的信仰、尊
严、庄重与爱情一起重新在人们心头升起。
　　《瑰宝》是当代一部描写中国式爱情及中国文化意识的最重要小说，它明净而幽深、缠绵而大气
、发人深思而耐人寻味，它的含蓄意味隐藏在动人的故事、细致的情节以及睿智有趣的对话中。
这部有关爱情的小说，用生命诠释着历史和文化、政治与国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爱情
荡气回肠。
在这股冲击我们心灵的艺术力量中，历史、文化、人性、政治与爱情重叠交错，细密铺展，让小说充
满了思考的看点，也遍布着不同的趣味，使不同的眼光都能被吸引到故事中。
　　　这个故事描写了一个中比混血的恋爱中女性韩素音在家人亲情、千年故土、异国情人、中华情
结和西方文明之间的辗转回环，以刻骨铭心的情恋回忆描写了个人命运与历史、文化、人性之间含蓄
而深藏的关系。
一个温情而柔韧的中国女性执着于爱情、向往理想生活和自由精神，这些渴望与割舍不断的中国血缘
纠结在一起，就像进入了一个生命迷宫，而素音难以找到走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英国式的教育与中国式的性情相缠绕，使素音的爱情复杂而脆弱，它抒情、浪漫、动人、顽强，却又
难以逃逸出历史。
　　韩素音做过记者，擅长纪实叙事，有几部纪实作品在国际上享有声誉。
这部小说融合了作者的纪实特长和才思，根据作者的真实经历虚构而成，因此有鲜明的历史感、真实
感又有深藏其中的艺术意味，两者的融合使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至今不减。
小说中的人物有许多关于爱情的思考和对话，其中蕴含了作者对时代的敏锐体验和对人性的忧虑，这
些思考流荡在人物风韵和情物细节中，在作者那具有新闻纪实风格的笔下简洁明晰又含蓄生动，既会
引发人们阅读故事的渴望，也会产生耐人寻味的想象，锐利而敏感的情思、机智而聪慧的语句常让人
们仿佛进入了一个迷人的伊甸园而走走停停，既容易被诱惑又不愿意停下来，被不断吸引着往下读、
去耐心地体味其中的情思风韵。
　　　所有的好书都是耐读的书，你可以把《瑰宝》在身边放10年常读，仍然会觉得它风韵不减，充
满迷人的魅力，它的含蓄深沉使它就像一潭深不见底又碧清怡人的潭水，你不知道潭水中藏着多少神
秘，但你可以在这潭水中时起时伏，慢慢触摸那些珠玑之句。
现在，它在1952年出版并风行欧美后，时过55年，仍然像维纳斯的诞生一样含蓄朦胧、神采奕奕。
自从有了电影，人类又多了一样好玩的东西，但也多了一样讲故事的艺术，好电影常常从好小说中汲
取灵感，并且相互印证艺术价值。
《瑰宝》就是这样一部被电影印证其艺术价值的小说，它在1955年被20世纪福克斯公司改编成电影，
并获得了两项奥斯卡桂冠。
很可惜，这部小说直到今天才被译者和出版者慧眼识中，捧上人们的眼前，相信它很快就能成为一些
读者所崇奉的“瑰宝”。
　　《瑰宝》的最强大、最动人力量主要来自作者对爱情与信仰冲突的悲剧性情怀，这既是作者的心
灵体验，又是作者的文化体验。
《瑰宝》的感人力量来自对历史之神的敬畏、来自对人类文化交融为一的乐观与坚定，这种文化交融
基于人性的相互理解、宽容与同情。
作者对于历史和文化的预言性感受，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已全面实现，这足以证明小说既有深入人心
的魅力，也有深入历史的力量，当然也包含着作者灵动的想象和深刻的体验。
历史体验和文化融合来自人性深处，它可以冲决一切非人性的阻扼，使两个人相互理解以至相爱。
爱是强大的人性表现，因为它没有种族和年龄限制。
就像素音与马克一样，尽管他们有重重顾虑、受到各种阻扼，甚至没有可能一起生活，但这不能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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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心心相英刻骨相爱。
　　让他们感到困难的，主要来自素音内心深处的中华情结。
《瑰宝》以悲悯的情怀和细密的笔触描述着中华之恋与情人之恋的纠结，描述着两者的难以两全。
那种感受温情缱绻而又依恋难舍、深沉痛苦而又激情四射。
今天看起来，有一种泰坦尼克号沉没后的遥远回想和悲壮感受。
在书中，1949年3月直到1950年8月的香港繁忙、动荡、不宁、混杂，但又充满了素音与马克相爱的温
馨与激情，你甚至可以闻到当时他们经过树林和草坡时的树味与草香。
但是，这样一种梦幻般的爱情因为时代巨变和文化碰撞而令人紧张不安。
再加上，香港在经济上的殖民地化和在精神上的资本主义化，与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形成了对垒，因
此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和精神极富于暗示意味和代表性，而素音与马克的爱情在这样一种生存背景中更
显得意味深长、更具有某种象征意味。
　　　1949年到1950年间茫然不安的香港就像一艘雾中的轮船在小说中呈现了出来：风物、人情、文
化都栩栩如生。
当时香港接纳了大批大陆的移民，既承认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又对共产党政府惴惴不安，在哀悼
过去生活的同时，又努力去建立一种新秩序。
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唯一不能改变的是爱情、是素音的中华情结，而素音与马克的爱情就是这种情
结的表现。
因此，马克常说中英文化不一样，却又努力融入中国文化，而且很愿意去新中国做英国的记者，而素
音则一方面持守故土情结，一方面又因受英国教育而不断用西方文明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化。
这样，中西文明和价值观念在两个情人间不断碰撞、融和，表现出两人的睿智和理解，让小说发出一
种令人深思的光芒：历史不能摧毁一切，文化也不能强制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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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与其说韩素音为我们复活了一段记忆，还不如说记忆在讲述它自身。
作者在复杂的现实与文化境遇中来回穿越，却始终保持着那价难得的警觉和诚实。
刚健的叙事、温婉的抒情与充满睿智的辨析融于一炉，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格非（作家）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近乎完美的结合，似乎是因缘前定，又带着超越生死
、不可摧毁的力量。
　　——（英）马尔克姆·麦克唐纳（前英国驻香港总督）　　1956年，据《瑰宝》改编的电影《生
死恋》获两项奥斯卡奖。
　　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一本您写的书。
　　——摘自出版商乔纳森·凯普1952年写给韩素音的信　　著名华人女作家　韩素音自传体小说。
　　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跑来跑去：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韩素音　　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二战后中国香港与大陆为背景，讲述了一段由两个来自不同国度的男女所演绎的爱情故事。
他们因文化背景、阶层生活、生存意识、政治制度、精神信仰的不同，遭受了诸多磨砺。
文化冲突也正是本书所在的精华部分。
本书于1955年被搬上银幕，次年又获得了两项奥斯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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