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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哥哥的拼图】　 /  章立凡　　从小就知道，有跟我不同父的姐姐、哥哥在台湾。
母亲透露这重大秘密时，我还在上幼儿园。
此后很长时间内，我们一直缄口不提，因为那是个&ldquo;阶级斗争&rdquo;之弦紧绷的年代，凡有亲
属在台湾的人，头顶上都悬挂着一个巨大的问号，如同发丝上吊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可能取
你性命。
　　去年国光哥（亮轩）的《坏孩子》（本书台湾版原名）一书问世之前，我有幸先睹书稿。
读后方知，当年海峡对岸也同样紧张：母亲离开台湾后挂念两个孩子，曾托好友杨惠敏女士（即淞沪
抗战时向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献旗的女童军）带姐姐、哥哥去照张相寄她，竟未能如愿，当时在台湾办
这点私人小事，也是有可能被加个&ldquo;通匪&rdquo;罪名的。
　　不久《坏孩子》在台北出版，侄儿马世芳带了一本来，于是我成了大陆第一位读者。
如今此书将在大陆出版，或许是因我兼具历史学者和亲人的双重身份，出版人命我作序，正好借国光
哥这坛老酒，一浇胸中的块垒。
　　1949年那场历史巨变造成的家国分裂局面，给中国众多的家庭带来了永久伤痛。
一个甲子之后，尽管海峡两岸不再战云密布，失散的亲人多已互通音问或相聚，但一旦舔吮历史的创
口，仍不免五味杂陈，心中还在滴血。
近年台湾有《大江大海》、《巨流河》等溯往思忆之作问世，大陆也出版了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
《南渡北归》，读书界吹起了阵阵怀旧之风。
国光哥这本书，写的是自己的个人成长史，背景则是两家两代人的家史。
　　今年初，国光哥、晓清嫂及世芳侄来北京，为百岁的母亲祝寿。
六十三年前（1948年），妈妈把他和渝光姐带到台湾，在那里和他们的生父马廷英博士分手，自己前
往香港。
1949年，她在我父亲的敦促下，放弃了去美国的计划回到大陆。
第二年，我在北京医院呱呱落地。
母亲当年先后两段&ldquo;南渡&rdquo;&ldquo;北归&rdquo;的私人行旅，无意中决定了下一代的命运。
托尔斯泰说：&ldquo;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rdquo;造化弄人，马家和章家，一南渡，一北归，两家的孩子各有各的痛感，但同时承受两种痛的，
是母亲。
　　由于两岸多年暌隔，除了地质学专业人士之外，大陆读者或许知道李四光先生，而不知道中国还
有马廷英博士这样一位蜚声国际的地质学家。
马博士是用古生物的方法发现珊瑚的季节变化和古赤道存在的第一人，他证明了各地质时代的赤道是
移动的，因而详细说明了各地质时代的大陆位置与它们漂移的踪迹，直接证明了魏格纳的&ldquo;大陆
漂移学说&rdquo;。
他创立的&ldquo;地壳刚体滑动学说&rdquo;，比西方学者的&ldquo;板块学说&rdquo;早了十五年。
他提出的&ldquo;石油成因论&rdquo;认为：地壳在滑动时造成大量生物死亡，因而生成石油与油气。
马博士的理论在其生前不大被人理解，近年国际地质学界才认识到&ldquo;马博士是站在时代前面的
人&rdquo;。
　　马博士的研究也涉及我国两片重要海疆的主权：首先，抗战期间他在东沙群岛科考时发现，海床
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通过计算珊瑚的成长周期，证实那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
。
马先生逝世后，蒋经国颁发的褒扬状还特别提到这一点。
其次，在美国把琉球群岛、钓鱼岛&ldquo;交给&rdquo;日本之前，他已推测到钓鱼岛海域有石油蕴藏
，并通过一位&ldquo;立委&rdquo;将意见转达给&ldquo;总统府秘书长&rdquo;张群先生。
但张先生未重视本国学者的研究，认为：&ldquo;要是那里有油，日本人早就发现了，还等我们？
&rdquo; 后来中日发生钓鱼岛主权争议，马博士成了台湾最年长的&ldquo;保钓人士&rdquo;。
　　从以往的宣传所得到的印象中，抗战胜利后派往各地的&ldquo;接收大员&rdquo;无不贪污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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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博士却是一位清廉自守的接收大员。
他在抗战胜利后与陈建功、苏步青、蔡邦华、陆志鸿、罗宗洛五位教授到台湾，会同杜聪明、林茂生
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出任理学院地质学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长。
书中展示的马先生的朋友圈，多是南渡或北归的著名学术精英。
南渡者带走了文化薪火，得以免遭未来的浩劫；而马先生与其他人不同，他留在台湾纯系职务原因，
不存在政治选择。
　　作为纯粹的科学家，马博士爱国而不问政治；也正因为他不是政客型学者，在傅斯年校长逝世后
逐渐被排挤，变成退休教授，晚年穷困潦倒。
这位国宝级科学家被遗忘多年后，因癌症住进他早年接收的台大医院三等病房；旋因媒体的爆料，被
转到一等病房，谢东闵、蒋经国、严家淦、孙运璇等政要接踵探视。
身后备极哀荣，张学良在台湾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马先生的葬礼上。
两岸中国人 &ldquo;国民性&rdquo;相同，除了内斗不外行，雨后送伞的礼数，也历来周全到位。
　　作为大科学家的家人，其实未必都幸福。
这点从母亲与马博士的失败婚姻和国光哥的自述中，都已经证实了。
除了父母的传奇故事，这本以《坏孩子》命名的自传，展示了一个叛逆男孩的成长经历：出生前父母
失和，险遭堕胎；出生后被寄养，被劫走，当过&ldquo;小和尚&rdquo;；到台湾后失去妈妈呵护，饱
受家庭暴力；他是一个在家博览群书、在校逃学游荡的&ldquo;问题少年&rdquo;。
马家父子两代人从基因上就叛逆，老爸为逃婚去了日本留学，儿子因姑姑的小动作遭父亲误解，也离
家出走。
不过这两段出走的结果都还不错，父亲成了地质学家，儿子成了作家。
　　国光哥从小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本书没有走宏大叙事的路子，但那个巨变年代从大陆到台湾的
社会众生相，都被勾勒得跃然纸上。
他成长过程中遭遇过的种种人物：慈爱呵护的学界长辈，耳鬓厮磨的儿时玩伴，义字当先的江湖兄弟
，激情杀人的书店老板&hellip;&hellip;大多是随国民党播迁到台湾的&ldquo;外省人&rdquo;。
其中有段文字尤令我感慨，凸显出当今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在身份识别上的无奈：　　当时台湾光复
未久，台湾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常常以我作例子问大家：　　&ldquo;马国
光是哪国人？
&rdquo;　　&ldquo;中国人！
&rdquo;同学齐声回答。
　　&ldquo;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
&rdquo;　　&ldquo;中国人！
&rdquo;大家的声音更大了。
　　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　　&ldquo;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rdquo;　　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做&ldquo;中国人&rdquo;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
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
　　无论选择南渡还是北归，大家都是中国人。
但我从小就被教育说：&ldquo;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rdquo;，等着我们去解放。
读了这本书又得知，海峡对岸的台胞们，受的也是同样的教育，国光哥描述道：&ldquo;我们在过去居
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
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
&rdquo;相互妖魔化的几十年间，两岸的文宣模式仍是&ldquo;以俄为师&rdquo;那一套。
　　母亲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愿望：&ldquo;我这两个儿子都善写文章，将来可以写出我一生的故事。
国光写前半生，立凡写后半生。
&rdquo;国光哥这本书里，母亲前半生的经历还存在不少空白：例如她在抗战爆发后归国，没有立即与
马博士结婚，而是去留日学生训练班受训，又去了武汉中央训练团当教官。
武汉失守后，穿越江西战场到重庆，才嫁给了马博士。
后来夫妇分居，她曾先后在重庆民众教育馆和南通学院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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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她在&ldquo;文革&rdquo;的&ldquo;交代材料&rdquo;中提到的。
　　这些千里迢迢回国参加抗战的留学生，当时并不是马上被信任。
因马博士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曾被怀疑是汉奸，家乡甚至误传他&ldquo;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
了&rdquo;！
母亲也曾谈及，她和同学们结伴投奔留日学生训练班，一路上被人跟踪，后来又遭盘问，理由
是&ldquo;这女人太漂亮了，像是日本间谍&rdquo;！
后来训练班中有一批同学去了延安，她没有去。
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我对她说：你的选择很正确。
首先，你很容易被大领导看上，那就不会有我了。
其次，&ldquo;抢救运动&rdquo;这一关，恐怕你会倒霉，当年康生就说某女&ldquo;长得那么漂亮，不
当特务，谁当特务&rdquo;！
第三，即便过了这关，后面运动还多着呢&hellip;&hellip;　　抗战是母亲人生的第一个拐点，另一拐点
是国共内战行将结束的1949年，舍弃香港产业到达东北解放区的父亲，给在香港的母亲写信说：解放
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你快回来吧。
母亲信了他的话回到大陆，历经种种劫难。
&ldquo;文革&rdquo;中谈起这段往事，她埋怨地对父亲说：你那时一再写信叫我回来，回来了又怎样
呢？
父亲叹一口气说：我那时相信他们&hellip;&hellip;　　作为历史巨变中北归者的孑遗，百岁的母亲如今
孤独地坐在轮椅上，同龄的亲友都已不在，她很少叙及往事。
我多次劝她下楼，到马路对面的公园散散心，享受一下绿地和空气；她口头答应，却从不实行。
我猜想，正如不愿重提往事一样，她也不愿人们看到自己的老态。
她的青春、美丽、爱恨情仇、悲欢离合&hellip;&hellip;如今久已尘封，难于重新开启。
　　历史是一张大拼图，个人史、家族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同样需要抢救。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网络写作拓展了历史拼图的疆域，很多人都在博客等&ldquo;自媒体&rdquo;上
讲述自己的历史。
历史书写不再是学者的专业，也不再是官方的专利，变得日益大众化。
要想选择性地屏蔽和遗忘历史，今后是越来越难了。
　　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
光&hellip;&hellip;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
说。
　　（2011年5月30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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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反映1949年后因台海两岸阻隔而破碎的家庭记忆史，一部生于抗日战火、长于海峡彼岸的作
者个人成长史。
书中记述作者历经被父母遗弃、当小和尚、逃学、偷窃、父子失和、离家出走等种种坎坷，至真至性
，波澜起伏，令人动容，纵有艰难悲苦，却成从容豁达；同时追溯作者父亲逃婚、接管台大、参与保
钓，父母求学日本，动荡中父母结婚与决裂，母子台海相隔及四十年后北京重聚的沧海桑田，以一个
家庭的飘零经历，映照一个流离时代的初始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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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亮轩，台湾名作家，本名马国光，祖籍辽宁金县，1942年10月10日生于重庆北碚，五岁到台湾，
成长迄今。
“国立艺专”（今台湾艺术大学）影剧科毕业，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广播电视研究所硕士。
曾任电台、电视节目主持人、制作人及联合报专栏组副主任等，亦曾在世新大学教授语言逻辑、修辞
学、美学等。
近三十年间，连续于各大报刊撰写时评专栏。

　　平生善烹调，喜翰墨，嗜读如狂。
曾获“中山文艺散文奖”、“吴鲁芹散文推荐奖”，出版有散文集、小说集、评论集等二十余部，其
文字世界精彩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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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囚徒
　阿兄
　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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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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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轩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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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隔世相逢/亮轩　　与母亲重逢，非常意外，算一算六岁跟母亲分开，到又见面，在一九八八年，
是在分手的四十多年之后，我已年逾不惑。
四十多年中的世界变化很大，谁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见面的一天。
也许做母亲的感受不一样，当儿女的，从稚龄开始便无母亲的照应，其实，主观的感觉上，不见得有
何伤感，夏虫不可语冰，没有母爱的孩子，自己不会觉得有太大的遗憾，至少我的童年、少年的感觉
如此。
　　高中生涯结束之前，有一段时间承蒙法商学院吴英荃教授伉俪照顾，他们育有一子吴大成，已经
成年，我方才有机会比较深刻地见到父母对子女的关怀，让我很是惊讶。
到了艺专读书，一位学长董炎良兄，住在台中乡下，暑假期间，我去台中看他，到了该回台北了，他
的母亲送他到乡间路口，我们挥手道别，往前走了几步，我偶然回头，发现他母亲在身后拭泪，当时
一惊，心想一个学期之后就会回来，干嘛那么难过啊？
之后若干年，炎良兄的母亲骤然过世，他整整三日不语不食，悲痛难抑，我才渐渐明白亲情之深有若
此者。
　　婚后，我们刚刚得一子，但是小婴儿初生有黄疸，必须在妇幼医院里多住三五日观察观察，让孩
子的妈妈晓清先回家来休息。
　　依妇幼医院的规矩，到了哺乳时间，一个个微侧着身子，一排小娃娃放在大篮子里，两位护士抬
着，再一个个分别放在孩子母亲身边哺乳，非常可爱。
但母子在一起的时间，也仅止于短短的哺乳而已。
没有想到，回家才头一晚，晓清便因想念娃娃而落泪。
我暗自吃惊，他们母子见面就是几次哺乳，过两天等黄疸退了，马上就抱回家来，这么短暂的分离，
居然那么伤心！
　　母爱的深刻动人，我又有了新的体会。
　　对于母爱，原本看得比较轻。
有一句成语&ldquo;饱汉不知饿汉饥&rdquo;，这一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读：&ldquo;饿汉不知饱汉
饱&rdquo;。
没有母爱记忆的人，就不太会觉得母爱在人生中多么不可少。
有的时候，也会以没有如此累赘为幸。
直到自己的家庭逐渐成形，方才体会出在成长中，母爱之必不可缺。
　　然而与亲生的母亲会有见面之一日，想都没有想过，在脑海中几乎一无印象的母亲，也谈不上对
她的一点思念。
她与父亲早岁离婚，我已长大成人成家，有没有母亲，毫不介意。
　　常常幻想我的母亲会是个什么样子，在台湾，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在我的面前提到母亲，也都是点
点滴滴的一点事情，大概他们不无顾忌，我也无法构成完整的联想，能说的都已说尽。
偶尔也会遇到一两位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人，愿意跟我谈我的母亲。
类似童律师的出现，就很让我意外。
　　不记得在哪一年，有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长辈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是认得我母亲。
时间无论如何应该在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之前。
姐姐远在美国，当然没有机会相逢，我跟我内人同往。
　　这位长辈的大名是童曈，一下子我想起来了，他是一位名律师。
　　我们受邀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他的夫人、他的公子童虎，童先生跟我说，他还有一个儿子在美
国，名为童龙，一个是龙年生的，一个是虎年生的。
不记得是哪一位公子，好像是IBM在台湾的总经理。
这位童夫人显然不是元配，对我们的过去并不清楚，倒是童律师说起了一段往事。
　　童律师说，他曾经受母亲之托，乘江轮带着姐姐顺流而下，把姐姐带到一个他如今也不太记得的
地方，又交给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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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大概是上海某处，然而也无从查证了。
童律师原名不是童曈，这是母亲跟我说的。
我问姐姐可曾有过乘江轮的印象，她说有过，当时是一位伯伯带着她。
对于她幼年时还有没有其他的记忆，她大概说得上来的只有两三件。
其中之一是在托儿所里，大家过团体生活，早晨的时候有起床号，就是一般军营里的那一段&ldquo;打
滴打答&hellip;底滴打搭&hellip;答答答滴&hellip;滴底打搭&hellip;&hellip;&rdquo;，她记得许多小朋友把
这个起床号改成同样音调的歌诀：&ldquo;大清早上，赶快起床，我来看猪，猪在床上！
&rdquo;　　另一件是，她居然在上海上过学，还学了一点英文。
经查证，当时上海的确有的小学在一年级起就教英文的。
然而她只比我大一岁多，她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应该正在清凉寺里当小和尚，这是后话。
某年去美国跟姐姐相会，她从阿肯色州到纽约来会我，我们身边还有她那不会说中文的小女儿，有二
十多岁了。
我谈起在大陆所见所闻，当然说的是中文，她的女儿似乎听出一点端倪，便问妈妈你知道了自己的幼
年吗？
姐姐用英文回答说：&ldquo;I still don't know.&rdquo;　　长辈依然不舍几十年前的情义，也要看看老友
之子女境况如何。
这样的人情，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多见了。
　　另外也有一个短暂而奇特的遭遇，应该说，只是对话。
　　那次我承蒙中山文艺基金会之邀，担任散文奖的评审，因为是复审，并没有开会，审稿都以通讯
来往。
基金会的董事长是刘真先生，谁都知道他是台湾师范教育之父，也担任过师大校长跟教育厅长等职。
大概是从复审委员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老人家居然主动打电话来，说是认得我母亲。
我们在电话中谈了一会儿，听到他对母亲的才情与容貌的赞美。
老先生是我从小便知道的人物，他要我随时去他的办公室谈谈。
但是有一回想起来应该去拜访他老人家时，他病得不轻，便没有去打扰。
　　另外还有一次，当时我还在中广当播音员，有一天新闻局副局长甘毓龙先生打电话来，邀我去他
的办公室见个面。
到了后，方知我们是亲戚。
他的夫人家与我母亲家是亲上加亲的亲人，我只会这么说。
相信很多从大陆来台的第二代，都不容易弄清楚亲族关系，实在由于家里的人口太少。
　　他们都是我接触的人物中难得属于母亲那边的亲友。
四十多年之后与母亲初会，她已经是快要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个恨不得守住我关爱我至死的老太太，
别人口中的才情与容貌，我一点儿都没见识过。
　　一九七五年年底，忽然间收到一封信，从信封上辨认，是美国李本明姐姐的来信，跟她已经多年
都没有通音问了，怎么会来信？
一边上楼一边拆一边读。
　　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有信的话，多半还是要由国外的亲友代转，大陆的来信都得夹带在信封里
，对于某些人，可能还冒着前程的风险。
本明姐自己写的信不长，只说在北京遇到了&ldquo;娘娘&rdquo;，是北京人称呼伯母的意思。
信中又附带一信，原来是我的身生母亲写的，她请本明姐帮她打听一下三十年前离开，再也没有见到
的两个儿女的下落。
我根本来不及细读，立刻冲上楼，见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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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
光&hellip;&hellip;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mdash;&mdash;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
，都有故事要说。
　　&mdash;&mdash;章立凡　　我们家是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却也充满了悲欢离合，我静静地，在
不会发言也没有发言权的岁月里，静静地看、听、想。
然后，随着一年年长大，跟小孩子的玩具一样，也都一件件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到老了的时候，居
然又一件件地出现眼前，原先亮丽的色彩黯淡了许多，大多斑斑剥剥的，有的残破不堪，有的只是残
片，反倒更耐寻思，让人想起那些再也没机会见到的大部分。
　　&mdash;&mdash;亮轩【简体版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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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书展大奖&mdash;&mdash;&ldquo;台北国际书展&rdquo;的&ldquo;书展大奖&rdquo;作品。
 　　2．台海阻隔的民间记忆&mdash;&mdash;以亲历者身份，讲诉国民党退走台湾后两岸对峙和60年
前台湾社会生活的鲜活故事；是继《大江大海》、《巨流河》之后，又一块讲述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
重要拼图。
　　3．一个人的历史&mdash;&mdash;被遗弃、当小和尚、去台湾、离家出走、重返大陆母子重
逢&hellip;&hellip;以一人一家的飘零经历，烛照一国一个时代的沧桑历史。
　　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mdash;&mdash;是一个流离两岸五十年的灵魂，一
部所有四五十年代台湾人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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