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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真实记述了大连旅顺口大地主老于家四代女人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从1934年第一代女人陈大脚
出嫁开始，到2009年第四代女人张晓蕊成婚，不同的时代给了这四代女人不同的命运，不同的生活经
历又给了这四代女人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归宿。
    陈大脚是一个会说日语受过教育的旧式女人，她的公公是大地主，丈夫是国民党军官，她的一生因
此、而受尽了苦难。
她的女儿于洁在父亲被共产党镇压后，挑起了赡养母亲和抚养两个弟弟的重担，13岁就进工厂上班，
并为此嫁给了一个工人。
她一生牢记父亲“要上学读书”的嘱咐，拼命供两个弟弟上学，自己也在48岁时考上电视大学，52岁
完成学业，成了一名大学毕业生。
    因地主出身而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下长大的张燕燕，与母亲低调做人的风格完全不同，她从小练就了
敢想敢做的泼辣性格，天不怕，地不怕。
她是大地主家的第三代女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成就了她的一番大事业，她因是国民党后代
而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并任民革大连市西岗区副主委，还担任大连市侨联常委
、西岗区侨联副主席。
她的女儿张晓蕊15岁出国留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获得荣誉学士学位，并成功考
入AASB(澳大利亚国家会计立法委员会)，成为她母亲最大的骄傲。
她在国外工作期间，不仅事业有成，还找到了美好的爱情，嫁给了一位深爱她的美国人（国家经济委
员会的高管）。
    她们一家四代女人终于走过了严冬，可陈大脚却没有看到这一切，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这个让她
又恨又爱的人间。
在她去世8年之后，张燕燕把她出嫁时穿的红嫁衣捐赠给大连现代博物馆，这是她留下的唯一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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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姥姥一于陈氏（外号陈大脚）　　第一节　陈大脚出嫁　　陈大脚是我姥姥，她1913
年出生在旅顺口赵家坊。
她长得非常漂亮，可在她成长的那个年代，女人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并不十分重要，十分重要的是要
有一双小脚，美其名日：三寸金莲。
人们以此为美，三寸金莲成了当时中国男人乃至整个社会对中国女人的审美所在。
所以，那时的女孩子，从小就要用两条长长的裹脚布把正在生长发育的一双小脚缠住，不让它生长发
育。
这在今天看来，是一种非常残忍非常不人道的行为，可在当时，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
　　我姥姥也难逃噩运，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就用两条长长的裹脚布把她的脚紧紧地缠住了，
令她的一双脚整日处在疼痛之中。
裹脚成了她当时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两条长长的裹脚布成了她最痛十艮之物。
每次母亲给她裹脚时，她都痛得大哭大叫，但这并没有让母亲停下来，母亲一边掉眼泪，一边把裹脚
布缠得更紧。
我姥姥央求母亲不要给她裹脚了，母亲说，不行，你要是有一双大脚，将来会嫁不出去的。
我姥姥哭着说：“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人也不愿意裹脚。
”母亲喝道：“胡说！
女孩子都要出嫁的。
”然后，母亲又心疼地对我姥姥说：“娘知道你疼，娘是过来人，怎么能不知道呢。
可娘还得狠下心来给你裹脚，这是为了你的将来呀。
”　　天下的母亲都比孩子有远见，她们能透过孩子小小的身躯，看到孩子长长的未来，为了孩子的
未来，她们只能牺牲孩子的现在。
我姥姥的母亲也是如此，她只能看到孩子的未来，历史的局限、生活的局限、女人的局限，都使她无
法看得更远，而在更远处，有一场伟大的中国革命，和一场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到我姥姥做母亲的
时候，中国的女孩子就不用裹脚了。
　　虽然我姥姥的母亲坚持给我姥姥裹脚，可我姥姥最终还是成了陈大脚。
这不是因为她比自己的母亲更有远见，而是因为她是一个聪明胆大的女孩子。
　　我姥姥的父亲是个商人，他的油坊都开到了长春，他常年在外经商，见多识广，非常开明，他在
我姥姥6岁时，送她进了学堂。
这在当时是惊人之举，我姥姥后来的人生经历证明，上学不仅使我姥姥成了一个有文化的女人，更让
她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同样是为了孩子的将来，母亲的做法是给孩子裹脚，父亲的做法是送孩子上学，这就是父亲与母
亲的不同，母亲是保守的，父亲是进步的；母亲是循规蹈矩的，父亲是接受新生事物的。
同样是爱，方法不同，观念不同，结果当然也不同。
不过，我姥姥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责怪自己的母亲，她的母亲作为一个旧式女人，在思想观念上自然
会受到很多局限，我姥姥只是庆幸自己有一个开明的父亲。
　　我姥姥上学后，每天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把长长的裹脚布打开，等
到放学时再把它缠上。
一个小女孩儿，不可能把裹脚布缠得很紧，她只是做做样子。
那时候，上学成了我姥姥最开心的事情，她的脚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生长了，她是多么热爱读书，热
爱学校生活啊。
　　我姥姥就这样瞒过了她的母亲，等到母亲发现她的脚没有裹好时，我姥姥的一双大脚已经长成，
无法再裹小了。
这件事令我姥姥的母亲痛不欲生，她从此为女儿的婚事发愁。
　　那时候的旅顺口，在日俄战争(1904-1905)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我姥姥读书的学校里有很多日
本学生，也有一些日本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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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姥的一双大脚，在学校里渐渐开始引人注目，因为开运动会时，她是唯一参加径赛的中国女生，
而且比日本女生跑得快。
这给她的一位日本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姥姥不仅脚长得快，个子也长得快，她最后长到了1米70，穿38号鞋。
这样的女人在今天太平常了，可在当时却把我姥姥的母亲愁坏了。
　　我姥姥从学校毕业后，便待字闺中，等待媒人上门提亲。
那时的女孩子，一般在16岁就出嫁了，可我姥姥因为那双大脚，从16岁等到22岁，也没有人上门提亲
。
我姥姥只好天天坐在窗前绣花，枕头上的鸳鸯绣了一对又一对，帐子上的并蒂莲绣了一双又一双，她
自己还是没有成对成双。
我姥姥的母亲天天数落她，“你当初不听话，现在知道发愁了吧。
你一天到晚绣花，绣了这么多鸳鸯，能把自己嫁出去么？
”　　我姥姥无言以对，因为她的母亲已经得了大肚子病，就是肚子里长了肿瘤，我姥姥以为，母亲
的病是替她发愁得的，她觉得很对不起母亲。
可她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治好母亲的病，她只能继续坐在窗前绣鸳鸯。
　　再说旅顺口长城镇刘家村，有一户姓于的大地主，他家的祖先是山东省文登县登洲府大水坡人，
早年闯关东，跨过渤海湾在旅顺口登陆后，便在刘家村生根开花结果。
这只是大水坡老于家的一支，另外几支闯关东的老于家人，则继续向北，一支在金州安家，一支走到
熊岳，还有一支走到了吉林。
不管走到哪里，老于家人都喜欢置地，所以，出了不少大地主。
旅顺口刘家村的老于家，到了于世富这一辈儿，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了，从旅顺口到吉林都有他
家的地，每年收租子时，需要坐马车走3个月。
于世富后来成了我姥姥的公公。
　　于世富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于显龙从小就很聪明，于世富送他进学校读书，学校里只有两
名中国学生，其他都是日本学生，老师也是日本人。
于显龙因此不愿意上学，虽然他还是个小孩子，但他的抗日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可父亲坚决不同意，
父亲对他说：“你十艮日本人我理解，我也恨他们，可这所学校是旅顺口最好的学校，你只有接受最
好的教育，将来才能有出息，才能继承家业，才能报效国家。
”于显龙只好继续上学，但他在学校里，从不和日本同学一起玩，对日本老师也充满敌意。
　　学校用日语教学，外语教英语，于显龙勤奋好学，他的日语和英语在班里都是第一名，日本老师
因此很赏识他，对他格外器重。
于显龙从日本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对日本老师也不像以前那样充满敌意了。
于显龙身高1米94，很有运动天赋，日本老师常带他去打网球，他很快就成了老师的球友。
老师还想教他击剑，但他坚决不学，他认为剑是武器，是杀人用的。
他听旅顺口的老人们说起过1894年冬天，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人攻进旅顺城后进行的惨无人道的
大屠杀，在那场大屠杀中，很多日本人就是用军刀屠杀中国人的，他们几乎把全城的中国人都杀光了
，仅有36人活了下来，日本人留下他们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需要他们掩埋同胞的尸体。
于显龙和每一个旅顺人一样，对这段历史刻骨铭心，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
　　日本老师对于显龙不学剑术很不理解，他问于显龙：“击剑是一项很好的运动，而且是贵族运动
，你为什么不学呢？
”　　于显龙说：“我连日语都不想学。
”　　日本老师问：“那你为什么还耍到这所学校读书？
”　　于显龙无奈地说：“我父亲说这是旅顺口最好的学校，是他坚持让我来上学的。
”　　日本老师说：“我理解你对日本的痛恨。
不过，日本也是一个国家，日语也是一种语言。
语言是无罪的。
”　　于显龙低头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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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这位日本老师的感情很复杂，老师的国籍令他痛恨，可老师给他的教育和帮助又让他感激。
于显龙没想到的是，这位老师后来竟然还成了他的红娘。
　　因为于显龙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于世富的独生子，在他长大成年后，给他提亲的媒人就开始上门
，她们几乎把老于家的门槛都踢破了，提的都是旅顺口有头有脸人家的闺女，可是于显龙一概不同意
，父母亲干着急没办法，他们也弄不清楚儿子到底想娶个什么样的女人。
　　于显龙完成学业后，在旅顺口的一所学校当校长。
有一年国庆节，学校开庆祝会，从奉天来了一些官员出席庆祝大会。
于显龙作为校长在会上做了演讲，年轻有为、风华正茂的于显龙，受到与会官员的赏识，他们在庆祝
大会后单独接见了于显龙，其中一位官员还想把女儿许配给于显龙。
他说女儿刚从日本留学回来，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他的女儿是不能吃苦干活的，所以，他给女儿准
备了丰厚的嫁妆，还要让女儿带着丫环和厨师出嫁。
他以为这门亲事于显龙肯定是求之不得，所以当即就问于显龙意下如何？
没想到于显龙说：“对不起，我不想找会说日语的女人。
我在外面说日语，回到家里还说日语，我不成日本人了。
”这位官员碰了钉子，满脸不悦。
　　回到家，于显龙向父亲说起这件事，父亲着急地说：“你这不是得罪人么，我看你得赶快成亲，
不然麻烦就大了。
”父亲还劝于显龙不要太挑剔了，说中国话的姑娘多得很，差不多就行了。
不料，于显龙说：“我不找说日语的，也不找小脚女人。
”这个条件让父亲大吃一惊，他说：“中国女人都是小脚，你到哪里找大脚女人啊。
”于显龙说：“反正我不娶小脚女人。
”　　可是，大脚姑娘在那时真是凤毛麟角啊。
　　于显龙从学校毕业后，还时常和日本老师打网球，有一次打完球，老师问于显龙为什么还没有成
亲，是不是条件太高了。
于显龙对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太高的条件，我只想找个大脚的中国姑娘，没想到就这么难。
”日本老师想了想说：“我曾经教过一个中国女学生，是大脚，她姓陈，我们都叫她陈大脚。
不过，她毕业好几年了，可能早就出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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