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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宝岛台湾是我国的第一大岛，位于祖国东南沿海的大陆架上。
岛上风景秀丽、气候暖和、物产丰富，极宜人类生存与发展。
台湾居民绝大部分是从大陆直接或间接迁徙过去的，他们与原住民一起披荆斩棘，历尽艰辛，为开发
和建设宝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随着大陆人民的大批迁入，大陆较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不断地移植
台湾，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使台湾文化成为中华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但是，自1895年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和1949年以后两岸的长期隔绝，大陆人民对台湾
的了解十分有限。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大批的台商和各界人士纷纷渡过台湾海峡，到大陆经商和从事文化交流
，然而大陆人民进入台湾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广大的青年学生迫切希望了解台湾社会经济、历史
文化。
为了让大陆人民特别是大陆的青少年能比较全面、真实地了解台湾，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组织了一
批研究台湾的学术工作者编写了“图文台湾”丛书。
这套丛书以翔实的史料、精美的图片、通俗的语言，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介绍台湾的情况
，既追述两岸人民共同开发建设台湾的艰苦历程，也颂扬两岸人民抗击外国侵略、收复台湾、保卫台
湾的光辉业绩，同时展示台湾的美丽景观、民俗风情、民间信仰和文化艺术。
　　我们期望，这套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能陪伴你一起追忆历史，探访民俗，欣赏台湾的秀丽风光，
让你从容地穿梭于时光隧道，流连于古迹佳景，轻松愉快地享受一趟台湾宝岛的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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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台湾文学史上，乡愁文学历史悠久，作品丰富，是非常独特而且具有魅力的文学创作。
自明清时期起，就有大量以乡愁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传世；到日据时期，台湾人民饱受侵略之苦，心中
苦恋“原乡”，也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到20世纪50年代，乡愁文学又被称为“怀乡文学”或“回忆
文学”，在台湾成为创作风潮，取得了巨大成就。
“乡愁文学”，顾名思义就是对乡愁情怀的抒写，在台湾这样特殊的地理、政治环境下，故乡、亲人
和往事成为当时许多作家的创作源泉。
历数台湾乡愁文学主要的创作者，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大陆去台作家，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
到达海岛，而家属大部分都留在大陆，仅仅一水之隔却无法与亲人团聚，那种思念一定是刻骨铭心，
他们只能借一支笔抒发自己的乡愁：二是土生土长的台湾同胞，他们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但是他们的
根均在大陆，他们都期望有一天能到大陆拜祖寻根，都有领略华夏大好河山的愿望。
但是海峡两岸隔绝，这些愿望都无法实现；三是从台湾到海外的作家，他们漂泊海外，深刻体会到身
在异国的悲哀，他们渴望祖国繁荣富强，同时系念海峡两岸的土地和亲人，其乡愁更是复杂。
这些乡愁文学作家怀念故乡，眷恋祖国，回忆往事，同时还表达了追根溯源的爱国主义情怀，留下许
多经典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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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钟理和(1915-1960)，祖籍广东梅县，客家人，出生于台湾省屏东县世代务农的小康之家。
他是一位坚决主张“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的爱国主义者，他仇视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传统
习俗，关心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以孜孜不倦的精神默默地在台湾乡土文学的园地上耕耘，把自
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
　　钟理和一生历尽坎坷，备尝人间疾苦。
始终顽强写作。
正是因为他爱上了同姓姑娘钟台妹并坚决和她结婚，才受到了外界的重重打击，颠沛流离。
他于1938年离家出走，只身到了东北的沈阳，1940年回到台南，不顾一切地和父母诀别并带走了钟台
妹，他和钟台妹结为伴侣并在沈阳建立新家庭。
当时他们的生活陷入窘境，生下第一个孩子时，穷得连奶粉也买不起。
1946年抗战胜利。
他举家回到台湾，但他病魔缠身，为支付医药费将财产变卖一空，又失去了9岁的次子钟立民。
　　钟理和永远值得后人敬仰的精神就是反抗，在生活中处处受到命运的捉弄，在写作时条件极其艰
苦，但他从不妥协和放弃，不停地斗争和反抗，为了文学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他谈到个人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时说：“做中国的作家，已经是个不幸，何况在当时异族的统治之下，
台湾那种环境要想以中文立身，那是怎样的轻妄?”在台湾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钟理和仍以一颗爱国之
心写出了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和对祖国无限的向往。
《原乡人》就是一篇表现大陆和台湾同胞血肉关系，抒发对祖国深情厚意的自传体小说。
　　《原乡人》采取了儿童的视角，以儿童的眼光表现了被殖民的台湾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内心情感，
他叙述了“我”如何从少年时代加深了对祖国的认识和热爱，从而坚定了“原乡人的血，一定要流返
原乡，才会停止沸腾”的信念。
小说一开始就写了两个老师的对比。
第一个老师是福佬人。
随和友善；第二个老师是日本人，经常着制服，腰佩长刀，昂首阔步，威风凛凛。
日本人的盛气凌人跃然纸上，写出了殖民者的狂妄和心虚。
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的暴行给台湾人民的生活与心灵带来的苦难与折磨是难以尽说的，作者表现了
对日本警察的厌恶：“一对老鼠眼的日本警察自后面进来了。
他像一头猛兽在屋里咆哮了一阵，然后不容分说把老板的名字记下来。
”在日寇铁蹄下，台湾人民饱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在精神上更加靠近祖国，认同大陆，看到原
乡人老师就觉得很亲切，奶奶也对“我”说我们都是原乡人，都是从原乡搬到这里的。
在作者的眼里，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的勤劳、勇敢、善良是一致的，表现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认同感
——“村人们喜爱听父亲叙述大陆的事情。
原乡怎样怎样，是他们百听不厌的话题”，这其中蕴含了多少乡愁!作品中的二哥对大陆有着深厚的感
情，“七七事变”后，四个月间，北平、天津、太原相继沦陷，屏东的日本人欢喜若狂，夜间灯火满
天飞，二哥眼睛充血好像没有好好睡觉一样，最后决定去大陆参加抗日斗争，二哥去后，他的“欢迎
你来”的声音一直在“我”耳畔萦绕不绝，最终“我”也到大陆抗日去了。
兄弟两个虽然没有把爱国挂在嘴边，但他们的思想、言行实际上都是爱国主义的。
　　钟理和从小就向往原乡，向往祖国，他热切地从奶奶讲的故事里，从书本上，从原乡来的老师的
教诲里了解、想象、复现了原乡的面貌和祖国的形象，这正道出了台湾同胞的心声和乡愁：海峡两岸
人民同宗同祖，我们的根都在“原乡”。
这位“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用尽一生的血泪从事着文学创作，为台湾的乡土文学留下了撼人心弦
的一章，他以他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得到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尊敬和爱戴，台湾文艺界还把他的小说
《原乡人》改编成传记电影。
回归原乡是寻根的历程，虽然斯人已去，但钟理和对故乡炽热的爱却没有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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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那湾清浅的海峡，流淌着多少离人的思乡泪⋯⋯ 那片海岛的上空，盘旋着多少游子的归乡梦⋯⋯
当远隔天涯，当亲人难见，有一个名字深深地刺痛了所有游子的心，那个名字就是——“故乡”。
曾几何时，尝一尝故乡水的清甜，闻一闻故土的芬芳，那是怎样一种奢望！
于是，海岛上的那些游子，拿起了一支支沉重的笔，循着曲曲折折的笔迹，追逐着一场场旧时的梦，
寻找着一条条回乡的路⋯⋯ 今天，当我们用这样一本小书，沿着林海音的“城南”、聂华苓的“金铃
子”、白先勇的“台北人”足迹，沿着梁实秋的“雅舍”、琦君的乡情旧梦，沿着于右任的“望大陆
”、余光中的“乡愁”深情⋯⋯一路缓缓走来，细细品味，于是，我们也深深懂得：什么是“故乡”
，什么是“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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