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13位ISBN编号：9787532123636

10位ISBN编号：7532123634

出版时间：2002-4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李南央 等

页数：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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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hu000.com

Page 1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内容概要

这本书收录了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以及针对此文引发的评论文章十数篇。众评论者从正
反两方面就 “李南央骂娘”一事从时代、人性、道德、政治多角度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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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精彩短评

1、李南央的母亲根本是个极左分子，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到痴迷的地步，亲情泯灭，人格丧尽。对她
种种不塂的描绘竟出自其女之手，更让人可以想见其不近人情的程度。
2、革命与政治，婚姻与家庭，母性是不是天性或者说共性，很引人思考的书
3、正文很短，没有看后面的答读者问。觉得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家庭与个人的悲剧。还看了一些高层
的秘史。。。
4、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
5、一味的歌功颂德只会暴露不堪入目的真实，但南央口中的母亲也是特殊时期，特殊性格的集大成
者（毕竟离婚了的人们，恶言相向也不在少数）。
6、可以想见
7、不可思议
8、力荐吧。从一个家庭看时代对家庭、婚恋的巨大冲击。范的共产主义之梦核心却是恐惧，真是悲
剧。
9、其实我觉得李南英对自己女儿的教育也有问题。。。
10、虽然说是个伦理悲剧，但总觉得这女儿也未必比她妈好了多少，一面说辞将人打倒成鬼是最容易
的
11、讀過一部分，從一些人的變化，對待家人的態度，就可以從微觀層面看清楚“運動”對於人的精
神的控制，當自由的空氣來臨的時候，有些人甚至開始畏懼和排斥這樣的空氣。在充斥著各式各樣的
口號下，掩蓋的是最無情的對他人的侮辱，打擊，構陷，對待最親密的人尚且如此，況乎他哉？
12、集权下的异化
13、的确作者在抨击的同时，个人的偏执等性格缺陷也暴露无遗。属于泄愤之作，其愤怒想必不止来
自于其母。
14、内心感到太震撼了！
15、读完也不觉奇怪，夫人的大姨也是一个性情乖张的旧时代女人。生儿女的，切切养一个好性情的
，不可外向直接挟私于表，否则即是害了孩子一辈子。
16、不可思议的
17、想推荐给爸妈看看。
18、只看了第一篇 注意点全跑到作者父亲是反对三峡的李锐
19、被主义吞噬的人们
20、这种扭曲的心理真是让人毛骨悚然；看的人都压抑了，若身处其中，真是太可怕了。个人的性格
与社会的影响很难说何者是人生悲剧的决定因素，但是活得一点人情味儿也没有，真的是自己的问题
多点吧
21、写的真好，活脱脱一个毛狂热分子丧失心智的老太太就这么跃然纸上，再过一段时间，到时候的
年轻人可能就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了吧。
22、这样的母亲真是可怕。要是武侠小说，就该是那种绝人欲的大boss了。洗脑可怕，但更深的悲剧
应该是本身的自私罢。 
23、“因为我有一个坏外婆，所以有了一个好妈妈。”
24、章怡和：“如今舆论界提倡‘宽恕’。谁‘宽恕’谁？‘宽恕’当然好，但我不主张‘宽恕’。
因为我们这里既无悔罪，也无清算。悔罪清算之后，方能宽恕。”
25、并不总是母女情深。
26、诚然，不是世上所有的母亲都爱孩子。
27、多样性
28、奇书，意识形态能让人不再是人，可见一斑
29、第三只眼的真实也只是相对的。女儿始终留着母亲给予的血液，骨子里一样的自私。
30、就是写作逻辑乱了点
31、只记得一部分，观点很新，但是有毒。
32、实在有趣。。。
33、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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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34、发声的当时人多是李锐好友有些遗憾。
35、高级八卦
36、政治社会大环境以及个人本质造成的悲剧性自我吞噬。
37、垃圾 
38、真实，真实地太过，让我也觉得假，出于什么动机写这样的文章?
39、革命中的人性是个有意思的题目。推荐李的正文和 @崔卫平 老师的评论。崔老师的文章很有启发
。
40、大时代背景加上本人的心理问题
41、又是以前读的。。。一般人写父母的都是没法看，因为为尊者讳。这个很难得。
42、怎么说呢···

43、我觉得文革那段时间的社会心理学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极权案例。
44、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45、任何時代，任何制度下都有這樣的人的，內心的權利慾望和自私是主因，當然當時的形勢是助力
。
46、人生要义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全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战胜一切，一切人类的情感。推荐再去看看
母亲杨沫。
47、我也有这样一个母亲
48、如果选择结交的对象，和范元甄倒有可能心灵相通，李南央却只做得了熟人。
49、昨天夜里一口气读完，没想过自己会看这类型的书，却出乎意料的被震惊了。
50、其实就看了《我有这样一个母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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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一家子的悲剧，从形成就注定了。作者很自豪的说，妈妈是延安四大美女之一，爸爸是延安四
大美男之一，其他的美女都嫁给丑男了，只有他们家，是美女配美男。殊不知，这才是典型的爱情悲
剧。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只有相互宽容相互依伴才能过得去，像他们家这样斤斤计较的肯定完蛋。
美女嫁给美男，两人都是众星捧月无数人追求的，都会觉得我选择了你，是你的荣幸，我应该一直高
高在上才对，做不到这点的人都该死。（参见这些年流行的玛丽苏）再加上互相影响了工作，没有恨
才怪。但是比较而言，做为一个母亲，范女士的悲剧更大。本来辛辛苦苦独自（好吧还有保姆）带大
了三个小孩，做父亲的不说感激，还要连自己的孩子都来捅一刀！再加上书中提到的范女士的前情人
是作者父亲后来的政敌，这故事就更多姿多彩了。
2、　　出身于高干家庭，对上层的很多传闻野史有所耳闻，但从小就对这些毫无兴趣——不知道为
何，我对历史的兴趣永远只在鸦片战争之前。同样是因为这样的出身，我对诸如《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石光荣这样的人物多少有所耳闻了解，而我的母亲，我相信她就患有轻微的“公主病”和“高干病
”！基于以上，我看到这本书时颇受震撼！　　范元甄，在我看来不是“极左”，她完全就是一个变
态，而这种“变态”如果归罪于个人那是完全不合理的，更多的还是那个社会和那个制度的悲剧。在
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任何个人的喜怒哀乐都是渺小不堪一击的，但是，正是这一个个个人，还原
了一个血泪斑斑的历史。　　相对于范元甄的变态人生，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后附的各种访谈录和小论
文。那些文章，从伦理＼社会思想＼社会制度＼政治体制＼中美思想差异等各个角度对范元甄进行了
多层次的分析，鞭辟入里。需知，个人的悲剧，即是社会的悲剧。　　很是瞧不起那些动辄就批判作
者“不孝”、“炒作”、“无情”的人，怎知“多情”往往是“滥情”，“过孝”往往是姑息？反思
文革的文章很多，只是文章中涉及的人物身份而对李南央诸多诟病，这是公正的。　　反思文革，绝
不仅仅是两篇小说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要做的，必须回归到人性的身上，反思文革对人性的践踏和
扭曲。还有什么比范元甄更典型的例子呢？　　用巴金的话来讲，这是一种解剖——李南央提出了一
个病例，然后大家一起来解剖她，让这样的病例从此绝迹，这难道不好么？　　章怡和说的太好了：
“如今舆论界提倡‘宽恕’。谁‘宽恕’谁？‘宽恕’当然好，但我不主张‘宽恕’。因为我们这里
既无悔罪，也无清算。悔罪清算之后，方能宽恕。”
3、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作者：李南央 （作者父亲李锐，曾担任中共
领导人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 。。。。。。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1993年，父亲来美国参
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女士正在拍摄&quot;中国革命&quot;(chinainrevolution)的第二集。
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
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图书馆找来&quot;中国革命&quot;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
，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女学生颇象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
到老头子先叫停了：&quot;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象是范元甄。&quot; 　　我这才说：&quot;我
也觉得有点象。&quot;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quot;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在武汉欢迎世界学
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 　　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说'这种人应该是共
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quot;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
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
：&quot;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quot;)；后者的镜头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
。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俩人合了分，分了合，而
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
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quot;新华
日报&quot;记者。 　　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
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作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
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在延安时，
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元甄，大家公认，才
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 　　我爸多次对我说：&quot;你妈比我有才华。&quot;好
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
，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
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quot;小范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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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走。&quot;妈妈很是惊讶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
住一双大脚，一抬头，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1939年，母
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
。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quot;结婚太早了！&quot; 　　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
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象毁了她的一生。婚后不久，俩人同去了延安，当
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 　　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
就没再说什么。能进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quot;抗大&quot;
，&quot;女大&quot;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
。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 。。。。。。　　　　这到是为什么她会喜欢江青的可理解之处。 
　　其实说我妈没爱过人，是冤枉她的。在妈妈那次骂我跟别人乱搞时，我就隐隐地有个想法，莫非
妈妈自己有过什么事？否则怎么能对自己的女儿想出那种事来？不过我从来没有真的认为妈妈会有什
么作风问题。因为离婚后，妈妈从来再没有想过结婚，家里也没有来过什么独身的男人。 　　事情真
是巧得象小说，妈妈和邓力群的旧事我第一次听说竟然出自一个大街上买菜的老太太嘴里。我在陕西
时有一个好朋友，一年回京探亲，在大街上排队买菜，那时旦分有什么好菜，就要排长队。排队等的
无聊，人们就认识不认识地在一起扯闲天儿。我这个朋友很健谈，跟人也是自来熟。她看到前边的老
太太很象老干部，就问：&quot;您是老干部吧？&quot;听到人家说是，我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
，问：&quot;那您认识不认识一个叫范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干部，是我朋友的妈妈。&quot;没想到
那人说：&quot;范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邓力群的风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
。&quot;看来不管受了革命队伍多少年的教育，爱在背后议论人，是中国人的通病。 　　革命老干部
也未见得清高多少。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与我这朋友道来，直到俩人排到了菜摊儿那儿为止。回到沟
儿里，我这朋友大呼二叫地对我说：&quot;嘿！你妈当年可够风流的！你知道她和邓力群有一腿子吗
？&quot;我觉得很羞愧，也很不齿于这么个革命老太太怎么在大街上与一个根本不相识的年青人扯这
种事，一定是神经不正常，太不可信！没有细问。我的朋友大概也觉出我的尴尬，就没再多说。这件
事是多年后回到北京，我那位拿着一篮烂橘子去看我妈的朋友的母亲--郭静阿姨向我证实的。 　
　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
政治研究室组织上派去抢救她的。结果没想到帮助，帮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后来，妈妈最好的朋友，
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谈到我妈妈自己向她讲过这事。那天，我妈在邓力群的办公窑洞里，俩人正睡在一
起，邓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我妈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quot;对不起&quot;就走了。还有一次
，胡乔木白天去找邓力群办事，邓从窑洞里出来，对胡说：&quot;小范在这里。&quot;胡心领神会，
什么也没说就走了。1944年6月，爸爸从保安处放出来后，胡还劝过我爸，&quot;算了吧，你就叫他们
俩好吧。&quot;当时组织上怕他刚刚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变故，经受不了，一再嘱咐我
妈此事不能告诉我爸爸。但是我爸从保安处放出的当晚我妈就对他说了。告诉我爸，她和邓力群是真
诚的爱情，她从心里敬佩邓，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窑洞，两人很快离了婚。我爸此
后大病一场，差点叫伤寒要了命。事情闹开了，影响越来越坏。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妈下放到
桥儿沟乡去当乡文书。邓力群居然追到那里，冒充丈夫，又与我妈同居了一个星期。我知道我妈和我
爸离过婚，是我妈妈在文革中自己对我讲的。当然没有告诉我真正的原因，而变成了因为组织上怀疑
我爸爸是特务，她也觉得他思想太右，俩人极合不来，才分手的。后经她的朋友反复作工作，方才复
婚。 　　这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我妈的这个弥天大谎，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戏可以比的
。复婚后，妈妈就调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报》工作。 　　平心而论，我觉得我妈和邓力群确实班配
。我妈妈一生从来没有服过什么人。但是对邓力群确实是信服的。文革后，她给邓力群写信，想工作
。邓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quot;历史研究&quot;杂志。 　　。。。。。。　　杨尚昆的结论
里对邓力群有这样的评语：&quot;第一，思想上最尖锐的是狂妄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到狂妄的
程度。结果已是公然与党对抗。这个狂妄的个人主义有它的几个组成的因素：一个是自恃有八年的党
龄。其实八年中在党内没有得到什么锻炼，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保持至今没有动。没有经过群众的锻炼
，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是脱离群众的。再加中了相当深的教条主义的毒，这就是给那个狂妄的个人主
义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盖住了劣根性。并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够说出一套，听起来很好听，但是言
行不符。再加上在党内受器重，有了地位，领导别人，就发展了'不平凡'特殊化的思想。整风过程中
领导人家整风，自己的反省很不够。反而以为能够帮助人家整风，更增加了自己的包袱，以为自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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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因为思想里有这一套，就自己特殊化起来，可以不管一切舆论，背着错误走。象这样下去，一定
会向党闹独立性*吇菇惨唤材芰Φ奈侍狻*他究竟有没有能力？什么性质的能力？能力是有，是搬弄教
条，概念的能力，是与群众运动脱离的。表现于整理材料，在概念中兜圈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
没见过。不踏实，脱离群众，浮在上面，谈空话的时候多，经常有些教条在内。&quot;这些话，时隔
半个世纪，听起来还是令人拍案叫绝。 　　。。。。。。建议大家还是找全书来看看，同时看看其他
人的说法，不可全听一家之言。真是那句话，看的越多，越疑惑，也许历史就是这样的，人人各有不
同？
4、书是好书。我非常同情李南央女士的遭遇，也钦佩她的大度与宽容。唯有一点不敢苟同，就是不
该把她母亲的悲剧性格归结到极左教育上去。 　　 　　我是70末生人,也许老一辈的人认为，以我的
年纪，我没有资格去评论过去的时代。但透过父辈的眼睛和心灵，我们这一代人从心灵和精神上都在
真实的感受着过去的时代。 　　 　　余杰把范元甄和杨沫的悲剧归结于耄时代政ZHI教化的产物，两
位母亲的儿女也认可这种说法。但我认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其实从两本传记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
两位母亲的身世背景和人生轨迹，其性格为人绝对不能完全用极左时代的教化来解释。虽然两人都出
身大户人家，但杨沫成长在封建家长的暴虐之下，处处被欺负虐待，活得比贫寒人家的孩子还不如，
竟然需要靠修习武术来保护自己，整日看武侠小说，幻想以暴制暴，成年以后，提起自己的父母，没
一句好话；范元甄则正好相反，少女时代家里司机、厨子、佣人样样不缺，但被娇宠得无法无天，是
天不怕地不怕的魔王，以至于成年后回家探亲，家人通报她母亲“大小姐回来了”，老太太竟然吓得
浑身发抖。 　　 　　两人在与共CHAN主YI亲密接触之前，性格为人已经初步定型。两人都早婚。杨
沫把她父母的风格传承了下去，以家长的身份把暴力施加到儿女身上，且从不以为耻；范大美女则把
自私自我发展到极致，把人生的失败全都归咎于时代和御赐的丈夫，进而发泄到女儿身上。无可否认
左倾的教化加深了她们的性格扭曲，但那不过是催化剂而已。 　　 　　===以下两段是题外话，不是
针对李女士的书的=============== 　　文GE的确是一场惨烈的民族浩劫，耄爷爷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如今的文GE回忆录汗牛充栋，但看多了发现不过是千篇一律，多数的人——无论是学者高官还
是村夫野老——都沉溺于个人恩怨、抱怨不休，能够跳出小我的圈子和个人命运，从大时代背景下去
分析本质的少之又少。看似深刻反省，其实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而且找到了万用狗皮膏，把所有错误
都一股脑地推给某一个人，某一个集团，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人事，都扯出文GE来解释或遮羞，而不
去反思整个民族的文化痼疾，更不会反思自己。仿佛那场浩劫中，被整的都是无辜的有良知有骨气的
，整别人的都是被误导的被愚弄的。 　　 　　俺一向有一个观点，人性的丑恶与扭曲绝非文革的创
造发明，耄爷爷不过是继承了上下5000年历朝历代老祖宗们创造的传统，将之发扬光大、登峰造极而
已。文化的痼疾，在文GE之前早就存在了，毒性渗透在中华民族的灵魂血液中。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上下5000年文明，不过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其实通篇是吃人本质。——很多人认为我们已经从文GE中
吸取了极大的教训，浩劫不会再来。但很多东西并没有随着浩劫的结束而完全逝去，人们依然愚昧、
盲从、不容异己。正如一位知名网友所说的那样，很多人演变成了今天的绿WEI兵，右派的子女们成
了今天互联网中的右派（包括相当一部分原左派的子女），立场虽然变了，狂热、愚昧、盲从、暴力
的本质却没有变。 　　 　　不想多说什么。有感而发而已，就此匆匆收尾了。请各位原谅我的虎头
蛇尾和意犹未尽。 
5、文章重在真实，这本书大胆的历数了母亲的失败之处，没有特定的经历断不能成书，可知作者心
灵的创伤，也可以看出中国曾有的荒谬到了何种地步。就像李南央说的，李锐平反了，一切都变了，
那些所谓革命(特指xxx革命)的理想都是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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