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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

内容概要

梅厄夫人自传《我的一生》，是关于她本人的生平，也是关于以色列为生存而斗争的历史。她以朴实
内敛的笔触记录自己的成长，以及民族的苦难和聚合历程，描述了一个国家在战火中的诞生和振兴，
成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的一生》上世纪七十年代问世后即成为畅销书，并在美国拍成电
视片，由英格丽·褒曼主演，风行一时。
本书曾由新华出版社于一九八六年内部发行（书名《梅厄夫人自传》，依据纽约德尔出版公司一九七
七年版），本次由读库团队依据伦敦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Weidenfeld & Nicolson, London
）一九七五年版重新编译出版。
本书由读库出品，购买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301461051

Page 2



《我的一生》

作者简介

梅厄夫人（果尔达·梅厄，1898-1978），以色列缔造者之一，以色列首位女性总理（1969-1974）。在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之前，梅厄夫人以不妥协的强硬风格被誉为世界政坛的“铁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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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

书籍目录

一  我的童年
二  政治青春期
三  我选择巴勒斯坦
四  新生活的开始
五  开拓者和问题
六  “我们要与希特勒作战”
七  与英国人的斗争
八  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
九  出使莫斯科
十  生存的权利
十一  亚非人民的友谊
十二  我们孤立无援
十三  出任总理
十四  赎罪日战争
十五  道路的尽头
附录一  主要人物表
附录二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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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

精彩短评

1、像了解以色列么？那就一定要读这本书！
2、世界上没有救世主。
3、用心设计的版式，精品。译笔有些苍白，减一星。
4、四星半。开启了对中东问题的兴趣之窗，入门了一点点，可以去看阿拉伯的劳伦斯了。政治家果
然是要精力充沛又要充满信念与激情啊~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是能让人感受到作者坚定信念的那股
子热忱。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自传来说，是非常好读的~
5、后来，我时常在想，我们是怎么度过那些年月而没有垮掉？也许体格和情感的耐力基本上是一个
习惯问题，不管我们缺少什么，我们不会缺少在危机时期考验我们的机会。⋯⋯⋯⋯我学到了一个重
要的教训：一个人每天都要强迫自己超越一点昨天的耐力极限。
6、在我小时有一个女性是我一直好奇和好感的，那就是居里夫人，她直到现在都影响着我，不是因
为她科学和事业上的能量影响我，是她的教育方式影响我。在我眼里居里夫人的成就不是那世人眼里
的事业，而是她培养出的两个女儿，她智慧的卓越的教育理念。而梅厄夫人又截然不同，现在的韩国
总统有点她的气息和秉性，但是现德国总统默克尔的性格有着纯粹的梅厄夫人的做事方式。这个不重
要。我确定的是犹太人的精神还是那样让我敬佩和着迷。
7、虽然经常讽刺民族主义与单边主义，但读此书也很难不动容。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
义建设，如同耶城圣殿废墟中，刺破天际的枯树般坚韧，令所有谴责的嘴巴难以张开。没有一个民族
比犹太人更有资格拥抱民族主义。相形之下，梁公卓如杂糅的中华民族之民族主义，比之犹太复国主
义，如苔藓比大树，泥水比清泉，各个方面都低好几个格调啊。
8、筚路蓝缕，筚路蓝缕啊。不过有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亲历者讲起来显得太平淡无奇，资料性大
于可读性。梅厄夫人也真是护犊子到死的主儿，不过她护的是一国一族的存亡安危，也无可厚非。建
议与其他书结合阅读。读库这个小精装很适合走在路上一只手拿着读。
9、第一个凭借自身价值登上最高权力的女性，勇敢坚韧，冷静果断，有着坚定不移信念。
乔治·蓬皮曾说：“这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
10、作者的语言非常朴实无华，正像一个老人在喃喃道来，书中给我2个比较深的感悟：
1、对自己对别人要坦诚+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
2、不要冲动，要镇静、冷静。
11、 四星给内容，剩下的是装帧，读库出品良心保证。回到内容，书里详细的介绍了以色列建国的前
前后后以及作者的心路历程，不由对这个民族肃然起敬，读完之后只希望不同的民族之间能够多些理
解和宽容
12、通过梅厄夫人的自传，侧面揭露了以色列国的建国历史，不是正统的历史书，只是一个女人走向
权利顶端所经历的事情。虽然我认为以色列国最初获得土地的行为并不像她书中写的那样理直气壮，
但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还是几次湿了眼眶，可能女人的口吻确实更催泪一点，尽管她在撒切尔夫人更早
之前获得铁娘子称号。一个民族想要走向自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语气多么沉重，这句话说起
来还是太过轻松，作为代价的那些血肉之躯，甚至无法看到自由的哪怕一点先兆，想到这些，没办法
不让人动容。不过整本书还是充斥着梅厄夫人自己的政治考量和想法，有些地方也许从以色列国的角
度来说是正义的，但是对于别国的政治决定还是过于苛刻了，我觉得每个国家总是要先考虑本国的安
全才能顾及别国，说起来很寒心，这样的事情真是无解，还是衷心的希望能够世界和平的⋯⋯
13、我很是不喜欢梅厄夫人，她写的我感觉就是在为自己辩白
14、波澜壮阔的一生，一个人对“意义”的坚持，一个民族对自由的渴望。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15、以色列的铁娘子，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最终只能靠自己，这的确是个坚毅的国家。书中
最后一句话说道，“请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要有丝毫的怀疑：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永远不
会满足于比自由更少的东西。”
16、我们不能依靠任何人
17、看来这次是中国人民彻底伤害了人家的感情
18、了解了陌生的民族，以色列的建国
19、书本身还是蛮励志的，像外婆给外孙女讲故事一样地讲政治。但是又不能以偏概全，但是又对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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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

以冲突不感兴趣。
20、又是一部人物自传。
21、翻译得不错。大概我还是同情以色列的，所以读到以色列的建国对犹太人的意义章节，颇为触动
。需要读点阿拉伯视角来平衡一下。读之前对以色列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一无所知，再次感慨自己
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多么有限。
22、以色列总理用自己一生见证了以色列的历史。
文章结尾处，“我的孩子以及我孩子的孩子，绝不会再满足于比自由更少的东西。”整本书果儿达作
为见证人，记述了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流亡中被作为少数民族被歧视、被残害的悲惨命运。以及近代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犹太人民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的建立，并执意大批量接纳二战之后的犹太难民
。以色列建国后，很多犹太人在经历了希特勒和其他国家的种种摧残后，带着残破的身体和同样残破
的内心，经过重重困难，利用各种方式迁移往以色列，希望定居在这个地球上唯一属于自己民族的国
家。为的不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在自由平等，没有歧视的环境中出生，开始自己自由选择
的生活。
23、一个国家的建立，一个民族的生存，再看到当下以色列的发展，感慨万分
24、这本书，先抛开里面牵扯到的政治观点以及中东战事孰是孰非的问题，文笔很寡淡，就是一个忙
碌一生为国家人民操碎心的老人在回顾往生，从某些地方很能看出她的偏执和决绝。但既然是自传就
很难没有偏颇，中东这团乱麻也不是看本以色列总理的自传就能理清的，所以看书的时候就当成一位
老奶奶在给你讲故事，听的开心就好，她很值得尊敬，但不代表她说的话你要全信。
25、一段关于以色列建国的历史。从犹太复国主义的萌芽，到犹太人们在受冷落孤立的条件下独自建
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无一不令人动容。最后一章梅厄夫人说:"我还十分感激，我生活的这个国家，广
大人民群众已经学会了如何继续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仇恨的海洋里，而不去憎恨那些要消灭他们的人，
也不放弃他们对和平的憧憬。" 除了敬佩，没有更好的词去形容我对于这个民族的感情。
26、最近开始对传记感兴趣。不是希望知道怎么成为“成功人士”，而是想看看是什么塑造了形形色
色的众生。梅厄夫人毕竟不是文学家，文笔略显平淡。读罢掩卷，彷佛能看到一个坚韧而坦率的人向
你诉说自己的理想：一个和平、强大的以色列。有助于梳理以色列建国史，也对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
主义有了新的看法。但是要想全面了解那段历史，了解种种起因，本书还是有些主观。
27、站在旁观角度，她是女性楷模。但要是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人，我大概会觉得她很烦23333
28、当初找到这本书，因为《为你，耶路撒冷》提到她带着十美金去美国筹资的故事。 果然不俗。
29、光荣与梦想，苦难与辉煌
30、确实想找一本阿拉伯方面的自传平衡一下
31、其实相当于一本以色列建国史了。我认为凡是做到这个位置的女人若强以母亲这个属性去代表是
不妥帖的。里面的民族自尊自强的理念还是需要每个人学习。但是也得承认，美国苏联在中东代替了
英法后来成为主导。只是风水轮流转，恐怖冲突开始外扩了
32、以色列女总理
33、还好文字没有湿哒哒 黏糊糊的；不得不承认女性作者在情绪刻画上很有功力，即便是这样的铁娘
子。
34、建个国真不容易
35、以色列
36、为自己的信仰和人民而战斗了一生的女人。
37、读过以后，对犹太人多了些了解，跟从小常听新闻联播里的口径不同。苏联，确是个邪恶的存在
。
38、应许之地。
39、伟大的以色列!
40、Go
41、没读过以色列历史的话，这本书也还是有些难懂
42、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以色列建国和五次战争的概况。书的装祯传统又精美。
43、第一次读传记，文字的感觉很舒服。一生的政治，完全的主观。
44、最早是从电影《慕尼黑》里认识了这位以色列的铁娘子的。
45、这是我看过的第一本有关犹太人，以色列，中东的书，看完觉得这本书真应该叫做《我为我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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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

家》，毕竟她的一生都在工作，尤其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实在是了不起。本人没有宗教信仰，性格比
较温和，也比较认可儒家文化提倡的“以和为贵”，以及“退一步海阔天空”，实在是不理解为什么
这么多国家不容忍一群流散上千年，濒临种族灭绝的可怜人返乡？以色列自己也一次次地证明自己“
不可欺”。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当初果尔达是一个明显的社会主义者，基布兹也让我想起中国的人
民公社，前者甚至要求新生儿在一起被抚养，父母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去看望自己的小孩，但是本书的
后半部分几乎都是在讲以色列建国后经历的战争，果尔达也便没有再着迷于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
，变得更加务实，保护国家的人民免受外敌入侵，同时为他们谋福祉。
46、一位老人的一生，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建立和振兴。她是梅厄夫人，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评为以色列
内阁“唯一的男子汉”的女人眼中的以色列和国际社会。

整本书的写作语气十分平和，即使是描述以色列建国史上频繁出现的危机，也依旧平和坚定、娓娓道
来，但又处处能感受到梅厄夫人像慈母一般对犹太人的爱，也许是犹太人上千年被驱逐和迫害的历史
造就了这种性格，感觉像平静海面下隐藏着波涛汹涌。

翻译得非常好，丝毫没有翻译本的笨拙感，读来十分顺畅。
47、犹太人不容易
48、了解一段历史的最佳方法就是去看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49、天堂不是靠谁的恩赐，是靠自己的双手和无尽的努力。
50、恐怖分子不是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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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

精彩书评

1、梅厄夫人从以色列的角度阐述了以色列建国以来面对的各种事情，读到一半，我感觉到以色列是
正义的，犹太民族是伟大的，巴以冲突很多情况下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挑起的。于是上网搜索了巴以冲
突的根源和犹太的历史。至少，没有多少言语是支持以色列，为以说好话的。这是为什么呢？梅厄夫
人是不是过于粉饰太平呢？无法辨别谁对谁错。。。不过，这本书最大的好处是至少从一个侧面梳理
了以色列和犹太的历史，感觉清晰多了。
2、看到最后发现原来在我们历史课本中的一句话是充满了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和平，真的再次验证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小国家在历史上建立起来本来就是非常不易的甚至现在中东社会还
是充满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更是大国之间也无法解决的问题，经济军事等等博弈出来的结局就是处
于在某种平衡下面不要让一面独大即使大国瓜分利益那也是你无法改变的事实，强者欺负弱者的宿命
在那个年代更为重要。一代又一代人的犹太人不断努力想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中间流淌了多少人
的一生来创造一片净土一般的国家，让每个犹太人都可以成为之家的地方，一战二战中间的犹太人可
以说真的让世界任何国家都非常同情，在某种环境下其实那个时代下的都处于在战争的创伤中，想到
了太多太多的名字无法记忆。跟我们国家对朝鲜的认识可以说是一样一样的，那场战争多少人永远的
留在了那里，更是多少人妻离子散没有了家庭没有国家，甚至连名字都不曾记得只是为了国家的目标
和世界大同般的理想主义，不能说对与错的历史有多少人可以承担责任。本身如果期望一个伟人时代
来执政让我们的国家可以更加厉害经济自由等等这种事情本来都非常离谱的想法，可没有办法或者换
个说法是谁也不知道最后竟然是他们在管理着我们，竟然惨死了那么多优秀的人。应该想犹太人那种
种族真的让你佩服他们的精神，勤勤恳恳的做着属于自己的工作，对国家的期望希望这个国家会越来
越好起来，发挥着自己的价值没有精神的压迫，身体上在残害更没有生活在恐惧之中，可就是这点估
计我们现在都无法做到，这里从来都不会提到这类问题，经济还是经济通过消费水平分出阶层不会让
你觉得生活在这里就是非常容易。再次说到现在人大多数是没有太多的理想的社会，只要挣钱在这个
时代就是非常厉害，更不会企图改变这原本就非常平衡和谐美好的生活。国家和人一样错失了那些可
以改变的环境时，后来也许想要改变的时候其实非常不易，而且有时还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走三
步退两步的模式不断试错出适合这里的东西。其实特别让人想不透的是为何连基本的权利和义务都无
法诉说的清楚，教育带来的改变在我们这里好似根本不存在，只是在固化原有的阶级行为。有一段说
着都那么大的年纪了还奋战在战斗一线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肯定，只想舒舒服服的看着儿孙成群在我的
膝下时，感受到了伟人的最真实的想法。
3、读这本书之前刚读完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文笔优美动人，读完就有重读一遍的冲动。以至
于刚开始读这本书时，梅厄夫人平淡的叙述青少年时期让我有点读不下去。但从她开始讲到自己的事
业时，内容就精彩起来。这样的女人天生就该属于世界，属于事业。不是不爱家庭，不爱丈夫子女，
而是家庭这个小平台不足以展示她的才能和魅力。喜欢她工作作风的务实，不讲理论和套话。也喜欢
她对战争的动容描述，如果这个世界优秀的女性政治家多一些，我想战争会少一些吧。另外巧合的是
，这本书和《昨日的世界》对二十世纪一二战间犹太人的处境做了有效的相互补充。一个民族要艰难
的在世界上存活下去，有自由，无压迫，和归属感，其斗争史一定是一部荡气回肠的史诗。
4、向大家推荐《我的一生》这本书在地铁到达“安贞门”时，我合上了梅厄夫人所著的《我的一生
》这本书。这本书让我从一位女性政治家的视角初步对犹太人，犹太复囯主义和以色列有了一定的了
解，并对长期出现在新闻中的那些耳熟却又陌生的名字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从沙姆沙伊赫，到戈兰高
地，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再从西奈半岛到巴勒斯坦和约旦河西岸等等，都有了全新的认知角度。
梅厄夫人及其所代表的犹太民族，不屈的奋斗历程，坚韧的性格和强大而理智的内心让我非常敬佩，
肃然起敬。一位出生在沙俄末期，成长在美国底层，又在青年早期毅然追随早期犹太开拓者并定居巴
勒斯坦的土地上的女性，并为建立以色列囯和守卫家园，战斗一生的女性，这在有着强烈宗教氛围和
男权思维的社会中，是令人感叹的。在梅厄夫人的这本书中，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那些指点江山
的演讲，慷慨赴死的悲壮，囯破山河在的坚守，囯际囯内公关轶事，固然令人心潮澎湃，激荡人心，
但我更觉得梅厄夫人给远离战乱，隔岸观火的读者的启示和警告还有心灵上的指引才是至珍的馈赠，
当然，读者是否品味得出来，是否领情，则另当别论，各取所需吧。就像梅厄夫人在书中所讲的：以
色列周边的阿拉伯囯家，是不会与一个软弱的犹太民族和平相处的，以色列只能让自身变得更强大，
邻囯才会愿意与其和睦。梅厄夫人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当人们处在困局甚至是厄运之中时，勇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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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并迅速做出判断，让沮丧情绪转化为积极的动力，节省出无意义的唉声叹气的时间，做出明智的
“止损”方案，才是真正有效的方式。苦难不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苦难只是人生中必然绕不开的，
那些只是你全部生命中的一部分。苦难不是件好事情，但不是强大到可以把你击倒的事情。梅厄夫人
说：“后来，我时常在想，我们是怎么度过那些年月而没有垮掉？也许体格和情感的耐力基本上是一
个习惯问题，不管我们缺少什么，我们不会缺少在危机时期考验我们的机会。⋯⋯⋯⋯我学到了一个
重要的教训：一个人每天都要强迫自己超越一点昨天的耐力极限。”（本书 P162）梅厄夫人的口才也
是我非常欣赏和羡慕的，她能时常打动人心，打动那些曾经对犹太人敌视和不解的人，打动那些在立
场上疑虑重重，犹豫徘徊的人，不矫饰，不夸张，铿锵有力，富有哲思又不失激情，让人听后充满踏
实的希望，而非虚妄的假想。毕竟，梅厄夫人的听众都是愿意给以初创时期的色列国小国慷慨贷款，
动辄数亿美元的政府银行和私人财团，他们可是出了名的精明阶层。当然，梅厄夫人的《我的一生》
，还有更多，道不尽，只能意会的认知思路，需要读者自己去“私评”。推荐这本书，给人以启发和
力量的书。如何在危机之中去奋斗，如何积极的行动，这本书会有参考意义。本书的翻译也是非常好
的，通俗又富有哲理的句子，梅厄夫人的睿智被体现出来了。那些指点江山，宏大的叙事情节，我觉
得过过瘾就行，但真正让我有所触动的，是梅厄夫人及其伙伴一次次历经艰辛时的乐观精神。比如她
在初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农场时，将那里人们视为一成不变的单调生活变得颇有情趣，换条桌布，放
些唱片，做顿美国风味的菜肴等等，这在当时大多数的人眼中是“有问题”的，甚至是“危险”的。
这让我想起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片断，在监狱建图书馆、放唱片。在大多数人眼中，一成
不变才是正确的，才是安全的。但恰恰在不变的规律中找到突破点，重拾对生活的信心，才是让人敬
佩和学习的。一个人的脱颖而出，体现在其全部生活中，而不是某单一方面是否强势。同是在基布兹
（犹太人早期的社会主义劳动农场的叫法）劳动，为什么偏偏是梅厄当选为管理层，然后以此为起点
，走向总理之路，从基布兹农场到耶路撒冷总理官邸，这是有原因的。即便梅厄没有后面的那些所谓
波澜壮阔的生涯，至少她也会用富有情趣和丰富精神生活的态度去过完自己的一生。
5、一个民族如此凝聚，除了苦难的经历，还有其坚定的信仰——为了安康快乐的生活在某地，这代
表着安稳——创造幸福生活的机会。这也是民族主义中的一种信念。各民族之间的冲突，除了地缘利
益，也有其历史原因，某种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历史仇恨。这本书是果尔达的一生，也是以色列从稚嫩
走向成熟的过程，让我们更加了解了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人民的意愿。当然还有他们与阿拉伯国家的
恩怨情仇。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我们不应该因五次中东战争的结果——以色列胜利——而忽略它的起
因。强大方的胜利不能说明失败者的正义，胜利者也不一定完全是正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有正确的
历史观：历史不是简单线性发生的，它有无数的根源，需要我们细细品味。读罢此书，我开始理解民
族主义了，当然不是歧视其他民族的那种民族主义，我开始理解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差异导致他
们的摩擦是正常的，他们确实不太舒服⋯⋯或者不能忍受彼此。最后，我要表达对犹太民族的敬意，
他们是如此的聪明、坚强，有韧劲。这是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繁荣的最好例证。犹太民族是值得尊敬
的，以色列国是值得尊敬的。
6、一个等待了2000年的民族终于在能人志士的带领下克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建国，他们的初衷是如
此的纯粹，折射出那耀眼的力量、坚定和团结。奉献在整个犹太民族的建国奋斗史上从来没有缺失过
。一个一手拿着农具，一手紧握武器的民族追寻的只是生存的权利。二战后那600万冤魂会在天堂保佑
他们，整个世界的犹太人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用汗与血灌溉的以色列国怎么能说不是犹太人的现世
天堂？天堂不是靠谁的恩赐，是靠自己的双手和无尽的努力。梅厄夫人的一生贯穿了整个以色列的建
国，包括的前4次中东战争，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做出那个机具争议的不主动出击决定，但也借此换
来美国最终的军火支援赢得最后的胜利，胆略和远谋的黄欢尽显在一个75岁老人的头顶。以色列当然
不是因为一个梅厄夫人而屹立在危险的中东的，但她却是以色列国里无数奉献一生，永不言弃（建国
初期的难民潮、恶劣的生存环境、绝对人数劣势下的每次战争胜利）的那些英雄般的人的楷模和典型
。读完此书，我理顺了整个以色列的建国史，还让我有幸领略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我希望有机会
亲自踏上那片土地用自己的眼睛看看这片土地上的奇迹。
7、一开始看的时候感觉热泪盈眶，被犹太人的团结和决心所感动。怀揣着犹太复国的信念，果尔达
从美国去了生活艰苦，危险重重的巴勒斯坦。果尔达在基布兹的那段时光，哪怕是底层的工作，她也
会尽自己一切的努力去改善它。大多数人都会因为懒于改变，而去习惯那些不好的方式。比如果尔达
在基布兹餐厅的工作时，饭菜不好吃，服务员也穿着得很随便，也许人们认为公社的食堂就应该是这
样的，不应该拘于小节。但细节决定成败，勇于打破常规的人（这样的人往往一开始，容易遭到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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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斥），是勇敢而睿智的。而作为一位女性，在家庭和事业的选择上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努力来使
其平衡的。在书中提到了关于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就算放到今天，也是一个众说风
云的话题。一个女性在担任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之外，应该花多少精力在她的事业上呢，并且这会对她
的家庭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可能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果尔达给我们的答案是，女性应
该要去创造自己的天地，但这个前提是你要对自己有要求，并且你要足够努力。最后的事实证明，她
放弃了一部分的家庭责任（妻子的责任）来获得了事业的成功，这也许是她的无奈选择。看到中间的
时候，我开始思考“犹太复国主义”是否有点太偏激。从梅厄夫人的观点来看，犹太人应该建立属于
自己的国家，犹太人太不容易，受了太多的磨难。以色列人希望和平，而阿拉伯及其它国家却总是破
坏这种和平，甚至不愿意和以色列谈话。这个是为什么呢？永远都没有单方面的仇恨，法西斯固然可
恶，但为何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都不招人待见呢？也许这本书对于这个对立面，并没有自己理性的思
考，也许这也是许多犹太人的问题。但到最后，关于六日战争，关于赎罪日战争，且不评论对这些战
争的看法。就民族精神而言，犹太人是坚强，团结而勇敢的。一个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整个民族的
理想，不断奋斗的女性，值得我们钦佩。如今在中国，有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
说，56个民族团结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理想主义的事情。我想，唯有强大，才能
使一个多民族国家更稳定。
8、书是精装的，纸质很好，也很厚。语言平实，尽量保持平静的语调，这就是“我的一生”。从“
我的童年”至“新生活的开始”，跨度很大，很吸引人，真切的感受到那个特殊时代的“瞬息万变”
！之后，是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与希特勒、英国，阿拉伯国家。最后，她写道：“我相信我们会与我
们的邻国和平相处，可我确信，没人会与一个软弱的以色列和平相处。如果以色列不够强盛，就不会
有和平。”信念执着，朴实无华。这是读后的印象。
9、应该是要感触下我以前对民族主义的抵触的，以及对社会主义重新的认识，但，似乎都融化在情
绪里了。理性的收获全部克制，心中滋长的被浇灌的是一种柔软的光，让自己重新看见了一片地域，
以前从未看见过的。对犹太复国主义，我当然知道复国之维艰，不说别的，姑苏慕容复为了光复燕国
那一路坎坷足以让人唏嘘不已。但我依然只是从法理上理解犹太复国主义的困难，两千多年前被从埃
及赶出来之后，流浪了这么久，想重新找到一处安身之所，只怕法理难容呀，得战斗，得申诉，得解
释，得让世人理解，才能得到一块地方。我一直以为接受几座城市，毕竟犹太人有富可敌国的财富，
我权倾朝野的掌控局势，此诉求虽难但希望不渺茫。可当我真正去感受开拓者们真正去开拓，去荒芜
的地方创建，去渺茫的地方创造城市，本来人不能生活的，他们去创造了，得以生存，他们是自己的
上帝。对比我们的合作社，他们的基布兹之建立，本身并无太多的区别，即便他们构建基布兹的参与
者本身都无阶级区分，像一张白纸一样重新建立。而我们的合作社是经过清洗，想可以消灭阶级的区
分实际上又造就了新的阶级区分。但从民族情分本身来说，我们之间是相互理解体谅的，并非我们两
个民族同时对社会主义的青睐一个原因，我们都各自对自己的文化拥有充分的自信与自豪。虽有所没
落，但内心里从未失去那种对祖辈文化的珍惜。果尔达一家与朋友果断去巴勒斯坦的时候，在梅尔哈
维亚清晰的看清自己诉求的时候，这种民族主义情分是干净的、热血的、感人的。工党自始至终遇到
的所有问题，这种干净清澈的民族主义让这个民族得以团结，加上开拓者们的理智，先驱中总是不乏
伟人，其人之伟，不在于岸，在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们并未以民族主
义煽动革命，其几次重要的战争，都是克制为先，止于至善。那荒漠上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城市，怎
么能不让人感动。读书的感觉，有点一家之言有失偏颇，要多读读其他的角度才能谈谈那段历史以及
冲突。视野局限，看见的只是自己读到的，理解的只是自己想到的，几次战役本身有争议，建国时间
也有非议，但是这样一个充满了悲凉的民族其建国之艰难，让闻者唏嘘，人这一生，哎。看果尔达夫
人这本传记，心里想着，要是武则天能自己出一本传记，那该是多值得一读，不能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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