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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世纪》

内容概要

这是一位世纪老人的经历：一个洋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识革命党人跳出火坑，成了
督军夫人。不堪忍受封建家族和夫权统治，再度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历尽艰难险阻，成为上海锦
江饭店女老板。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堪称女权运动的先驱。董竹君的名言：我从不因被曲解而
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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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世纪》

书籍目录

自序
童年及青少年时期
第一章 童年的家庭生活
一 贫困
二 读书才有出路
第二章 初识人世艰辛
一 借贷无门
二 我的新年
第三章 迫人青楼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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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世纪》

精彩短评

1、母亲最敬佩的女人
2、读过一半。。。
3、记得当年我是先看到了这本书，再看到了电视剧。似乎还是余伯伯借我的。董竹君的传奇人生，
应当是我最早看到的世事沉浮，最早学会的生活道理了吧。如今都是快二十年的事了。
4、女中豪杰，红颜的命运也可以握在自己手里。
5、被谢晋改编过电视剧，年代太久远，看起来寒碜，本身的故事是很好看的
6、那天下午你给我的礼物。只因为在你们谈天的时候我捧着它读了很久。
7、很立体很厚重的一辈子。
8、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她怎么从窑子里跳出火坑的那段。对于如何励志之后如何如何一
概都没兴趣了=  =
9、了不起的女性，董竹君先生。她说: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
迈而放慢脚步。由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小时候看过非常喜欢，念念不忘。向剧中扮演董竹君的李媛媛
致敬，愿她在另一处净土得享安宁。电子书纸书都相并看过。值得阅读学习。
10、命好的女人。
11、人物传记是可以让自己经历过去最好的方式！
12、传奇人生。
13、同时看了董竹君和郑念的自传，两位出身迥异的女士都具有深深的同理心，在十年动荡期间一样
的顽强。难以想象经历如此劫难，叙述的文字如此克制淡然。
14、经历丰富，言之无味
15、行文好在流畅，人生经历够料，读来也颇有兴致。革命党人自谕，实者为实业家，中国的阿信，
创建锦江算是人生辉煌（关于其中的成功的过程比较含糊），不幸自己信仰的党最后竟倒戈，九死一
生 ，what a life！能在驾鹤之前，记下这些，也算是一生圆满了。 
16、对我小时候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17、初中时在读书馆借了几次才看完的书，触动很大，印象很深，看的第一部自传，最爱她那句“我
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18、翻了翻，因为妈妈在旁边介绍，我差不多知道内容了
19、怀念租书时代
20、她，出生於1900年的中國。洋车夫的女儿，幼小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十四歲结识革命党人夏之
時，趁夜逃離青樓，逃往日本生活並留學，後成了督军夫人。回國後因不堪忍受封建家族和夫权统治
離婚，單身一人攜帶五口兒女，創辦了上海锦江饭店。建國後曾逃亡菲律賓，文革時入獄五年⋯⋯這
個生活於二十世紀的女子，她叫董竹君。她的名言：“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
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從她身上你可以瞥見身為一名女子的堅韌。人只要能活著，沒什麼
過不去的坎。
21、聪明的女子而已
22、可叹复可悲。修饰得太多。觉得这本书是胜者的自辩自赞之辞。甚至怀疑是否是按英模人物要求
填空创作的。身世传奇，故事未必皆具有传奇之美。商业成功一俊未必就算百俊。
不喜欢这个女人。活得久，并不意味着必然就把世事都活明白了。
23、世纪风华
24、初中时读过
25、我看过的第一本回忆录
26、刘慧的书

27、真的不错。。。一个超强的女人
28、报上的连载，应该重新看看
29、很小的时候，好像还看过电视剧。
30、出了有些下结论的地方有点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个很了不起的女性~
31、她的一生真的是个传奇，非常了不起的传奇女子！当初看这本书是因为想了解董竹君——只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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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世纪》

名的锦江饭店的创始人是怎样一个人。
32、世纪老人奋斗史
33、看了二遍。
34、遥远的少年时代了
35、断舍离
36、真是一位不简单的女性，佩服

37、家里书柜的角落发现的.二十年前的版本. 乱世佳人
38、非常有主意的一个女人！
39、从青楼到创办锦江饭店
40、小时候看过同名电视剧，长大后看了原作。我看过的第一本原作与影视作品反差过大的书。影视
作品较好。
41、此书可以带给广大读者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特别是女性读者，是本不错的书。
42、真的好佩服这个女人！
43、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44、2001年的生日礼物，搬家时弄丢了，2008年给自己重买了一修订版本。
45、悲欢离合100年
46、高中时读的书，印象很深刻，董先生是位了不起的女性！
47、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漠而怀疑信念，亦不会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48、董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刚柔并济下的豁达、坚韧、独立与舍得，现在的女人并不常见。[2000
冬]
49、在周末书市上淘到的旧书，有些日子了，昨天刚看完。一方面，感叹于她的传奇人生、果敢坚韧
、自强自立（尽管作者本人强调那是妇女运动、女性解放，但究其本质，她所强调的只停留在作为人
之自强自立的层面）；另一方面，即使在回顾一生也总是过分自信、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这类自传
总让我感到恐惧，“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也许有一些书的定位就是让人仰视的尊敬，而不是让人同情的理解吧；又或者，人生经历的局限、时
代思潮的局限，坐井观天之难以避免以至如此。董竹君是一个活得清楚明白，让人尊敬的世纪老人。
50、励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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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世纪》

精彩书评

1、大学的时候，读过草草读过该书。那时为竹君的经历感到惊奇。最近一段时间，很是彷徨。不知
道这么生活有什么意义，人生有什么追求。现在重读这本书，更加关注的是竹君的心理历程。从懵懂
无知到独立坚强。重读这本书，虽然没有解答我的困惑。但是它告诉我，作为一个女人，最最重要的
是要独立，从思想上彻底独立，不要倚靠谁，离不开谁。才有力量坚强，才有信念强大。其实女人并
不弱，关键是内心一定要强大起来。或许我强大起来的时候，就会清晰得知，生活的意义，人生的追
求了。
2、如她自己所说：&quot;我从不因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 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这本书可以说是对女权的最好诠释。让我感到有趣的两个细节是：文革期间，她被关在狱中，“
无报章书刊阅读，终日无所事事，冷酷的生活是会另人疯狂的。为自救起见，以下便是自己立下每天
的生活日程：除了两餐饭，两次洗刷马桶和沿室小跑几圈运动锻炼外，剩余时间，坐在所谓的床板上
，先是精神会餐，想着什么回锅肉呀，香酥鸭呀，松子桂鱼呀，干烧冬笋呀，棒棒鸡呀， 粉蒸肉呀，
芙蓉鸡片呀，鱼香肉丝呀 。。。。。继则坐在板床上盯住对面破壁上的裂纹斑渍，心驰神往地想象出
几副有趣的画面。一副是“庙会”，在一条南北走向的不太宽的马路北头，有座高耸的古庙，东西路
旁搭盖了竹棚，不少摊贩出售各色各样的食品、衣物、手工艺品和用具等等。老老少少红男绿女川流
不息地来来回回挤看，有的女人搀着孩子走向古庙，有的人从古庙出来，有的兴高采烈地买各种东西
。在左边小摊后面斜土坡上的楼房窗口，男女伸头窗外争看热闹。人们来来往往，兴致勃勃地欣赏盛
会。另外一幅是“赴舞会”。离古庙不远，有一舞厅，人们在舞池里跳舞。在此舞厅附近，有幢普通
洋房，室内布置一般，一位年近五十的高大肥胖的男人，看上去像位绅士，穿着白衬衫，正对着穿衣
镜在系领带。隔壁过道里一位胖女人，手拿熨斗埋着头，认真地在烫衣服，想赶快烫好，让这位绅士
穿上赴舞会。看他们俩的神情，也许是夫妇关系吧！每次我看都看得出神。就这样在人间地狱里消磨
光阴。”还有，“战时逃亡菲律宾，我关照大家在逃难中也要将衣履穿着整洁，略施脂粉，遇事会占
些便宜。因为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爱慕富人，加上有西方形式上对待妇女一套假尊重、假平等、假
民主的思想，因此穿着讲究的妇女尤其貌美的女人，就会特别地受人注意和尊重。”后来果真得到一
位绅士的主动帮助。
3、文笔稍差。另外有很重的汇报痕迹。书中也说了，运动中不停的写材料，给这本书的面世反而提
供了便利。应该着重于发生的事件，至于她自己为事件下的结论，还是有很重的被强迫的感觉。她的
这本书为近代中国史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民众生活样本，尤其是在她随夏之时去日本之前。之后在上海
创办企业的经历也给人颇多启示。总得来讲，没有刻意的教条，非常真实！
4、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董竹君女士是近代杰出女性代表。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坚持一生
不懈奋斗。于我们年轻人认清社会现状和发展，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殊为有用。
5、此书没有读完，但看过根据此书改变的电视剧。我没见过董女士，但瞻仰过她的墓碑，在万安公
墓，离已故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的墓碑不远。想到这本书，是因为有个朋友发懵，突然迷失了自己的方
向。我除了给他讲那老生常谈的人有三图的故事，还推荐他读此书。因为，董竹君是一个很清楚明地
白活了一个世纪的女人。她的成功不是因为她想出人头地，而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目的：让自己的女
儿读书，不再象她那样受人欺负。建议那些迷茫的人都看看这本书，想想：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
么活着。
6、董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女人，在旧的社会中，她既成就了事业，更树立了一个女人的形象。我想拿
董竹君和清朝年羹尧相比。董竹君能力非凡，或刚或柔，做成大事业，又得到众人敬佩；年羹尧刚性
太重，做成事，却遭天下指责。年羹尧成事后，骄横无比，留恋富贵；董竹君顺应潮流，捐资为国，
只留清名。遭贬后，年羹尧无法接受，失志又失态；董竹君在经受文化大革命及后来遭到锦江等遗忘
时，依然心态平和。读完此书，可以在创业时催人奋进，得意时不要忘形，失意时不要悲观自弃。
7、看完董竹君自撰《我的一个世纪》。P249望江楼上望江流，人自望江江自流。人影不随江水去，江
声不断古今愁。——四川成都望江楼P494自得其乐凝眸残壁画二幅，庙会欢歌戏于途。妻急慰衣夫趋
舞，囹圄独影人不孤。P491换狱吹号起床刷便桶，餐餐窝头酱汤供。冷冻无暖板一块，沿室颠跑御严
冬。以上两首诗是作者1968年在功德林监狱所记。前一首是监禁无聊防止自己发疯，便天马行空精神
会餐神驰神往；后一首是狱中生活写照。P506狱中生日辰逢七十古稀年，身陷囹圄罪何见。青松不畏
寒霜雪，巍然挺立天地间。P512爱真理少时孝亲苦卖唱，中年扶幼奔四方。爱国爱民爱真理，摒弃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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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世纪》

华志向刚。前一首是作者1970年70岁生日时在半步桥监狱所记。后一首是1971年冬狱中所记，1972年10
月作者监外就医，1973年5月被正式释放平反。两首诗都写出了不同时期的不同寻常的经历，也都表现
出不一般的坚毅和昂扬的精神。正如书封面上的一句话：“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
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书封底的一段简介较好地概括了董竹君女士的坎坷的一生，抄
录如下：这是一位世纪老人的经历：一个洋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识革命党人跳出火
坑，成了督军夫人。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父权统治，再度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历尽艰难险阻，成
为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堪称女权运动的先驱。附记：董竹君是一个聪明有
主见的女人，从书中可以看到。其前夫夏之时曾是川军一副都督。书成于1997年，三联出版，董时寿
九十七。
8、终于读完了这个女人的一生。她是一个有追求的女人。从性别观点来说，女性的“野心”大部分
是在对异性方面。而董也许是个特例。至少在她的书里面，很少看到儿女私情样文字。据她自己的叙
述，她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贯穿她人生的信念，最初是对贫穷的痛恨不解和对穷人疾苦的关怀。然
后就是女性的独立自主。再后就是革命斗争。她的观点，我并不是都赞成。但放在时代背景下，结合
她向人们展示的她的性格特征，我可以理解这些观点。毕竟，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是没有吃她童年
吃过的那些贫穷的苦。并且我们也在坐享一些，他们那一代人为当今女性争取到的福利，有了更多人
格和经济上的独立。她是冲破各种牢笼的。被誉为现实中的娜拉。正因为是在“被困”的境地，所以
“才有压迫下的反抗”。而反观现代女性之中“那种极端的女权”并不多见了。倒是兴起了很多“慵
懒的”思想。而在这个网络咨询爆膨的环境下，这些思想被拿来反复炒作。吸引眼球的“卖淫”“二
奶”“嫁入豪门或者富二代”以及平民一些的“嫁四有青年”，如果董老人还健在，估计也要被气坏
的。每个人的自身条件和境遇的确不同，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说大家都做董竹君。可是，信念也好，
追求也罢，在方向性上可以与董一致的。董是一个漂亮女人。而且挺聪明。加上她有一种上进的性格
。在面对机遇的时候，也抓得住。有了童年的困顿，才有争取“脱贫”的信念和面对不公的抗争，即
使在进入长三堂做小先生，也会有与众不同的表现。在遇到夏之时的时候才能依然的抓住机遇改变自
己的人生。即使在进入夏家这个封建大家庭，对她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的。正是在夏家做当家人的历
练才为他今后发展事业积累了经验。而她对待夏本人和这个家庭，据她自己的想法，应该是已无小情
，却有大义的。而用平常人对待普通女性的俗世观点来看，未免会产生无端的猜测。毕竟，夏对于她
的知遇和栽培，并不是所有女人都能从男人那里可以得到的，而夏对于他的“无情”倒是大部分女性
都在忍耐的。在这段关系里，夏是一个普通男子，身上有很多男人都有的坏习气。而董却不是一个普
通女子，所以才有了她日后的出走。纷乱的时局和上海社会，可以说反倒给了董一个舞台。我不由得
想到现如今。相比之下，如今的生活是安逸了，可是少了那许多的火热的斗争环境。上几辈人，分别
会经历抗争的岁月，斗争的岁月，动乱的岁月，激情燃烧的岁月。现在这一辈，却在经历“金钱燃烧
，激情荷尔蒙”的岁月。今天不会再有董竹君，只会有张茵，杨惠妍，而且她们也不能完全代表当下
的一代，毕竟，她们是搭上了改革刚刚启动的车。董对于革命的信念是坚持的。对于共产党充满了信
任和支持。在她心里，主意、信念格外重要。起初，我不很理解，甚至觉得她写这样的自传像在做思
想汇报或者是模范报告会讲稿或者是思想学习会议发言。不过通书读下来，这种不解被打破了。对于
人，尤其是青年，追求的是什么呢，其实无非是一种“先进性”。通俗的比喻这和流行喇叭裤铅笔裤
还是哈伦裤有点像。而董绝对是一个追求思想时尚的女性。从她生活的世纪初，知遇夏之时这个辛亥
革命元老开始，到后来的接触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再到后来的马列毛的主义，以及79年以后改革开
放的路线方针，凡是这些先进的潮流，董都没有放弃追逐。写到这里，我有些反思，与其
对LV,GUCCI的迷恋，真不如学董君投身更广阔的潮流。只可惜，我没有那么好的潮流敏感度，至今
仍迷茫中。而面对当下很热的“自由民主”理念，又有太多的疑问没解开。看书的过程中，知道有个
叫“世纪人生”的电视剧，是由谢晋导演，李媛媛主演的。李媛媛还的确很有董的范。也是因为读这
本书，才知道了书里那几个国字辈子女，还因为电视剧打了官司。董妈妈在书里写了很多国琼女，国
瑛女，也交代了国璋女的事情，而国琇却只有一句说是在解放后于其夫仍居于美国未能归国。对于喜
欢探佚的我有些吸引力，不知背后有什么故事。可惜并未百度出什么东西。
9、13层楼的锦江饭店曾经是大上海标志性建筑，就像24层楼的国际饭店、18层楼的上海大厦一样；那
深咖啡色的墙体、方正的墙身给人以厚重的质感，解放后常做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的下榻之处。最
近我看了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女士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联想多多。董女士生于1900年，逝
于1997年，是位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一生堪称传奇。一个洋车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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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革命党人后跳出火坑，成为督军夫人。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再度跳出樊笼。历经艰难险
阻，开厂开店，惨淡经营，创立锦江饭店；并独自抚养四女一男，个个成才。解放后，连任七届全国
政协委员。她在文革中入狱五年，七旬老妪饱受凌辱迫害，挺了过来，抚今思昔，才有了这本45万字
的自传。读这本自传，看着那100余幅相片，看着这位坚强而美丽的女子逐渐老去，我觉得自己也像是
经历了百味交加、可歌可泣的人生，感情激荡，有些“固定思维”也被颠覆。董女士当然要被划进“
资产阶级”一类。可是真不易哟：解放前不易，解放后亦不易。不说做生意本身的殚精竭虑，就说原
始资金的积累，省吃俭用，东借西挪，零敲碎打；举债、躲债，当铺里进进出出，每每“山穷水尽”
，幸有“柳暗花明”！店大了，为地皮、执照，又得和大小官吏黑社会周旋，甚至还被逼婚；打仗了
，得躲避东洋鬼子的轰炸、威胁。个中滋味，怎一个“苦”字了得。目睹国民党的腐败，现实的黑暗
，她自然产生了“朴素的阶级感情”（请原谅我借用此词），替革命、替共产党做了许多好事，掩护
和援救地下工作者、提供资金和物资帮助、印刷革命著作，有时还得冒生命危险，为新中国的建立作
出了贡献。五星红旗上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位置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解放了，锣鼓声尚未平息，一首
《谁养活谁？》把他们赶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革命的同路人一个晚上成了革命的对象。社会主义
改造又轻而易举地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可怜他们还上街游行呼口号。至于在政治上，除了那些“花瓶
”以外，从来就是异类份子，与“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距离了；
连他们的子女也被打入另册，成了天生贱民。值得庆幸的是董女士“命大”，终于熬出了头，看到了
拨乱反正的日子。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重新得到了应有的肯定。现在工商业者也可以入党了。我
不懂政治。不知这是否意味着完全、彻底、干净地给资产阶级平了反，正了名。物权法宣布了私有财
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政府曾经执行的是一个多么荒谬的政策。董女士的“一
个世纪”，是民族资产阶级命运曲折、历程坎坷的一个世纪，也是中华民族寻求真理、探求解放的一
个世纪。已经开始的新世纪应该是每一个正直、善良、勤劳的人掌握自己命运的世纪了吧！在上海数
以千计的摩天楼群中，13层楼的锦江饭店已经是毫不起眼的小弟弟了。可是我每次走过长乐路、茂名
路，都会向这幢风尘仆仆的楼房行以注目礼，是呀，它的气质、它的内涵是其它高楼大厦所无法比肩
的；而它的每一块墙面都在向我叙述着什么，告诉人们曾经有个董竹君⋯⋯（3.19）

Page 8



《我的一个世纪》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