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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漂泊》

内容概要

一个一百年前从大陆避祸逃到台湾定居的农民家族，从晚清到日据时代，再到光复后国民党主政的七
十年，五代人一路走来的真实故事，将给熟知海峡两岸国共斗争史，却不了解对岸社会演变和民间生
活史的大陆读者，带来鲜活的全景式画面：
“弘农堂”三合院里祖先从大陆挑过海峡的“唐山石”，象征了家族的血缘根基；日语流利的三叔公
“二战”后期被调往上海法院做通译，包裹着台湾被出卖和扭曲的历史；通灵的外公呈现着台湾民间
信仰的奇观；奶奶和“稻田里的妈妈”是一个家族能够生存延续的保卫者；能创业、能闯祸的强韧父
亲是台湾进入工业时代的弄潮儿；而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体验了时代的创痛，同时也领受了历史赐予的
经验智慧，他描绘出台湾社会五光十色的世相，和几代人在时代变迁中磕磕绊绊、摸爬滚打、艰难奋
斗的故事，不啻一部台湾从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演进史。
这部自传体小说不仅有起伏跌宕吸引人的情节，更展示了时代变迁中富于启示、引人深思的万千气象
。作者企图用故事来显现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寻常农村生民的社会生活史和 “台湾经济奇迹”背
后的故事，透视百年来台湾农村的生活图景和向工业社会、商业社会转型的困顿与艰辛。而那些在快
速发展过程中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场景，更是值得大陆读者们深思和借鉴。

Page 2



《一百年漂泊》

作者简介

杨渡：台湾诗人、作家。1958年生于台湾台中农家，写过诗、散文，编过杂志。曾任《中时晚报》总
主笔、《中国时报》副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主持过专题报导电视节目“台湾思想起”、“与世界
共舞”等。2008年起，任“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筹办过《两岸汉字艺术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部合办，已举办第五届）， 筹办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大辞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合作，
进入第五年）， 举办两岸大学生书法交流展等十余项两岸文化活动。著作主要有：诗集《南方》、《
刺客的歌：杨渡长诗选》，散文集《三两个朋友》、《飘流万里》，报告文学《民间的力量》等，传
记《红云：严秀峰传》、《激动一九四五》、《简吉：台湾农民运动史诗》、《暗夜里的传灯人》及
专著《日据时期台湾新剧运动》等十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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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曲
第一章：三合院
第二章：通灵人
第三章：农村的奋斗
第四章：铁工厂时代
第五章：青春俱乐部
第六章：夜路流亡
第七章：母亲的家园
第八章：温泉乡的吉他
第九章：告别的年代
第十章：真像一场眠梦
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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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到台湾的变迁史，想到了大陆地区变迁史。同样经济迅猛发展，同样重复着台湾的故事。印象
最深的就是母亲刚毅勇敢的性格，一个农村妇女到一个公司的财务老总，替丈夫坐牢，谈判， 还债。
孩子心中贤淑的母亲，外人眼中坚强的女人
2、从日本到台湾再到如今的大陆，都经历了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如今电子时代的过渡和飞跃
，这时代大潮里边的人们，体会了各种颠沛流离、人情冷暖、四下求助，他们坚强、坚毅的用自己的
双手和汗水，铺就了一片天地。想前一段看的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好像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3、这不仅是台湾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是我们厝前厝后的事。在现在的中国，在我们的乡里乡
村，总也会找到几个像作者父亲一样的人物，不甘平庸，却跌荡起伏。这不是一本情节性或者故事性
很强的书，胜在情感描写很细腻，不禁让人动容。作者没有刻意地描绘背景，但对场景和细节的呈现
却使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的周边环境。每个篇章读起来更像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
4、2016年最后一天在病床上看完这本书，百感交集。前半部分很好读，果然真实的故事和真实的细节
是打动人心的，而且将我带入一个我所不熟悉的台湾，这本书新闻中的偶像剧中的台湾，不是齐邦媛
上流知识精英不接地气的台湾，这就是台湾本身，是本省人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社会，真实的变迁，
他说每一个数字背后是真实的人和真实的拼搏，我们在时代的变迁中只是小小的石子，随波逐流，但
我们是其中一员。后半段代入时评和反思，给我的震撼是更大的，时代发展的太快，我们跟不上怎么
办！自然，传统，人的素质，人的心态，一切都跟不上发展，和我们的今天何其相似，吸着雾霾，找
着小三，礼崩乐坏，好恐怖。但其实我觉得作者还是在绝望中有一些希望的，阿叔嫂，堂叔，亲朋故
旧⋯⋯人与人的来往不知道是不是只能限于那个时代，希望不要，希望还能往来谈笑晏晏。
5、正在经历一些⋯
6、I247.57/15968
7、华夏儿女幸与不幸多是类似的
8、平淡故事中读出大时代的情怀
9、我们总是以为，大时代的转变会是轰轰烈烈、感叹号的，有如一个洪流向前澎湃汹涌而去。 而真
实的是，它往往是寂静地、悄悄地转变着。
10、写大历史其实也不太难，文笔好一些，不胡编，就能出不错的作品，因为生活最精彩
11、刚开始觉得写出来的格局不够大，像是一个台湾家庭的家族史，作者的娓娓道来，让人几处感动
，仿佛又有千千万万家庭的缩影。祖辈、父辈、我辈，每一代人身上的烙印不一样，在一个家族里又
有丝丝缕缕的传承，人、故事、情义和时代转型的见证，又是密不可分。
12、明明是海峡对岸与我无关的人和事 读来却觉得都像是自己的经历 那些飞速前进与突然消失的 作
者的一个家庭和万万千千的家庭 被时代巨浪卷走 挣扎着 改变着 奋斗着 堕落着 
13、本省人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变迁
14、透过一个家庭的四代人，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洗礼折射出的台湾历史，社会转型的阵痛，家庭离
合的悲欢，小人物的成长....
15、文字讀起來很舒服，看到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還沒晃過神來的時候，周圍的一切就都變了，猝
不及防無所適從
16、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映射出时代的洪流 而且担得起“情真意切”四个字 感人 佳作
17、想了解台湾，偶然翻起的一本。对台湾的历史有了大致认识，也明白了很多老一辈台湾人思想的
来源。还是得亲自去看看呀。
18、生离死别处 还是落了泪
19、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作者“我”以口述的形式讲述家族百年来的遭遇。小说以作者父亲
创业的经历为主线，中间穿插了台湾百年来的社会图景和市井生活。透过这本书，能够感受到浓重的
乡土气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诉求、审美趣味都日渐改变。古老的乡土
社会结构也在遭受时代变迁的冲击。到最后，梦中的故乡已不在，犹如未曾存在过一般。书中的父亲
在2014年病逝，牌位被安放在祠堂里。“父亲”安放于祠堂，和历代先祖聚合，一个时代也就此结束
。每个人都会和这个时代做一个无声的告别。
20、台湾三代人的历史经历。语言朴实好读。
21、要了解一个社会，必先要理解它的历史，《一百年漂泊》不仅是写台湾的故事，其实也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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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你我的故事。掩卷慨叹，原来这就是一家人的涵义
22、作为90后 自然没法经历那样的一个时代 但生于四线城市 也是经历和目睹家乡的一些变化 如书中
所写的乌河一般我家门口也有一条河 那是榕江的支流 小时候傍晚母亲老是带着全家的脏衣服去河边
洗 我常常陪她去 有时也会在河岸边学游泳 有时则是跑去附近玩 算准母亲快洗好的时间再跑回去渡口
找她 记得是初中过后吧 河也被围起来了 渡口不再 取而代之的是一米多高的河堤 河水也变得很浑浊 即
使没有河堤 估计也没有人敢下去游泳 后来就慢慢在河边修起来护栏 就在今年 刚刚附近的旧房拆迁改
成小区 这里的路太小 于是河被填成了路 一切于是消失不见 遗憾的是 我并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留下它曾
经的样子 回想起来 我记忆也开始有点模糊了 似乎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时过境迁 这是属于这代人
的记忆吗 我不得而知 ... 
23、一个家庭的百年变迁 折射出一个社会的巨变 日据时代的高压 农业时代 台湾光复 国民党白色恐怖 
工业时代 民主选举 信息化时代 短短不到百年 社会却如万花筒般变幻无常 书名漂泊 实为最贴切的心情
24、看楊渡先生的《一百年的漂泊——台灣的故事》，總讓我想起父輩那一代的生活，務農/打工/開
厂創業/自加工⋯⋯輾轉奮鬥，幻滅，掙扎在時代轉換的邊緣，家中突然老去的祖父，日日辛苦的母親
，又多了几絲白髮的父親，念念叨叨總是在天未亮就起身做活的外婆，這一生都耕作在田土裡的外公
，他們的這輩子是不是就如此了⋯⋯而我又能做些什麼⋯⋯內心蒼涼而鬱結。
25、
      在记忆衰落的时代，《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 》作者杨渡用文字记述家族细事，见证着台湾社会
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到现代工商业和电子时代的近代史。
26、特别好看，喜欢里面爸爸妈妈朴实的话语，句句都是格言
27、一个寻常台湾家庭几代人的身影
映射台湾百年变迁
28、后三分之一升华了。前面情节组合稍乱。写的是家族，也探讨了社会和史事。画面很鲜活，跨度
很大。读完近黄昏，静静站着听了一会儿韩宝仪尤雅南方二重唱，惆怅惆怅。
29、读了很多外省人的漂泊离合，难得有机会从本省人的视角看台湾社会转型，是家族史，更是一部
社会变迁史。喜欢历史的部分，更有感触的是文中有关亲情的部分。我们该如何对待忍受病痛弥留之
际的老人呢。。我不敢想。。
30、每个人，每个家族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书。
31、台湾一户普通人家近七十年的与急剧时代变迁不断调适且与时俱进的拼斗史，写得倒是通俗易懂
，作为文学作品，略显粗陋。他们的六七十年代生活变迁史就是大陆八九十年代生活的镜像，其中说
到李登辉写有关于台湾农工间的不公平交易的论文，联想到大陆七十年代以前农村农产品与城市工业
品价格的剪刀差，令人为之一惊一叹。又论及时代急剧变化与普通民众道德自律、传统约束间的落差
、挣扎，又为之自怨自嗟。
32、2017年第一本读完的书。用非常平实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父亲的人生，那些参杂其中的闽南
语很有乡味，虽然语言不同，但温州虽是越地但有闽风，很多细节和故事叫我追溯起我童年的点点滴
滴。但最为重要的是，这本书是一个切口，它让我重新回忆和反思起我和父亲的关系，很难得的思考
。哪有什么一百年漂泊哦，都是命运的浮萍。
33、结束莫名其妙的加班，骑车一路狂飙回家，时间不早却还是选择做饭，一切收拾好都已十点，焦
躁的情绪还是不时冒头，遂决定捧书忘掉现世，凌晨将最后10%读完。一直感慨身为90后的我竟有着
与作者类似的童年生活，大陆农村落后真不止30年。书里的很多细节唤醒了我沉睡多年的记忆，或许
有一天我也要提笔记下不足为外人道的儿时见闻。我见过生逢过死，却因为个人情感的掺杂而无法客
观思考其中的意义。为书中人的死落泪，悲的却是我自己。
34、#年度最佳小说# 越发能理解闽台人民那爱土爱乡散播开来的对他人、对自己的坚持和热爱。
35、台湾从农业时代转向短工业化时代下一个家庭的变迁，也投射出时代转型下普通人的百味。在这
样的转型之下，如何寻找到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基，是作者给我们留下的问题。

书中有很多神怪传说，通灵事件在大陆也有很多的共性，这些是农村人的信仰根基？
36、作者的情感在平静的文笔下慢慢倾诉出来。让我想到《浮生六记》中沈复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叹息
。家族的命运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在风口浪尖之处寻找归途。
37、没有齐邦媛的巨流河好看，格局稍窄，过于个人化。但是从一个侧面看到本省台湾底层人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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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书中描写的那些老辈人的生活智慧。
38、深深打动了我，看到了自己和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子，人性是想通的，我深深以为
39、这本书今年读过的关于台湾的最为精彩的故事！读来十分痛快，全本书充满着浓浓的乡情与亲情
，讲述着一代人奋起拼搏的故事。
以作者父亲从执着、聪明的农民，转为自己被人拉入伙做生意，经营不善以致借高利贷落得近乎家破
人亡，后母亲以一农村传统妇人之角色坚强扛下罪责并担任起财务主管帮助父亲共同经营公司，慢慢
走上正轨，全家境况转好。故事自上世纪五〇年代，正是台湾从日据时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
的转型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生活随之大幅波动。
作者的父亲魅寇由年少时自学赌博技术成功而险被赌场拉拢入伙，发明提高生产效率的农具的聪明的
乡下人，成长为不甘于做一辈子趴在田中央的憨牛一样的农民，开瓦片工厂，骑“风神级”交通工具
摩托车，卖祖产开设钢铁工厂，后开设锅炉厂并几经坎坷经营成功的中小企业主。
40、昨晚把寒假剩下的几页看完了。经历、内容大过文字的形式，读起来很轻松，叙述很简练、真实
，不夸大，不矫揉，不晦涩。杨渡先生大概用了很大的力气吧，克制过分代入，保持距离。"我们注定
没有一个永恒的家乡可以回归"，恰早晨起来听见李健在唱《异乡人》，"故乡现已成他乡"，他说现在
来看这首歌总觉得还没有说完。跟和昨晚的书，就突然在我脑海里叠成了一个影子。其实也从来不会
想是永恒。只是存在就好了。存在一个空间，即使这个空间已是往回可见，甚至多年后全然模糊。是
有点叹然，但总是会有故事的。
41、不提社会发展空谈经济当然不好理解。此书帮我补了一课学校里永远不会教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史”。终于看懂这个世界了。
42、是不是该有个书的分类,叫虚构历史?
43、一本书一个家庭透视四小龙之首台湾经济奇迹背后的社会变迁，透过此书也可以明白中国今天当
下的社会变迁
44、文字温润，娓娓说来，是父辈的历程，也是台湾一个时代的缩影
45、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商业社会转型中一个台湾农村家庭的发展史。主要写作者父亲的一生，
连带着写了整个大家族。从一个农民，向铁工厂主转型，经历了失败、逃亡、入狱，种种艰难。时代
的洪流滚滚而来，裹挟着整个社会高歌猛进的地发展。凭借着敢想敢做的精神，做出辉煌成就。很有
想法和魄力的一个人。
46、了解台湾社会的最好的故事。杨渡先生用自己的家族故事，跨度从日占时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通过描写父母的一生，从侧面让读者了解到了台湾当时的社会情况。“从农业到工业化、商业化再到
信息化时代——这个现代化的历程，欧洲从“圈地运动”开始，走了400多年；而台湾从1960年代开始
，以30年不到的时间走过。”从里面的很多片段，让人看到了大陆刚刚经历过的社会阶段，仿佛也是
一个大陆社会发展的缩影。爸爸工厂的名言“我不干，谁来干；现不干，何时干”也表现出了那代人
适应飞速变化的社会的魄力。
47、最近看了两本台湾人写的书，分别是外省人齐邦媛写的《巨流河》和本省人杨渡写的《一百年漂
泊》，从不同的角度写台湾及时代的裹挟中人的命运。文笔流畅优美，显露出作者广阔的心胸，尤其
是杨渡的这本，为我呈现了一个未曾见过的台湾，能从其中看到我曾生活的乡土的影子
48、感动不已，一百年的漂泊，父亲与母亲深沉真挚的故事，震惊于母亲的坚韧，父亲的沧桑，台湾
的变迁，作者的成长，漫长的人生总是让人感动，这段评论写得不好，要承认这是这个月读过最好的
书。
49、我们总是以为，大时代的转变会是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犹如一个洪流向前澎湃汹涌而去。
而真实的是，它往往是寂静地、悄悄地转变着⋯⋯你未曾知觉，等到有一天，你忽然想起来，才知道
早已错过了记录那个关键性瞬间的机会。某一种感官、某一种感情、某一种记忆，已经永远消失。
⋯⋯
如果人没有了记忆，还会剩下什么？
50、看过了，最后的几部分看的不是特别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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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挺厚的一本书，读来并不费力。全书以台中一个小村落为缩影，描写了台湾从60年代至今所经历的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商业社会的剧变。其中60/70年代的情景感觉十分熟悉，像是自己从小经历
过的80/90年代。但尽管是置于大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前大半部分都多是叙述家庭的细碎琐事，少了
这思考和提炼，读的略显乏味。最后两章则是高潮，社会进步的脚步开始加快，作者也加入了自己对
一些社会问题和现象的思考，颇为精彩。其实台湾的过去就是大陆的现在，台湾人遭遇的困惑和迷局
也为现在的大陆人所经历，细细思考台湾的社会变迁再感受当下的种种现象也颇有意思。
2、在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中，多少可以窥得时代的侧颜。不同于被告知的知识，而是以一种切入式
的体验式的方式了解到当事当景当境。杨家先祖从陆上漂泊至岛上，从此子孙后代于此繁衍生息。中
间的时代是我们陆地所不太了解的岛上时代，如果可以静心看完书中的每个相关片段，就可知今日的
一些事情的由头是历史性的，而非主观上的一二三四之分。生活中有多的神迹存在，是什么在主导着
这个世界呢？这还是真的是一个太奥妙的问题。那些无从考究的神灵传说是否真的存在，还是说仅仅
作为乡土气息的符号加以渲染？不得而知，但甚是吸引人。或许这世间有一种是不变的，那就是变本
身。山川河流，碧海蓝天，还在人间。一切都似乎还是那样，但一切又都不同了。转型期的阵痛还要
多久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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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一百年漂泊》的笔记-第19页

        “唐山啊，就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祖先来的地方。”祖母安安静静地微笑着。
“那时候，祖先从唐山渡海来台，什么都没有，穷得只有几件衣服一包米，包成一个小包袱。他用一
根扁担挑着，走呀走的，实在很不方便，就找了一条绳子，绑了一粒石头，让扁担的两边平一点，挑
着走路。这样来到了台湾。这石头，他一直带着，无论走到哪里，一代传一代，最后，传到了今天。
”
⋯⋯
这个石头，随着最早的祖先渡海来台，落地生根，祖先思念家乡，便舍不得丢弃。中间经历漳泉械斗
，家族互斗，传说祖先也曾流离过许多地方，辗转逃亡，但这个石头，竟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它被放
在祠堂里，作为一种不能遗忘的象征，象征着我们祭拜祖先的时候，没有遗忘自己的根。而留传下来
的渡海故事，或许不被提起，但每一个后代都知道，这是“祖先石”。
“咱台湾人的老祖啊，就是挑着这石头，一根扁担，一个人，来到台湾啊！才有这些子子孙孙⋯⋯”

2、《一百年漂泊》的笔记-第373页

        直说：这一世人，都是你来照顾我，以后我一定会照顾你一辈子。

然后父亲对我们说：好了，我现在告诉你们哦，要给我记住，不然你们就是不孝。你们以后要孝顺你
妈妈，知道吗？

这里真的很很让人感动，找到一个喜欢的人真的不容易。。。

3、《一百年漂泊》的笔记-第379页

        我们总是以为，大时代的转变会是轰轰烈烈、感叹号的，有如一个洪流向前澎湃汹涌而去。
而真实的是，它往往是寂静地、悄悄地转变着。某一种声音消失了，某一种味道改变了，某一个角落
的树林子没有了，某一条河流的鱼不见了，某一种生活常有的人声，例如卖肉粽的呼唤、收酒瓶人的
铃铛、脚踏车的老叮当等等，慢慢从我们的身边走远。
你未曾知觉，等到有一天，你忽然想起来，才知道早已错过了记录那个关键性瞬间的机会。某一种感
官、某一种感情、某一种记忆，已经永远消失。

对我们来说，消失的是卖麻糖的铛铛声、爆米花的砰砰声，磨刀匠的锵锵声，弹棉花的梆梆声⋯⋯

4、《一百年漂泊》的笔记-温泉乡的吉他

        我们站在幽暗暗的道路上，星星更加明亮了，冬天的夜风中，远远的埔里小城的灯火，也飘动闪
烁，如同更远的星星，带来一种穿透的冰凉的光。

“以前呐，我一个人，去日本旅行，白天买了书，晚上没事，就喝一杯小酒，把西装披在肩膀上，自
己抽着香烟、落散落散的，漫步在东京的街头。”父亲望着小城的灯火说，“东京的暗冥，更晚了以
后，人少车少，夜色也很美。”

“那时，我常常唱着《空港》那一首歌。呵呵呵，咱人呐，好像在空港之间流浪⋯”他说着哼了起来
，又感叹说，“一个男人，总是要一个人在外面走踏过，才能成为一个男人！”

他手中的香烟一闪一闪，映着他的有些寂寞的眼睛。抽完了香烟，他把烟头熄了，坐上了车，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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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的声音说：“走，回去吧。”

5、《一百年漂泊》的笔记-第357页

        有人说，今年的国营事业工程都不好做，因为政府在查公务员的操守，也有人说，每年都在说，
每年都没查出什么，反正政府就是一说而已。蒋经国搞的梅花餐，还不是照常吃了十几道。
“呵呵呵，”有人笑着说，“可不是吗？梅花有五菜，中间一道汤，可是五菜的每一个碟子，都用另
外五道小菜加起来的，所以啦，要丰盛，你可以搞出二十五道菜哩！更累人呀！”
所以说两岸是一家，血浓于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都是相通的。

6、《一百年漂泊》的笔记-第1页

        远赴大陆的三叔公，被当成日本人、汉奸，几乎死于上海，连回乡的道路都如此艰难；远赴太平
洋的六叔公，被日军征召，差点饿死于南太平洋的荒岛上，竟是靠着美军带回家；而留在家乡的二叔
公，左腿竟毁于美军的大轰炸；一个小小家族，在一场战争中，竟有这样不同的际遇，这或许就是台
湾人命运的缩影吧。

7、《一百年漂泊》的笔记-第1页

        农村，在作家的笔下是一个乌托邦，但我知道，那是生存肉搏战场。既温柔又残酷，既明亮又阴
暗，既细致又粗暴，既轻盈又厚重；唯一的生存法则，只有和大地自然共生，没别的办法。

一个农民，如果不想终生靠着黑土地、天天汗水淋漓地过活，唯有走出去。

8、《一百年漂泊》的笔记-第1页

        在大陆一直无法实施土地改革的国民政府，在台湾可以和平顺利完成土改，固然因为其与台湾地
主并无太多渊源，利益挂钩较少有关，但当时正是白色恐怖“清乡运动”大盛之时，许多地主家庭不
免有青年子弟被牵连，财产被没收，即使无事的，看到同一个村子的青年受难，连反抗都不敢了。

土地改革能够和平完成的奥秘，其实不是别的，只是镇压后的恐惧噤声。

一方面是反共清乡的大逮捕，镇压有反抗倾向的人与思想；另一方面是用土地改革来瓦解农村革命的
可能性，双管齐下配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协防台湾，整个局势终于稳定下来。

=======================================================

三七五减租分为三大步骤；

即“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

第一步：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是在1951年6月7日公布施行，历经三次修订而实施至今。“三七
五减租条例”规定佃农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以全年收获量的37.5%为上限，现有地租高于37.5%者须降
至此标准，低于此标准者则不得提高。同时公布保障佃农耕作权的相关法律，包括规定要签订书面佃
耕契约、延长契约期间、限制佃耕地的收回等。

第二步：公地放领。台湾光复后，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耕地叫公地。从1951年开始，当局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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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陆续卖给农民，地价为耕地全年收获量的2.5倍，为了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以实物计算，全部地
价由农民在十年内分期偿付，不负担利息。受领农民只要连续交纳十年地租，每年交纳的租额正好等
于每年应交纳的地价，十年期满，耕地即归农户所有，公地放领导1961年办理完毕。

第三部：耕者有其田。1953年1月公布两个条例将地主出租之耕地征收后，放领到现耕佃农或雇农。地
主除了获得股票、债券作为补偿外，能保有部分土地。

9、《一百年漂泊》的笔记-第1页

                因为今年8月份我去了台湾，并在手机微信中写了一些速记型的台湾游记，现在我要把它们整
理成成型的游记放到新浪博客，因此要补读一些有关台湾历史和人文的书，以便我写的台湾游记更感
性也更理性。我选了杨渡《一百年漂泊》这部书来读。在网上我只能读到第四章，仅此四章，我已喜
欢上这本书，因为作者的文字有温度，有真情。尤其他写自己的祖母和母亲，总是让我想起自己的祖
母和母亲。尽管地域不同，但中华民族女性身上的隐忍、坚强和善良却是一样的。这种中华民族女性
身上所具有的隐忍、坚强和善良的特质&lt;/原文结束&gt;&lt;原文开始&gt;不仅是一个民族得以瓜瓞绵
延的基本保证，也是两岸人们能从心灵深处相互认同的根本所在。我将想办法阅读完余下的六章。

10、《一百年漂泊》的笔记-第251页

        
《巨流河》、《王鼎钧回忆录》是讲述49年前的大陆和49年后的在台湾的人生经历；而《一百年漂泊
》讲述的是一个经历了日据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台湾多党执政期的广义台湾原住民家族的生活经
历，视角不同。但是，无论生活在何种政治形态中的家族，无论家族大小，成就大小，几代的经历，
都可以是一本厚厚的“百年漂泊”。每个人都是平凡的，每个人也都是伟大的。

经历了日据时期（1895年-1945年）的台湾人，他们从小接受的是日本教育，名字、语言、文字都是日
本化的，虽然他们也有深深的被殖民的二等公民的悲哀，但是在思维和行为上已是日本化，这也就是
为什么李登辉总是说自己是日本了。

他们对49年入台的，在当时仅占1/4，却是统治者的所谓“外省人”有一种天然的抵触。国民党统治者
在大陆的腐败、霸权等统治者习气，失败后的丧气和白色恐怖的阴气都随着国民党败走台湾而带到了
台湾，靠枪杆子统治。所以他们不像被日本占领的大陆家族那样，可以”有后方、有期盼、有选择”
，他们更加“无助、悲哀”。

书中，作者的父母代表台湾原住民说出的对国民党统治的怨恨：
“日本时代，治安真好！日本人很凶，很严格，抓到小偷一定打到半死，所以没人敢当小偷。”
“日本警察很坏，可是日本老师，真的很好！
“国民党来了，没规没距，看谁的拳头大只，谁有权势，谁就可以拿去吃”。
“国民党统治，没有法律，没有规矩，有权利，有刀枪，就是法律，你可以骂日本人，只要不犯法，
国民党不行，骂了要出事。“

昨天8月15日，是日本投降纪念日，我看到了一篇报道说，对于“日据时期“的台湾人来说，日本投降
对他们来说是失败而不是胜利。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台湾，会有强大的台独势力，为什么“民进党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要从台湾的历史渊源和人口组成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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