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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認為，本書有兩項重大的價值，首先，透過本書我們可以窺見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一些具體細節，其
次，我們可以看到，么書儀老師的父母為了應付這個變局，使出所有的生命的力量，盡力照顧他們的
小孩，讓他們都能受到最好的教育。么老師的父母只是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但藉由他們的一生，我
們仍然可以看到，中國的老百姓如何在歷史的大變局中堅忍踏實的生活下去。他們的一生其實可以看
做中國所有老百姓的縮影，由此我們可以理解中國人獨特的生命力，也許就是這種生命力的累積，才
有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爆發性的發展。這是一本小書，但它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卻不可小看。
⋯⋯如果我們只是從一般的社會和歷史知識來論證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成就，那可能會流於抽象、空洞
，正如司馬遷引述孔子所說的，「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么靄光的一生就
是新中國前三十年「見之於行事」的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從成功的股票商人，一路淪落，做過行商、
臨時工、還下鄉務農，但在這麼艱苦的條件下，他養育了五個子女，其中三個考上大學，而全部五個
子女都有很好的職業，最後還重回股票市場，幫三個女兒賺了十幾萬到二十幾萬元。雖然他只是新中
國幾億民眾的其中一人，雖然他這三十年的經歷也只是新中國三十年歷史的極其微小的足跡，但從這
裡擴大想像，就可以窺視到三十年歷史的大概。──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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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到新疆農場種地，調任中學教師（新疆、河北、北京市）。
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專業修習戲曲，畢業後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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