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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郑鸿生作品）》

内容概要

本书描述1970年代台湾的左翼青年，因为追求个人自由与思想解放结合，并豪气十足地冲撞了当时的
党国体制，终而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也改变了自己人生的历程。
这群年轻人原本分处各地，一场高中生的南北串联把他们趣味相投、年轻热情的心连到了一起。而后
，因为保钓运动的刺激，他们兴起了追求社会正义与民族解放的单纯理想。然而却也牵动了一场思想
论战——民族主义论战，并引起安全相关单位的注意而引发台大哲学系事件。
本书记述他们的情谊，和那个在苦闷中仍然充满改革希望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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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郑鸿生作品）》

作者简介

台湾台南人，1951年生。1969年台南一中毕业后就读台湾大学，参加台大学生保钓运动、校园民主抗
争与民族主义论战。1973年台大哲学系毕业，正值哲学系动荡之秋。1975年退伍后赴美留学，改读计
算机硕士．并在计算机网络公司工作。1988年回到台湾，进入资讯工业策进会，负责大型信息系统之
网络规划设计。
现从事写作，著有《扬帆吧!雪梨》(联经，1999)、《青春之歌：追忆一九七○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
段如火年华》(联经，2001)、《踏着李奥帕德的足迹——海外观鸟行踪》(允晨，2002)、《荒岛遗事—
—一个左翼青年在绿岛的自我追寻》(印刻，2005)、《百年离乱——两岸断裂历史中的一些摸索》(台
社，2006)、《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印刻，2010)、《寻找大范男孩》(印刻，2012)等。其他文字
散见《思想》、《印刻》、《台湾社会研究》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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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高中时读的，汗
2、郑先生与台版远邪斗了大半辈子，可敬。对台独观念起源的分析鞭辟入里，果然KMT正是台独最
大的推手。
3、记得好仔细！
4、70年代初的台湾青年面对的是思想的大断裂，殷海光已逝，陈映真入狱，左右两路都喑哑无声。在
保钓运动、台大学生民主运动、民族主义论争、日殖时期左翼思想再发现（杨逵）中，朴素的自由主
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思潮都逐渐发育，却又在威权政治的干预下迅速归于沉寂。这个台湾思想界
的短暂春天，孕育了一代热情如火，而又坚韧自省的知识分子。70年代初是在台湾思想史上被忽略的
年代，值得我们一再探询。
5、我所不熟悉的一段台湾青年的经历，既是个人生活的回忆录，同时也是台湾六七十年代思想史的
一部分，思想与生活有时候血肉相连。有意思的是，两岸在政治对立，分属冷战不同阵营的年代，当
道者的行事方式却那么相似。而反对派的思想资源则截然不同，彼岸青年的汲汲以求的马克思、毛选
，在这边却是禁锢的象征。又，郑鸿声和他的朋友告诉我们，台湾戒严时代的抗争历程是的复杂的，
不可化约为本土意识与外来政权的对峙。同时，读这本书给我的一个启示是，“左”、“右”、“社
会主义”等等名相的划分，有时候会遮蔽掉更为本质的东西，郑的朋友们之所以选择抗争，最初仅仅
是感到处境的压抑和苦闷，在威权体制之下对人性的压制和求知的禁锢。假使易地而处，他们可能不
会成为“左翼”，但无疑也会是不和谐的音符。
6、读到郭誉孚在台大门口以血明志要求释放钱永祥、周一回，读到周的寡母自尽身亡，不由想起加
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回答，母亲高于正义。那时他们还年轻，看不到以后的路其实布满荆棘。现
在他们还说得出那样坚强乐观的话吗？我不知道。1926年，帕斯捷尔纳克致茨维塔耶娃，看一眼历史
，就会想到，理想主义的存在，更多的是为了让人们去否定它。
7、了解台湾，必读。
8、台湾的六七十年代
9、为了写郭松棻的论文，郑先生的书提供了丰富史料，感谢。钱永祥的后记也写得明白，可加一星
。
10、对台湾思想史研究甚少，台大哲学系事件是否如作者所言意味自由主义、中国自由主义、中国现
代革命、“中国意识”的断裂；从朴素的民族主义出发而至“左倾”，和左翼在界定上做否区分。在
“围剿”过程中，党国与台独势力的联手，左倾青年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共命，预演着其后各种势力的
衍化。
11、敘述的是六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初，在那苦悶與躁動的年代知識青年的成長歷程。那是從殷海
光、李敖的自由主義與全盤西化論經由保釣運動的洗禮，終於爆發初期校園民主運動的時期。初期台
大校園民主運動由於國民黨製造的台大哲學系事件，遭到全面的扼殺。經過大約三、四年的沉寂，社
會（不是校園）全面興起鄉土文學熱潮與黨外政治運動，台灣社會整體鬆動。
12、台大七十年代左翼运动纪事。
13、2014-2-4读过。
14、马英九参加过70年代保钓运动，还搞过国民党的反共爱国联盟，啧啧；
台湾的70年代学生状态有点像大陆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思想很混乱很积极，
什么都想试试和反抗，带点民粹，最后不逼政府出手不痛快；
这种相似性我觉得主要是购买力上升人精神追求必然增加，炮党处理保钓的投降主义确实让留学生
很难和自小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教育不矛盾的接受。

15、到底是隔了一层。慢慢贴近那个时代，那样特殊的境遇，还是需要人生经历啊。想到80年代末。
16、钱永祥的那篇《跋》值得人一读再读。可是，风流总是被雨打风吹去，作者赴国外读书前，在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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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的牌局中听到友人一句：喂，你出去可要为我们哲学系争一口气，令人动容。
17、韶华不为少年留
18、青春
19、钱永祥在跋中提前屠格涅夫在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之间的对照，得出反抗的可能性可能在年轻时
斗士一般的率真，和面对问题时的游移不定。所以反抗不是目的性行动。
20、掩卷唯長歎。如今臺灣社會的脈絡、種種問題由此書所寫的70年代便已開始。
21、第二遍，党国话语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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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青春之歌》的笔记-钱永祥为郑鸿生《青春之歌》所作的跋

        
《青春歌声里的低调》

“反对”何指？这个态度可以指受支配的“我们”设法推翻当权的“他们”、指企图“取而代之”。
不过反对还有一层意义不容一时潮流侵蚀淹没，那就不仅是在两个集团之间的相对权力位置上着眼，
而是追问反对者与当权者之间是否代表着迥异的价值取向？二者所呈现的价值理想，究竟应该如何比
较与定位？在什么意义上，反对者的价值理想，代表着社会趋于公道和人心稍行宽厚与敏感的可能性
？反对者的理想，是否可以让更多的人——无论他们有没有势力——活得更像人？⋯⋯“取而代之式
”的反对，乃是政治人物和政治势力的责任。“价值冲突式的”反对，则是每个有实践自觉的人都应
该关心的问题。取消了价值冲突，代表受苦者注定喑哑、代表超越现状的可能性已经熄灭，从而改变
与进步也就不再是人们心里的向往和动力。

⋯⋯从1950年代以降，台湾的公共文化、台湾人的集体意识，便一直相当贫瘠破碎。一个明显的事实
是，由于统治者的更迭和镇压、国际冷战大环境作祟、以及党国引导从封建地主体制向资本主义快速
蜕变的结构性原因，台湾不容易见到较成体系的公共价值论述。在台湾，保守者没有自信，无能发展
出以精英的稳定传承为取向的公共价值，于是倾向小市民化（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由派缺乏由
社会斗争所激荡出来的价值自觉，不识个人尊严这项要求的激进含蕴，于是仅能以符号式的反威权自
恃（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而受压迫者找不到明确、具体的正义概念作为自卫屏障，所以社会意识
往往被迫求助于各种反现代导向的族群注意、以及对“民间”这个反动意味浓烈的领域的崇拜（社会
运动者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几种较有可能经营出一套社会理想的基本价值，在台湾都没有发展、
深化的内在动力。

⋯⋯

在这个忆旧的场合，我并不觉得有资格对这个“反对”的新概念有所论述。不过，若是能设法指出当
年感动过我们的是什么，那么鸿生书里描绘的许多情绪和冲动，以及迄今我们还在悼念、向往的是什
么，也会变得较为容易索解。让我试着从回忆里的点滴整理出一些线索吧。首先，那是一种认知有人
在欺侮别人、并且愿意向被欺侮者认同的反对：所有的社会科学都企图抹煞人间的这个基本事实，所
有的规范性理论都企图开脱你面对这个事实的责任，可是新的反对概念，在试图颠覆当日的社会理论
与规范理论之余，正好要问体制为什么系统地造成这项事实。其次，那是一种国际主义式的反对：国
家/国族是一个统治/动员的单位，却不是一个支配与反对支配的单位；如果支配者的运作正以区域、
以全球为范围进行；如果被欺侮者的苦痛并不因国界线而有不同的道德分量，你怎么会仅以一国作为
实践思考的范畴？第三，那是一种必须取社会议题作为论述着眼点的反对：如果压迫主要寄身在各种
社会关系上，如果财产、出身、学历、职业、性别、族群、肤色在决定着你能欺侮人还是被人欺侮，
你怎么会只以政党政治为念？第四，那是一种牵涉到文化与价值的反对：如果体制安排好了各种欺侮
与被欺侮的系统位置，而整个体制又需要特定的价值观来加以正当化，你怎么能不将问题扩展到文化
与价值的领域去？第五，那是一种以普遍价值为诉求的反对：局限于第一人称——无论单数抑或复数
——的诉求，不可能取得充足的道德保证，也不会以平等的关怀与尊重为不容逾越的最高原则。为着
第一人称的主体而发动的反对，当然只能是取而代之式的反对。
这份清单有意地漏掉了几个重要思路（例如国家作为压迫机器的概念、例如第三世界的概念、例如情
欲解放的概念），清单的内容也难免事后聪明之讥。不过我相信，若是这些基本的方向有机会汇流，
形成较为具体的反对意识，这种反对的着眼点会比较深广、比较全面，它的价值意识会比较清爽，所
以它的怀疑取向也就比较强：它确实比较“激进”，对现状的警惕、抗拒也较为彻底。某个意义上，
整个1960年代世界的骚扰动荡，可以看作这样一套反对意识的难产过程。最后，它不幸胎死腹中，不
过还是遗留下来了一些犹有发展可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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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年对这些独特的倾向并没有清醒的自觉，日后的经营发展也成事不足。其实，这套看事情
的方式，需要对于具有相当普遍性、坚实丰厚的人性理念与社会价值有所认定，而这种认定更需要一
套立足于社会史的反对传统来滋润和维系。这些，却都是当年乃至于今天的台湾所付诸阙如的。

⋯⋯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我反而会比较认同哈姆雷特的典型，特别是如屠格涅夫所
细细说明的，这个典型所怀疑、所否定的，并不是“善”本身作为一种理想，而是“善”在这个时代
里的现身、实现，究竟能有多少“真实”和“真诚”。照我稍嫌犬儒精神的理解，“真实”和“真诚
”之所以成为问题，倒不是因为某种浪漫主义意义下的本真已不复可求，而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在这
个理想主义已经不能以正面形式出现的时空环境里，诚实而不自欺欺人的人知道，能做的事情不是去
实现善，而是警惕善的每一次现身都有欺罔的成分。⋯⋯在这种现实条件之下，哈姆雷特的态度，岂
不是仅存的反对态度吗？它能排斥人工孵育出来的信仰，敢鄙视权势所散布的幻景，也杜绝了与现状
和浩的诱惑。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充其量要在虚无、现实和假信之间游移的环境里，这才是真正
的“反对”态度。

书中提到郭誉孚《自惕的主体的台湾史》一段：

是1973年暑假，那时所谓“白色恐怖”的暗影仍深沉地笼罩在我们的土地上。
读台大哲学系的好朋友陆续被约谈了，令人窒息的氛围日夜都附着在我们的四周。我们能做什么？我
们只是比较勤于思索、生活，比较喜欢探究问题的大学生。我们热切于了解我们社会里种种奇怪的现
象，探究使我们愤懑于执政者显然的欺蒙；我们相信人应该有探索真相与追求理想事物的权利，因为
不甘心被摆布在粗率矛盾的格局里。我们各自四出搜集可以找到的信息：由《文星》杂志、《自由中
国》到《观察》杂志和“二二八”史料；由存在主义、逻辑实证论、系统神学到社会主义；甚至及于
当时被禁止传教的统一教与一贯道的经典。我们阅读、写作，也演出戏剧。曾经参加热情的自觉运动
、保卫钓鱼台运动⋯⋯我们真的不甘心把自己束缚在显然破绽百出的官方求知体系里。为什么要泯灭
年轻人主动探索社会和追求知识的深切欲望？不准，就是不准。
⋯⋯

2、《青春之歌》的笔记-第116页

        

3、《青春之歌》的笔记-第190页

        新中國不是以其追求強盛，而是以其對理想以及對新社會、新人類的追求吸引了我們。

4、《青春之歌》的笔记-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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