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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故国》

内容概要

《他乡故国》描写了一个人到中年的赴美学人在国内成长，在美国发展的人生历程。主人公伟生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动荡的“文革”时代，与作为“省委第一夫人”的英文老师发生一场纯真而悲情
的师生恋。后来他跟着洪流滚滚的出国大潮去美国镀金。他事业有成，获得了终身教职，进入了美国
的领导层。他还与两个叫苏珊的女人发生了感情纠葛：一个是他的妻子，但是最终背叛了他；一个是
他邂逅的红颜知己，但却不幸罹难。他带着满身的疲惫回到了家乡，在情感和文化的困顿与冲突中，
儿时的伙伴娟娟带给他心灵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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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故国》

作者简介

　　王瑞，生于陕西西安，曾任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和纽约总部高级翻译官，后就读于美国北伊利诺斯
大学，获信息学硕士、英语教学博士学位。《环球时报》、香港《凤凰周刊》专栏作家，现任美国加
州洪堡州立大学洪堡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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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故国》

章节摘录

　　一　　伟常常想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周雯瑶时的情形。　　那天孙教务领他办完手续，说是顺便领
他到教员办公室转转。伟的印象是教员室里很凌乱。七八张办公桌上堆满了杂物，办公室正中间摆着
一个取暖的煤炉，炉子上坐了一个洋铁皮大水壶，水壶边上靠着两个铝饭盒，另外还晾着一双不知是
谁的老棉鞋，几缕雾气冉冉而起，使这屋里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气味。伟的第一个感觉是想扭头出
去。可就在这时，她从堆积如山的练习簿里探出头，朝伟和孙教务的方向先是纳闷地蹙了蹙眉，继而
又笑着点点头。不知为什么，伟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姣好的面容里透着善意和关切。伟当时还不知
道，他的眼前是师大的一道风景。　　“这是周老师。”　　“这是小齐，临时在阅览室帮几天忙，
关老师产假休完，他就走人。”孙教务说。　　“你好！”周雯瑶更为灿烂地笑了笑。　　“您⋯⋯
您好！”伟觉得声音卡在干燥的喉咙里。　　伟从中学毕业已经整整一年了。同届的同学部分去了乡
下。伟是独子，得以留城。当时留城是很惹人羡慕的。可伟宁愿去下乡，和大家一起多好！坐火车可
以不买票，问起来，说是知青就行；还可以呼隆一窝蜂地去赶乡集，听社戏，串村过寨，偷鸡杀狗。
现在可好，终日搁浅在家里，不到十八岁的他还要经常和街道的老头老太太们在一起搞政治学习，搞
公共卫生，搞计划生育，搞⋯⋯想起这些，伟就心烦。白天就这样了，到了晚上还要看母亲“苦大仇
深”的脸。母亲齐绣暄曾是科研院的第一个女工程师，颇有过一段风头甚猛的日子，如今由于出身不
好，调去做收发，心境可想而知。　　“伟伟，你一天在家都做了些什么？”　　“你总可以把米饭
先做好吧？”　　“你一点正经事不做，一点打算也没有，将来怎么办！”　　妈妈一下班，就絮叨
个没完没了，伟烦透了。其实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伟似乎对母亲的感情有了一点变化：虽然母亲的
各种行为做法依然如故，但在伟的眼里，母亲的整个线条变得柔和了。每天吃晚饭，是母子俩唯一在
一起的时候。伟伟妈别的都能凑合，但晚上这一顿饭，是绝对不能含糊的。晚七点，伟伟家的小方桌
上，总是要摆上至少是一荤、一素、一汤。然后一定要母子俩一同进餐。为这事伟没少跟妈妈怄气，
在别人家，孩子根本就不用上桌，端着碗，想哪吃哪吃，隔壁刘家孩子还端到外边吃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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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故国》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名《他乡故国》所暗示的时空交错的文化背景以及相应的平等叙事线索，构成这篇小说独特的
艺术形式。借助这一形式，作者把我们带进一个感情的迷宫，而迷宫所环绕的是一个少年的心理死结
。　　——著名诗人北岛　　王瑞教授对文学和生活两者都有着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的长篇新作《
他乡故国》视野开阔，行文从容，定里行间散发出当代跨国文人特有的那样一种融生存境况和内心感
受于一体的沧桑感。尤其可贵的是，在王瑞所叙述的错综纠缠的故事后面，我们可以读出他对人类久
远乡愁的透彻领悟。　　——著名诗人欧阳江河　　对奥地利人来说，我是个波西米亚人；在德国人
眼里，我是奥地利人；就整个世界而言，我是犹太人，所有的地方都勉强收留了我，但没有一个真正
欢迎我的地方，我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奥地利作曲家马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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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故国》

精彩短评

1、后半部是武打小说。
2、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竟然有这个
3、少年时我贪恋出国 大了 反倒犹豫起来 姐姐两番出去 现定居在瑞典 表哥十有八九留在了美国 往后
若有机会出去 不会再动落脚的念头 书近尾声 透出“故乡”和“他乡”错置的复杂情绪 故国变为他乡 
他乡成了故国
4、移民文学。
5、不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爱着男主，难道是主角光环？？？怪怪的反正，只能说哪个年代的背景稍
微掩盖了一些故事本身的瑕疵。
这本书在豆瓣的评分也是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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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故国》

精彩书评

1、挑中这本书完全是因为它的封面。图书馆的小说以各自或华丽，或绚丽，或冷酷的封面想要夺人
眼球。唯这本一袭白色孤独而高傲的静放在书架上。翻开书，开始有些失望，但慢慢开始能体会书中
的信念。时空交错的叙事方式，反而让我思考更多。在这本书里，没有绝对好的人，或者绝对善良的
人。有的只是信仰的选择，以及往往为了一个原则，放弃另一个原则。我不说这本书对不对或好不好
。但它的确让我看了更多我视野之外的东西
2、北岛，流落在他乡的自由灵魂，还好吗？是否已经像诗人贾岛所说的那样：无端更渡桑乾水， 却
望并州是故乡。 
3、关于“留学生文学”或“移民文学”的作品，我倒是看过许多，如：《请客》、《洋后妈的三明
治》、《最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等等，但最让我印象深刻、感触最多的要数王瑞的《他乡故国
》从书题开始，场景分置、时空错落等叙述手法成为贯穿全书的一种特殊结构形式。而文章正是由于
这种时空交错的人性冲突和场景交织，才生发出一种迂回沉挚的世变之思和沧桑之叹。文章大致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出国前和出国后。同时也描绘了几段爱情纠葛，交错分布。出国前主人公伟与他的英
语老师周雯瑶的感情线索为此时的主线，通过其交往过程着重描绘了文革时期中国的现状。“这是最
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年代；这是贤明圣世，也是愚妄之时⋯⋯”作者借助《双城记》里的一段话，
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残酷，恢复高考，出国⋯⋯条件在逐渐变好，而文革却使这些都蒙上了一层
细灰，一层阴影。正如书中张瞎子的死，后欧阳登云一家的惨状，都是悲惨得很。老实说，文革之于
中国，是一段惨不忍睹的“血泪史”。每每看到书上、电视上一些描绘文革的句段、画面，我的心就
会被揪得紧紧的，生生的疼。出国后则着重笔墨于齐伟植与两个苏珊的恋爱。两个苏珊，一粗俗一温
雅，阴差阳错的邂逅又却突然离散，注定了他生命中的不得。而与毫无血缘关系的女儿蘑菇的亲情则
让我感动。《他乡故国》最打动人心的则是题目所寄寓的深意——踏出国门后，“故乡——他乡”的
错位、并置。曾记得这样一句话“无形中，我们像一群刚刚睁开眼睛的小鸭子，把漂洋过海而来的第
一个城市当成自己在万里他乡最亲近的地方⋯⋯”（《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也就是这
样一个情结，成为了留学生、去国者无以摆脱的尴尬困境。也许多年之后，故国变成他乡，你无法去
亲近；而他乡在变成故国的同时却也有你无法逾越的界限，之于此，你就像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流浪在他乡却无法回归的可怜之人。中国古时便有诗人产生这样莫名的情愫：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
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仿佛也验证了一句老话：人生如戏。命运一直都
在和我们兜圈子，等到千回百转之后才发现所有的根源便是开始。一开始便注定了结尾。
4、周雯瑶，齐伟植的恋人和恩师。被安排与当时的省委结婚，目的就是要找一个避风港。“结果就
是被送到风眼里去了。风大的时候，风眼里风最小，没准你还有可能让风抛上天去，但狂风过后，这
里便是一片废墟，在天上的你，也就该摔得粉身碎骨了。”“我的一生虽然让外人听来，似充满离奇
，其实我除了自幼随父母在国外读书之外，一切的一切都像一本枯燥的教科书。我是从学校门出再进
学校门，没有过真正求学的经历，没有过求职的经历，甚至没有过恋爱的经历，一切不是由组织就是
由家里安排好了。”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往日善良、耐心的周老师变成了虫虫眼中的巫婆。她给
女儿起名为“周错”。齐伟植当发现老婆跟人私通后，他说“这几十年的学校教育骗了你，让你做了
个大乌龟！”周雯瑶：“我不是你的老师！”齐伟植：“在您的面前，我永远都只能是学生！”（我
想抽他！）周雯瑶“你的身上就没有一丝骨气？你就没有一丁点良心？你自己的前程就那么重要？重
要到不惜用你的人格去交换？” “卑鄙！” “畜生！”肯特校长“我发现了我的位置，我做了我想
做的事，对我信奉的事业有所奉献，对此我死而无憾！”娟娟“我也是个女人。对于我的对手的一切
我都感兴趣。我必须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作者三年里我每天活在书里，死在书里。我们所有的海
外学人从跨出国门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今生心灵便不再安宁。何去何从，这是个古老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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