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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前言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即将出版。最初是和老友肖关鸿谈到出这本集子的想法。这大概是一年前的事
了。但是我总是拖拖拉拉，到了最后一个月才紧张起来，日夜赶写，血压都升高了。这都怪我自己，
我的一生好像总是很被动地被别的人或别的什么力量推着走。    不过出这本集子我是很高兴的。起初
，关鸿说我在上海出的两本集子都早已买不到了，但读者还有兴趣，问我是否可以重出一版。我马上
同意了，因为我也常收到读者来信，问我何处可以买到，书店没有。我就从我自己所剩不多的“书库
”中寄给读者。但是，我与关鸿都认为不要简单地重版，要有点新的内容、新的面貌。    所以，我把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收进了集子，并以此为书名。此外，我又赶写了一篇《昨日旧事残梦》。我承
诺写这篇文章时是因为这是一段我生命中最重要、但却从未真正涉及的阶段。但到我落笔时却百感交
集、举笔艰难。1971-1983这十二年，浓缩了我一生全部的情感、全部的奉献。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
在短短的十二年中经历了从天堂到炼狱。这十二年中我得到的耀眼光采使我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而我
所获得的爱情令世人羡慕，不仅因为乔冠华当时是叱咤风云于国际舞台的佼佼者，而且我们这样年龄
相差二十二年的忘年恋爱得这样深、这样真，也这样艰难。但是也就在这短短的十二年中我所得到的
这一切又消逝得这样快、这样残酷。从光辉的顶峰一夜之间我和冠华被推进了可怕的地狱深渊。我失
去了一切......最后失去的是我唯一的财产——我的爱，我所爱的人。那时我的肢体还健在，但是我的
灵魂却是空的。人生的道路似乎走到了尽头。那年上海的冬天是那样冷，彻骨地冷。雨是那样多，淅
淅沥沥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一个一身黑衣、头戴黑巾的幽灵多少次在黄浦江畔徘徊⋯⋯    在生与死
的关口，使人活下来的不仅仅是生的欲望。在那年寒冷的冬天，对于我来说死的诱惑更大。但是我不
甘心就这样沉默地从人间消失，不甘心历史就这样被歪曲。于是我活下来了。    这段逝去的岁月在我
写完《十年风雨情》之后就深埋在心底了。我竭力去寻找新的生活、新的激励、甚至新的情感。但是
，当我开始写这篇《昨日旧事残梦》时，我才知道，那伤痛依旧存在，它只是被轻轻地掩盖而已。重
新翻出旧事犹如撕去那覆盖在伤口上薄薄的纱布，再洒上厚厚的一层盐，它又开始流血。我真的无法
再一次直面那原以为已成过眼云烟的过去。最后我选择了逃避。我必须向读者致歉，那篇文章写得很
不充实，很零乱。我竭力想写得轻松，竭力想避开伤痛，结果我自己也很不满意。我只能承诺，在我
有生之年，如果我的感情真能变得坚强一些，我也许可以给历史、给广大读者交一份更好的答卷。    
当我坐在这座我生活了四十二年的四合院中重写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遗老”
两个字。这使我自己十分震惊，不知不觉中，难道我真的变成了沉湎于过去的“遗老”，只能絮絮叨
叨地讲述这院子中过去发生的事了？！我的生活就真的只有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了？这本集子题目
为《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我一直想的是这大红门是从门外跨进来，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揭示这
院中曾经生活过的人们的悲欢离合。但是此时此刻在我匆匆逃离昨日的残梦时，我却猛然醒悟也许这
大红门也应当是从里面往外跨出去。我也许应当把自己的情感跨出这大红门，寻找新的生活起点，那
时再回头看这两扇大红门时会不会有新的感悟呢？    从这里我又想到，我写的四合院总是停留在我们
两代人——我的父亲和我与冠华。我从来不曾想过这院中还有个第三代，女儿妞妞。我一直觉得她不
属于这个四合院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她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这院子，她无法理解这四合院凝重的历史感
。妞妞不赞成我把自己埋葬在这院子里，埋葬在早已逝去的情感恩怨中，我却觉得她完全不能理解我
这一代人沉重的心路旅程。前不久在上海福寿园为父亲的铜像揭幕，学者们都认真地论述父亲的一生
，妞妞最后讲话，却说“我觉得我爷爷特别‘酷’，他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
还说“我不喜欢老讲继承，我喜欢多讲创新”。听众里老一辈的摇头，中青年的却大为赞赏。回到北
京，这件事总在我的脑中盘旋，我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四合院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个第三代
。我们家这一百年中的三代人似乎浓缩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一百年前，父亲是反清战士，参与辛亥革
命。五十年后我造了父亲的反，成为共产党员。今天，又是一个五十年过去了，妞妞是这院中的新一
代，她也正在造我的反，试图把我从过去拉进现在。她降生在这个大红门内，十二岁时从这个大红门
中跨出去，但她保留着大红门的情结，十多年后又从大洋彼岸重新跨进了大红门。只是她带进这大红
门的已是崭新而陌生的气息。她经营的新概念媒体刊物、她的生活方式都太超前，使我无法完全理解
和接受。她的“离经叛道”在我看来已不属于这个院子。但这些天，我却不能不问自己这难道不正是
四合院变迁的一个新的里程吗？我凝望着院中那棵最老的海棠树，它的年龄和妞妞相仿，我们搬进51
号时，它刚刚栽上，如今已是枝茂叶盛，给了我们半院子荫凉。四十年来，海棠的老枝已经枯死不少
，如今旺盛茂密的多半已是新枝。老干新枝交叉在一起，构成了这棵充满沧桑感的老树。历史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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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还想到这大红门中的第一代人我父亲，他的结局是完好的，因为他一生遵循
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信念，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第二代人的我却是个最大的悲剧。也许那正是因为在
那个时代，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实现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梦。现在到了第三代人妞妞，她
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在挑战这四合院的过去。她不会再让任何这院中的悲剧重演。我终于心情开朗
起来，似乎在陈旧的院墙中看到了新的生机和未来。但愿这大红门内的四合院会随着妞妞这一代人往
前走，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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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内容概要

章含之——章士钊之女、乔冠华的妻子、新中国
第一代翻译家和外交官。史家胡同51号，因着它的
几位主人而著名。他们的荣耀与屈辱，连同四合院
曾经的“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
凉”一起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阴晴变幻，共和国岁
月的悲欢离合，人生的起起伏伏⋯⋯
    章含之，从毛主席的英语教师到外交部翻译，从亚
洲司副司长到外交部部长夫人，其问卷入并见证了
多少政治风云。这位美丽、优雅的名门女子曾梦想
做一名话剧演员，却万没想到，自己会被置于时代
舞台的聚光灯下，演绎悲欢起伏的传奇人生。
    章含之同乔冠华，曾活跃在联合国的外交历史舞台
上，见证了中国外交史上辉煌激动人心的历史时
刻。她用自己特殊的经历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新版)里记录了章士钊、
乔冠华的
精神世界，忠实记录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风云，
讲述了大红门里三代人的恩爱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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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作者简介

章含之是70年代中国杰出的外交官之一。70年代初，她参加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并参与尼克
松访华、上海公报的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

    章含之同她的丈夫乔冠华(中国前外交部长)一起，曾活跃在联合国的外交舞台上。她是1971年中国
首次参加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1973—1975年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副代表之一。

    此外，她还参加了中国同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

    章含之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四部著作。

    80年代以来，章含之积极投身于促进中国在农村发展和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组织过
多次国际性会议及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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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书籍目录

(前言)史家胡同51号旧版序跨过厚厚的大红门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一 难忘的一号楼  二 风暴的前夜  三 
荒唐岁月  四 逼上梁山  五 秀才与大兵  六 告别校园十年风雨情  序 花魂 树魂  一 天上人间——诀别    最
后的中秋夜    乔木的唁电    与陈老总的情谊    黄浦江畔的追思  二 相识相知    小店偶遇    傲慢与偏见    
心的感应    毛主席批评我没出息    爱的萌芽  三 相爱何难    理智与情感    心的承诺    毛主席的佳句    父
亲长逝    扑朔迷离的政治    爱情的归宿  四 十年风雨    在小平同志领导下    山雨欲来    送总理最后一程   
灾难的前夜    虔诚与毁灭  五 魂已断、梦相随    飞飞与陈白露    最后的日子    世上还有真情在    回归大
地故乡行  谁说草木不通情  前记  老梨树的故事  柿子树的故亭  后记昨日旧事残梦  一 走进外交部大楼  
二 改变世界的七日  三 和元首们在一起  四 坐在中国席位上  五 残梦、旧事青桐，秋桐与孤桐——忆父
亲  跨越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三个时代的历史人物  严词拒绝日伪劝诱，秘密去重庆  父亲的三位夫人  
抗战胜利后父亲在上海当律师  索求“墨宝”的宣纸堆成小丘  致力于和谈，劝程潜起义  迁居北京  “
一生要与人为善，切莫加害他人”  同鲁迅先生之问的历史公案  父亲赞成我学外语  1957年，父亲诚恳
地发言⋯⋯  小外孙女给了他欢乐  毛主席对我父亲的评价  《苏报》案  毛主席“还债十年”的故事  毛
主席赴重庆谈判时，父亲写了一个“走”字  周总理向父亲赠房  荒唐岁月的荒唐亭  给毛主席写信！  
“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  营救李大钊，为陈独秀辩护  《柳文指要》
出版的前前后后  周总理把《柳文指要》送给了美国人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眼中的毛主席跟老乔聊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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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节摘录

再过几天，园林局要来砍去前院的那棵四十年的高大的榕树了。其实，这树去年就枯死了，就应该砍
了，只是我舍不得它消失得无影无踪。本来，这前院是一对榕树。1960年我随父母从东四八条的四合
院搬进这个古老的四合院时刚刚二十五岁。那时前、后院的树木都是新栽的。后来，前院的榕树长得
很快，两三年后就成荫了。再后来，榕树的粉红色、毛茸茸的花覆盖了一片树顶。这些花可以延续整
整一个夏天，每天夕阳西下，它们就开始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40年来，那幽香是“家”的芬芳，
每当我跨进这四合院的门槛，不论那时我是喜悦还是沮丧，这芳香都会使我感到家的温馨。    四合院
的主人几经变迁，现在只剩下我和我那经常不在北京的女儿。四十年中四合院随着它的主人经历着历
史的浮沉，目睹了发生在这院子里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它也随着院中的主人经历了荣耀与屈辱，
经历了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凉。但是这一对榕树却永远忠贞不渝地年年开满一树
粉红色的花，用它甜甜的幽香慰抚着主人的心灵。可是大约四年前，西边的那一棵突然“病”了，像
是得了绝症，那“病”来得猛，发展得快，第二年就完全枯死了。园林局来人把它砍了，拉走了，在
它原来生长的地方铺上了方砖，它就这样消失了。那时，我为此激动伤心了很久。我祈祷老天保佑那
东边的、靠门洞的一棵。但是，厄运还是降落到失去伴侣的它的头上，就在西边那一棵枯死的第二年
，这东边的那棵就开始出现萎靡不振。再过一年，就不大开花了；去年，春天来临时，它还勉强长出
了半树瘦瘦黄黄的叶子，但还未到夏天开花季节，它就完全枯萎了，死了！我舍不得让它离去，妄想
着今年出现奇迹，它还会枯树逢春。但奇迹没有出现。它最终要离去了。    因为这榕树要被砍去了，
所以我每天清晨在后院散步时，常常踱步到前院来看看它，抚摸一下它那开始剥脱的树干。现在，这
前后两个院里，只剩下北屋门前那棵足有四层楼房那样高的海棠树是四十年前我们迁进51号院时就已
栽下的。其余的都是后来陆续换过的。    当我年岁渐长，真正爱上四合院时，我才意识到当年栽种这
些树木的设计人真是深知四合院特色的专家。而我们在四十年中换栽的这些树真是毫无章法。当初，
这房子是个典型的官邸式四合院，大气、庄重。它前后应是三个院落——前院、中院和后院，中院是
主院，前院和中院之间的南北双朝向的这排房子是穿堂，历来的大官大概都用来作接待来客的前厅。
后院是附院。当年不知清朝哪位大官在这里住时，东边还有一个偏院。随着时代的变迁，那偏院成了
一个大杂院，与主院完全脱离了，那里现在住了十几户人家。可以想象当年这个四合院是多么大的气
派！我们家迁入时，本来应是一个前、中、后院齐全的四合院。可是母亲坚持不要那么多房屋。国务
院管理局无法说服她，只得把后院割出去，中院便成了后院了。这真是个极大的遗憾。    当初搬进这
院子时，院中树木都已栽齐。前院是那两棵榕树，它们高大而优雅，绿阴遮盖了整个小院。后院北屋
房前是两棵开粉红色花的海棠。海棠大概是四合院特别偏爱的一种树，在许多老的四合院中似乎都栽
有海棠。我们北房门前的两棵高大的海棠树既气派又婀娜多姿。后院很大，大概两倍于前院，因此在
海棠树的南边，靠近南房，又栽了两株紫丁香，这格局真是美。春天时，海棠的一片粉红色与丁香的
浅紫色给这院子蒙上了一层淡雅柔和的情调。而当它们的花凋谢后，前院的榕花又给夏日的庭院带来
了静静的花香。我想那丁香的安排是绝妙的。在前后高大的榕树和海棠之间，丁香只有一人多高，却
张开枝叶，在两边直立的大树间，形成一个圆形的图案。    可惜，当初苦心设计的标准四合院的构图
，不久之后就被破坏了。主要是母亲对四合院一点没有好感，她总是怀念上海的花园洋房，甚至石库
门房子。她从不关心院中的草木。这院子交给了做饭的保姆彭阿姨管理。彭阿姨把吃剩的菜汤都往树
根下倒。过了几年，西边的海棠和丁香就死了。    后来，这院子越变越不像个院子。60年代初，母亲
被三年自然灾害吓怕了。那时，父亲属高干，当时戏称为“糖豆干部”，因为每个月，政府补贴两斤
白糖、两斤黄豆。但是粮食还是不够吃，每天晚餐只能熬粥喝。母亲生怕这种日子还会再来，于是异
想天开在院子正中，即四棵树之间的中央空地做了一个大圆台子，中间铺了泥土，栽上了花生和玉米
。这还不够，母亲爱吃苋菜，又叫人挖去一部分地砖，种了一片苋菜。母亲很高兴，女儿妞妞也快乐
。祖孙两人忙乎着收获嫩玉米，督促刨花生。这高大的官府结构的四合院，每当收获季节，变成了农
家场院。再后来，发生了一件更糟糕的事。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备战、备荒”，都说美国和苏联
要打进来。国务院决定给所有住四合院的高级干部在院子里挖一个防空洞。工程队开进了四合院，把
母亲的玉米、花生坛和苋菜地都刨掉了，就在东边那棵海棠树旁边挖了一个长方形的“防空洞”入口
，地下挖了大约两米多深，还拐了弯，从南房前西边的梨树旁挖了一个正方形的出口，入口处很宽敞
，修了水泥石阶下去。出口处却很窄，是在洞口壁的水泥墙上做了一个爬梯。出、入口都十分简陋，
只不过两块厚厚的铁皮盖，入口的那块足有两米长、一米宽，出口的是一米见方。自从有了这两个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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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出入口，这正院就彻底地破坏了。    后来，父亲在香港去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冠华放弃
了外交部为他修缮一新的史家胡同55号院子，搬进了我的四合院。他搬来后，曾经想重新规划院中的
树木。我们讨论了多次，意见不同，未达成协议。他当时想在北房前栽两棵梧桐，南房前栽两棵杨柳
。冠华生前最钟爱的树木是梧桐、杨柳、塔松、桂花和清竹。他一直很遗憾北方的酷寒不适宜栽种桂
花和竹子。所以后来在我为他修苏州东山的墓地时，我为他种了塔松、金桂和银桂各一株。    我当时
不同意他的意见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我说杨柳不好，英文叫“WEEPING WILLOW”(哭泣的杨柳)
，不大吉利。栽梧桐，要拔掉海棠，很可惜。冠华也就没有坚持。事隔二十四年之后，我真有点后悔
没有按他的意见办。我想梧桐的傲岸挺拔以及杨柳的柔情如水恰恰是他自己性格的两个方面。如果当
时栽了这些树，虽说在四合院中很罕见，但也许会留下对冠华静静的纪念。    树没有换，按我的意见
，我们在南房前搭了一个葡萄架，东跨院栽了一棵枣树，西跨院栽了一棵柿子树。这都是传统北京四
合院中的果树，后来倒也带来不少丰收的喜悦。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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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看见的是历史的风雾尘雨，岁月的一页尚未写尽，砚上的墨早已凝干——章
士钊之女、乔冠华遗孀章含之，拨开时光的重重云烟，细叙昨日旧事残梦：记忆中的父亲、共和国岁
月的悲欢离合、人生的起起伏伏⋯⋯      怎么还不问我妈是谁！  我的工作实质就是一广告销售员。四
年来，我隐姓埋名，任劳任怨，从来不提家世，专心推广杂志，我认为我彻底发扬了雷锋、焦裕禄等
革命英雄的傻冒精神。 谁知道我妈的书出了之后，原来只把我当作销售员的客户现在把我当成名门的
后代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统一，基本上都属于怜悯和同情。 在今年冬天刚开始的时候，我妈出了一本
书，叫＜＜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我在武汉机场等飞机的时候看见候机厅里有卖，好奇地走过去翻
了翻。 “这本书好看，名人写的。”书摊的主人积极向我推荐。 等飞机是百无聊赖的事，可以让平
常压制的作名人女儿的情绪小有暴露。 “是吗？”我问，“讲什么的？” “你怎么连章含之是谁都
不知道？”小老板用激将法促销，“他女儿也很有名，在电视上常看到。” “她女儿是谁？”我吃惊
地问。 “哎，就是个外交部发言人吗！” 我不是外交部发言人，是个默默无闻的广告销售员，我知
道小老板说的是章启月，因为她和我妈妈同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种误会了。章启月跟我说，她
有一次参加了一个会议，旁边一桌的人在大声演义她和我妈妈的“母女关系”，里面还有很多细节，
最后终于被她的一个朋友制止了。 这些事情给我的感觉是由于我的无能，娘都被别人拿走用了。 四
年前开始办杂志的时候，我以为是从商人变成文化人了。后来才发现仍然是商人，只是挣钱比原来更
辛苦一些。我有过很多头衔，CEO，出版人，策划等等，而我的工作实质就是一个广告销售员。四年
来，我隐名埋姓，任劳任怨，从来不提家世，专心推广杂志，我认为我彻底发扬了雷锋、焦裕禄等革
命英雄的傻冒精神。 谁知道我妈的书出了之后，原来只把我当作销售员的客户现在把我当成名门的后
代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统一，基本上都属于怜悯和同情。看过我妈妈写的书的客户跟我说，你就是这
个妞妞啊，你混得够惨的，这么好的背景结果就来我们这拉广告！也有的说，我以为你作杂志是作着
玩玩的，没想到真的靠这个吃饭啊！还有一个英国人跟我说，“关系，中国人都很会的，你的问题的
是什么？” 当然，上面的说法有些喜剧夸张，我拉了四年广告还是结交了一些好朋友，而他们　把我
不会用3家庭关系当作笑料，特别是我妈妈的书出来之后，他们更加有的可说了。其实我有很好的销
售人员这两年来已经不用我真的去使劲拉广告。而平常说是拉广告，只不过是以其名花点公司的钱和
好友吃吃喝喝罢了。 谁知道　今年冬天生有不测风云，妈妈没有真的丢，却走了两个非常好的销售。
而且正好赶上是广告计划季节，弄得我非常狼狈，只好天天去拉广告。这对我是个很好的教训，从管
理方面来讲我当然要总结为什么没有能够留住我的销售人员，同时，我也要想一下，我是不是应该乘
我妈妈的东风，好好拿家史换点收入回来。因此，这个冬天我坐在很多广告公司的会议室里想：“你
怎么还不问我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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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翻阅《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新版)，你看见的是浓重历史的风雾尘雨。在这本回忆录中，章士钊之女
、乔冠华遗孀章含之，拨开时光的重重云烟，细叙昨日旧事残梦，人生的起起伏伏，抒发了作者对丈
夫乔冠华、父亲章士钊的深切怀念之情，同时也记录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外交领域的重大事件和
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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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高雅、大气，不错的一本书。
2、是一个人的一家之言,也是部分历史的参考
3、我应该是当当的老主顾了，因为喜欢，已经多次购买书籍和买到一些小家电，总体都很好。因为
以前不知道在哪里评价，也是因为自己的粗心，一直都没有评价。这次购物时，自己真的很开心，因
为同时间在当当和**购买了书籍，收到的时间竟然是提前了4天哦，开心。书籍很干净，喜欢。这本书
是我一直以来就很喜欢的，再阅读中。谢谢当当。还会再来的。
4、名媛，章士钊之女，毛主席之英文老师，洪晃之母，已逝，甚叹。读此书，感悟当时的世界和那
时的情感，且纯且真，思想的交流至上
5、初三那年读的，泪流满面，如今想来，情感依旧，理解却加深了。
6、罪过啊，这么好的书，买了之后居然只是看个前言
7、她几本书的内容有些重叠，不如买一本个人传记了
8、因为之前看过洪晃爸爸和乔冠华儿子写的书，所以再看这本书的时候难免会有首因效应，对她的
话难免带有不信任感，权当是从另一个侧面去看待同一件事情吧。
9、书比想象的要大，在网上看到图的时候以为是那种小的，还担心内容什么的会不会删减得太多，
结果很大一本，还厚厚的，而且纸张和里面的图都很好。。。。一定要好好研读一下这本期待已久的
好书。。。
10、很好看的一本书，买的很值
11、喜欢那时候的故事
12、更喜欢她女儿的文笔和性格。想看其他相关人物的回忆录。每个人都想坚持辩护自己，而裁决对
错并不简单，大家或许也不想裁决。
13、帮同事买的,应该不错吧,评论赚积分.
14、书中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生活
15、非常喜欢 尊敬的一位老人 当时对她的逝世感觉太突然 太可惜了 记得上学时在图书馆就看过这本
书 去世后 偶然在网上看到这本书 就又买回来了 传奇的一生
16、章含之先生的力作，我真得很喜欢。文笔细腻不说，结构也好。不好之处，就是洪晃老是在里面
晃来晃去。
17、听作者讲讲关于那个年代的故事，有意思。
18、不错
19、想买这本书很久了，终于拿到啦！
20、我喜欢看那些开篇就能吸引我的书，《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就是这样的书。
作者很漂亮，是一位坚强的女性，有着认真的生活态度，忠实于爱情。
让你了解更多那段历史。
21、这二人都是感性大于理性的人，不懂政治的人别玩政治。
22、矫情
23、挺乏味的，不太喜欢章。
24、让我进一步了解了章含之。
25、媒体传的很好，如果说没有那么好，很容易让人觉得欣赏能力不够。她与前夫各持一词，我觉得
洪君彦的更可信。章的生母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作为章士钊的养女，等于美丽和名门于一身。但
这本书个人觉得不是很好。
26、内容不是特别吸引人
27、那天晚上我真正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有着毛主席慈父般的关怀，又有着冠华给我的真
情，过去那一切少年时代的孤独，青年时代的彷徨以及感情的失落此时此刻都得到了补偿。（有些书
，在人生的不同时期读到都有不一样的感悟。之前只看了一点点，已记不清了，当时的感觉只是像在
看历史书一样；但是现在再次继续看的时候，却能深刻体会到里面的一些情感，仿佛就是发生在自己
身上的人和事，看到一些相近的地方，难免会心地一笑。）
28、可以当普通文学故事读，但是不要认真。反正是自己写的，真实只是对她自己而言。
29、小资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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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可能年代不同，不够吸睛。
31、买之
32、包装很精美，很好的书
33、终于是入到这本书了，写得很好，阅读后使得我对人生的很多事情有了新的看法。
原来人可以以这般的意志对抗艰难~
原来人可以老得这么优雅~

喜欢文字中说话的角度，客观！公正！
一直觉得政治都是黑色的，现在觉得即使是黑色的也是要积极面对的。
34、相当厚实的书，很值啊。 但是感觉有一点点脏
35、正版新书！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值得购买！
36、10年前读大学时就看过这本书，难得有亲历历史的人写这么好的书。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
时代的人。而且章含之始终那么优雅，很让人羡慕。
37、还没看，预计不错
38、内容写的很好，包装也很新
39、还没看 妈妈一直想买的书 封皮很有感觉
40、这本书好像看过，印象不深了，可以重看
41、书籍印刷质量精美，物有所值。
42、其实关于乔老爷的记录还有很多,他是亲生女儿写的&lt;&lt;乔冠华与龚澎>>更好看.它还原了另一
部分历史,我觉得前任对乔更重要,后任有些做法让人不太理解.
43、爸爸指名要买的书，他在书店竟然没买到，送给他时非常高兴，谢谢当当！
44、在央视的《子午书简》节目听说的这本书，一直想买，但是缺货，终于有了新版，但是不太喜欢
书的包装，还是喜欢原来的样子，书还没全看完，但是自己喜欢的文风⋯⋯
45、帮别人买的，同事很喜欢，赞一个！
46、书写的很有感情，但读后印象不深
47、看这本书，不要去看历史更不要去看政治，多少说她满纸谎言的人又如何知道真相，何况评判真
相的标准又是否合理，这世间事哪是非黑即白，人又如何洁净如莲。凡是对爱情念念不忘的人都是感
情真挚的人，没有爱过自然会觉得作者“做作”，也因此而知，这世上不是人人能在中年享受那如少
女般的爱恋的，只为那份爱情感叹，越是艰难岁月越是印证了爱情的真挚，对读者而言，这是作者送
给我们的一份滋... 阅读更多
48、前面写的非常好，后面有点絮叨
49、我最佩服的老师给推荐的，呵呵，确实好。
50、刚刚看了三分之二吧，很喜欢，每一个章节都用铅笔做了读后感。在章含之跌宕起伏的人生里读
到了生活中最宝贵的真诚、善良、坚强，也有那些痛苦、悲伤、脆弱，但是这些最后都化成了内在的
力量，让章含之更加的魅力动人。
关于爱情，乔冠华与之相处的短短十年，已经把他的一切与她灵魂相融合，所以后来的章含之，她的
笑容里有他，她的姿态里与偶他，她的话语里有他，她的眼神里有他，他的存在改变的她心的结构，
他经过了她的生活，从此她的世界里一直有他，在一草一木，在一言一行，在梦醒梦醉中。这也让我
想起了新上映《地心引力》，就是那个男主马特对女主瑞恩在短暂的相处中的影响，异曲同工。
51、蛮喜欢她的文字，没有什么很明显的风格，但就是这么真实的感情最打动我。也让我对章士钊先
生萌生了兴趣！
52、非常美的文章，以女性细腻的笔法讲述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及与乔冠华的伟大爱情
53、写的非常的好哦
54、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看见的是历史的风雾尘雨，岁月的一页尚未写尽，砚上的墨早已凝干，拨开
时光的重重云烟，细叙昨日旧事残梦：记忆中岁月的悲欢离合、人生的起起伏伏⋯⋯挺好的一本书。
55、很少接触这类书 老师推荐的 应该不错
56、还没仔细读，大体上翻了一下，除了文字还有一些照片，印刷不错，很喜欢纸张的手感，留着慢
慢读~~
57、比他前夫高段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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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很特殊的一群人物
59、显赫人家里的普通人。
60、可以了解那一代人的部分生活、思想。
61、儿子很喜欢。评价贴纸的形式有一定激励作用。
62、章含之的书啊  还有什么解释的呢
63、这本书我大半年都没看完十分之一，吸引力不大啊
64、一直都非常崇拜章含之老师，她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女性，我很为她的故事所打动。
65、可看！可读1
66、正版低价，好书。
67、爸爸很喜欢，已经看完了
68、一段历史，一段经历，慢慢品读。
69、笔触很啰嗦，有不少重复的内容，话里话外总感觉一种自恋。表面上是写别人，实际上都是说自
己。抱怨自己的不公正遭遇，自怜自伤到我都觉得太夸张。中学的时候在杂志上看过写他和乔冠华的
文章，对他们印象很好。但是这本书让我了解了更多，对章含之的印象却更糟。
70、美人为了粉饰自己，伤害了自己的爱人，只想说历史就是用来篡改的
71、旅途看看不错
72、读后收获颇丰，从中学到了许多许多，值得推荐，况且书的质量也好，很值得收藏！
73、有点跟不上书的逻辑，这次没读下去，下次继续
74、她坎坷起伏的人生，给人启示
75、站在红墙外边，听听人家絮叨点里面的故事，长点传说。。。
76、历史必须对比着读，孰是孰非，各有说法，不能只听一家之言，且随这风雨天气飘散了吧。。。
。
77、很早之前在广播里收听到了章含之《十年风雨情》的片段，午夜的广播女声充满深情且有磁性，
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章含之为何人，后来有意无意间浏览了一些材料，知道这是“中国最后一位贵族
”，向来都会被“贵族”这种虚而不实但却光芒四射的头衔所收服，于是开始盲目崇拜这位一生辉煌
的女性：章士钊的养女，毛主席的英语老师，外交部长的夫人，听上去都觉得高高在上。

后来看到了洪晃父亲写的书，文字非常朴实，记叙事情也非常客观，听说出版该书还颇多波折，本来
在香港明报连载，但是后来迫于洪晃的压力停掉了，不过最后终于还是出版了。对于洪晃来说，父母
成仇实在是人间悲剧，不愿看到父母相互谩骂也是人之长情。但这一曲折却令我做了其他思考，章含
之究竟为何样人物？慢慢接触到了很多关于章含之的负面报道，终于知道经过粉饰的“贵族”也不过
而而，虽谈不上“金絮其外，败絮其中”，但终究面子大于里子！

我终究是不喜欢那些面对历史和过往时，过多的粉饰，过多的隐瞒，那不是一个回忆录作者应有的笔
触，文如其人，不真实的回忆录，作者也是不够真诚的！诚然，我们不知道真实的过往究竟怎样，读
者会根据作者的为人判断孰真孰假！

逝者已逝，为人如何，说多无益！我只是更喜欢诚恳的回忆录作家，谁的人生没有做错一些事情呢，
坦诚面对，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后人的提点！
78、这是个女生推荐的。不过我真的很喜欢，看了就知道，耐心去看，能学到好多。
79、充满期待，明天正式开始看
80、我喜欢的书，只是书店的太贵，舍不得买，在当当可以豪气一点。
81、买这本书，是因为看了乔冠华女儿写的我的父亲母亲，，那里面章含之的反面角色，老师一再教
过我们，看问题要从多方面看，最好从反面也看看，所以才买了这本章含之把自己作为正面人物描写
的书。
82、感人至深的回忆录
83、听同事推荐过，期待中。
84、知道这本书还是偶尔在电视节目中看到的介绍，由于我对政治方面的女性非常崇拜，所以迫不及
待的买了这本书。很意外，书的开头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作者对自己身世的叙述，而是从自家的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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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悠悠地，又充满力量地，讲了那段特殊时期的历史。在书中，我随着作者的文字，仿佛能看到
当时的景象，感受到作者那时的彷徨、愤怒、无奈、抗争、甜蜜、惆怅.....等等等等。每个人，无论在
别人眼里多么的成功或者幸福，都有她不为人知的背后的辛酸与无奈，这也是我常常在探究的，我想
知道那些我们眼中的风云人物，他们会不会遇到无法左右的事情和命运。在这本书中，虽然作者并没
有去刻意描写自己的奋斗历程，但从她紧凑的文字，我读到了向上的力量。
85、没觉得章含之漂亮，也不太喜欢她的文字，矫情。
86、早前朋友介绍阅读，今天 总算是拿到手了。有历史，有文化，有人生...好好阅读
87、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88、这是老师推荐的，雅俗共赏的好书啊。
89、虽然看起来文字很情真意切,但是影响了读者对事件真实性的认同.
90、缘于章用。
91、从个人经历看历史，多角度来收集那个年代的信息。
92、章士钊之养女，乔冠华之妻，毛泽东之英文老师，新中国第一代翻译家和外交官。身世可谓显赫
的章，在那个动荡莫测的年代，同样也逃不开困顿波折的命运。书里回顾了她红墙内的生活，她面对
迫害的抗争，还有她和乔的相识相知相伴，文笔可算细腻、情真意切。当然回忆性质的记录，总是带
有很强烈的主观。旁证地看了相关一些信息，结果发现质疑声真不少，比如她对自己犯过的错的一笔
带过，她对第一段婚姻失败的阐述，等等，都被指控扭曲事实。哎，其实过往如烟，人已逝，时代的
大错背景下，岂能对个人反而求全责备？回忆中就算有自我辩白和美化的成分，也属自然，从个人经
历的缝隙中能窥见到历史一二的真实片段，就是意义所在了。
93、最新版，正版，很好
94、买来给老妈看 反映还不错
95、原以为只是一本政治人物趣闻轶事甚至是有点过于轻松的风花雪月的书，却没想到内容上非常细
致的还原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以当事人的身份见证和记录了很多难得的历史细节。非常值得
一读。
96、这本书拿在手里感觉不错，还没读，不过简单翻了翻感觉不错，不像有的书为了凑字数用大字用
大图，应该是本认真写的书。
97、算上邮费比书的原价还贵，居然给我发一本又脏又旧有卷角的烂书！！！！！太过分了！！！
98、ANYWAY，期待中
99、离合悲欢是人间
100、过去买过章含之写的类似的书，此书在原类似的书内容上有了更多的增加。
101、怎么都像是攒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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