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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素音 （1982）
丁聪 画



韩素音 （1993）
在一次聚会上， 我曾为英国著名女作家韩素音画了一幅速写像， 并请她签名

留念， 她高兴地写了自己的中文名字， 但随后她说我把她 “画得年轻了 ， 漂亮
了”， 便动手要在脸上加几条皱纹、 几个色斑， 最后被我拦住了。 现在想起来， 真
后悔， 没能让这位文字能手亲自修改画中她的面颊， 显示其绘画才华。

高莽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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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素音 （1995）
高莽 画



韩素音（2010）
淑缓 画



◎
引

言引 言

在笔者的印象中，韩素音是一位坚毅、果敢、直率的女性！

自 1996 年 5 月，在成都为她过八十大寿后，笔者就一直盼望她回国相晤

畅谈，可是，时间一年又一年地流逝，她却没有再回到故里。在期盼中，传

来了信息，1999 年国庆前，国务院邀请她回国参加国庆典礼，然而医生却劝

说：“你年事已高，加之身体欠安，难以飞越欧亚长空。”为此，她想再次回

国参加国庆典礼之事就此搁下来了。

在 1996 年 5 月的那次会晤时，无意中，她发出了一声长叹：“我们周家

是值得写的，可是我已老了，希望能有人写一写，当然最好是家乡的作家写

了。”笔者深知她的用意是希望我来执笔。

对她的人品与作品如何评说？她的另一半，中国人如何去认识、去写？

这是诸多中国人的心愿，诸多人需要知晓，需要得到一个准确而明快的答案。

对这位自称为“世界人”的著名作家，在此之前没有人对她进行过全面评说，

也没有人给她做一个结论性的恰如其分的表述。她曾说过：“最不喜欢别人

叫我‘女强人’，那不是我的风格，也不是我的追求。”

其实，笔者在学生时代，就读过韩素音的一些作品，也不时从报端上看到

她的一些社会活动。但真正了解她、认识她，是从 1993年开始的。那次，是她

回到成都后，在锦江宾馆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笔者深深地感受到她的性格，

她的人品，她的言谈举止。她笑容可掬，谈天说地，无拘无束，给人以亲切和

蔼的感觉。她智慧过人，才华过人，精力过人，在笔者接触过的女性中，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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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的秉性，相比而言，她的气质更像男性而不像女性。

为已故的韩素音写传记很难。若要用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概括她的一生，

那会不痛不痒；若用“女强人”来表达她的能量，那会遭到她的反对。要写

出她的个性，她的行为和思想，她的精神和情感，她的事业和影响，是一项

十分艰巨的写作任务。

韩素音满腹经纶，她不仅是一位蜚声世界文坛的作家，而且享有历史学

家、经济学家、思想家、炽热的社会活动家和爱国主义者的称誉。她既善于

思考，又善于解剖自己的思维，确切地说，她是一位经天纬地之才。

她一生折难颇多，母爱的稀少、丈夫的权势、社会的歧视、生活的折腾，

都没能让她屈服、退缩。她总是勇敢地去面对，去征服，闯过一道道难关，

奔向自己选择的目的地。

整个世界，是她生活和工作的平台，今天在东半球，也许，明天就要奔

向西半球；早晨在北半球，也许，晚上就要跨入南半球。

她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凭着自己的聪颖与直率，长期奔波于世界各

国的上层人物之间，不仅获得了他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也心悦诚服地愿意与

她交流。

她，绝不同于一般的作家，只埋头创作，不问地球凉热，不知世态炎凉。

她既关心自己的创作，更关心权力的争夺与更迭、民众的生存与世界的发展。

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浓郁的政治色彩。她的目光始终盯着整个

世界，她的家庭就是一个小“联合国”。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回中国定居？她直

率地说，我身居海外，更有利于了解中国，宣传中国。这也许就是她的初衷

和一生奋斗的宗旨，也许世界这个大舞台，更能发挥她的能量与智慧。

她对中国情有独钟！虽然，她一生都奔波于世界各地，但她却无时无刻

不在为了中国，离开中国，而又奔向中国！

著名翻译家冯亦代，曾这样写道：“韩素音虽然羁身海外，她朝夕梦魂萦

绕的只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她虽然有憾于自己的中外处境，但她从来也

没有失却对祖国爱恋的拳拳之意。当祖国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蹂躏

时，她义愤填膺放弃了她立志要做医生的学业，万里迢迢投奔祖国来尽她作为

一个中国儿女的赤诚。尔后，她在海外到处飘流，也永不忘记自己是个炎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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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努力为祖国尽她力所能及的作为，为祖国在海外树立一块丰碑。”

是的，韩素音的一生，正如她自己所言：“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

反的方向之间跑来跑去，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这是她一

生的座右铭，也是她奋斗的目标！

她一生努力寻求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努力去弥补它、融汇它，去填补

原本不应有的鸿沟，寻找共同的东西。可以说，她对这一点的体验十分深刻，

而且是直接的受害者。她母亲离开中国，回到比利时，使这个原本和谐的家

庭，变得支离破碎，母亲在西方，父亲在东方，各自过着孤单苦闷的生活。

母亲与父亲的分居，不能不说是个悲剧。这出悲剧，正是由于东西文化的不

协调而造成的。

她是一位欧亚混血儿，生活理念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很大的差异。她思想

开放，行为大胆，甚至对一些生活细节也毫不隐藏。这些都属于西方人的生

活模式，而不属于东方的传统观念。她大胆地、毫无顾忌地将那些被人称为

“隐私”的东西著入书中，从字里行间透露出她思维的开放。似乎这些行为就

天生地带着神秘感和传奇性。其实，她的行为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出

卖自己的“隐私”，去迎合读者，去赚他人的钱财。也许，她是刻意要用自己

的行为，冲破那些有人认为不可逾越的鸿沟。

人们对女作家，总是带着神秘的、好奇的眼光去看待她们。韩素音是一

位女作家，她的许多传奇故事，更让人感到神秘而不可思议。她在婚恋上，

缺少中国传统婚恋模式，而更多属于西方浪漫的情调。她经历了六次婚恋，

结过三次婚。她和伊恩的生死恋，和陆文星的一见钟情，都是一般人不可想

象的。她毫无顾忌地将那些“私生活”裸露在读者面前，从字里行间袒露出

她思维的开放。这就不可避免地招来诸多的风言风语，和人们的好奇心。有

人说她“与外国人有不正当的关系”，说她写“色情文学”，说她似乎将是永

远也搞不清楚的“谜”。她生平经历、个人生活显然要比男作家更能挑起普通

读者的欲望，更容易被染上神秘色彩。为此，有人要笔者将韩素音的六次婚

恋写成专著，甚至愿意高价出版。

对其他的事，读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曾经有人问，韩素音对一些问题的

看法有不足之处，甚至是错误的，你们写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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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立传，是记载一个人一生的业绩，不是写一位“神人”，在世上没有

弱点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在采访中，笔者曾努力去寻找她的负面与不足，

对此并不想回避或袒护。但是，也应该知道一个人的不足之处，有其历史渊

源，应该正确对待与谅解，并予以如实地反映。倘若，刻意去寻找她的缺点

或者错误，那就没有必要了。

人物传记的写作是为了纪念先辈，更是为了喻教后代。韩素音为华人树

起了一面旗帜！我们写这部传记的意图，旨在记述她的思想风貌和心路历程，

告诉人们，特别是海外华人，如何学习她的奉献精神和爱国热忱。

传记文学的特征就是为了树起一面旗帜，记下其一生事绩，为后人留下

学习借鉴之处。我们并不希望为韩素音这面旗帜涂脂抹粉，倘若那样，会适

得其反，将损害韩素音的形象和影响力。

这本书得到韩素音六弟周光墉和大女唐蓉梅的首肯，他们积极支持笔者

为韩素音写传记，而且竭尽全力提供素材。笔者多次采访他们，都热情接待，

百问不厌。书稿形成之后，周光墉老师又一字一句审读，并提了不少宝贵意

见。周老师是一位严谨而审慎的人，在周氏家族中，他和韩素音最亲近，接

触最多。韩素音每次回故里，都由他接待，安排生活，并陪同参观访问。本

书能顺利出版，应向周光墉老师和唐蓉梅女士致谢！

2014 年 1 月 10 日

（说明： 书中少数图片摄影者地址不详， 请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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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韩素音的谱名叫周光瑚。我们是同一祖父母的堂姐弟。我叫她光瑚三姐，

她叫我光墉六弟。1939 年光瑚姐初次来到我们成都的家里，那时我才满 15

岁，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这次她在国内虽然住了三年多，但时值抗日战

争期间，我读书的学校，疏散去了新繁县，她也去重庆住过一段时间，我们

朝夕相处的时间并不很多。1949 年解放前夕，她回重庆来帮助她母亲和二妹

办理出国事宜，我们再次相处过一周。解放以后，她每次回到成都探亲、访

问时，我们总会聚会交谈。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她资助我去比利时、德国、

美国的几家电信通信设备制造公司参观、考察，这期间也多次与她相处。所

以，总的来说，我们相处的次数还是比较多，虽然每次的时间都不长，但加

上从其他方面得知有关她的情况，我对她的一生，还是有一些了解。

周光瑚所持英国护照上的名字叫 Elizabeth Kuanghu comber （伊丽莎白·光

瑚·康柏），她于 2012年 11 月 2 日在瑞士洛桑家中因病去逝，享寿九十有六，

同月 8日在洛桑教堂举行的告别仪式。中国驻瑞士大使吴恳、驻日内瓦代表

团临时代办吴海涛，光瑚女儿蓉梅、惠英，侄女凯蒂，堂侄周镛、周钢，及

其他家人好友，中国驻瑞士媒体代表等近五十人出席仪式。灵柩周围陈列有

吴恳大使和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分别敬献的花圈，三个堂弟周光坰、周光地、

周光墉及家人分别敬献的花圈，女儿蓉梅、惠英及家人敬献的花篮，以及朋

友和崇拜者敬献的许多花束。

吴大使代表驻瑞使馆向家人表达了亲切哀悼和慰问，并转交了中国人民

序
周光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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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协会和中国文献出版社领导的唁电。

随后家人护送灵柩至洛桑的一处公墓，行礼如仪，入土后用鲜花覆盖。

正式的墓碑于 2013年 11 月 2 日，光瑚去世周年之际，由女儿蓉梅、惠

英，堂侄周镛、周钢和晓东专程前往祭奠、安置。

光瑚姐已经去逝，却在我心目中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勤奋、

博爱。

先说勤奋。

众所周知，她精通中国、英国、法国三国语言，特别擅长用英语和法语

写作。这点虽然与她出生的家庭有关，但在她的家中，由于母亲只通法语，

所以全家人都只使用法语交流。他们兄妹四人，只有她通汉语，识汉字，能

写中文书信，包括她精通英语，都是她勤奋努力，自费找人教导的成果。

她是一位国际知名丰产作家，最初还是业余写作，近五十岁才转为专职

作家。她一共写作出版了 37部长篇作品，这些作品中涉及知识面都很广，素

材需要经过多方搜集与采访、查证，另外她还为报刊写过无数的见闻、短评，

应邀作过无数次的演讲、专题报告、座谈等。这些都会耗费她大量时间和精

力，若不是她勤奋努力，能够做到吗？！

若从文学的角度看，据我所知，她没有享受过不间断的、逐级的教育培

养。她在天津圣玛丽中学读过三年书，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学习两年，后获

庚子赔款奖学金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专攻医学，刚三年，出自爱国热

忱，于 1938年弃学返国，参加抗日工作，后随夫去伦敦公干，1944年复考入

伦敦女子医学院继续学习，至 1948年获英国医师合格证书。考取的都是名牌

学校，说明她学习勤奋，但这些并不是文学、历史或新闻等与培养写作能力

直接相关的专业，要达到她的作品所反映的高超文学艺术水平，差距还很大。

她能克服这个“差距”，只能是经过勤奋钻研、虚心学习的结果。

她生活俭朴，衣着不求华丽，她幽默地说过“女人的衣服 50年过后再

穿，就是最时髦的”。她居住的房屋，两室一厅，还是租用的；她没有汽车，

没有自己的电视机，因为，这些东西与她写作关系不大。但她却有满满一壁

柜的书，五部打字机，这些也是她勤奋著作的一个侧面反映。

再说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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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爱家乡。我家祖上是郫县的纳粮户，获得郫县户籍。当年的科考制度，

对各州县分配有参考名额，考生在户籍所在地申请参加考试。光瑚的父亲周

映彤申请获得分配给郫县的科考名额，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其后，又被选拔

进入培养修建铁路人才的行列，送去比利时留学。这样才有了异国婚恋，生

下周光瑚。追根溯源，没有这个郫县户籍，就不会有周光瑚其人，所以，她

热爱故乡郫县，几次回郫县探望，还在郫县留下“月是故乡明”的题词。

她爱家族。她有中国传统式的家族观念。从她的自传体著作《伤残的树》

中可以看出，她记述家族历史是从广东梅县的老祖宗开始的，她曾为此两次

去广东梅州寻根。她还保存有家族的族谱和珍贵的老照片。她每次回国访问，

都要安排时间看望长辈，与族亲们约会聚谈，为族亲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她爱祖国。日本军国主义者发起侵华战争后，1938年她毅然中断学业，

远道回国参加抗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始终遵循周恩来总理的教导，发

挥兼通中西文化的优势，不遗余力地以著书、报道、演讲、研讨会等方式，

向国外宣传中国的进步和成就，还写专著介绍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生平，这些

都大大增加了西方人士对中国的了解。她介绍国外有识之士来中国访问、交

流。她建立多种“奖学基金”，鼓励国人上进，发掘人才，利于祖国建设。后

来，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入了英国国籍，但她始终以“汉人”自居。按照她

自己的解释，笔名韩素音的含意是：“一个汉人朴素的声音。”她始终没有忘

记，汉族人数最多的中国才是她的祖国。

她爱人民。据外电报道，2008年 8月的一天，在欧洲的 22个图书村之

一，瑞士圣比埃尔·德·克拉日小镇里，举行了一项为图书村添彩生辉的文化

活动。瑞士瓦莱州政府及儿童乐园基金会邀请各方人士，参加他们主办的英

藉杰出女作家韩素音半身塑像揭幕仪式。瑞士瓦莱州教育局与文化部长克洛

德·罗科致词，赞扬韩素音的文学成就。年逾九旬的韩素音，由义女和众多友

人陪伴出席。韩素音半身塑像是罗马尼亚著名雕塑家科尔奈里乌斯·利戈曼于

1998年完成的，2008年由瑞士瓦莱州政府出资铜铸，竖立在罗曼教堂前面。

在像座上，镌刻着韩素音表达自己终身志向的警句“吾欲在书中引入普世的

人性”，以兹来往过客瞻念。瑞士人民喜欢她的作品，她也喜爱瑞士和瑞士人

民，瑞士政府才为她树立塑像。正如祖国人民喜欢她的作品，她也热爱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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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祖国人民。至于她的终身志向，探索“普世的人性”，也说明她对世界各国

人民人性的关切和爱戴。

就家族的角度而言，韩素音是我们家族中的一位好女儿，她勤奋、博爱

的事迹和美好德行将录入我族族谱，以启迪后人，敬仰、学习、传承。

勤奋和博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德行，值得大力提倡。“德行者，人生所

作所为之表现也。”《世界人·韩素音》这部书稿，详细记述了韩素音一生的

所作所为，它是研究韩素音德行的一本好史料、好作品。此书作者任紫玉女

士是成都大学副教授，喜欢韩素音的作品和人品，并积极参与这部书的创作；

另一作者王治安先生以宣传生态文明、保护环境为题，以朴实、直率、针对

现实、调查求实的作风写出了系列生态文学作品，极具警示价值。他与韩素

音因关注中国的人口、土地、生态环境而志同道合，成为忘年笔友。韩素音

欣赏王治安先生的笔力，生前两次邀请他为自己写传记。他们写作《世界人·

韩素音》一书，化费二十多年时间，多次采访韩素音，并写出多篇文章在报

刊上发表，同时，从韩素音的作品中、报刊相关报道中，韩素音本人及其亲

友处，以及实地考察等多方面，收集有关韩素音生平的资料，作为素材，精

心创作，才完成这部韩素音传记，兹有幸得以先睹。

在韩素音的自传作品中，将个人活动融于家事、国事、天下事之中，把

她们个人经历与中国历史文化、家族文化同时展示给读者，而且多姿多彩，

从而让西方人得以从中更多地了解中国。《世界人·韩素音》则是按中国传统

方式，秉笔直书其生平及所作所为。本书内容丰富，真实地反映了韩素音一

生。作者以传记文学方式书写，客观公正，文笔朴实、流畅，精心写作，章

节题目中肯，图文并茂，更附有年表纪要，理路清晰。纵观全书，令人赏心

悦目。就了解、研究韩素音的德行而言，实不愧为一本好史料，亦为我族族

史一分卷也。

此书问世，对崇尚节俭勤奋，启迪爱国爱乡，激发普世人性，增进民间

友好，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有所助也。

2014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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