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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国是一个动荡的乱世，不断的政治变局，不断的内外战争，将国人的正常生活一次次打断。
然而，无论多么残酷的战争，也折不断平常人过平常生活的意愿，民国生活在许多过来人的记忆里常
常是温暖、亲切的。
哪怕物质匮乏、迁徙流离的生活，他们也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而且内心总是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念头，
要寻求更好的生活，不光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
这样的民国生活当然是值得追忆的。
　　我觉得，历史不仅是由帝王将相、伟人枭雄、政客名流书写的，历史更是由平凡的人们自己的生
活书写的，每个人都是历史这张大网上的一个结点，每个结点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在造物主眼里都是
珍宝，而且不可替代。
那些单纯由大人物书写的历史是残缺、不完整的，也是冷冰冰的，缺少生活的质感，这就需要普通人
的私人记录来填补，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补充，叙事者本身也是主体。
　　我们以往的史官文化留下了一个好的传统，也有许多负面的影响，就是眼光未免狭隘，对普通人
、对每个个体生命的重视不够，或者说缺乏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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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是一个动荡的乱世，不断的政治变局，不断的内外战争，将国人的正常生活一次次打断。
然而，无论多么残酷的战争，也折不断平常人过平常生活的意愿，民国生活在许多过来人的记忆里常
常是温暖、亲切的。
　　这本《此生此家》只是一个普通人晚年对自己往昔的追忆，在93岁的陈亚先老人笔下，没有什么
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扣人心弦的情节，然而，正是这些平凡而琐细的
日常生活，更真实地呈现出民国生活的本来面目，让我们依稀找到民国生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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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亚先，1916年生于杭州。
老家浙江省诸暨店口镇。
现居南京。
父亲曾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南昌分行经理。
1932年考入杭州省立女子中学；194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商学院。
抗战期间，先后在农民银行衡阳分行、总行、南昌分行工作。
1946年复员南京，曾获国民政府考试院核准颁发的会计师证。
1949年后，在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任教员，不久即进入南京市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
1965年因病提前退休。
读书写作，经年不辍。
在《老照片》《温故》《汀南》《西湖》等刊物发表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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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炮火蔓延，杭州时遭日机轰炸。
　　高中二年级下学期不久，校方为学生安全计，举校迁往富春江上游的桐庐俞赵村。
新学校在一座尚未油漆的空房子里。
这是一栋二层楼房，楼下已经隔问，给我们当教室用，楼上尚未隔出，就用这个大统间做我们的寝室
。
同学们都打地铺，每人枕前放一只箱子，放置平常替换的衣服和一些日常用品，亦属方便，老师则散
居民间。
　　俞赵村倒是一个山清水秀、民风古朴的地方。
村头有一株茂盛如盖的百年老樟，但此时谁也没有那份欣赏秀丽风景的雅兴。
学期未过大半，解析几何尚未教完，高等物理正待开课，战火已逼近，校方又决定疏散。
浦阳江即将面临封锁，因此沿江一带的学生，如我们诸暨籍的同学，由物理老师寿望斗（也是诸暨人
）先生率领先期离开，各人发一份去他校借读的证明。
我们十余人就此告别同学与老师们，尽管恋恋不舍，但不想走也由不得你了！
　　回到店口老家，同班同学蔡文希的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已住进了我家。
蔡文希的父亲是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先生内弟，陈行是店口本族人，比父亲年长一岁，也是遗腹子，
与父亲小学同学。
　　这时父亲已离开湖兴进人中央银行工作，受惠于陈行先生，这份同窗之谊，此时就显得十分自然
。
蔡家自杭州回乡避难，由于家中屋小人多住不下，我家屋多人少，便向娘提出借住。
娘一口就答应了，立即腾出一部分房屋安顿他们，不仅把仲弟放置标本的小书房给他们作了厨房，还
为他们备好了日常生活用具。
　　店口只有小学，回家后，没有学上，致使学业处于荒废之中。
寒假至，两个弟弟自上海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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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一位九旬老人撰写的回忆录。
作者是一介平民，又是一位文学素养很高、社会记忆力很强的知识女性。
她以独特的视角，讲述家世和生平，展示了一幅中国百姓喜怒哀乐的世纪长卷，其中有关家庭伦理、
婚姻、教育和银行业的细节，尤为珍贵。
　　——历史学者 丁东　　平民的生活中最能见出时代风云，但平民的生活很难进入记忆。
本书打破这个常例，将平民生活恢复到历史记忆中来，让人们感受到在真实的时代变改中，平民生活
的艰难和辛酸。
平民生活和平凡人生是时代风云的主流，平凡生活中最能映现时代的丰富内容。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谢泳　　读过这样的小叙事，人们可以得知，人民的历史，原
来是由这些人生和这些家庭的颠沛流离和悲欢离合构成的。
因为普通，所以亲切；因为朴实，所以可信。
_人民这个概念，因此变得清晰起来。
这可能就是《此生此家》的意义所在。
　　——旅美学者 李劼　　几年前在南京见到陈亚先老人时，虽然知道她依然在坚持写作《此生此家
》，却没有十分在意，更没有虚心静气地向老人攀谈请教。
直至读完这部书稿，才真正体会到老人“一直抱以平静的心态，既不怨，亦不悔”的个人叙述与历史
见证的难能可贵。
　　——北京文史学者 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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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生活的诱人处，从来都不是物质的丰盈，不是十字街头的灯光烂漫，而是普通人在日常的物
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平常心，是对生活本身始终如一的肯定。
　　本书以个人经历以及整个家庭成员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所遭遇的顺逆之境为主干，真实地写出
了普通黎民的一段可诉可泣的历史，历经岁月沉淀、朴素自在的文字，忠实于生活本身，显得安详无
忧和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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