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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甲午海战，福州福清的黄家长子为国捐躯，换来了黄家世袭云骑尉的无上荣耀；怎料小儿子
黄泽如因参与维新成了官兵追捕的要犯，连累黄家被抄。
老当家黄敬芳权衡再三，决计让儿子远走南洋，为黄家留下一脉香火。
上路之际，黄泽如带上了青梅竹马的逃犯之女高兰香。
两个憧憬未来的年轻人，在船上遇到了去南洋接管二叔产业的陈可镜一家。
恶劣天气延迟了航期，陈家独子被抛尸海浪；海港在望，却遇贪婪海盗，黄、陈二人被贼船掠走，生
死未卜⋯⋯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大迁徙。
在这三次大迁徙中，人们都是怀着一个美好的梦想出发。
他们有理想，有目标，有勇气，带着开创新生活，打造新天地，追求幸福富裕生活的向往而走上了漫
漫的迁徙之路。
　　下南洋，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的一次跨国大迁徙，其路途危险程度和谋生的难度远
非国内迁徙可比。
如今，中国人的脚步已经遍及全世界。
而海外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几百年前那些在南洋披荆斩棘的开拓者的后代。
“下南洋”的中国人，通过他们的勤奋与努力，现已成为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他们用自己的双
手改变了所在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也彻底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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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金远，福建莆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的二百万字，出版小说《命里带刀的女人》，《官司》和《突围》，并参与制作
电视专题片二十多部。
作品多次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 《中华文学选刊》等困内权威刊物选载，已连续两届
获省政府文艺百花奖，连续四届获省文联、省作家协会优秀文学作品奖，小说《大杂院》、《义务兵
》等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部分改编作品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
其中小说《官司》被：著名导演冯小刚买断版权并改编成电影《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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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黄敬芳这一生最引为自豪的事是他生了黄泽国这样一个儿子。
　　黄泽国是他的大儿子。
在黄敬芳眼里，那是一个非常老实听话的孩子，从小到大，黄敬芳几乎就没有骂过他一回。
后来，黄泽国考取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当上一名北洋水军，黄敬芳就更加看重他了，觉得大儿子给
黄氏家门贴了一张金字招牌，整个家族的门庭都跟着光芒万丈了。
一八八七年，黄泽国随民族英雄邓世昌赴英国接收“致远”舰回国；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
，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奋勇作战，后因日舰围攻，全舰燃起大火，邓世昌驾舰快速冲向敌舰，以
求共亡，不幸被敌鱼雷击中，全舰包括邓世昌在内二百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其中就有黄敬芳的大儿子黄泽国。
黄敬芳晚年失子，痛不欲生。
但这个大儿子，却也让黄敬芳挣足了门面。
黄泽国殉国后，清廷政府很快追封黄泽国为参将（正三品）衔，赠“武威将军”，钦赐恤银五百两，
祭葬银二百两，钦赐良田二十亩，荫一子，世袭云骑尉。
那是何等的荣耀！
黄敬芳虽然失去了儿子，却也领略到他这一生最为风光的时刻，邻里乡亲，衙门市井，整个福州府福
清谁不敬他黄敬芳几分，看人家都养出什么儿子来了？
真叫人羡慕！
　　然而，大荣过后却是大耻。
黄敬芳连做梦都不会想到，才刚刚得到朝廷的褒赏，紧接着，黄家却因为黄泽如的事被朝廷抄了家。
　　黄敬芳这辈子一共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黄泽如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是最小的一个。
孩子生多了，自然顾不过来。
对这个儿子，黄敬芳几乎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所有的感觉就是这个儿子与其他几个儿子比起来，好
像特别会读书，又好像特别胆小怕事，连平时说话的声音都小小的，不敢大声。
黄敬芳似乎不太把心思放在他的身上，至少觉得这样的孩子不会给自己招惹什么麻烦。
但事实上黄敬芳小看了这个最小的儿子，他一点也不知道，在他看来那么胆小怕事的新科举人黄泽如
，会在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已经给黄家闯下了大祸。
　　还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的中国紧接着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天天忙于割地、赔
款、开放门户，干尽了丧权辱国的事。
就是在这种时候，以康有为为首的在京应试的十八省举人一千余名，联名上书皇帝，要求拒和、迁都
、练兵、变法。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读书人黄泽如集国恨家仇于一身，他作为福建的应试举人，也参加了这一行动，并接受了维新思想。
一八九八年六月，年轻的光绪皇帝经不起维新派的怂恿，“诏定国是”，宣布变法。
黄泽如更是错误地判断形势，紧紧追随康有为等于鞍前马后，认为只有推行新政，中国才有希望，并
与福建数百举人联名上书陈政。
却谁知，时仅百日，这场热热闹闹的变法就被光绪身后的那个女人慈禧给镇压了下去。
康有为、梁启超赶紧亡命国外，光绪帝被软禁起来，“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
随之，变法新政期间上书的人全部被究办，杀的杀，逃的逃，抄家的抄家，新政顷刻烟消云散。
参与变法的黄泽如也成了朝廷捉拿的对象，被追得无处藏身。
　　事实上，对儿子黄泽如所做的一切，黄敬芳一无所知。
当朝廷派官兵抄家时，他还没弄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甚至跟那些官兵大声理论起来，斥责那些官
兵休得无理，哪个家都可以抄，怎么好抄一个被朝廷追封过的功绩赫赫的家门呢！
那些官兵自然不可能去买黄敬芳的账，他们除去抄家外，还要抓人，他们说黄泽如是朝廷要抓的犯人
，无论如何要黄敬芳交出黄泽如。
黄敬芳这才知道那个他一直不放在眼里的举人儿子冒犯了朝廷，已经给家门带来了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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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不由得大骂黄泽如混蛋，感叹都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孩子，为什么就不会像大儿子黄泽国那样，给
他争一口气，给黄氏家门争光呢？
　　福清在清朝时隶属于福州府，正当福州府衙的官兵和黄敬芳到处在找寻黄泽如的时候，几天后一
个下着倾盆大雨的夜晚，黄泽如却已经偷偷回到了福清，突然出现在黄敬芳的面前，这委实让黄敬芳
吓了一跳。
那时黄泽如几乎成了一个雨人，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地方，雨水从黄泽如身上滴沥搭拉往下淌着，
很快就把他站的地方淌出一个水坑来。
此时的黄敬芳根本不去管儿子是死是活，也一点不想听儿子解释什么，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儿子狠
狠地臭骂了一顿。
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得罪朝廷？
朝廷对我们黄家可以说是皇恩浩荡，天高地厚，我们子孙万代感激都来不及，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却
为什么要去跟朝廷作对，跟国家作对，做出对不起朝廷，对不起国家的事？
　　黄泽如看父亲怒气冲冲，只好解释说，爹，你听我说，我们不是跟朝廷作对，我们也没有做对不
起朝廷对不起国家的事，我们只是呼吁朝廷别相信那些洋人，不能对那些洋人太迁就软弱，让那些洋
人有机可乘，欺侮我们大清国，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黄敬芳听着，破口大骂起来：人家皇帝都能当，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都管得过来，要怎么处置那些
洋人还用得着你去教吗？
你别再为自己狡辩了！
　　但是，骂也只能出出气，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儿子已经成了官兵的捉拿犯人，黄敬芳知道眼前
当务之急是如何让儿子逃过这一劫，否则，要是让官兵抓了去，儿子就只有等死了！
　　这天晚上，黄敬芳开了两条路让儿子作选择，第一条路，向清政府自首，以求得朝廷的宽恕，以
免一死；第二条路，下南洋，自此诀别家乡，到海外过逃亡的生活，永远别再回来了！
　　黄敬芳的口气不容置疑。
他知道，虽然给儿子指出了两条路，但儿子是万万不能走第一条路的，那是一条死路，不归路。
倘若真的向朝廷自首，则意味着他将永远地失去这个儿子。
而儿子不但会白白丢了性命，还将给家门带来毁灭性的损害，那是黄敬芳最不能忍受的，他是一个相
当看重名声的人。
大儿子黄泽国刚刚让黄氏门庭光彩夺目，他不可能又让这个儿子给毁了。
儿子唯一的选择只能去南洋了。
这种选择相当合情合理，因为当时福建和中国南方各省沿海一带，到处都有办理类似出国劳务的“猪
仔馆”，有数不清的福建人和中国南方沿海的人以为南洋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弯一下腰，就可成为一
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似的，于是通过“猪仔馆，，跨上去南洋的轮船，到南洋淘金去了。
黄敬芳的女人，也就是黄泽如的母亲李氏也觉得儿子唯有这条路好走了。
当然，她的心情和黄敬芳一样，他们并不是让儿子去南洋淘金去的，他们只是不想眼睁睁看着儿子因
为留下来而丢了一条性命。
哪个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的一块肉，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女人都要比男人感性，比男人的心肠要软
，她们更加看重的是儿子的性命，那些虚无缥缈的名声与儿子的性命相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
　　当然，最后的选择只能由儿子自己决定。
　　黄敬芳问儿子到底要选择走哪一条路，其实，没等黄泽如开口说话，黄敬芳已经替儿子作出了决
定，黄敬芳说，去南洋吧，你给我走得远远的，我永远不想见到你了！
　　黄泽如不可能想到他的处境会变得如此的糟糕。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变法的主要意义在于抵
御外强的侵逼，他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要说错，那就是错在稚弱的革新派不该和势力强大的保守派进行较量，正当革新派不辞辛劳，锐意改
革的时候，保守派却在磨刀霍霍，准备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
一场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
通过这场变法运动，却也让黄泽如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百姓们天天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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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大多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虽然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具有政
治热情和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
一场变法运动，让黄泽如伤透了心。
他觉得自己空有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到头来反弄得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没有，有家难回，有国不能留
。
这个雨夜对黄泽如来说显得特别的漫长。
冷雨叩窗，发出有如马蹄敲地的声响，好像朝廷官兵正千军万马追杀而来。
或许，正像父亲所说的，摆在他面前的路也只有去南洋了，他已经别无选择。
而且是，这一走，他将有可能客死他乡，将永远不能再回到故土来了！
一想起这些，黄泽如忽然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人抛弃了的孩子，一股悲凉和失落顿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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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部用血和泪铸就的华人版光荣与梦想！
　　﹡走出去为的是活下来　　﹡是逃亡之路还是淘金之旅？
　　﹡是追求梦想还是无赖的抉择？
　　以清末至建国这半个世纪为时代背景，通过两个家族在南洋的兴荣沉浮、爱恨纠葛真实而生动的
反映了南洋华侨艰苦创业，心怀祖国的历史。
本作的创作元素非常丰富，不仅记叙了与闯关东、走西口并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三次最大最艰难的人
口迁徙——下南洋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
同时还用慷慨的语言再现了南洋华侨为祖国不计得失，肝脑涂地的感人场景。
而作品人物众多却性格鲜明，形象饱满，尤其是在动乱的历史中纯真凄美的情感更使读者为之动容。
整部作品中人物的创业史、儿女情、家国梦相互交织，使其非常具有阅读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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