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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鍾鐵民採訪紀錄 
時間：民國九十四年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十四時四十分 

地點：高雄美濃鍾宅 

採訪者、記錄者：張清文 

張：理和先生的藏書中是否有許多關於魯迅或三 0 年代作家的作品？或是在您的

印象中，理和先生是否經常閱讀或提起他們？ 

鍾：我的父親由北京回台到美濃定居期間，我們家經過了好幾次的搬遷。回台後

最早居住在高雄鹽埕區，而後至內埔初中宿舍，最後才遷回美濃。每次搬遷，書

籍都散佚不少。尤其是由內埔搬回美濃，父親已經染病，搬家的事全賴他人，有

些書籍因多年輾轉波折，早已破舊不堪，也就被視為廢棄物而被丟棄。又因當時

年紀尚小，而且父親不准我們動他的東西，包括書籍與稿件，因此記憶中只知有

一些中、日文書籍，至於是否有魯迅方面的專著，早已無印象了。再加上家境貧

苦與小時候的頑皮，有許多書籍在父親居住松山療養院期間，都被我撕下摺紙飛

機玩而報銷了。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想要厚紙板，但要價很貴，買不起，因為

日文書的印刷與用紙較為精緻與高級，就把父親日文書封面內的厚紙板取下，常

常就造成書籍的破損散亂。還有為了要射鳥，還把父親皮鞋的部分皮剪下，充當

製作彈弓的材料之一。後來年紀稍長，對於父親常常閱讀的書籍就較有印象，如

日文版的《世界大思想全集》，這其中便有介紹魯迅。而日譯法布爾《昆蟲記》

更是他經常翻閱的。我曾經問過他，為何老是要看這一本書？他告訴我說，這本

書的作者是用小說的寫法，寫對大自然的深度觀察，非常吸引人。他也經常閱讀

馮友蘭《中國哲學史》，特別喜愛王陽明的思想，曾經要當時就讀旗山初中的我

幫他購買介紹王陽明思想方面的書籍。 

對了，還有一本《當代創作小說選》，是他常看的書，封面都沒有了，內容

就有很多三十年代作家的作品，像茅盾、巴金、郭沫若、魯迅等，其中就有收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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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迅〈故鄉〉。這本書也是我的文學啟蒙書籍，當年我看過以後，對於這些作家

在作品中所呈現的對社會的關懷，內心深受衝激，也奠定日後我對文學創作的理

念，強調文學的社會性，並且堅持不懈。我很慶幸因為這本書，我一開始便選擇

了正確的文學之路，並沒有走偏，也不需如有些作家必須走過許多冤枉路後，才

又回到這文學的正途來。 

我想，我的父親的創作，應該受有魯迅很深的影響，例如他也有與魯迅同名

的〈故鄉〉之作。日記中也提及魯迅的路子是行不通的，最好的方式是以茅山老

祖的斬妖劍，將那一部份的人殺頭，才是救中國最好的方法。然而，我初讀魯迅

〈故鄉〉時，並無特別感受，讀我父親所作的〈故鄉〉亦然，這可能是當時年紀

尚輕，人生閱歷亦淺使然。 

另外，我想附帶一提的是我的父親是個客家意識非常強烈的人，對客家文化

的自信非常強，表現在他的文學作品上，就是客家語法的呈現，尤其愈後期的作

品，這種現象愈明顯。他的最後一篇作品〈雨〉，甚至完全以客家語來寫作。例

如「粄仔店」，國語應為「粄條店」；「落雨」，應為「下雨」。 

張：關於文學中的方言問題，在〈文友通訊〉裏，理和先生也曾經表示過他贊成

在作品中加入適當方言，以表現臺灣文學的特色。 

鍾：對！ 

張：目前有關《鍾理和全集》的版本，除最早的張良澤編輯的之外，近年來陸續

有高雄縣文化中心、客家文化委員會與鍾理和文教基金會不同的版本，請問這三

種版本之間是否有所差異？ 

鍾：這三種版本是大同小異的，只有更正了一些的錯別字外，內容皆無更動。至

於作品的版本，因為父親死後，在整理遺稿時，我赫然發現還有為數不少的稿件，

未能及時發表。其中許多稿子因為被退稿，父親常再三地修改，一篇文章有三、

四份草稿是常有的事。後來鍾肇政先生常會要我把父親的稿件寄去給他發表，當

時的我也無法瞭解哪一份稿件才是父親最後的定稿，往往只是隨便抽出一篇寄

出，刊登後，就把這部分當作定稿。例如〈故鄉〉四部共有三個版本，交鍾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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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發表的稿件是隨意抽出的，而在印刷廠排版後便被銷毀了，現僅存兩部手

稿，但到底哪一部才是父親最後的定稿，也就不清楚了。不過我的女兒鍾怡彥在

寫作碩士論文時，花了許多時間在比對手稿上，彼此之間的先後順序大致已經理

出，這方面可以詢問她。 

張：理和先生的文學啟蒙，我認為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1.升學的挫敗 2.新舊文

學的影響 3.異母弟鍾和鳴的鼓勵 4.同姓婚姻的受阻，其中又以婚姻的問題為最，

其次為鍾和鳴的鼓勵，對此，不知鍾老師的意見為何？ 

鍾：我想你提的這幾點是正確的，不過更為根本的理由，我想是家族遺傳的藝術

天賦。我的父叔們在天性上便有藝術傾向，像父親從小就想學畫畫，而我最小的

叔叔（指鍾里志）想學聲樂。我們的家族過去可說是個大戶人家，我的伯公（祖

父的哥哥）為前清優貢（在貢舉考試中未及第，然而成績優秀者），家有門樓，

再加上客家人重視讀書的傳統，因此家族對小孩的教育是很注重的。我的父親與

叔叔（指鍾和鳴）在公學校讀書時，就利用暑期在高樹讀私塾研習漢文，後來父

親在高等科畢業後，又讀了兩年的漢文。我這位伯公，閒來就喜歡吹吹笛子，頗

有傳統文人的雅趣，這或許可視為有家族遺傳的證明吧！父親死後，我還在他的

遺物中發現了畫筆、油畫原料以及極為珍貴的石版印的國畫畫本。其實父親當年

在中學考試失敗後，曾經央求祖父讓他到日本去習畫，然而祖父以畫畫終非正

途，再加上當時當家的伯父、伯母反對，最後也就作罷。 

我的父親與叔叔（指鍾和鳴），從小感情就非常的好，是兄弟也是朋友。我

的叔叔思想十分前衛，就讀中學時便經常閱讀大陸三 0 年代作家的作品，以及馬

克斯思想與三民主義方面的書籍，這些內容在日據時代當時日本人的眼中是無法

容許的，因此為了這些，學校當局也經常通知我的祖父希望嚴加管教。叔叔這樣

的個性與經歷，相信多少都影響著父親。父親與家族的幾個兄弟感情都很好，可

以說是從小一塊玩，一塊長大的。像當年父親在大陸有一段時間的經濟，都全賴

他的一個姑表兄弟接濟（指邱連球的最小弟弟邱連奇）。當時這位兄弟在河南當

通譯，因職務上的方便，常可弄些意外之財。據說，當時一共裝了幾布袋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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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交給我的父親保管運用，父親因聽信了當時一位朋友的建議，把錢都投資挖煤

去了，結果都賠光了，而這也就是為何父親會在大陸時期做過煤炭零售商的工作

的原因。 

我的父親從小因為長的胖胖的，很惹人喜愛，因此十分得我的祖父的疼愛，

而和鳴叔小時候卻無甚特殊表現，反而較受冷落。然而中學考試放榜後，父親落

榜，和鳴叔卻考上，祖父才慢慢開始把關愛移轉至叔叔身上，到後來甚至是溺愛，

那種溺愛的程度是令人難以置信的。例如：我的家族原來是住在高樹，後來因開

墾笠山，就搬來美濃。但由於交通不便，建築材料運輸不易，因此當時只是用竹

子與茅草搭建住處，為四合院形式，而且蓋得也相當好。我的叔叔當時在台北念

高等學校，暑假回到美濃，嫌屋子骯髒，要住瓦屋。我的祖父知道後，馬上找人

運來砂石與磚瓦，特別在四合院旁為叔叔搭起一座小瓦屋。又叔叔因嚮往過去文

人小橋流水的詩意，想要在那樣的環境裡讀書，因此我的祖父又差人造了涼亭、

水池。又有一次，叔叔看見日本雜誌上介紹決明子的功能，就告訴我的祖父應該

去購買食用，祖父告訴他家門前就有那決明子，可是叔叔不信，認為這種好東西

臺灣不可能有，祖父就給了他錢，匯去日本購買，結果比對之下，果真是一樣的。

從以上敘述的這些事情可以知道，祖父是如何的溺愛叔叔，但祖父關愛對象的轉

變，始終沒有影響父親與叔叔的感情。我的叔叔曾告訴嬸嬸蔣碧玉說，他最佩服

他這位兄弟的就是他無私心。縱使後來的祖父是如何溺愛叔叔，父親一點嫉妒心

也沒有，與他的感情仍然不曾改變。 

父親與叔叔的感情是相當好的。當年父親剛喜歡上母親，在祖父還不知道的

情形下，父親便在給叔叔的信上透露了這個消息。叔叔放假回來後，極欲想要知

道是哪一位女孩可以讓他這位兄弟神魂顛倒，於是他要求不要事先告訴他是誰，

而他竟可在一堆女工之中，正確無誤的猜出了母親，我想這也是因為兩人對彼此

的個性瞭解甚深的緣故。而當初我的父親能入松山療養院治療肺疾，也是因為叔

叔的關係，因為當時他擔任基隆中學校長，人面較廣，可能利用學校教員的名義，

才得以入院。甚至我認為在〈門〉中的男主角所要等候的康孝先，其實很可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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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鍾和鳴。 

張：理和先生在大陸期間還有與和鳴先生聯繫嗎？ 

鍾：他們的感情是那麼的好，那是當然有的。 

張：理和先生當年遠赴大陸，選擇奉天、北京，而不選擇其他地區的理由為何？ 

鍾：最主要的理由是因臺灣人特殊身份使然。由於當時的奉天為滿州國所在地，

實際上握有實權的是日本人，只要日本人可以到的地方，對於當時受日本殖民統

治的臺灣人而言，也都是較容易可以到達的地方。而當時的滿州在許多人的心中

為一新天地，都想要前去尋找機會。我的祖父鎮榮公曾經營過磚窯，很賺錢，後

來被日軍所徵收，因此父親對此行業有深入的認識。他到了滿州後，觀察了許久，

認為可以投資磚窯生意，回台後還曾向祖父建議，也獲得肯定，可惜因當時當家

的伯父不同意而作罷！ 

張：理和先生當年遠走大陸，最主要的原因不是為了抗拒「同姓不得結婚」的不

合理觀念嗎？ 

鍾：這當然是主要原因。但當時父親也有希望藉由時空的距離，是不是就能讓這

段感情散了的企圖。 

張：但我們從理和先生的作品敘述中，知道他在離開臺灣前往大陸時，對台妹是

有承諾的，這之間是否有所矛盾？ 

鍾：承諾當然是有的，但當時彼此對未來的演變是如何都沒有把握，因此那種承

諾絕非強制性的。我的父親也告訴母親，如果在他離開的時間，有遇到其他的好

男人，也就嫁了，不必要一定等他。經過兩年，我的父親仍然無法忘懷這段感情，

回台後，發覺我的母親也是如此，因此兩人才決定出奔大陸。 

張：理和先生與和鳴先生的感情是如此的親密，而理和先生的書寫又常是寫其身

邊周遭之人，但在理和先生的作品中，卻幾乎沒有以描寫兩人情誼作為主題的，

這其中的原因為何？是否涉及當時的政治情勢？ 

鍾：我想政治的問題是一定有的，我的叔叔鍾和鳴是因匪諜案而被殺害的，在當

時那樣的政治氣氛底下，這樣的主題當然是不可能寫的，甚至父親也不願讓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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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夾竹桃》一書的作者江流就是他本人，深恐書中對中國人的諸多批判會為

自己與家人招致災禍。 

張：理和先生的作品風格在大陸期間與回台後形成兩種完全不同的風格，造成的

原因除開疾病纏身外，政治力的壓迫是否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鍾：父親從事文學，主要是著眼於透過文字來實踐其社會批判，希望可以有益社

會人心，因此早期在大陸的作品充滿了強烈的批判性。患病後，體力衰弱，身心

俱乏，自然原有的雄心壯志都被磨滅了。另外，他自身經歷過二二八事件，親眼

目睹那血淋淋的場面，再加上在白色恐怖期間，他最親密的兄弟、朋友都受到了

政治的迫害，像鍾理和文學紀念館的設計者李旺輝被關了十五年；藍明谷、鍾和

鳴、邱連球都被殺害；鍾里志、李南鋒也都被抓。記得有一次情治人員為了捉拿

我的叔叔，跑到家裡來搜查，屋裡上上下下都被翻過，整間房子如同經歷一場浩

劫般。當時父親剛出院回家療養，這些情治人員便大聲問道：「床上臥的是誰？」

母親急忙向他們解釋，父親因肺病剛開過刀，他是鍾里志的哥哥鍾理和。這些情

治人員並不相信，拿起手電筒便向陰暗的床鋪上照，甚至還粗魯的將父親的衣裳

撥開，檢視是否真有開刀的疤痕。這些事情真的讓父親嚇壞了，他的內心深處必

然留下陰影，更何況好不容易開刀成功，在鬼門關前走了一遭，一家好不容易團

圓，這些主客觀的因素都讓他不再對社會進行露骨的批判。 

張：最後我還想請教鍾老師，在鍾理和日記中所提及的連奇、昌時、輝文等人與

他的關係為何？ 

鍾：連奇為邱連奇，就是邱連球最小的弟弟，與我的父親是姑表兄弟。他們之間

的感情很好。他一開始到大陸是在河南，娶了河南人，他兒子的名字還是先父所

娶，叫做肇民，有一段時間他們還共同在北平住過。昌時所指為誰，這我就不知

道了。而輝文就是李輝文，是先父的好友，我在唸中學時還寄住過他們家。 

張：非常謝謝鍾老師的答覆，提供了很多寶貴的資料。叨擾許久，天色也不早了，

就此告辭。最後再一次感謝鍾老師的協助，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