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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海峽的思念—外公的生命故事 

生醫院學士班 鄭羽侖 112080010 

一、 前言 

我的外祖父母居住於花蓮瑞穗鄉，因為路途遙遠，除了逢年過節外，我很

少回去探望他們。我的外祖父在我 5、6 歲時便過世，因此對他的印象並不深

刻。只記得他是外省人，曾隨國民政府撤退至台灣，並定居於此。我依稀記

得，小時候的我一邊啃著外公滷的雞腿，一邊聽他用濃厚的外省腔調跟我說

話，但對於他的生平故事，卻從未深入了解過。 

每次媽媽提起外公，總會談到他的精湛廚藝。在媽媽心中，外公一直是一

位慈愛的父親，從不責罵孩子。記得在外公的喪禮上，我難得看到一向堅強的

媽媽哭得泣不成聲。那天晚上，我在夢中見到外公，他叮囑我要乖乖聽話，並

幫他好好照顧外婆。當時我年紀尚小，只以為那是一場普通的夢。後來聽媽媽

提起，才知道我當時哭著醒來，並且是家中唯一被外公託夢的人。得知這件事

後，讓長大後的我對外公愈加好奇，忍不住想更深入認識這位以仁慈著稱的外

公。 

原本我想向媽媽詢問有關外公的事情，但因為媽媽是家中老么，對外公的

早年生活知之甚少，因此建議我去訪問二阿姨。於是，我決定透過電話訪問二

阿姨，詳細了解外公的個性、生平，以及外公所處時代台灣社會對外省人的偏

見。 

 

二、 正文 

 

(一) 從軍生活 

根據二阿姨的描述，在外公大概 13、14 歲，某天半夜睡覺的時候，突然有

國民政府軍闖入家中，將年紀尚小的外公抓去從軍。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為了

爭奪中國大陸的統治權而爆發戰爭，1為了彌補兵力不足，只能到民宅裡面去抓

人，也不問年齡，只要能夠拿起槍桿，一律都要去從軍。因為外公的身材高

大，看起來就是一個小大人，正是從軍的不二人選，因此他被迫與家人分離，

開始了軍中生活。後來外公的朋友與二阿姨分享他們之前的軍中生活，提到當

時外公常常在晚上偷偷啜泣，因為當時年紀尚小的他十分思念家人。直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蔣介石帶領的國民政府在內戰中節節敗退並撤退至台

灣，外公也因此跟著軍隊一同來到台灣。 

雖然外公總是輕描淡寫的帶過這段往事，但我認為這件事一定帶給外公內

 
1 翰林雲端學院，國共內戰，https://reurl.cc/86n3ZM 
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現代史，https://reurl.cc/A68kYp 

https://reurl.cc/86n3ZM
https://reurl.cc/A68k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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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很大的影響，年幼的他被迫留在軍中訓練，獨自承受戰爭下的壓力，並且與

家人分隔一個海峽的距離，這些因為戰爭與歷史所造成的傷疤，其中的辛苦與

煎熬他從未與旁人訴說。 

外公來台灣後仍然一直在當兵，跟著軍隊一起生活，因此也沒有固定的居

所。來台一段時間後，他發現他回大陸的機率應該十分渺茫，所以萌生出想留

在台灣定居的念頭，因此他自然而然會想要擁有自己的家庭，剛好他到適婚年

齡，經過朋友的介紹，認識了我的外婆，才算真正的安居下來，也就是現今我

的外公外婆家，位於花蓮瑞穗的瑞北村。但外公也無法一直居於家中，仍要隨

著軍隊的任務前往各地，他幾乎台灣全省，包含金門、馬祖等等外島，他統統

都有跟著軍隊去過。也因此，二阿姨說她大概 2 歲多才見到外公，因為當時外

婆懷孕後外公就去金門駐守大約 3 年，很久之後才回來。直到民國 73 年的 1 月

1 號退休，退休時他的職位是士官長。當兵時政府有發給外公兩張戰士授田

證，3表示政府承諾會在未來光復大陸後授與這些戰士們土地，藉此提振軍隊士

氣並穩定軍心，但後來見光復大陸的理想無望，因此立法院修法改成給予補償

金，於 1991 年 1 月 3 日開始發放，根據《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第三條: 

 

每份戰士授田憑據發給一至十個基數之補償金；每一個基數之金額為新

臺幣五萬元，除陣亡或公亡戰士之家屬及作戰受傷致殘廢及年逾五十五

歲未享退休給與、未輔導就養、就業之自謀生活者，給與最高十個基數

外，餘由行政院就補償對象分別訂定之。4 

 

 依據二阿姨所述，當時外公一張戰士授田證大約拿到 8 萬或者 10 萬，但其

實這也是間接的告訴外公他們已經沒有回去大陸的希望了。外公是被迫入軍隊

並經歷戰爭時期，他將其一生奉獻於軍隊中，只為追求有朝一日能反攻大陸，

追求與遠方家人能重新團聚的微小希望。 

 

圖一、民國 52 年 9 月 1 號軍隊寄給外公的獎章(圖片來源)5 

 
3 戰士授田憑據（戰士授田證），榮民文化網，https://reurl.cc/p9m7zx 
4 全國法規資料庫，戰士授田憑據處理條例，https://reurl.cc/1XgDWG 
5 由汪先生(我的舅舅)提供的照片。 

https://reurl.cc/p9m7zx
https://reurl.cc/1XgD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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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來台後徹底改名換姓 

二阿姨在電話中說:「其實我是到長大後才得知，我們本姓不姓汪，而是姓

王。爺爺的名字也不叫汪淦清，他原本的名字是王學裕。當時知道這件事時，

大家都有點被嚇到。」6外公來到台灣辦理戶籍資料時，他申報的姓名及生日年

月日通通是假的，有一種要在台灣隱姓埋名生活的感覺，因為他一直覺得他還

有機會再回去大陸，怕回去之後可能會被當成叛軍遭到迫害，甚至是連累到他

的家人，因此都不敢用自己的真實姓名，正因為如此，我們家並沒有留下族

譜，否則，媽媽和二阿姨她們那一輩應該是金字輩，而外公那一輩則是學字

輩。我很難想像初來台灣時外公到底是抱著什麼心態才決定要改名，那種他覺

得自己與遠在故鄉的家人的性命可能受到威脅的不安，在這種恐懼下毅然決然

地放棄過往的一切，用全新的身分在台灣生活，這讓我十分佩服外公的當機立

斷與決心。 

 

(三) 外省人所受的排擠 

外公自己一個人待在台灣，沒有家人，當初與外婆結婚時是類似於入贅(圖

二)。剛開始外公都在外島當兵，因此比較沒有所謂的融合問題，可是當他被部

隊調回本島後，便開始出現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差異，當時台灣本省人都對

外省人有一點點仇視和敵意，我推測可能有部分是 228 事件的緣故。7二次大戰

後的光復之初，民眾原本對國民政府的到來展現熱烈的歡迎與支持，然而當時

來台的官員與民眾的溝通不夠與觀念的差異，漸漸積累了本省人對外省人的不

滿。在民國 36 年 2 月 28 日時，因官員緝查私煙失當，誤殺當時的圍觀群眾，

導致大批民眾上街抗議，但當時的國民政府卻使用武力強行鎮壓民眾。 

這起事件造成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隔閡愈來愈大，也因此外公在家中會受到一

點點不平等待遇，在村中也會受到一些流言蜚語。舉例來說，因為外公聽不懂

閩南語，家中的人有時會不忌諱地在他面前說些不好聽的話，雖然外公都聽不

懂，但他仍能感受到言語中的不友善，因而感到不舒服。過了一段時間後，外

公和外婆終於有能力從原本的家中獨立出來開伙，終於也讓外公揚眉吐氣。 

我覺得不管是外公還是家中那些對外省人頗有微詞的長輩，其實他們都沒有

錯，族群跟族群間的對立不是個人因素所引起的，而是大環境的一種意識趨

向，所以我認為所謂文化差異的本質在於一代代傳下來的思想差異，造就民族

意識與國家意識的不同。 

 
6 二阿姨電訪記錄，2024.11.19 
7 228 事件，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2024，https://reurl.cc/Q5GLxZ 

https://reurl.cc/Q5GL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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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外公與外婆的婚照(圖片來源)8 

 

(四) 回中國探親 

外公的故鄉在現今江蘇的泰州市姜堰區。在民國 78 年，那時中國與台灣剛

開始開放兩岸探親，9因此外公有獨自一人回去，原本預計回去二十幾天，但他

對老家十分留戀，因此延長至四十幾天才回台灣，當時外婆那邊的親戚都在笑

稱外公也許就不會回來了。因為當時二阿姨尚為年幼，外公也沒與她說太多有

關老家的訊息，他只說他的老家生活十分貧困拮据，並且他有帶一些山東的糖

果給二阿姨他們，並且外公從大陸回來後就戒菸了。 

在 2006 年時，外公收到來自大陸老家弟弟中風臥病在床的消息，因此媽媽

和二阿姨便帶外公回去大陸探望他的弟弟，這是外公來台灣後第二次回家，也

是最後一次。據二阿姨所述，外公的老家讓她第一次知道何謂家徒四壁，家裡

面只有一張小桌子、兩張椅子以及破爛的水杯，他們甚至沒有冰箱，連廁所也

只是一個糞坑，可見外公的老家仍是一個極度落後且貧困的地方。外公看到他

的弟弟躺在病床上，並且已經無法與他溝通，外公一直重複著說：「我是學裕

啊，我是學裕啊……」那是二阿姨這輩子第一次看到外公哭泣，也是最後一次

看到他掉眼淚，那時外公的父母親也已逝世。在外公回台灣後十幾天，就傳來

重病的弟弟過世的消息，我認為對外公來說這可能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至少

他有趕回去見到弟弟的最後一面。 

 

(五) 外公的生活理念 

二阿姨說外公的生日是農曆七月一號，依據中國習俗來講，是所謂的乞丐

命，但外公也是個非常有毅力的人，他知道他天生是乞丐命，他就告訴自己命

跟運其實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他跟自己說如果沒有辦法賺大錢，那就好好當

軍人，有固定的收入並把錢存下來，所以外公一生對自己都省吃儉用，但他從

不虧待他的太太和小孩，二阿姨說外公總是準備一桌合菜給家人，但他自己的

 
8 由汪先生(我的舅舅)提供的照片。 
9 兩岸關係發展的歷程，大陸資訊及研究中心，2024，https://reurl.cc/DKvWrd 

https://reurl.cc/DKvW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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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餐都吃便宜的泡麵草草了事，只為了能多存點錢，這讓二阿姨十分心疼，可

能也因此造成外公晚年得到大腸癌，並因癌症而病逝。我很欽佩外公不屈服於

命運的這種精神，不管是從小在軍中堅持下來，還是努力地存錢養家，都是他

在努力證明自己，外公的這種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值得我們所有人學習。

 在外公過世之前，家人們曾經問過他墓碑上面的名字要寫他的本名還是來

台後的名字，他思考了一下還是選擇使用來台後的名字汪淦清，但他對曾對二

阿姨說，希望在他過世後能將他的部分骨灰帶回他的家鄉，灑在老家前的銀杏

樹下。我自己的解讀是，他考量到孩子們的立場，畢竟在我媽媽和二阿姨的心

目中，外公就是叫汪淦清，而所有資料上也都記載著改名後的名字，因此他選

擇放棄王學裕這個真正的本名，將汪淦清刻在墓碑上。我覺得外公直到最後一

秒都還在犧牲，為家庭犧牲與奉獻。但不管怎樣，我覺得在外公的內心深處，

他還是認為他是王學裕，始終渴望能回到自己的大陸故鄉，他真正的根源。 

 

圖三、外公的親筆跡，記錄生平重要事蹟(圖片來源)10 

 

三、 結語 

透過對外公生平故事的深入了解，我重新認識了這位曾經對我來說十分陌

生的家族長輩，也得以窺見一段深植於歷史長河中的個人生命故事。外祖父從

被迫入伍到輾轉來台，面對戰爭的苦難與隱姓埋名的壓力，他的每一步都是對

命運的抗爭與適應。外公以堅韌不拔的精神撐過軍旅生涯，並在新的環境中努

力生存與立足，並以樂觀與責任心撐起了自己的家庭。 

外公的故事體現了台灣戰後移民群體的共同記憶：被迫割裂的家族、遙不

可及的故鄉，以及外省人與本省人之間的摩擦與融合。在他的生命中，我看見

了小人物於歷史中的堅韌，外公的省吃儉用和對家人的無私奉獻，展示了一個

 
10 由汪先生(我的舅舅)提供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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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對妻兒的愛意，而他對家鄉的留戀與將骨灰撒在老家銀杏樹下的遺願，則

讓我見證了跨越生死的故土情懷。 

這些故事不僅是外公生命的寫照，更是一份值得我珍視與學習的精神遺

產。很感謝我能通過這次的家族史報告，讓我對自己的家族歷史有了更深的認

識，也更懂得珍惜當下擁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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