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時報 第 880 期

【一流讀書人】銀娜的旅程

書香聊天室

導讀　鍾英彥德文系教授 

 

大多的人都看過克斯特納（Erich Kaestner）描述青少年同儕之間友誼的小說《會飛

的教室》所改拍的電影《我們這一班》，也閱讀過猶太少女安妮．法蘭克記錄德國納

粹暴行的《安妮的日記》。《銀娜的旅程》就是一本適合學生閱讀的青少年（女）小

說，以一位中國少女銀娜的角度�述她7至14歲於德國納粹時期，在普魯士布蘭登生活

和就學的情形。 

由於3場戰爭使得銀娜7歲離開家鄉去上海，再也無法回家，這可說是一部「孤女流浪

記」。民國26年中日戰爭前，母親在生下銀娜，難產去世。家境優裕的銀娜和父親無

憂無慮地生活在一起，每天搭黃包車到歐洲修女創辦的托兒所上學，隨著上海局勢日

趨緊張，父親安排銀娜到青島一家同樣由這間修道院負責的育幼院參加夏令營。但是

日本此時開始轟炸上海，父親又必須撤退到重慶，基於安全上的顧慮，父親決定託他

的姪女美華把銀娜帶到德國寄養家庭的老主人，經過3個多星期的海上和陸上的旅程

，一路從青島經新加坡，義大利熱那亞，越過阿爾卑斯山，穿過整個德國，終於抵達

柏林。寄養媽媽馮．史坦尼茲接到銀娜，立刻帶她回新家－布蘭登堡。銀娜適應力很

強，首先在家跟養母和老師學習德文，半年後，銀娜通過插班考試，進入小學4年級

就讀。2年後，升上女子中學；德國對波蘭宣戰，第2次世界大戰正式開打，銀娜又必

須離開德國避難到瑞士。在瑞士完成高中學業和一年的商業課程，1955年，由於國共

內戰，25歲的銀娜來到另一個異鄉：臺灣。 

作者採全知、第三人稱的身份以一個外國（中）國小女孩的特有的角度，描述張皇失

措年代的人性光輝，尤其令人感動的是銀娜和半猶太女孩英格以及德國「希特勒少女

團」小隊長珞特之間的互動，探索納粹時代的軌跡，讀者不需了解太多的歷史背景

，就很容易看出時代的精神。 

《銀娜的旅程》是根據一個真實的故事所撰寫的：作者洪素珊是一位漢學家，1989年

至1994年擔任臺大外文系德語客座講師時，認識了本書的主人翁陳銀娜／蕭亞麟。經

過作者多年的資料探索，和當事人（包括銀娜和作者母親）對談，以及有感於現在德

國青少年身邊隨時都會出現外國同學的情況，出版了這部�發、教育青少年的小說

，期望友誼和關懷可以將「異鄉」化為「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