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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

内容概要

對於千年來習以為常的認知，作者提出了挑戰性的看法，並有突破性的見解，本書各篇皆屬神話、傳
說的重大議題，論述分析深入而具啟發性。對神話、傳說有興趣，又想開闊視野，不願為傳統侷限的
人來說，這是一本好書。

Page 2



《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

作者简介

管惟炎教授早岁参与抗日活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到苏联留学，追随诺贝尔物理奖得主
卡皮查，研究低温物理。回到中国大陆后，专研超导物理，卓有成就。1980年至1984年任北京中国科
学院物理所所长。1984年至1987年，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86年底，中国大陆发生学生运动，科技
大学是当时学生运动的先锋。1987年1月，与科大副校长方励之同时被中共当局免职。后来，管教授在
欧美作访问研究，并于民国80年底来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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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

精彩短评

1、算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一个很普遍的写照吧：从理想到幻灭。只是管教授更加敢作敢为。
2、智慧与良心（但李雅明的提问实在不好）
3、pdf
4、开创中国科技大学黄金时代的两位校长都去世了
5、公道自在人心
6、1，姓曹的估计是曹长庆这个笨人。 2 ，关于苏联分配制度一段很长知识，原来莫斯科彼得堡这两
个地方是一级供应区，所以生活较好，类似于平壤，其他地方物资都是缺 的。 3，关于公私合营导致
市场完蛋而生活水平不行。  4，还有几段中国人与苏联人恋爱的事蛮惨。 5，关于自由化一类事，可
见作者同时具有左右两套思维的互相矛盾。
7、可以与《一滴泪》对比读。做人一定要独立！！
8、亲身经历与抄袭成说，还是有区别。又是老政工干部，讲正确的话。后来的部分，属于无聊。
9、老先生为人很好，见事甚明，治校议政皆有科学家的理性清明，真是难得。
10、挑着看的，哼！
11、好書！讓在訪問科大的我更加了解科大。
12、蛮有意思的，各种意义上。
科大学子都应该看看
13、老校长啊
14、impressive
15、有些事，他们不说，我们不知道，不代表它不存在。
16、很有意义的历史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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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

精彩书评

1、管惟炎早岁参与抗日活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代到苏联留学，研究低温物理。回国后
，专研超导物理。先后任北京中科院物理所所长和中科大校长。86年底，大陆发生学生运动，科大是
当时学生运动的先锋。翌年1月，与科大副校长方励之同时被免职。后来，到新竹清华大学任教。本
书是民国91年，管教授接受当时台北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李雅明教授的采访所做的录音纪录。后不久
管教授就去世了。后来由于包括管教授夫人在内的多方压力，本书迟迟未能付梓，直到零四年，顶住
各种压力，最终出版了繁体字版，且印数极少，只为留一历史见证。此书管教授从出生开始讲起，也
就是抗日战争初期，然后土改、解放战争、反右、文革、学生运动等诸多事情，皆细细道来，内中涉
及了当时很多事情的细节和秘密，所述之人，也基本没有隐讳，因此也可以看到很多高层和其他干部
的另一面，包括早先的毛泽东，叶剑英，江青等，也有后来的华国锋，邓小平，万里，胡赵等人，普
通人可籍此对他们有更全面的了解。管惟炎和方励之在任期间，科大的民主氛围浓厚，教学科研也搞
的很好，但最终由于当局对学生运动不满以及先前种种原因，而导致二位下台。先生之叙述，几无偏
颇之言，不似许多人，仿佛得了迫害癔症一般，语多虚妄，先生对各种事件，都有自己精到的看法和
认识，或褒或抑，皆秉持事实，这才是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不得不感慨，能做到这点的人，太少了。
思想起来，唯有俄国文学家索尔任尼琴颇为人敬佩，在苏联痛斥当局，写下《古拉格群岛》，后流亡
海外，到了美国，未显丝毫媚骨，依然严厉批评美国的民主制度，秉持自由民主之思想，不为强权所
屈服，亦不为名禄所诱惑，于今这样的人，是越发的少了。如今的科大也比不得当年了。书中还写到
，为了纪念管惟严和方励之，科大学生还曾设想制作一个雕刻，方形的管子，以纪念二位先生，不知
此想，何时能实现了。
2、管惟炎先生是非常主动的走上科学道路，否则就纯粹是一官员，不过可惜做这样选择的人太少了
，无他，社会价值取向。作为科学家，声誉卓著；有传统的道德学养俱佳的师长风范，作所长爱护后
进，做校长唯恐爱护学生不够，老年在新竹清华大学还能受到学生真诚拥戴。管先生经历丰富，除了
他作为科学家的一面外，早年从事共运，及留苏的经历，也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人和事；文革后做物
理所所长和科大校长，也有不少和社会各界形形色色人打交道的事，同样值得看看。
3、94年入得学，没有机会与老校长同室而食，纵谈天下，遗憾。但从当时的师哥师姐们，老师们的口
口相传中，对管校长管理下的那段”黄金时代“也频生向往——一心为学生的学校管理和后勤（师生
同食的食堂，学生宿舍独享的暖气）；奠定了独立、自由的学术风气一直影响至今，世上的爱都是相
互的， 管校长视学生为自己的孩子；自然，也会有87年那千人送行的出现。虽然，管校长因为某些可
以预想到的原因没能亲见那几千学生的送行，但事后得知，应该会很欣慰吧曾多方寻找，最后还是没
买到的书，这本是一本，最后还是下了电子版的一口气读完。其中那几个人的所作所为，让人不禁叹
息，脑海中对管校长的形象，也逐渐清晰起来。以前知道的更多的是关于方校长的文字。这本书算是
一个很好的补充、从一个当事人的角度，丰满了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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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

章节试读

1、《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的笔记-第55页

        粮老虎、煤老虎当时采用逼供信，也没有根据说他贪污，就疲劳轰炸，逼到后来也就有人承认贪
污的多少钱，又说，不对，你肯定不止贪污这么多，其实也没什么根据，但因为逼供信，越交待越多
，后来煤老虎、粮老虎就出来了，对上头也有交待。有人头脑比较清楚，交待的数字太大了，超过了
学校的总预算，肯定是不对，但有人就解释说，他一定是跟门头沟煤矿勾结，利用学校的名义，把煤
矿里的煤一起都贪污了，想象力相当丰富
运动激发的想象力⋯⋯

2、《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的笔记-第31页

        去东北行军约两个月，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只能靠两条腿。除了从我的家乡到淮阴有一小段路是
坐船。淮阴再往北是真正的苏北，我家乡虽然在江北，但在地上位置上来讲算是江苏中部，比较富裕
，真正的苏北就很苦，从比较富裕的地方来的子弟就要受点煎熬，主食是山东煎饼，用玉米粉制成，
卷大葱没别的菜。我们沿途在老百姓家里吃饭，付钱就是写个白条子，由我们签字，农民再拿白条子
去缴公粮。
苏北与苏中的差别

3、《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的笔记-第53页

        　　李：毛泽东这一次苏联去得很久，很奇怪。普通国家元首到其他国家顶多几天就回来。

　　管：他是坐火车去的，坐火车就要七天。

　　李：不过他好像待了不止一个月。甚至当时有人传说被斯大林扣了。

　　管：那倒是没有
访问者应有基础了解工作

4、《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的笔记-第3页

        另一个情况是，在我们家乡没有正规的部队，只有所谓国民党的游击队，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当时
是韩德勤，韩的部队在苏北是杂牌军，军纪非常的差，老百姓不但害怕日本人，也害怕自己的军队。
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一个连长住在我们镇上，带着八个姨太太，分住在不同百姓家里，那时不是租房子
，是封房子，而且每一户都必须把最好的房间腾出来让他的姨太太们住，他的部队实际上地主武装，
下面都是他家乡的泗阳人，泗阳是苏北北边穷困的地方，他自己大概是地主，把他的佃农用抗日的名
义组合起来，白天就是苛捐杂税，有些军人装成伤兵坐在你家里要钱，晚上实际上就变成土匪，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既恐慌（怕日本军队进来）又对自己的军队失望，军队纪律非常差。
——湘淮军式的组织

Page 6



《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