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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雲回憶》

内容概要

首先声明，这本书我还没有看，网上也没找到简介。所以以下全凭我个人所掌握的材料所写，以及我
得一些看法。（另：本书的ISBN条码为我自己瞎编——由于豆瓣上传书籍必须有ISBN号，而该书
无ISBN）
书名由胡适题写。卷首依次收有墨迹影印件蒋中正的《为黄膺白先生家传作序》、张群的《亦云回忆
序》、胡适的《函代序》、张公权的《函代序》。
很多人之所以推崇和喜欢这本书，固然和蒋、胡、2张等人所做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本书具有很高
的史料价值。作者在书中所述的历史，插入大大量当时的函电加以佐证，非某些信口开河的所谓史书
可比。
上世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推出了一系列历史人物口述传记。当时已经移居美国
的沈亦云也在此行列。不料沈亦云已经自己完成了一部回忆录，于是哥大派唐德刚协助沈亦云整理回
忆录，这就是目前我们见到的《亦云回忆》一书。
其他内容改日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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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雲回憶》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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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雲回憶》

精彩短评

1、重点看了1927-1928年的部分。人和人一比，差距太大。同样是外交部长的媳妇，黄惠兰就一扔货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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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雲回憶》

精彩书评

1、二妹夫陶孟和说大姐是“一位能干且有文采”的人，读此书，确实证明了这一论断。关于黄郛夫
妇的事情，本人曾经专门写过，全文1.5万字，太长了，这里只把黄郛弥留之际的片段节选一下吧，这
一情节相当感人。===================1936年5月，在内攻外逼中，黄郛铩羽南归，绝望已极、
衰弱已极的他决心此生终老莫干山，再也不出山过问政事了。可是，油尽灯枯的黄郛也终于撑不住了
，经过德国医生的仔细诊断，确诊黄郛所患系肝癌。癌症在如今都属于不治之症，何况是当时，虽然
多方延医问药，黄郛的身体还是一天病比一天。10月10 日，蒋介石从南京赴杭州，途经上海时，特至
宏恩医院探视并致以慰问。蒋告诉二哥：抗战准备已过半程，再一二年可全就绪，以前种种委曲，未
曾枉做。蒋走后，病榻上的膺白对夫人说道：“果能如此，死且无憾，何况于病！”亦云“忍泪而笑
”。可惜后来抗战突然爆发了，国民党在大陆也失败了，黄郛的名誉随之全毁⋯⋯此时的黄郛还被隐
瞒着病情，他只觉一日重比一日，开始怀疑起来。亲友多次劝说亦云以实情相告丈夫，然而她终是不
肯，担心加重病情。为了弄清楚，膺白便找机会与亦云作了一次长谈，让其彻悟佛家生老病死之理，
使其告以真相。这天晚上，膺白早早打发了护士，亦云看出丈夫是有话要单独说与自己，便一人坐在
榻上。膺白言道：“今日勿念佛了，你看我的病如何？”“医谓甚复杂，须再经手术，虑君不支，故
试以中药”，亦云答道，她紧接着又道：“君知我近来茹素念佛何为？半为君祝福，半为自己求解脱
也。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自君入院，故旧之遭变故者已几人矣。段芝老数日前在此照X光，今
已谢世，畅卿兄正介绍四川名医为君治病，而忽被刺身故。”段祺瑞已年过七十，生死不算什么，但
杨永泰大有为之年，突遭抗日激烈分子暗杀，实为可惜可叹。膺白闻此噩耗，几动感情，亦云紧接道
：“人事无常，于兹益信。我曾有一念，君此番病愈，我将出家。”膺白插言：“此何可者！”亦云
回言：“生老病死，无人可免，亦无人能代，若可以代者，君之病我必一力任之矣！然君此次病愈，
必更有最后一次病。我不忍见君之病，亦不忍君见我病，故欲出家，恩怨一齐解脱。”至此，膺白目
闪闪有光，神气活泼道：“生死事曷相谈谈？”“待君小愈。”膺白言：“照现在情形，我必先去。
”亦云言：“我虽无病，然忽然先死，未尝不可能。”膺白言：“尔若先去，有何嘱我？”亦云言：
“君须留待我做之事，我去，盼君急急自做。”膺白言：“我去，尔将若何？”亦云言：“请一人为
我管家，埋头急急料理笔墨事。”膺白言：“何故？”亦云言：“不忆二十五年前在焦山，他日尔为
我传之约耶？萦于怀者久矣。”原来他们初识时，膺白曾约请亦云为自己做传。经亦云提及，膺白记
起了此事，于是他从容述所拟写稿之章目内容，大概取材，及每个问题拟就商之人名。膺白静听亦云
所言，偶加可否，有时言：“此事太小，不足挂齿。”亦云之所以不惮繁琐，是要一一探明膺白的意
思，看看他有何嘱咐之语。言毕，膺白不反对，但也不热心，默然良久道：“无论如何达观，半年内
绝难动笔。”“约需两年完工。”亦云接言。“两年后如何？”亦云踌躇未应。膺白忧虑道：“归心
如箭耳？小的苦矣。”小的是指他们尚未成年的女儿黄熙治。膺白恐自己去后亦云悲观厌世，故以儿
女情动她。亦云言道：“对儿女如种花，尽灌溉之责，彼自有福，然我亦有我自己，绝不暴弃。”闻
听此表态，膺白忽从被中伸出手来，紧紧握住爱人的手，道：“我幸福，我安慰，得此伴侣。”膺白
又问道：“尔何时养此勇气？”“不忆授我《军人之妻之心得》一书时耶？二十余年来时时作此准备
也。”此时膺白喜极，二人如在另一世界。亦云结束发言道：“君常诵纳尔逊最后语，感谢上苍，我
已尽我责任矣！请亦作如此观，国家自有后来的人。自今以后，将健康托之医药，生死付之天命，静
之待其至如何？”膺白连呼曰：“善”。自次日起，绝不复道医药病苦事，相见彼此一微笑【2】。
只有真正的爱情，建立在完全的理解包容、灵犀相通的基础之上，才能够笑对风雨乃至超越生死。
【2】以上对话录自《亦云回忆》，未做改动，以存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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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雲回憶》

章节试读

1、《亦雲回憶》的笔记-第101页

        “他们的汉文书里有一颗，大意如下：某某先生问弟子曰：‘如今彼邦用孔子为大将，孟子副之
，来征吾国，如何？’弟子不能对，先生曰：‘凿斯池也，筑斯城也，效死，击退之。’此即孔孟之
教也。他们虽曾崇拜过我们的孔孟，然时时谨防受麻醉，他们对国家大义分明。” 

2、《亦雲回憶》的笔记-第82页

        “文人喜谈兵，武人好论政，是当时一畸形现状，而以前者为尤甚。主张郑重，人即以为富贵不
再革命，甚至疑其通敌。有人言两部小说，支配当时南北人情：袁氏熟读三国演义，尽纵横捭阖之能
；革命党有水浒气息，患难时共生死，一隔膜即起疑心。”

3、《亦雲回憶》的笔记-第99页

        “我们初无远行之计，但感觉必须静定下来，不是消极，即积极亦须静定而后能知虑。我们悔悟
在国内时生活昏沉，失败乃意中事，多数的人谈政治不看书，不求进步。在东京看见国内的报纸，称
我们为‘乱党’，舆论无力而无公道，是我们最痛心的一件事。”

4、《亦雲回憶》的笔记-第79页

        “这个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后，经中山先生改组，同志制渐变为领袖制，终成一党专政性质的党。
其组织与意义，非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之旧，与民国元年宋钝初先生奔走而成之国民党亦不同。故国
民党系由革命党人而成，而革命党人不全在于国民党。最初军人不入党，其后因意义不同而不入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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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雲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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