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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前言

　　如果台湾没有李敖　　何飞鹏　　十几岁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认识李敖，只能偷偷地读他写的
《传统下的独白》，感觉李敖似乎颠覆了所有学校中所受的教育。那时候所知的李敖，是个一袭长袍
、特立独行的台大学生，学问足以亏大师胡适往来、论战，无疑是个梦中的未来英雄。这个未来英雄
，并没有按照我年轻时的想象，成为体制内认同的当代大师、思想家、文豪或者史学家（年轻的我，
对体制有高度敬畏，当然李敖是体制外的英雄毋庸置疑），接下来只有断断续续的印象：与《文星》
纠缠不断的官司，退出江湖卖牛肉面去，成为思想犯坐牢，出狱后复出江湖，与名女人胡茵梦结婚、
离婚，继续放言高论，与当权者斗争，办《求是报》，以一人之力办报，其文字的产量，最令身为记
者的我由衷佩服。这些远观（无缘认识前）的片断，串成了对李敖的想象：一个当代具有“特异功能
”的人：博览群籍，巨笔如椽；指责当道，不惜坐牢；挑战禁忌，不屑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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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内容概要

《李敖回忆录》是李敖和时代颉颃最忠实的自述。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骂遍天下名人，却
安然无恙；身处乱世，却一生倨傲不逊；在立德立言上，自喜成就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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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作者简介

李敖，一九三五年生于哈尔滨。
李氏文笔自成一家，被喻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发表著作上百余种，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
人口，《胡适评传》与《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
西方传媒更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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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书籍目录

出版序 如果台湾没有李敖⋯⋯
自序
1 哈尔滨(1935―1937一到二岁)
2 北京、太原(1937―1948二到十三岁)
3 上海(1948―1949十三到十四岁)
4 台中(1949―1954十四到十九岁)
5 台大(1954―1959十九到二十四岁)
6 军队(1959―1961二十四到二十六岁)
7 山居(1961―1962二十六到二十七岁)
8 文献会(1962―1963二十七到二十八岁)
9 《丈星》(1962―1966二十七到三十一岁)
10 星沉(1966―1970三十一到三十五岁)
11 软禁(1970―1971三十五到三十六岁)
12 监狱(1971―1976三十六到四十一岁)
13 隐居(1976―1979四十一到四十四岁)
14 复出(1979―1981四十四到四十六岁)
15 “二进宫”(1981―1982十六岁)
16 笔伐(1982―1992四十七到五十七岁)
17 口诛(1993―五十八岁至今)
18 前程(1997―六十二岁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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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章节摘录

　　李敖回忆录1哈尔滨（1935-1937 1到2岁）　　1935年的世界是一个多变的世界。这一年在世界上
，波斯改国号叫伊朗了、英国鲍尔温当首相了、墨西哥革命失败了、意大利墨索里尼身兼八职并侵略
阿比西尼亚了、法国赖伐尔当总理了、挪威在南极发现新大陆了、德国希特勒撕毁凡尔赛条约扩张军
力了、捷克马萨利克辞掉总统职务了、土耳其凯末尔第三次连任总统了、菲律宾脱离美国独立了。这
一年在中国，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内斗内行，大力“剿共”，逐共中原；但外斗外行，对日本鬼子卵翼
的政权，瞪眼旁观、无能为力：在长城以内，殷汝耕成立了冀东政府；在长城以外，溥仪头一年就称
帝于“满洲国”，那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两年半，也正是蒋介石丧权辱国、贯彻“不抵抗主
义”后两年半，1935年到了，两年半变成了三年半，“满洲国”使中国东北变成了“遗民”地区，而
我，就是“遗民”中的一位。　　1935年4月25日，我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那时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
，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七个月，中国东北已是日本鬼子控制下的“满洲国”。照历史的说法，
我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不过，孔夫子做“遗民”，做来做去
，是给不同的中国统治者做“遗民”，但我却一生下来，给日本鬼子卵翼的中国末代皇帝做“遗民”
，所以，我比孔夫子还窝囊。　　我出生时候，还流行用阴历计算，所以一直是乙亥年3月23日辰时（
上午七至九点），我的小名也叫“安辰”。乙亥年生的属猪，3月23日的生日一直按阴历过，直到我二
十岁前查出是1935年4月25日，此后我就放弃阴历生日了，阴历太落伍了。不料，我快六十岁的时候，
二姊从大陆来，她断言我的生日不是阴历3月23日而是3月3日，二姊的记忆力一向过人，所言如不虚，
则我的阳历生日是4月5日才对。不管怎么算，我生在1935年4月间，这年四月前后，世界上也生了不少
“名流”：世界三大男高音老大帕瓦洛蒂、歌星“猫王”普莱斯利、导演伍迪艾伦、没脱光的影星亚
兰德伦和脱光照裸照的影星毕雷诺斯等皆属之；中国的女明星尤敏、妖僧达赖喇嘛、蒋介石的长孙蒋
孝文，也都生在1935。当然，同是1935年生的人也有贤有不肖，神棍达赖与纨绔蒋孝文，自属不肖之
例。国民党在台湾的当权派，1935年生的也正当行，自“司法院”施启扬以下，全是不肖之徒，不单
属猪，根本一窝猪耳！　　我虽生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但我的籍贯，却源远流长。我小时候，每见
过年，家中即捧出“李氏宗谱”上供桌，一起列在香案上，受焚香膜拜。这部宗谱后来带到台湾，归
我保存。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实际是云南乌撒。据《元史》地理志：“乌撒者，蛮名也。所
辖乌撒、乌蒙等六部。后乌蛮之裔，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至元十一年始附，十三年立乌
撒路。”乌撒路包括现在云南镇雄县和贵州威宁县；到了明朝，改为乌撒卫，就是现在的威宁县。“
李氏宗谱”上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潍坊）的。洪武十四年（1381）秋天，明太
祖曾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带兵三十万征云南，那次人民的北移，是强迫性的。我的祖先，很可能是
苗族。而照人类学家凌纯声等的研究，苗族的支流，渡海来台湾，成为高山族的一部分，所以，我是
台湾高山族的族人，而目前自称真正台湾人的福佬与客家，比起高山族来，其实是假台湾人，或是喧
宾夺主的台湾人。　　我在云南乌撒的祖先迁到山东潍县后，累世做小百姓，虽在潍县五百年，但是
乏善可陈、无恶可作，绝无“名流”出现，也一直安土重迁，直到我爷爷（祖父）出来，才有了大变
化。　　爷爷名叫李凤亭，他不大会写这三个字。他生在潍县，时间约在清朝咸丰元年（1862）前后
，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跟着母亲去做乞丐。一天碰到狗来咬，他母
亲怕他被咬到，就用身体保护他，母亲却被咬致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就替“下关东”的人赶
马车，也去“下关东”。所谓“下关东”，是专指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
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把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罪犯，禁止汉人去东北。
所以当时中国的东北，就像英国的澳大利亚一样，只是罪犯的大本营。顾贞观《金缕曲》中“季子平
安否”所指的吴汉槎，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囚犯。但是，东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对山东、河北等省
的穷人，的确构成大诱惑。这种诱惑，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大量的汉人纷纷“下关东”，在白山黑
水之间，驰骋犯难，就像美国“去西部”一样。1904年，日本和俄国打仗，千古怪事是，这两个国家
打仗，战场却在第三国——中国的东北。东北这时候，已经有四百万人民这些人口的压阵，使日本、
俄国在瓜分东北上，产生了不少阻力。满洲人再也没想到：禁止到他们老家的汉人，却在阴错阳差之
中，替他们看住了老家！这些看家的开拓者中，有一个满口山东口音的壮汉，就是我的爷爷李凤亭。
　　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他的一生，充满了行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
、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爷爷虽然不识
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有关他厉害的一个故事如下：七十多岁以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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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和大爷（大伯父）大娘（大伯母）住在郊区，一天晚上，来了一伙土匪，把家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
。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
一根张飞用的武器——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弄糊
涂了，他们绝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手拿丈八蛇矛，坚持保卫家园，毫无让
步之意。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像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他们决定撤退，一个土匪从墙头朝
爷爷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后打到衣柜上。这个衣柜，一直跟着
我们，最后运到故都。柜上一个圆坑，就是子弹的旧痕，这个旧痕，表示了人间大勇是什么。　　另
一个有关他厉害的故事是：他做流氓时代，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一个流氓
某甲，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输火
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火了，一割
肉的时候，庄家若不巧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
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说来，赌徒一
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一输，就要以肉赔肉。某甲这次表演肉赌，大腿
上肉血淋淋往台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这时做庄家的李凤亭先生，却面不改色他说：“好
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
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
？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
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这个以狠对狠的故事，我没法证实，但听说是爷爷的杰作。这一杰作
，使我想起《吕氏春秋》中“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　　爷爷和奶奶（祖母）结婚，也
有一段故事。爷爷做土匪，受了伤，躺在山洞里，被奶奶看到了，大力救他，后来就结了婚，奶奶是
热河人，也姓“李”，因为中国传统同姓不婚，所以用瞒天过海，改姓“吕”。奶奶长得不怎么样，
爷爷一骂她，就骂“穷山恶水，丑妇刁民”！“丑妇刁民”！“丑妇刁民”很有个性，她在七十去世
前，还跟八十二岁的丈夫斗气不讲话，他们在儿孙的包围下，合照了相，可是尽管照相，话还是不说
。　　爷爷去世前，同我家住在一起，我常到他屋里玩，那时候我四至六岁，看他在后院亲自动手搭
棚子。看他烧鸦片烟（烟土太贵，抽不起，只把鸦片烧成小黑丸吞服），跟他的感情极好。他过的最
后一个旧历年，我从大年三十就不断地给他磕头拜年，一会儿就去磕一次，然后相对大笑。爷爷说：
“这小子今年怎么回事？怎么老是向我磕头，磕个没完？看这样，要把我给磕死了。”　　年过了以
后，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爷爷到庙里看给奶奶做佛事，佛事做完了，他向和尚们说：“我不会
再来了，再来就是麻烦你们了！”当天晚上，大爷到我家来，陪爷爷过夜。爷爷向大爷和爸爸谈京戏
，谈得兴高采烈。谈完了，要睡觉了，爸爸回到房里。不久大爷过来敲门，说爷爷说他不行了，大家
赶过去，想找寿衣替爷爷穿（寿衣很多件，穿起来很麻烦。习惯是在人咽气前穿好，一咽气，就不好
穿了。但人咽气前经这么一折腾，实在有速死的可能），慌乱之下，寿衣没找到，这时爷爷说寿衣在
哪个箱子里，大家找出来，替爷爷穿好，他就死了。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　　不
久运来棺材，这棺材是爸爸在爷爷生前订做的，用千百年柏树为材料，是上品。那时候，流行生前备
好寿衣寿材，老人家都要试穿试躺一次，爷爷奶奶都试过。爷爷试的时候，很高兴，他们那时代的人
对“慎终”、“送死”都极重视，也毫不忌讳。只有后来的人，才那样远离死、漠视死，死得那样没
有准备（中国古制帝王即位后，便预造内棺：“椑”，表示人要存不忘亡、要时时面对死亡。“椑”
不但放在皇宫里，出巡时也要随着车队，以“椑车”一辆，跟着皇帝走。这个制度，到唐明皇时才废
掉。可见古人对自己的棺材并不忌讳）。　　出殡时候，爷爷的子孙媳女大排长龙，大爷是长子，第
一名，依次为爸爸、三叔、五叔、六叔、大哥、我，全部男性领先。在我后面是大娘、妈妈、三婶、
三姨（即五婶、因她是妈妈的妹妹，所以只叫三姨）、六婶等。这种排名次序，充分看出中国男尊女
卑的传统。　　东北大学副校长李锡恩说他生平佩服的人是我爷爷，我生平在勇敢、强悍、精明、厉
害、豪迈上，常“有乃祖风”，也是由佩服爷爷而来。　　大概大爷的村学究使我爷爷不满意，大爷
自己也愿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学校，于是，在父兄的帮助下，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本来籍贯是山
东省潍县，因为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所以只他一个人
是吉林扶余，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1949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
，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这件小事，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在政府权力愈来愈大的时候，这点小自
由也都不容于台湾了。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生在1899年（民国前十二年），1899年是己亥
年，就是戊戌政变后一年。1920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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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
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
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他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毕
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
“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不但做了东北大学讲师，并且立刻被聘为哈尔滨吉林
六中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
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
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
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叫教师研读的。比起又致训词
又发训词的国民党来，军阀太可爱了。　　爸爸除在吉林六中做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
学兼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
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　　妈
妈名叫张桂贞，吉林永吉人（原籍河北），吉林女子师范毕业。她在辈分上是爸爸的学生，爸爸在吉
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妈妈却在低班，没教到。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后来嫁给“故宫博物
院”副院长庄严。那时候，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合照相，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照
片至今还保存，可是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妈妈在学校是锋头人
物、是篮球健将，那个时代女子到新学堂念书的不多，所以女学生很拉风。　　爸爸在吉林六中有一
个学生，名叫程烈，后来变成国民党中的名“立法委员”。据说当年因追求我妈，被校长我爸爸开除
。师生关系中断几十年后，在台湾恢复，他的儿子程国强在台中一中也做了爸爸的学生，有一次被军
训教官陷害，要开除，经爸爸力持交涉，才免于被开除。两代开除恩怨，竟成佳话。前一阵子程国强
六十大寿，我是不参加婚丧喜庆的，但被骗去，席上邀我讲话，我说：“幸亏当年我爸爸追我妈成功
，幸亏程烈失败了，否则这世界没有李敖，而我就是程国强了。”闻者大笑。　　妈妈生我时候，已
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
”（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四地生女儿，这成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
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
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大姊李珉，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名妇产科医生，嫁给
周克敏，现在大陆；二姊李珣，北京燕京大学（后改北京大学）毕业，工程专家，嫁给汤克勤，现在
大陆；三姊李琳，台北师范大学毕业，嫁给石锦，现在美国；四姊李峥，台北台大护校毕业，嫁给张
立豫，现在美国；大妹李珈，台中静宜学院毕业，嫁给陈大革，现在美国；小妹李璎，台北实践家专
毕业，嫁给叶成有，现在美国；弟弟李放，台中一中毕业，与王自义结婚，移民加拿大。　　外祖父
（我们叫老爷）名叫张人权，这个名字倒满有时代意义。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
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那个角度望去，好像都一直盯着你，叫人为之
生畏，为之想到乔治？欧威尔《1984年》中的“老大哥”。　　老爷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
长，他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账；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
烧冷灶”。　　外祖母（我们叫姥姥）是一位胖太太，胖得自然不会背挺得直，老爷是衣着笔挺背也
笔挺的威严人物，经常对姥姥说：“老太太，把背挺起来、挺起来！”姥姥却不太理会他。姥姥唯一
理会的是老爷有爱讨姨太太的毛玻老爷喜欢讨姨太太，本来是说说的，后来真的讨了一个回来，但是
不久姨太太就离去了。老爷还不死心，还想讨，但是不久他就死了。老爷死后，姥姥就同我们合住，
一直到她死去。　　姥姥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大概也是老爷要讨姨太太的主要理由。三个
女儿是老大（妈妈、大排行是老二）、老二（我们叫三姨）、老三（我们叫老姨）。三姨亲上加亲嫁
给五叔，生一男一女。老姨嫁给李子卓，生了一个儿子。李子卓是我的长辈中唯一一个国民党，并且
还是“外戚”级的。我家同国民党素无渊源，在一党独大下，家世清白，于此可见。　　从1926年爸
爸北大毕业回到东北起，到1936年我一岁这十年间，是我们在东北老家生活的最重要十年。这十年间
，爷爷退休、爸爸结婚、老爷死去、妈妈生了四个姊妹之后再生了我，全家局面，已是浩浩荡荡。计
开：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姊、二姊、三姊、四姊和
我，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并达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辈支援，负担之重，也就可想而
知。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正是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东北人民泪尽胡
尘，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爸爸一直计划全家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不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可

Page 8



《李敖回忆录》

是种种困难，未能如愿。到了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他终于做到了举家南迁的大手笔，十九口浩
浩荡荡，迁到北京（国民党改为北平），完成了他的“出满洲记”。这时，我以二岁的年纪，离开了
哈尔滨，从此我的家，不在东北松花江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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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精彩短评

1、在整个回忆录中，出现大量近代史的“巨人”像胡适先生、钱穆先生。。。让读者从不同角度了
解他们，李敖的一生很充满传奇，每一段故事都能进行浓抹重彩的写上一笔，也许正是因为他不同于
众人的经历造就了大师的称号，他谈笑怒骂皆成文章，只要是他看不上眼的人皆可口诛笔伐，他从不
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自己也说话“别人问他崇拜谁时，他就自己照照镜子”，让人又恨又爱，而更
多喜欢他的人是因为他博学，他通晓古今、纵横中外，他的处世心态，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以笑脸示人
，可又无奈已是已逾古稀之年。。。。
2、李敖言辞犀利之余不缺乏幽默
3、凡人无法深入理解的狂人世界 呵呵
4、痛快！
5、高一时节
6、大坐牢家，大作家，大家。
7、本来就挺喜欢李敖，这本书让人更熟悉他了，也会买更多他的作品拜读
8、李敖 回忆录
9、一个自我膨胀者的回忆录。
10、看此书的目录，感觉李先生是在写个人生平经历，编年体的，那一年几岁啊做了些什么事啊，尤
其是前几章节。但到了后来，就成了他的快意恩仇大述说了。没有读到过关于李敖骂人的快意文字，
但之前早就知道他的率性和率直，还有不惧，什么都不惧，纵使坐牢也不惧！在这本书里，可以读到
李敖写他读的书之多，写的书之多，欣赏他的人之多，被他骂的人之多，迫害他的人之多。其实，做
人做到这种境界，真是经历丰富，让人不得不佩服啊！最能打动人的一点事，他向来是敢想敢说，敢
说敢做，敢做敢当，天不怕地不怕！自认为我也在坚持着看书偶尔也写字，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要
把自己想说的都写下来，集成册子。很多时候感觉自己眼下的生活单调乏味，一味的迎合这现实的社
会，而没有原想中的自己的样子。Now, 06:41, May 30th, 2014。
11、坦诚，博学，孤勇
12、有谁喷谁 哈哈哈哈哈 看康熙来了才觉得是个普通的老人
13、前期的文笔还稚嫩，越后越好！！
14、李敖和时代颉颃最忠实的自述。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骂遍天下名人，却安然无恙；身
处乱世，却一生倨傲不逊；在立德立言上，自喜成就非凡！
15、看别人的自传需要很强的毅力，看一半看不进去了。。
16、嗤
17、最遗憾的是在李敖来北京时，我没有去北大听其演讲，进不了会场不是问题，离他近一点就成
18、之所以李敖！
19、看过不少自传，最过瘾的非李大师莫属了，丰富的阅历，跌宕起伏的人生，更让人叫绝的是他特
立独行，恃才傲物的性格，言人之不敢言，言人之不能言。不知中国大陆出不了一个李敖式的人物。
。
20、以前还真是小看李敖了
21、电视上看李敖的节目觉得其太爱炫耀，不过有些书确实不错，这套代表作很好。关键当当的活动
给力。
22、哈哈，有一本好的传记！
23、没看出有多牛。
24、李敖的记忆力真心不错，所有过去的事，时间、事件、说话等都写的很详细。
25、看了这本书和《北京法源寺》，对我触动颇大，李敖的人生态度指的我学习
26、文化狂人李敖，给世人的形象不仅仅是嬉笑谩骂，善于打官司，而是富有很深厚的文化功底，阅
尽天下书，通晓人间事，有很多好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27、李敖便是李敖，毫不留情，毫不掩饰，毫不含糊。
我喜欢大师的生活态度，身处极境却依然笑看风云～牛人中的牛人
28、送货很快，写的不错，对李敖了解更多了！
29、尽管李敖“笔伐”的时代比较早，但他“口诛”的时代却比较晚。加之又隔一道海峡，于我等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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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辈来说，首先接触的竟是他的电视节目及他在荧屏上的傲风傲骨、傲言傲语，由他的电视节目到他的
书，这种转变是自然而然的，因为看了他的节目你不可能不喜欢他这个人，喜欢他这个人就不可能不
喜欢他出的书（这是我的逻辑，有些人的确不是这样想，可我不理解，我认为他们应该跟我一样的逻
辑才正常）。

李敖的节目主持得好，李敖的学识和口才过人，真是想不到国内外能找出几位这样的大师能同时在多
个领域熠熠生辉、大放光彩。所以说李敖是立体的，全面的，只要你喜欢他，他就会铺天盖地地涌来
，就像活生生的一个人站在你面前一样。有些人看多了就烦，比如看了某人的文章，就想领略一下他
的风彩；比如喜欢上了某位明星，就变成跟屁虫探寻人家的一切隐私；比如知道了某位大企业家，就
想了解他更多的事迹。其实当你真的了解以后，结果却大大让人失望，于是有些访谈的节目我常常不
忍卒看，我担心破环了我最初对他们的美好的印象，是歌手就只要记住他的声音、是演员就只要留在
银幕上，是企业家、政治家那就只要留在报纸上吧。看多了，害怕这个世界没有偶像，甚者还要倒了
胃口。这多少有点“只爱一点点”的味道。但李敖不一样，只要喜欢，他会出现在报纸上、荧屏上、
书上以及形形色色的评论、报道等各式途径中。看多了，不会烦，反倒愈发喜欢。

看了不烦的原因是：

一、李敖为人洒脱自然、仪表堂堂，一身敖骨，性情中人，自然为人所喜欢。

二、李敖是学问好、知识宽，有文化气息作铺垫，自然气度不凡。是以此；

三、李敖为人豪爽、不娇性、不做作，敢爱敢恨，是非分明，是以此；

四、李敖不是政客、不是商人，少了那些势利和奸诈，少了那份官僚的嘴脸，少了那份铜臭的相貌，
是以此；

五、李敖敢于针砭时弊、喻古讽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
分”，让人看了听了畅快淋漓。是以此。

说了这么多，看似乱乱槽槽，实则读此书所感。这本《李敖回忆录》可以让你近距离接近李敖，接近
他的经历和生活，如果你喜欢他，不妨试着去了解他的全部，他不会让你失望，这本书不会让你失望
！
30、买来还没看，李敖是个很敢说的人，在环境的影响下，国人都不怎么敢说，看看李敖的作品，可
以从其他角度来看事情，可以开拓思维吧
31、李敖回忆录--李敖大师代表作之二  体会“怪才”李敖不一样的生活经历 狂狷、狂狷、狂狷
32、有些共鸣
33、活得真实。
34、对于我这么肤浅的人，我只记得，他某任女友有夫之妇名叫海伦，美哭了。
35、凑单买的，也冲着李敖，本想感受一下李敖的狂人风范，手头好多书，好多事，暂时搁置，可惜
找不到“之一”
36、有才无德，又是一个文化流氓
37、最早喜欢李敖，是因为在文摘杂志上读他写他母亲如何执掌家政的一片短文。文字简练、幽默、
旷达。再后来，陆续有意识的读他的文字。了解这个人，关注他。甚至还买了他儿子李戡的《戡乱记
》。这两本书，是打折是买的，实在物超所值。唯一的遗憾是，字太小了。
38、李敖不一样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
39、喜欢李敖的文笔，一如既往。
40、上学的时候看过一遍，上班闲暇时又看了一遍，以后有时间也许还会看。深受他的影响
41、相比之下余秋雨之流就差远了！只是可惜这本书出版较早，没有把李敖先生近几年的活动写进去
，希望李敖先生在有生之年能再出一本比较全的自传，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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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录》

42、李敖真是什么都敢说霸气傲气逼人这本书挺有价值的
43、一直听说有个叫李敖的家伙议会上、公开场合上可以“破口大骂”XXX，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逐登
录TUDOU看了有关视频！不过瘾，钦佩于他那无与伦比的演讲能力，但我想，能有这样口才的人，
他本人的成长经历一定更加精彩！果不负所望，看了他的回忆录，觉得他能在漫长冤狱重获自由后，
仍能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笑看天下奇事、怪事，真所谓一奇人也！胸襟之宽广、气度之宽大、性格
之幽默、学识之渊博实属罕见！呵呵，不过，一切的一切也都是他努力的结果，就如他在狱中也不放
弃学识一样！其实说他“破口大骂”是言过其实了，虽有“破口”，但，绝无脏字，因为他的修养和
学识已经使他到达了一种损人不带脏口的地步了，哈哈，而他的幽默，会让你觉得“可能”他是在夸
你，哈哈。。这种境界真是学也学不来的，呵呵。。。回忆录写得真是有趣，我在看的时候，看的是
他损XXX的一段，另人发笑，同事都以为我在看笑话大集呢！哈哈，这就是李敖的幽默所在了！佩服
！
44、从李敖的经历了解一部分20世纪的中国历史
45、看完他的《大江大海骗了你》里大骂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可惜两本都是禁书）。然后读了这
本。鉴于数年前恶补看李敖各类电视访谈的印象，我承认对他的过分自大和得理不让人并无大好感，
可看完这本最后两章节，真的开始被这位老战士触动，向他致敬
46、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几个经典之处印象深刻：李敖的祖父与人赌肉；李敖赞美胡因梦的短文；
李敖揭露辜振甫的薄情⋯⋯
47、李敖的书很好
48、季羡林先生体现的是知识份子诚实、正直、实事求是的态度，李敖体现的是文化战士的形象。李
敖的性格是体现知识份子以天下为己任，极力推进民主政治，打击各种不平现象的狂狷之士。知识份
子的责任自古以来就是与政治分不开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和清新剂，这一点上李敖的价值不可
取代，他如果没有这样的狂狷，也做不到别的知识分子不敢做的事。
49、李敖这辈子，最成就他的事，是坐牢 因为坐牢他学会了——隐的生活，独居才是真正让男人成长
的事  PS 17岁在武大门口 第一次买了李敖的书，读后激动万分。如今我27岁 再读完这本回忆录，依然
百感交集。十年，至少我还在读李敖，依然还在战斗 
50、尖锐
51、快意恩仇，相见恨晚
52、看过的第一部回忆录
53、读李敖的回忆录感觉非常真实，没有一般的回忆录中的隐晦，直书姓名，不用符号代替，一目了
然，文如其名，值得一读。
54、李敖回忆录
55、一生特立独行
56、大一时读的这本书，第一次知道李敖居然生在哈尔滨~
57、文笔是真的好
58、桀骜不驯，做自己，不受他人的侵染，执着，坚强不屈，我想这是我读李敖感触最深的。。。太
久没做自己了
59、享受孤独的自由主义者。
60、《北京法圆寺》就很好看，这本不是小说，但相信李敖的思想能写出好文章
61、相当赞的回忆录。但凡是伟大的人物，一生总是不寻常的。李敖是当今思想界的一个怪才。有人
说他狂妄，有人说他是“小疯狗”，有人说他色情。也许他是特立独行，这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章
太炎说：“但凡是非常的言论，总是大约有神经病的人才能提得出。我愿大家都有神经病”我们站在
常人的眼光可能无法理解他们种种狂狷的行为，这也正是名士。刘伶喝酒带棺木，阮籍去郊外大哭而
归，这大概就是名士的率性而为。对于李敖的思想，无需多说，阅读无数，这被王朔说大概是知道分
子，是看不起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学者，首先具备的要是广博得知识，这是根基，任何思想不是
一无所知的人就可以提出的。尽管尼采的精神三境界最高的是孩子。我们应该这么理解，只有具备了
足够多的储备，才能返璞归真。
62、李敖《大学札记》确实动人。
63、李敖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的书同样给人这样的感觉，让你有一种恩怨分明的霸气，这本书淋
漓尽致的演绎这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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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李敖回忆录，早就想看了，
65、一直很喜欢李敖的书  这本更是不错 自己写自传 哈哈
66、李敖当年风靡一时，此本回忆录也是对他了解的一个最好平台。尽管至今李敖依旧笔耕不辍，但
友谊出版的这一套依旧是大陆版本的经典。当当送货及时，书品也好。
67、一直很喜欢李敖的书QQd、 特别的酷
68、李敖的人生真是精彩，博学，又记忆力惊人，本书如观其人在面前像你讲述他的经历与故事，很
精彩。
69、斗士李敖
70、李敖的人生太狗血了。
71、李敖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这就是李敖
72、很惊叹为什么李敖连自己年轻当兵谁哪个床铺的编号都记得一清二楚，实在惭愧
73、时间长了，有点记不清了。但是李敖只有于台湾甚至对于中华文化圈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文星
》等杂志风波给我们了解台湾解禁到开放的机会。不过个人感觉李敖貌似对性持有很开放的态度。
74、回忆李敖的过去生活经历,确实是个怪才阿
75、书搞活动，便宜就买了。还没来得及看，但是李敖的观点新颖，思想狂狷，应该不错。
76、李敖除了自我吹嘘之外，还有就是颠倒是非，胡搅蛮缠的本事儿了！
77、李敖和陈文茜都是值得看看的 从他的一生看成长 不错
78、一半，没劲了。
79、不错
80、李敖的经历太传奇了，很有意思
81、李敖的一生，值得一看！
82、李敖的书总是给人以不一样的角度来叙述
83、真的就像我们老师说的，看真正好的白话文就要看李敖的，书很精致，字体也不错
84、自吹自擂，但是确是一代奇才。他不太像是自由主义者，性格太锋芒毕露，容易走极端了。多了
他，也多了一道风景。
85、要读李敖先要了解他，这本回忆录可以帮助你走进真实的李敖
86、李敖对过去历程的回忆，我看到的是自己的可能。
87、李大师的确是特立独行的典范，他严于律己，他桀骜不驯，他更是思维敏捷，幽默风趣。当然才
华横溢的人多少都有点自恋，但不妨碍他文人气质下的一颗赤子之心。老之将至，戏谑人生，顽童自
乐～
88、读了不下三遍，第一遍惊叹，第二遍佩服，第三遍就觉得李敖已深入我骨髓。五十年前谁识我，
五十年后我识谁。
89、有人将李敖与鲁迅相比，我觉得二者不具有可比性，李敖作为这个时代学贯中西，博学多才的大
师，对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更具有象征意义。
90、李敖眼中自己天下第一！
91、李敖大师的书挺喜欢的，犀利的语言
92、高中时曾一度痴迷李敖
93、狂，李敖。第一次品读李敖的文字，很喜欢的风格，狂放不羁，言如其人。
94、书很好，李敖是个怪才，全书主要是按照年龄分阶段来写的，系统的介绍了他一生的浮浮沉沉，
并且还讲述到他办报从引起关注到关门、写书遭禁、坐牢接受不分日夜的盘查等经过及一些势力斗争
的内幕，是一本值得看的书！！！推荐！！
95、真是快意恩仇的人生⋯
96、李敖代表作，值得好好看
97、对李敖很期待，对他迥异的风格也很钦佩，刚看了一点，详细评论看完后再写
98、对钱穆写给后生李敖的鼓励之词颇为感动。现每天神不守舍之时拿出来抄写，亦在自省。
99、久闻李傲大名，有幸拜读大作（其实也就是本回忆录），吾观此人：1，持才傲物，睥睨一切！2
，睚眦必报，恩怨分明！
此等人有如三国之杨修，终为当权者不喜，好在他身处台湾蒋氏治下，虽说政治环境恶劣但相对于大
陆毕竟宽松多了，如若在大陆，其结局可想而知！当然，就大陆的环境也不可能诞生出李傲或李傲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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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物了！
100、没遇到黄祖的祢衡
101、李敖是个很生活化的人， 说不出的喜欢， 但也更加的钦佩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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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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