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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顾颉刚》

前言

当父亲三十多岁的时候，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被人们看作是他的自传，那时丁
文江曾对他说：“外国学者写自传，都是到了老年才动笔的；你现在才三十出头就写自传，未免动手
太早了！”他听后心想：“我这篇文章固然像自传，但决不是自传；我要写的自传，是要把社会和家
庭的黑暗面和盘托出，像巴金的《家》一样。”但是，他终其一生也未能写出一部自己理想中的完整
的自传。十年浩劫过后，父亲已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中国哲学》编辑邀他撰回忆录，希望能为当代
以及后世人们留下一些宝贵的资料，他拼尽全力，只是断断续续地写出了一篇《我是怎样编写（古史
辨）的？》，并在笔记本上以颤抖的手迹留下了一个自传的题目——“我怎样度过这风雨飘摇的九十
年？”我和父亲相差五十多岁，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印象中的父亲就是一位终日伏案的白发老人，
他和我们姐弟很少交谈，除非在他难得的休息时才和我们一起外出游玩，或教我们念唐诗，对对子，
或在我们的大字习作上圈几个红圈。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和善的父亲，一位勤奋的学者，仅此而已。待
我进入青年时代，恰是“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之际，我只有诚惶诚恐地与被称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
权威”的父亲划清思想界限，按照他写给我的那些“有问题”的经历去批判他，使彼此本不十分理解
的心灵间的距离拉大了。70年代初，将近八十岁的父亲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恢复了工作的权利，但
已是疾病缠身离不开我们的陪护照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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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顾颉刚》

内容概要

《我的父亲顾颉刚》主要内容简介：父亲一生在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创造了辉煌，也留下了遗憾，
正如他自己所拟的对联中言：好大喜功，终为怨府！贪多务得，那有闲时！这正是父亲的性格写照，
这种个性，使他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学术史上留下了一份独待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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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顾颉刚》

作者简介

顾潮，顾颉刚之女，江苏苏州人。1946年生，1970年大学毕业。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从事顾颉刚先生遗稿之整理出版工作。编著《顾颉刚年谱》、《顾颉刚评传》(与顾洪合著)、
《顾颉刚学记》等书，撰相关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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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顾颉刚》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故乡的熏陶家世1893年5月8日(阴历癸已三月廿三日)，我父亲顾颉刚(以下简称颉刚)先
生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悬桥巷顾家花园。苏州，又名吴县。这“吴”字的来源，是由于春秋时吴王建
都于此。后来吴国虽被越国所灭，而“顾”姓的由来，却又与越国有密切的关系。据史书记载，越王
支系之一东越，本盘踞于福建沿海，其氏为驺。以后汉武帝封东越王摇之子期视于江阴的顾馀山，遂
改姓顾，这是江南顾姓的起源。由此可知我家的远祖是越王支系的后裔。自汉以来，史书上屡见有江
南顾氏的记载，如三国时的顾雍、明代的顾亭林等人。虽因谱牒失散，已无从考证这些人与我的先祖
关系如何，不过我先祖明末清初所居地唯亭与顾亭林的故乡昆山相近，或许有些血统上的关系吧。在
清光绪年间所修的《重修顾氏家谱》中，第一位先祖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允斋公(此公以前的远祖惜已失
传)，他是唯亭镇上的一位大地主。允斋公传子东山公，再传到小山公，三传到兰台公，都是耕读世家
，安居乐业，过着富裕的生活。到明朝万历年问，正值兰台公晚年，他从唯亭迁居苏州，从此我先祖
是城里人了。尽管家庭的经济来源仍仰赖田赋，但生活方式却由乡村的转为城市的了，这是我们家族
的第一次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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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顾颉刚》

后记

此书白一九九七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曾受到多方关注，有褒也有贬。自感有若干需要增
改者，但多年来一直忙于先父全集的编校，无暇顾及此事。近几年虽有多家出版社希望再版此书，一
直未敢答应。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数度提出再版之事，以为此书出版已历多年，市面上现已难觅
踪迹，无法满足读者的需要。考虑到此书虽不完美，但仍有其史料价值，遂应允。此次再版，仅订正
个别错字，出版社并有若干删节（本人认可）；又增加数十幅相关图片，使阅读更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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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顾颉刚》

编辑推荐

《我的父亲顾颉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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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顾颉刚》

精彩短评

1、顾颉刚终究是个直执之人。。。书中钱伟长那则逸事，真是牛。书是再版，有对一版的某些删节
部分，不知道是什么内容，有机会找来看看。
2、没有预想的好，但还算令人满意
3、才读完《我的父亲顾颉刚》，历时近一个月了。可见我近一个月中忙于各种培训、会议、查资料
等，耽误了多少读自由书的时间。印象：1.仍以《顾颉刚自传》为蓝本，辅以日记穿插，适合一般了
解顾颉刚生平的读者。2.极尽多方维护之功，与鲁迅交恶一节，尤其语焉不详。3.顾颉刚谭慕愚之恋，
竟一字未提
4、“得名太甚”，
5、书不错，只是有点小贵，咯咯
6、顾潮回忆其父顾颉刚所作。顾颉刚的很多观点如今还在我们的课堂上为大家津津乐道。他也是个
很值得人崇敬的大家，可是看学者的传记好无聊啊！。。。看完。。。最近不喜欢这种学者传记了，
全是讲他关于学术方面研究的苦难与成就，关于私人生活的不多，越到后来越不怎麽有趣。
7、最近的心态只能读进这样的书。给自己扫盲了。
8、很喜欢顾颉刚，他是个很令人钦佩的人
9、如陈寅恪女儿们《也同欢乐也同愁》一样，这些民国优秀学者的家人的文字，让我如饥似渴，后
人传记没有的特殊气息和史料，是这些记述格外真实而珍贵。那个不远的时代——民国，因为数以百
计的各学科的真正的学者大师，让人向往不已。
10、先生们之间相处的八卦还真是有趣；钱伟长舍历史学物理真是真是牛人；面临大运动仍能提出自
己的观点、想法难能可贵。
11、顾潮曾经编辑过《顾颉刚年谱》，这部《我的父亲顾颉刚》更是在梳理顾颉刚年谱日记书信和友
朋回忆录的基础上，对于顾颉刚一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因为是家人，因此更多从生平的角度探讨顾
先生一生的往事。其中，谈到顾颉刚先生因为日记在文革时期遭受的冤屈。一声长叹！
12、果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学术界的恩怨情仇，远超我的想象。看了好多八卦，好有趣。顾先生
的为人，也是蛮值得敬佩的。
13、了解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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