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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回忆录》

内容概要

本书系作者退休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自传的中文译本，1979年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曾引起
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蒋廷黻一生经历复杂，亲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他以学者的眼光与头脑进行观
察思考，每有人所未道之处。加之长期身处高位，回忆录中披露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事，更是研究近
现代历史的珍贵资料。这是该书的主要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出版该书的着眼点。
蒋廷黻作为一个有着特殊经历和身份的“重要人物”，其回忆录确实有着较为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可借其“口述自传”仅完成了大约一半即病故，本书仅仅反映了他前半生的经历，抗战以后的部分未
能完成。这和他在清华任教时立志用十年时间撰写出《中国近代史》的宿愿未能实现一样，给相关研
究者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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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回忆录》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一个中等农家。幼年读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人长沙明德小
学，次年改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1912年，适值辛亥革命爆发，蒋廷
黻只身留美，先是人密苏里州派克学堂接受中等教育，3年毕业，转学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主修历史
，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曾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19年夏，复返美人哥伦比
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当时该校历史系人才鼎盛，教授都是第一流学者，最露头角的是海斯教授，
蒋廷黻跟从其研究，1923年获博士学位。
同年，蒋廷黻回国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并兼文科主任，讲授过西史大纲、欧洲
近代史、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势力扩充史等课程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1929年，转人清
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35年，出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1938年，奉派驻苏俄大使。1944年
，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任国民党驻联合国
常任代表。1957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人文 组院士。1961年冬，任国民党驻美大使。1965年退休
，同年，殁于美国纽约市。
从南开到清华，蒋廷黻度过了11年的教书生涯。治学时间虽不长，但在学术界的影响较深，被誉为“
一代学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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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回忆录》

书籍目录

译者序第一章 我的先人和老家第二章 家人和邻居第三章 启蒙时期（一九○—一九○五）第四章 新学
校、新世界（一九○五—一九○六）第五章 教会学校时期（一九○六—一九一一）第六章 留美初期
（一九一一—一九一四）第七章 四年美国自由教育（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第八章 赴法插曲第九章 
哥大研究与华盛顿会议第十章 赴法插曲第十一章 国内游历（一九二三—一九二九）第十二章 清华时
期（一九二九—一九三四）第十三章 “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十四章 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第十五章 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一九三五—一九三六）第十六章 出使莫斯
科（一九三六—一九三七）第十七章 战争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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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回忆录》

精彩短评

1、能了解一切开化初期中西式教育情况以及留美情况。因作者本人属于政客型学者，读起来有些不
真实。
2、另一个角度的世界
3、1.开头对湖南风光的描述很美2.语言天才啊学拉丁文只要一个暑假3.后面从政经历就跳着看了
4、最近看的关于这一段的历史书好多啊，而且都有自己不同角度，上一本西潮就偏文化，这本虽说
是政治方面的，但作者作为一位学者出身的政治家，虽处混乱，不失条理，不失方法，为还原事情的
面目提供了一个相对理智的角度。另：“原来是这样”，读的时候一直抱有这样有趣的兴致。
5、写了一半，认识是资产阶级的。各种程序、架构描写的很清楚，但思维的确西方化了。
6、前部分没有读，读的是后半部分。其实跟《中国近代史大纲》还是有部分重复的。如果结合顾维
钧的回忆录看效果应该非常好。
7、我读的是台湾谢钟琏译本。
8、残本！不过真是好看，果真国士无双。
9、有删节。。。
10、很好看的 有机会的话 可以看看
11、#乡贤文集#蒋廷黻，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一个中等农家。幼年读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
岁人长沙明德小学，次年改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1912年，适值辛亥
革命爆发，蒋廷黻只身留美，先是人密苏里州派克学堂接受中等教育，3年毕业，转学俄亥俄州奥伯
林学院主修历史，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曾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19年夏，
复返美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当时该校历史系人才鼎盛，教授都是第一流学者，最露头角
的是海斯教授，蒋廷黻跟从其研究，1923年获博士学位。
12、我覺得那段關於蘇聯的還是很精彩的

13、大家亦名士
14、这样厉害的人，死了也不过空空。。。
15、后面的部分比较好看。。。
16、从一个有抱负、有感情的学者笔下，再现那个时代里的风云变幻。让我们了解中华民族在其中所
走过的艰难的道路。将具体的人的活动和历史结合起来才读起来有滋有味。读着读着发现完了，不禁
怅然。只可惜了，作者写了前半生便溘然长逝。
17、蒋关于30年代对日作战态度的剖白，值得参考，也可以作为对于蒋介石当时政策检讨的标准。蒋
廷黻和丁文江都是能起而行的人物，可佩。
18、略感失望，只有求学那段津津有味。
19、内容还好，味道无聊。回译过来的都这样吧，如《西潮》。
20、蛮好看的~~另外话说那时候的人啊，肿么学个语言那么容易的呢？
21、11.83-2/47-2
22、读的未删节版，估计比这个版多不少内容。
23、蒋先生对殖民主义没有特别大的仇视这段很有感触，公允客观，不知始末无法理清者不断言，学
者风范！
24、2004年，在师大对面的盛世书店购得。记得同一天晚上在校内的宏图书店（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
，地点在如今已拆除的两层的博士楼下面）买了胡适英文集
25、早期生活太民国
26、大漩涡里的人生

27、一部近代史的个人回顾，许多细节很有价值，譬如任职于行政院之际的改革历程。蒋先生纵横于
学术和功业之间，据说也曾经是“复兴社”的中坚分子，中国之复兴，先生有功。
28、首先，我严重怀疑这本书在大陆发行是否被人大量的删减或者是作者本身就小心翼翼的态度；但
是有些地方多多少少可以给我们一些历史真相闪过的影子，而不是我们历史书上说的那样子；遗憾就
是要是这本回忆录写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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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回忆录》

29、蒋廷黻

能从中知道一些国民党的内幕，其实他们也是爱国的
30、很好，从政学独到的历史视角。可惜，有些内容被删掉了，读者无法了解更多鲜为人知的信息。
31、比较喜欢前半部分侧重于个人经历的一些故事，后半部分主要是写蒋廷黻先生在政治和外交方面
的想法和做法，从中可以看出蒋廷黻先生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清晰认识，他做出的分析都很有条理，也
很结合现实。虽然有一些还是过于理想化，但在回忆的过程中，蒋廷黻先生能够指出自己当时犯过的
一些错误。蒋廷黻先生的政治立场也让我们看到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到的历史。
32、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准
33、蒋是聪明人、实干家，又能保持学者本色，让人佩服。这版本删改文字，扣分
34、台版
35、对农民的压榨程度和自身节俭成正比
36、岳麓书社的这套《走向世界》丛书，真了不得
37、2016年看过最好的回忆录
38、看的是《国士无双蒋廷黻回忆录》，怎么找不到那个版的。两本书内容应该是一样的。个人觉得
后来蒋从政后的内容更好看。
39、读的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的版本

40、又是一个未完成。。。
41、全然不过瘾啊！！！
42、被删减
43、看看蒋先生的一生，政坛上政治改革破产，学术生涯也因各种变故而打断，窃以为，蒋先生若继
续在教坛上执教下去，也许会是一番新的局面，而不是象现在一样，为官为学都留下了无比的遗憾。 
44、版本不错，似乎不是足本。
45、满清政府的邮递员每周把号召打倒满清的《民报》送到作者家里
46、历史学家的回忆录就是有眼光
47、加深我对哥大的喜爱~政治我不感兴趣
48、长学问的阅读！
49、乏善可陈
50、可以更好的了解那个时代的文人们站在自己的立场，秉行“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努力为救国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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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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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回忆录》

章节试读

1、《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191页

        中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人民在理智方面，都晓得国家没有作战准备，但在情感方面，大多数
均主张早日抗战。

2、《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51页

        满清帝国，在理论方面虽然是专制的，但却未学会近代独裁制度的某些统治方法。

3、《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199页

        第一，中央政府因为追剿共军而扩大了控制和影响区域，包括中国的西南部。第二，以西南为根
据地，是中央能够对日长期抗战。

4、《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227页

        人类的精神本来就是超时间的。就精神方面说原子时代的人和石器时代的人实质上是一样的。因
此，即使是古老的西伯利亚黄教也能给现代的保皇党，董事长或是好莱坞明星做某些宗教仪式。

5、《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144页

        这六匹马是一位懂马爱马的名匠或是艺术大家雕刻的，不仅外形美，其飞奔姿态尤其令人难以描
述。他们使我窥见了中国健壮活泼的一面。

6、《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81页

        究竟是科学增加了他们对宗教的信心；还是宗教增强了他们对于大自然刺探的决心。但有一件事
却是真的，宗教和科学统一了他们的心灵和意志。

7、《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

        1、李济：“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的精神上的快乐多？
”蒋没有正面作答，他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回答：“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謇
的人多？”李济是研究撰著上古史的专家，蒋廷黻不好当年贬低“写历史”的贡献，况且自己也曾“
写”过十多年的“历史”，但它显然对“创造历史”更有兴趣并引以“自豪”。P3（按：许纪霖：《
大时代中的知识分子》，中华书局，2007。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次学术圈的老友毛子水问他：“廷
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黻没有回答，
反问了李济一个问题：“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命运真是与
蒋廷黻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却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政治功绩，而无意间写
下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却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在蒋廷黻的反问中，也许他已经悟到点什么
，然而，一切都太晚了。   比较两段对话还是有些出入的。但余对二者均认为蒋廷黻对“创造历史”
的认同表示怀疑。）
2、家父和我的两个哥哥都崇奉儒家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对释、道两家不太有兴趣。可是我祖母却是
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据我所知，祖母并不想要他的儿子们也信佛。另一方面，家父和伯伯们在她
面前也从不对佛表示不敬。他们的行径，是在是信仰自由的最佳榜样。至于崇拜祖先，祖母和他的孩
子们却是看法一致的。P4
3、家父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认为经商是一种很好的职业，因为经商可以过上正经而快乐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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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回忆录》

活。如果他说话能算数的话，他就会要我哥哥和我到店里去当学徒，将来做个生意人。P6
4、在中国旧社会中，辈分和年龄是决定礼仪的基本条件。⋯⋯以百年论，不论贫富，不论社会地位
，无论主仆都是如此的。我们雇用的长工，如果他是家父一辈的——往往是如此的——我们对他们要
说些恭维话。如果我对年长的雇用人有疾言厉色，家父和家母一定要责备。任何不敬老的事都被认为
是不良行为。这种礼俗在拜年时要严格遵守。P7
新年过去，人们都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如果我犯错父亲会告诫我：“如果不是过年，我非打你
不成。因过年，今天饶了你。”（按：此两段话能勾起多少人的童年记忆呢？）
5、我出生那年，适逢中日战争。⋯⋯后来我从族人那儿获悉，邵阳乡下的老百姓若干年后才知道中
日之间发生了战争。这并不稀奇。因为当时邵阳没有报纸，也没有邮政电信设备。一九零一年以前，
湖南省连一个外商、传教士、使领人员都没有。我童年时从未看见或使用过外国货。连最普通的外国
货洋油、洋烟、洋布⋯⋯等，都一概没有。唯一可能有的外国货是针。⋯⋯当时，湖南是抵制外货最
久的省份之一⋯P10
邵阳人均以武勇自负。我和哥哥年幼时，父亲就为我们请了一位拳师，叫我们防身术。P11
6、二伯有一个佃农，对于耕种不甚勤劳。他似乎燃油烟酒嗜好。二伯认为他已不能再容忍，应该通
知佃户退佃。佃户竟因退佃而自杀。他是河对岸李姓的同族。立刻就有人告诉我家，说李姓族人要武
力报复，把死尸抬到我们的祖先堂来。一般认为这是对蒋家的最大污辱。二伯动员蒋家的男丁，各操
刀棍，轮番守夜，他们计划的战略是先守住木桥。正对桥头驻守一小队人。另外的人派到北方一里半
路的地方把守那儿的石桥。气氛非常紧张但双方未发生冲突。次日晨，邻居一位长者来会二伯，劝双
方和解。中人说：如果蒋家肯出丧葬费，械斗可以避免。二伯接受了他的调解。P12
7、“拳匪”贺氏被官兵所杀，但“当时我的长辈和我把那个姓贺的当做大英雄”P13。“贺某的事迹
邻人讲了好多年。”P14   1923年那位1900年率领救国敢死队去杀洋人的那位姓贺的英雄成了神仙。P14
8、邵阳县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中国最大的县份之一。二次大战时，为了抽壮丁，国民政府估计
它有一百二十万县民。行政大权和责任落到县长一个人肩上。他的地位高但行政组织不够。在广袤的
辖区中很少有下级机构。就以我的四邻论，我们从未看到过县府人员，甚至连一个警察也内见到过，
地方事务都是由亲族组织、邻里组织来处理。P14
9、蓝三伯告诉我们那从树林里有神。如果有人去伤害林中的鸟，就会触怒了甚，神会惩罚他，所以
没人敢去林中捉鸟。就这件事论，迷信比警察的力量还大。P30
明德是一充满所革命气息的学校。中学部学生很少。有人背地告诉我，那不是一所真正学校，是革命
分子的秘密基地。但是，确有好几个皇帝任命的湖南高级官员和地方绅耆爱护那所学校。P31
10、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兴奋。P31—32
11、在年长一些的学生们中，特别是在当时毛泽东就读的省立师范中，流行一句口号：“中国若是德
意志，湖南定为普鲁斯。”普鲁斯主义的真意何在没人能够真正了然。那句口号的意思只是表示在新
中国建立的过程中，湖南人一定要担任重要角色。极端的保守主义转变成极端的激进主义。P32
12、城内（指1906年的长沙）许多商店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外国货，大部分都是日本货。P32
13、我和哥哥的学费由店中供给。就我所知，大伯和二伯对我们的学费从未抱怨过。不过，若干年后
，二伯母倒是发过牢骚，说我们这一股多沾了利益，用店中的钱供自己的孩子们读书。家父听到后，
反应很坚定：他要我们辍学到店里当学徒。二伯的反应也很坚决：他要二伯母对此不要妄议。如果必
要，他甚至会把他的私田卖掉，供两个侄子读书。我和哥哥很幸运，因为二伯的决定终于被大家所接
受。P33—34
14、林格尔先生回忆他初到湖南时还有老百姓向他扔垃圾，表示仇恨。P38
15、不论懂不懂，我都能像背古文一样，把单字和文法牢牢记住。P39
16、星期天上主日学和进教堂比上圣经课还令我讨厌。在教堂坐在硬板凳上身体精神均感痛苦。我能
在益智的五年漫长岁月中在教堂里保持安静，实在是家庭教育和乡村教育训练我尊敬老师和长辈的结
果。P39
17、明德热衷于爱国主义，益智没有政治气氛，但林格尔夫妇在学生压迫下，也只好从上海定了两份
报纸。林格尔夫妇不知道那两份报纸正是国民党的宣传品。国文教师对社论非常推崇。他把其中精彩
部分用红笔圈点起来。⋯⋯这些报纸是在租界地印的，也就是说是在外国统治的领土上印刷的。它们
虽不是在大清帝国的领土内印刷，但是大清邮局却把它们按时送到学校来。满清帝国，在理论上虽然
是专制的，但却未学会近代独裁制度的某些统治方法。尽管老师们不批评朝政，但革命的理论却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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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传进教室。P40
18、念书之外，同学和我京朝做白日梦，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就中国。我们幻想许多使中国富强的方
法。为了神圣的救国使命我们还是把工作分配好。就回忆所及，我常任军事领袖，目的是训练军队打
败入侵的外国人。其他同学有地从事教育，有的从事财政，有的从事农业。P42（按：联系后个摘录
，明显有些时候诸葛的感觉。）
19、当我在乡村度假时，我看到有一个人穿一身白制服，戴一顶新式草帽，骑马到我家来。⋯⋯当时
我就发誓：如果在“东洋”念书就能受到如此的尊敬，将来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念书。P43
20、我必须说明，在当时（1908—1909年）我对辫子的种种实在无甚了解。我剪辫子只是表示要做个
自由人而已。（按：此话前后逻辑可笑。既然“无甚了解”那还“表示要做个自由人而已”。）
21、约一周后，长沙也起了一次暴动。接着，校中谣传革命将波及到湘潭。益智的学生有时也谈革命
，但我们承认我们不了解革命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到城里亲眼去看看革命的真象。当我们要到大街时
，正好看到一群暴民从城南县府所在地冲到城北的大街。满街都是人，从南向北冲。不到十分钟，人
群经过我们站的地方。我们决心跟在人群的后面，随他们到城北区。正当此时，我们发现四周的人越
来越少了，不久，就只剩下我们自己了。路不远处，我们看到一匹死马，我们大家上前围观，彼此互
问：“这就是革命吗？”我们问商店老板革命群众怎么样了。他们耸耸肩表示和我们一样也不知道。
我们回到学校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P45
22、在派克学堂的最初几天，我所过的生活是一串听不懂的课程，吃饭时受窘，以及难以忍受的工作
。我无所诉苦。我的痛苦坚持不让人知道。有些同学要帮助我，但我都婉拒。我想：他们不能替我上
课、吃饭、做苦工。我决不能逃避，不论这些事多么麻烦，我非自己干不可。P51
23、生病   我回答说：“我从几千里外的中国老远到美国来求学，现在还未开始，我怎么能够死。”
我以为我当时的回答很妙。P51
凡是在国外的人都较为爱国，这可能是一条不易的真理。这条真理于欧柏林的学生身上更得到了明证
。我对整个教会活动都感到怀疑。第一，我认为整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第二，我认为中国
道德精神价值高于西方。欧柏林过分的教会活动遭到反对，至少大多数中国学生是反对的。P65
24、我已经由新闻转向政治，现在我又从政治转攻历史。在我过去的人生历程中，我曾改行很多次，
从教历史到公务员，再到新闻记者，换来换去。直到最后，我还无法确定究竟那一行能使人对政治有
最佳、最正确、最深入的了解。（按：蒋廷黻的困惑，何尝不是新式知识分子的困惑？）

8、《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106页

        即使是如此，他们也可因研究其他民族的精神遗产而得到极大的好处。我们越是对其他民族的历
史有了解，越能尊崇我们自己的历史。

9、《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83页

        其实在中国学生中，谈到自己国家的种种，有时所用措词，比教会牧师所用的更粗鲁，更尖刻。
但是同样一件事，经牧师们一说，我们就大感不快，感到有失尊严。

10、《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84页

        总之，人民的信仰，是传统中最内层的部分。的确，宗教信仰是传统的。没有传统，特别是反传
统，就得不到精神安慰。

11、《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74页

        我在欧柏林读书时所产生的救国思想是温和的，目标是针对个人和全世界的。欧柏林的生活是每
天忙着上课，进图书馆，上实验室，运动和交女朋友。是什么把这些串联在一起呢？第一，是因为要
应付考试，要毕业；第二，是基于一种模糊的意识，认为健全的思想应该育于健全的体魄；最后，是
人类内在的好奇心。学校生活本身也能产生一种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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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301页

        当然，喜欢推敲文字，举世皆然，这是政治推销术中极重要的一部分。不过在中国却滥用了这种
习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问题是观念问题，而不是从政者存心如此。

13、《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179页

        第一，是中国国力和民族意识觉醒的程度不能相称。。。我们坚决要求国际地位平等，但是我们
没有支持此种要求的国力。

14、《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31页

        人们认为游戏有害于读书。换句话说，游戏和读书二者是不能并存的。

15、《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113页

        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希望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圣者，必须过一种类似贫民的生活。任何人生活奢侈
，就代表他的道德水准不高。&lt;原文开始&gt;&lt;/原文结束&gt;

16、《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100页

        政治学说的最终问题是政权的性质问题，政治家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政权。。。有些国家的人民，
连最低限度的稳定都做不到，而稳定政权，建立秩序乃是一国政治的基点。

17、《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24页

        三字经的头四句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四句“经”文，显然地指出习惯对于
人的重要性，要人们特别留意，勿染恶习。

18、《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28页

        以上所述并不代表赵家无意争取社会地位，只是他们争取的方法不同而已。

19、《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20页

        但人们还是愿意投资土地，因为比较安全。贼不能偷地，战争也毁不了地。每个乡下人都愿意买
地。

20、《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160页

        应该说在众多的世界人口中，中国的种族意识最薄弱。因为在发展过程中，若干世纪以来，我们
都是自己的种族和自己的种族混合。因此，中国人的种族意识淡，文化意识浓。

21、《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157页

        二十世纪是民族爱国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人都是爱国的。所不同的是各国间工业，教育，卫生和
福利事业发展的程度不同而已。。。军政两届的爱国分子都认为兵工厂，铁路，出超的贸易是强国的
条件。但是，他们忽略了健康，受过教育，能做事的人民才是强国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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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56页

        在中国历史上，南方从未战胜过北方。

23、《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149页

        

24、《蒋廷黻回忆录》的笔记-第213页

        我认为我们应该比较一下革命前和革命后苏联工农阶级生活的好坏。应该比较苏联两个时代的发
展，而不应该用苏联和其他国家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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