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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第一集《平凡的我》写到二十五虚岁由法回国之时，前后承张国钧(章君毂)、萧孟能、刘绍唐三
先生支持鼓励，得以连载于《作品》月刊及文星版与传记版单行本。
就正于海内外文史界同仁。
    第二集以由法回国说到九十二岁，承李宜涯女士在《青年日报》连载，更为我所感谢不忘。
    此次单行本将一二两集合并印行，首先鼓励我的是刘绍唐先生，而始终勉励我的是黄大受教授，达
成实现的出力者是国史馆馆长潘振球先生及副馆长朱重圣先生。
    我借此机会，向各位先生女士，一并敬申致谢之忱。
为了表达我的谢忱，我特地重行审校拙稿，删去拖沓、支离及无关宏旨的部分。
    我的法国业师马第埃教授(Prof．Albert Mathiez)告诉我，在一切分门别类的史学著作之中，最难写的
是传记，而自传更是难中之难。
第一难是由一人之小，写出社会与国家之大。
第二难，写的人与传记的主角，多少有很厚的爱护，难于求真。
第三难，自传的写作者，更难于不避真实，勇于认错，而且也要坦白承认，哪些是做对了的事。
    我在本书之中，曾经勉遵师教，勉为其难与难中之难，究竟做到多少，敬请各方师友不吝批评指正
。
    我回顾童年以来，至于老迈，双亲爱我、抚我、养我、教我、谅我，终身不忘，未有以报。
师之教我、导我、正我，也恩重如山，未能回报。
梁师任公、马第埃师，只是其中对我最耳提面命的人。
其他师长之格外给我教诲的，不可不在此谢恩：在扬州教我英文入门的常州邓藻卿先生，在上海教我
中文入门的南京黄子桢先生，教我西洋史入门的安徽刘麟生先生，教我中级英文的李伟伯先生、平海
澜先生，在清华教我元史的朱希祖先生、日本史与英国史的刘崇铉先生、德国史的孔繁肴(云卿)先生
，于课外教我史前史的陆懋德先生。
    恩师以外，有爱我助我的恩人，如贵州袁冠新(世斌)先生、福建高鲁先生、广东胡汉民先生、河南
陈铭阁先生、杨震华教授、江苏顾毓琇先生、汪次笙(廷镛)先生、四川黄复生先生；友人之德我救我
者，如江西之刘恺钟君、福建之黄苍林君、四川之黄季陆君、安徽之刘真如君。
    我一生碌碌，知我甚深者为童常(尚经)先生、姚朋(彭歌)先生、华仲鏖先生与张明凯先生。
张先生以诗赠我，诗云：    词坛钟爱黎夫子，天下名闻孰与俦；    漫道读书破万卷，只凭细说已千秋
。
    谪仙倜傥洵游戏，傲骨嶙峋不忮求；    惟大文豪能本色，是真高士自风流。
    生平勉我谅我者为陈立夫、余井塘、张其昀三先生。
甚愧，一生未有成就，无以为报。
谨序。
    一九九八年阴历八月初八日写于美国    南加州圣地亚哥县泡外城敝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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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书名寄寓深意——贬抑自己，映衬时代的不凡，“由一人
之小，写出国家与社会之大”。
历史家写自传，即便是个人琐事，也能写出“天下”来。
然而在读者眼中，不仅天下不凡，“我”也不凡！

《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为一、二两部，第一部从1907年作者出生下笔，结束
于1931年作者自法国留学返国，第二部自1931年写到作者暮年。

作者黎东方生于晚清，卒于世纪末年，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变幻，又亲历了下半世纪的海外流
离。
无论天下大事，还是个人遭际，作者莫不以自己亲历的细节一一展现。
全书笔力雄健，又不乏风趣洒脱，表现出一位史学家对于历史的洞彻和现实的无奈。
本书无愧为一部个人视角的20世纪中国变迁史，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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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黎东方原名智廉，祖籍河南省正阳县皮店乡。
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河垛场。
早年在清华大学专攻史学，为梁启超最后之及门弟子；后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师从名师马
第埃教授。
先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东北大学等高校历史教授。
抗战期间，在重庆主持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并在中央、朝阳、复旦各大学兼课，并在课余于
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公开卖票讲史，化繁为简，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场场座无虚席，一时传为佳
话。

抗战胜利后，他应赛珍珠女士之邀赴美，助编其所办之《亚洲杂志》，未及就任，又被波灵顿城福尔
蒙州大学聘请创办远东学系。
1947年9月任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客座教授，兼私立亚洲研究院指导教授。
1948年归国任贵州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1949年再次赴美，先后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大学、劳伦斯城堪萨斯州大学、伊斯诺伊州波奥哩阿城布
雷德来大学任教。
1954年与林语堂博士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

1963年在迈地森城威斯康星州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历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美国佛雷斯诺城加州
州立学院教授、圣迭戈城私立国际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赴英讲述中国彩陶与里海
东境彩陶之比较，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
其重要著作有中英文对照史著《中国史之研究》(后改名为《我们的根》)，《中国上古史八论》，《
西洋通史序论》，《中华民国简史》，长篇自传《平凡的我》，以及他所独创的“细说体”系列史书
《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细说史前中国
》、《细说抗战》等，还有大量英文著作和译著。

1998年12月30日清晨，黎东方走完了他92载的人生历程，安详地长眠于美国加州圣迭戈包威市郊外的
墓园。
他的治丧委员会由120人组成，均为一代名流，陈立夫为名誉主任，顾毓琇、卜少夫、陈香梅、刘绍唐
等人为名誉副主任和名誉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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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集(1907-1931)
弁言
一 先世
二 先父
三 先母
四 小狮子一群
五 老百姓合送金锁
六 “中州黎寓”
七 扑通一声
八 丈许长蛇
九 哥哥多才多艺
一○ 我有小辫子一条
一一 戴氏学塾
一二 补记十岁生日及戴老虎
一三 乐群小学
一四 搬到旧城头巷去住
一五 有不速之客三人来
一六 我进了孔庙
一七 课外活动
一八 拜观音
一九 三位母亲的哀怨
二○ 卷入五四浪潮
二一 做了三角恋爱的旁观者
二二 又做了私塾学生
二三 补记偷钱经过
二四 第一次去上海
二五 名落孙山
二六 八中一年
二七 申钞不翼而飞
二八 罚站了一两次
二九 国文的分数忽高忽低
三○ 踢足球
三一 打拳
三二 操洋操
三三 唱洋歌
三四 说洋话
三五 入党
三六 见到了中山先生
三七 五卅
三八 开除
三九 考入清华大二
四○ 北上
四一 下榻徐宅
四二 检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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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清华素描
四四 史学入门
四五 大师礼赞
四六 动了留法之念
四七 可感的张兄
四八 补习法文
四九 搬到总支部里住
五○ 顿悟
五一 译书
五二 陡然成了富翁
五三 立券
五四 加油
五五 绝路逢生
五六 拜师
五七 搜集材料
五八 挨骂
五九 得救
六○ “既济”，“未济”
六一 辞师回国
第二集(1931-1998)
六二 回到国门上海
六三 在扬州与母亲、大姐团聚两次l
六四 在南京，辜负了三位长者
六五 在北京两年，教书不受欢迎，译书两部半，不
知下落。
支持抗日义勇军，受到南京下令“押
解来京”
六六 在中山大学当教授，被抓进死囚监牢
六七 流转于南京、开封、西安、三台、成都之间，前后三年
六八 转往重庆，在教育部六年
六九 介绍大学教授与中学教员到新疆服务
七○ 去了瑶池
七一 与盛世才作了进一步的谈话
七二 到北庭都护府
七三 在新疆各地创办国语讲习班
七四 在库车欣赏壁画
七五 见到默圣女公子的后裔
七六 墩子中的巨人
七七 略谈疏勒与疏附的沧桑
七八 香妃在莎车的香冢
七九 感谢几位好友送给我珍贵的古书l
八○ 我也留下一块石碑在新疆
八一 我去了高昌国的故都
八二 迪化作史地演讲
八三 搭车穿过河西走廊，回到重庆
八四 三编会
八五 忽然有了升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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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陪孔祥熙吃午饭，他向我哭
八七 我作了公开的历史故事演讲
八八 我可能去了延安
八九 胜利带来的狂喜与悲愁
九○ 赛珍珠邀我到美国助她办亚洲杂志
九一 登船前后
九二 辜负了赛珍珠给我千载一时的良机
九三 在福尔蒙大学担任远东系主任
九四 陪葛礼先生评判中学话剧比赛，环游全州
九五 转往布鲁克林纽约市立学院
九六 拜识了高本汉先生
九七 在亚洲研究院教研究生
九八 离开美国
九九 香港、南京、贵阳
一○○ 贵大学生对我的印象
一○一 这一次在纽约几乎饿死
一○二 在堪萨斯大学教课
一○三 又到了发愁的日子
一○四 黄君好意促请我一家来美
一○五 先在布莱德雷大学教暑期学校
一○六 然后到堪萨斯州立大学教一学年
一○七 再来布莱德雷大学
一○八 婚变
一○九 飞经台湾特准入境
一一○ 在新加坡帮助林语堂创办南洋大学
一一一 回到台湾
一一二 又到马来亚
一一三 留在马六甲写教科书
一一四 又回台湾
一一五 到政工干校
一一六 黄倪二兄劝我写一本像样的书
一一七 《细说清朝》出世
一一八 又写了几部《细说》
一一九 补叙威大之行
一二○ 我以文大史学研究所为荣
一二一 丹妮尔插曲
一二二 余波
一二三 大病一场
一二四 国际华学会议
一二五 华冈诗人
一二六 我又写了几本新书
一二七 家事
关于《平凡的我》
附录 黎东方著作年表
跋黎成信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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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先父那时候只有八岁，每天走到大黎庄去读书，因为大黎庄请了一位老师。
他在九岁时候，有一天忽然失踪。
家里的人，找他找了几天，毫无结果；半年以后，才打听到他已被收留在闾河店一位黎举人家里。
原来先父当年在罗山做菜摊小主人之时便已久慕黎举人之名，又深深感到大黎庄某老师之不能解答他
的许多问题，所以就下了决心，一口气跑三十里，到了闾河店，拜黎举人为师。
奇怪的是，黎举人也随随便便留了他，“视如己出”，而并不通知这位有趣的小孩子的父母。
可能是先父未肯将“小黎庄”三个字告诉黎举人（黎举人名鸿猷，号筱鹤；一九三三年我回去之时，
道经闾河店，在公路之旁还见过一块纪念黎举人的石碑）。
这一个故事，是四婶告诉我的。
先父和我也谈到过，却无如此详细。
其后，四婶的儿子勇卿，带我去见老姑。
老姑说：“嗨！
你就是三哥的二娃儿么？
嗨！
一个样！
你说话怎不蛮？
咱句句懂。
你问三哥去闾河店的事儿吗？
他去啦。
那黎举人可真糊涂啊！
别人家的孩子，嗨！
⋯⋯”老姑的话匣子一开，给了我许多宝贵材料。
老姑说，先父在大黎庄读书，早晨去，下午回来。
回来时常常是一溜子打着风车滚了回来（打风车，便是身体旁过来走，先将右臂伸直，右手着地，再
用左臂伸直，左手着地，然后左腿伸直，左脚着地，右腿伸直，右脚着地。
于是周而复始，右臂、左臂、左腿、右腿）老姑又说，因为闾河店黎举人教得好，所以先父十六岁便
进了学，二十五岁中了举。
这样，正阳南区有过一个举人，又有了一个黎举人！
南区的父老很高兴。
因此，各乡各村领袖便开了一次会，凑款子盖一座“书房”送给先父。
这书房实际上是前后三进的住宅，全部用砖瓦，不用泥墙草顶。
在第一进与第三进之间，另有两间大的厢房，专供“小举人”读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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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黎东方博士是我的父亲。
他的幽默感堪比我在美国见过的最好的喜剧演员，包括鲍勃·霍普、强尼·卡尔森和罗德尼·丹泽菲
尔德这些人在内。
在学术上，他可与美国历史上任何领域最为多产的作家相比肩，包括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
、詹姆斯·托宾和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内。
在中国历史方面，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作家出版的作品在数量上能够超过我父亲。
实际上，我父亲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写了多少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和文章。
当我问他总共写了多少本书的时候，他回答说：“大概有六十到八十本吧。
”也许，当一个作家写了超过五十本书时，他或者她就不再去计算数量了。
总之，如果单以作品的数量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属于学者的话，毫无疑问，我父亲堪称杰出了。
    衡量学者的另一种方法是比较其读者的数量。
我父亲写了一套“细说中国历史”系列丛书，这些书被台湾的“教育部”选入高中课程。
我无法确知这些书写得到底怎么样，但很多人都对我说，你父亲写的书涉及了中国的很多朝代，内容
非常丰富。
当然，这些话也许仅仅是中国人对你或者你父亲所取得的成就惯常表示的溢美之词。
    然而，我的确知道，很多人得知我是黎东方的儿子时都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
一次，有人把我介绍给一个年轻的电影演员，说：“他的父亲是黎东方。
”    “真的吗？
”她说。
约两个小时之后，年轻的女演员说：“我以前从来不知道黎东方有这么年轻。
”还有一次，一个名叫余博士的人(当时是美国强生公司驻中国的代表)一直叫我李先生。
我告诉他我姓黎，黎东方的黎。
他问道：“你和黎东方有什么关系吗？
”我说，“他是我父亲。
”    “哎呀！
”他说，“真是龙生犬子啊！
”我很欣赏他对我父亲的称赞，但我十分怀疑他的这句话是否也羞辱了我。
    我至今记得父亲写《细说三国》时的情景，这本书后来成了我最喜欢的书。
父亲于一九四一年在重庆附近的青木关开始动笔写这本书，并于一九四八年在贵阳最终完稿。
我对父亲写这本书的过程记得很清楚，因为在一九四一年的时候，我只有两岁。
显然，他写书的时候戢打搅了他。
他扇了我一巴掌，我流了鼻血，然后他给了我一个银元。
一九四八年，在他快要完稿的时候，三岁的弟弟又打搅了他，他朝弟弟大声吼起来。
所以，尽管父亲是写故事的高手，有逗笑的本事，但他在写作的时候也是很严肃的。
    黎成信博士    二○一○年一月十七日于加州San Mateo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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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黎老师是一位终生乐观，潇洒不羁，甚至是玩世不恭的名士。
以他的教育背景和人际关系来说，他都应该是中国政教两界的人上人。
可是事实上他却坎坷一生，有时甚至衣食堪虞，死后更是两袖清风。
在国民党政权之中，红透了半边天的大佬们，许多都是他的好友和晚辈。
而黎东方却斯人独憔悴，始终与权力和富贵无关。
因为入朝为官，要戴纱帽画脸谱，入大学当博士，也要鞠躬如也。
对黎老师来说，当军阀，作官僚，他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生就了一副玩世不恭的天性。
改邪不能归正也。
呜呼哀哉。
　　——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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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1907-1998)》：我的法国业师马第埃教授告诉我，在一切分门别类的史学著
作中，最难写的理传记，而自传更是难中之难。
第一难是由一人之小，写出社会与国家之大。
第二难，写的人与传记的主角，多少有很厚的爱护，难于求真。
第三难，自传的写作者，更难于不避真实，勇于认错，而且要坦白承认，哪些是做对了的事。
——黎东方民国通俗讲史第一人黎东方的世纪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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