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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历史访问计划，早在1957年5月即由筹备主任(嗣任首任所长)
郭廷以开始拟订，其目的在访问当代军事、政治、外交、文教、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人物，请其自述
生平，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
经过年余的筹划，于1959年10月正式展开工作。
1984年春更在所长吕实强推动下，成立口述历史组，扩大进行访谈记录。
至今则由口述历史委员会负责推动进行。
    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
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
近五十年，不同人群所累积的台湾经验，亦值得我们珍视。
而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
为使访问记录广为历史学者参考，本所于1982年开始征得应访者(或其家属)同意，陆续刊印出版，列
为口述历史丛书。
    本所访问人员进行访谈工作时，力求应访者尽情畅谈，所成笔录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饰。
初稿送应访者校订后，视为定稿。
惟应访者记忆难免有所疏误，或有涉及价值判断、个人恩怨、政治立场，而记录或语意不清，印刷或
有手民误植，尚祈读者赐函指正。
    台湾“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历史组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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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1930年出生於福建厦门鼓浪屿。
1949年赴台。

毕业于台湾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
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荣誉教授。

《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除叙述其个人成长、学习和治学的心路历程以外，也介
绍他对中国近七、八十年历史的参与观察，以及他关心家国大事留下的种种回忆，涉及面极广：参加
美国自由民权运动，办理《思与言》杂志，鼓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出席国建会提出建言
，撰写报纸专栏针砭政局，关心陈文成政治事件，建议和筹设蒋经国基金会，协助办理「浩然营」培
养两岸菁英，鼓励成立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高等研究院，往来两岸三地讲学，为两岸关系发展筹谋。
其近距离观察陈诚、蒋经国、严家淦等国家领导人物以及傅斯年、王世杰、钱思亮、李国鼎、孙运璿
等学术和财经界重要人士，亦娓娓道来，趣味横生，是本跨越学术、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重
要口述历史。

《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由周维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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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抗战第二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沙市从后方变前线，不时受到威胁，只好撤退，远
的撤退到四川万县，近的撤到兴山县。
沙市沦陷后，我们就搬到老河口。
 当时江海关、江汉关、九江关、荆沙关这一路的海关通通迁到万县，沿海都沦陷了。
海关没海，只好到山里头去，近一点的迁到兴山，就是王昭君的家乡。
有的时候顺着江走，有时候不顺着江走。
 有一次我们沿着长江撤退，日本人来轰炸，我们那条船拖着一条驳船，驳船比正船还大，即使上面有
红十字记号，表示这是难民船，日本军机一样俯冲扫射，死伤累累，简直是打坐着的鸭子（sitting
duck）！
我心里非常害怕，有时候我回忆起抗战经历还会流泪，不完全是因为悲伤，有时还是因为害怕，当年
的恐惧到现在一直都还在。
 还有一次我们半夜上船，一条小木船靠在大船边，先母一只脚在大船上，一只脚在小船上，把凌云拖
上去，老九年纪小不懂事，死不肯走，先母得硬拖他上大船才行。
我那时在老九后面，要是大船一开动，我就随着小船漂走了，先母也会被分成两半。
这都是叫人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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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除叙述许院士个人成长、学习和治学的心路历程以外，
也介绍他对中国及台湾近七、八十年历史的参与观察，以及他关心家国大事所留下的种种回忆。
是一本跨越学术、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重要口述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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