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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通口述自传》原版名《黄通先生访问记录》，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91
年1~10月间在台北市复兴南路黄公馆共采访32次记录所辑，陆宝千先生主持采访，“立法院”郑丽榕
女士记录，近代史所沈怀玉、魏秀梅女士整理。
黄通先生自拟大纲，分类而谈，自述细节生动、周详。
特别是有关力行社、复兴社、三青团以及“立法院体制委员会”诸内容，大陆史学界所见有限，对于
研究和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国民党党史、国共两党关系史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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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通（1907～1997），号更夫，江苏海门人。
曾就读上海文治大学。
后考入黄埔军校，1929年毕业于南京陆军军官学校第七期，职炮兵少尉。
1933年后离开军职，曾历任贵州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南京市参议员、南京市三青团支部书记长、立法
委员、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书记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党务顾问及“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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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第六代田舍儿　　第一节八府井黄江夏堂　　在说到八府井黄之前，我先提江夏堂。
黄家堂号称江夏堂，他的来源是湖北的江夏郡，但是究竟江夏是何处的地名？
我不太清楚。
黄姓应该是古代的赐姓吧？
　　陆：江夏应该是郡望，百家姓中每一姓都各有郡望。
　　黄：对。
江夏堂黄峭公传下了一首诗：“骏马匆匆出乡关”云云，共有八句，祖宗用心良苦，希望后代子孙碰
头时，大家背一背这首诗，如果背对了，就是本家。
做这首诗的黄峭公有三位太太，各生了七个儿子，共有二十一个儿子，散居全国各地，就凭这首诗碰
头。
这种风气在广东、福建尤其盛，广东有客家人，福建有闽南人，他们多半来自河南。
现在台北市黄氏宗亲的江夏堂大宗祠很大，钱也很多，宗亲相当团结，有好多年轻人选举就靠祠堂的
力量当选，立法委员黄主文就是靠桃园宗亲的支持而当选的。
　　可是另一种说法说我们是黄歇之后，他当过战国时代楚国的宰相，曾经开黄浦江为上海县出海口
，所以黄浦江也就称歇浦，又由于黄歇被楚国封为春申君，所以黄浦江又称春申江，上海简称为申，
都是根据黄歇而来的。
　　去年十月韩国人曾召开一次大规模的宗亲会，他们的工商部长姓黄，主持这件事情，还特别到台
湾来找我们几个人，希望我们参加，后来我因为身体不行而没去成。
受到黄峭公所传下的诗的影响，黄家宗亲的联系因此而密切。
　　接着我谈八府井黄。
我很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修谱的人到我家来，说我们是“八府井黄”，当时突然听到，还以为是“
八府金黄”。
后来我年纪大了，回想这句话，感到不解，问一位河南开封的朋友：“八府井黄是什么？
”他说：“我们开封有一个八府井。
从前是井田制度，到处都有井，现在还常有街名以井字命名，八府井那里八家共用一口井，其中有一
家姓黄，所以说这家是‘八府井黄’。
在宋朝时代，这一家地位很高。
”　　后来我还问了一些人，得到证实，说开封府中本来有八府井黄，后来金兵作乱，宋徽、钦二宗
被俘，高宗在南京登基，金兵南追，不但与政府有关的人南逃，由于金兵杀人不少，百姓也南逃。
往哪里逃呢？
由于宋高宗在南京登基，所以大家向南京逃。
　　那个时代的南京，也不是明朝时代的南京。
我们的祖先在句容县落脚下来。
句容县的人有一个特征，小脚趾趾甲头裂开，这个叫交趾。
我小时候也是交趾，长大之后合并，看不出来了。
我们在句容住了多少代以后，人口增加，就往东移动，第一个移动的方向是常熟。
这有什么证据呢？
常熟的东乡讲的话，就是现在的海门话。
常熟人讲话带点江北腔，和句容差不多，到了东乡，所讲的话和崇明接近。
　　后来我的祖先从常熟再往东，就到崇明。
在崇明又住了多少代，再搬到海门。
　　第二节海界长春第一埭　　早期海门是沙地，也就是海埔新生地，人口稀少；后来土质改善，可
以种五谷，搬到海门来的人渐渐多起来。
黄家在竹行镇定居，这个地方产棉纺纱，靠近南通。
根据张謇自撰的年谱，他在竹行镇黄家当过家馆老师，更证明黄家在这个地方有多少户，住了好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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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许多年，人口多了，黄家再往东迁到长春镇，镇的北边有海界河，河的北面是南通，河的南
面是海门，那时候祖先们开辟海埔新生地真是有头脑，他们横方向开了一条河，称为横河；直方向也
开了多条沟，称为明沟，方方正正的，当中称为一珧，珧相当的长，中央有一条横路称为埭，这个字
本来的意思是防水的河岸。
我们家在海界河南边第一埭，现在三军总医院检验主任杜炎昌，他是我们西边的邻居，也住在第一埭
里。
这里划分得很规则，而且符合科学，各个组织相隔，如果在原子弹时代，受到原子弹侵袭，也只能炸
到一个住宅，炸不到第二个住宅，就好像天然的防御一般。
　　对于我家附近的海界河，我从小就怀疑：我们这里不是海，离海还远，为什么称为海界？
弄得南通人喊海门人是“沙地人”，而海门人则喊南通人为江北人。
其实长江以南才是江南，我们也是在江北的，为什么和南通只隔了一条海界河，就喊他们江北人？
而且所有南通、盐城、阜宁、兴化等等，都是江北。
后来我问了许多住在海门东边的人，才知道海界河往东去出海，出海口正是黄海与东海的分界。
出海口称为蒿枝港，因靠海近，地还没熟，都是海中沙，因此住户很少。
现在这个港还在，由这个港口进来的海水，就是海界河，北边是黄海，南边是东海，称之为海界名符
其实。
　　我们黄家住在沙地中，一个大过□、一个小□，住家在大□，小□都是田地。
搬到这里的第四代第三房开始住到小□去。
到第五代时，我的四叔搬到如皋去，受人欺负，我小时候，他还要我去区公所办交涉。
另外一家堂叔则搬到南汇县去。
到我们第六代，为了求学、就业，大家更散了。
　　海界河南边有南通人，北边有海门人，我们的亲戚家好多人住在南通境内，可是都讲海门话，也
许是读书人太少，大家口口相传，传不开。
住在我家附近的南通人都讲南通话，当地有钱人多，有六个□，也讲海门话；同样的，海门人住在南
通境内的，也可讲南通话。
　　我的外祖父家就是在南通境内海界河北岸第一埭，而我们则是海界河南岸的第一埭，两地只隔一
条河，很接近。
这个地区在没有学校的时代，私塾并不多；在有学校的时代，好几里内还是没有学校，连一个国民小
学校都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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