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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唐德剛

和

他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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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23日出生於安徽肥西縣唐老圩 。

• 自小在家中私塾學中﹑英﹑數的基本知識。

• 1932年插讀舒城縣立第二高小六年班下學期。

• 1933年﹐高小畢業後入舒城縣立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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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研讀歷史的起點

在父親指導下
﹐圈點了全本
《資治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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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進南京美成高中。

•1937 盧溝橋事變後 ﹐ 安
徽所有的中學合併改組為
四所臨時中學。

•舒城縣立初中改為臨時第
二中學﹐設高中部。

•唐入臨時第二中高中
部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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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各臨時中學內遷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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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的各臨時中學合併為國立安徽中學

• 校址設在湘西永綏(今花垣)縣

• 1939年安徽中學再改組為國立第八中學

• 唐1939年高中畢業﹐參加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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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郭廷以

• 二年級時﹐唐選了郭
的“中國近代史”

• 跟隨郭學習研究歷史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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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顧頡剛

• 唐在三年級選修顧頡
剛的“商周史”

• 期終要交論文一篇代
替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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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接觸到社會和政
治制度轉型的問題

•引發了後來的“中國
歷史三峽論”



• 1943:參加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的招生考試 。回安徽省親等待
放榜的通知。

• 在安徽教育廳主編《安徽教育
指導》 。在一所中學教英文。

• 1944﹕獲知為中央大學歷史研
究所錄取 。

• 1944年5月﹐日軍佔領平漢鐵路
和粵漢鐵路全線﹐割斷從安徽
到重慶的通道。

• 到安徽學院 (安徽大學前身) 教
西洋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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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09 抗戰勝利

•任安徽省政府民政廳中﹑英文秘書。
•準備考庚款公費到美國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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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第一批庚款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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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款留學考試

•1910 第二屆 (胡適﹑趙元任)

•1911 第三屆考試﹐因辛亥革命未遣送學生。

•1928 第四屆 (羅家倫主持)

以上各屆招考學生到美國讀本科

• 1933 招考第一批大學畢業生留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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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費及公自費留美考試

• 1940  第五屆公費 (陳立夫主持)

• 1943  第六屆公費 (何炳棣﹐楊振寧)

• 1946 第七屆公自費 (朱家驊主持﹐唐
德剛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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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唐德剛在哥倫比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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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系的名教授

• Carlton J. H. Hayes
• Alan Nevins
• Austin P. Evans
• David Donald
• C. Martin Wilbur (韋慕庭)
• Karl August Wittfogel (魏復古)
• Wm. Theodore de Bary (狄百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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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ton J. H. Hayes

Carlton J. H. Hayes and
Parker T. Moon,

Moder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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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Nevins

Created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at 
Columbia in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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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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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留學生

•哥倫比亞大學決定﹐中國留學生可以暫時
不交學費﹐繼續上課。

•剛從大陸退回美國的基督教會在紐約成立
中國學生援助會 (Chinese Students Relief
Committee)。

•美國政府允許中國留學生1950暑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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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韓戰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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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援助

•利用凍結援助蔣介石的部份款項成立獎學
基金 。

•中國留學生可以到所讀的學系申請。

• 唐申請獎學金沒有結果﹐到哥大圖書館打
全職的臨時工﹐負責整理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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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生命歷程裡的貴人

Columbia University

Chairman of History Department in the 50s

Professor Austin P. Evans (1883-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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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復古

•在哥大主持“中國歷
史計劃 ” (Chinese 
History Project) ﹐後轉
往西雅圖的華盛頓大
學。

•唐在中國歷史計劃 打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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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百瑞

•在哥大主持龐大“亞洲文
明計劃” (Asian 
Civilizations Project) 

•後來哥大出版數大冊
Oriental Civilization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Sources of 
Japanese Tradition, Sources 
of Indian Tradition。

•唐幫狄讀中國的古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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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魏源《海國圖志》的序文

傳曰﹕

孰荒於門 孰治於田

四海既均 越裳是臣
(出自韓愈《琴操十首越裳操》)

〈電腦時代的新史學試探〉

“為了顧慮一般讀者對章句之不耐﹐同時為試探電腦時代
史學的取向﹐乃不作教科書式的撰寫。”

(《晚清七十年》﹐台北遠流﹐第一冊﹐頁4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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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林太乙和《天風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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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白馬文藝社和《海外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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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胡適之

•1954年認識胡適。

•計劃寫胡適的口述歷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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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時刻(1957-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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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慕庭 哥大東亞研究所所長

• Established 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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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哥大中國口述歷史學部

政客﹑軍人

李宗仁﹑孔祥熙﹑陳立夫﹑吳國楨﹑李漢魂﹑石敬亭﹑熊斌

外交

顧維鈞﹑王正廷

學者

胡適﹑李書華﹑蔣彝﹑左舜生

教育

黃沈亦雲

銀行

陳光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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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李宗仁

的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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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David Donald 為博士論文導師

論文題目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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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 唐德剛在哥倫比
亞大學拿博士學位時
和夫人吳昭文及兒子
光儀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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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的漢學家

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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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畢業後留校任教

• 兼職哥大東亞圖書
館中文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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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口述歷史﹖

•唐德剛﹕“聽過桂系
的﹐再聽中央的。”

•1970 ﹐ 唐寫信給蔣﹐
自薦寫蔣的傳記。信
由陳立夫轉交總統府
秘書長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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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會見唐德剛

•1970年冬﹐唐到台灣參與學術會議。

•蔣點名召見與會學人。

•與唐同往會蔣的有薛光前等人。

•蔣對唐說可以經濟支持唐的寫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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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先生全傳》沒有寫成

唐德剛日記 1971-05-31

前次薛 [光前] 要我對蔣提起計劃之預算，因蔣公
接見我等時曾對我說，“我在經濟上支持你。”
我告已婉卻了，光前大驚 。 我說，“我拿台灣錢，
我的蔣中正先生傳便不能寫了，寫得(蔣)好，人家
將說我受賄﹔有微詞，人家要說拿人錢還要罵人。
如此豈不是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光前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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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CCNY,CUNY亞洲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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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第一次回國省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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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活動

•1981到中國社科院國際關系所﹑山東大學、西北大學、北
京師範大學、安徽大學、安徽師範大學﹑復旦大學等講美
國史及中美關係。

•1986 參加在哈爾濱《紅樓夢》國際學術討論會。

•1987在紐約舉辦抗戰五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起籌組
《對日索賠同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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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還我自由身
•從CCNY 退休。

•創立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

•定下中國近代史寫作計劃﹕

晚清政府篇(《晚清七十年》)

北京政府篇(《袁氏當國》)

民國軍閥篇(《段祺瑞政權》)

人民政府篇(《毛澤東專政始末》)

國民政府在台北篇



50

1990年代參加的學術活動

• 1991年10月香港舉行的“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學術研討會。

• 1992年夏天北京舉行的胡適學術座談會。

• 1993年5月青島舉行的“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胡適”學術研討會。

• 1995年5月上海華東師大舉行的“胡適與中國新文化”學術研討會。

• 1996年12月中旬，在北大作講座。

• 1999年5月，北京大學主辦的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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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無限好

•2001唐不幸中風。

•康復後同意進行“唐德剛口述自傳計劃”。

國內部份(1920—1948)由吳章銓訪談整理。

國外部份(1948以後)由古蒼林訪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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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6日唐德剛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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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對歷史學的貢獻

•口述歷史

•中國歷史三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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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學是歷史學一門獨立的學問。

•「將口述的記錄轉化為準確的信史﹐是口
述者和記述者合作的成果﹐而記述者用力
尤多。」——唐德剛

•口述歷史的著作﹐必須有記述者的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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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的要求

After a Chinese notable has been persuaded to work with a project, a staff 
member is assigned to work with him. The directors determine the general 
approach and the type of information we will try to acquire from the author, 
whether a life history, information on particular subjects, or material on a 
specific period of time. The staff member does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e 
author, the events, or the institutions which he was connected. He then 
conducts a series of interviews which may extend from a few months to several 
years. The interviews are transcribed, translated, edited, and produced in a draft 
submitted to the author for approval. An approved manuscript is deposited in 
Special Collections of the Columbia Library.

Franklin L. Ho & C. Martin Wilbur, directors; Report on 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for the Academic Year, 1960 – 1961,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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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的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報告

• Dr. T. K. Tong has been 
interviewing General Li for 
nearly three years and we 
now have a very large 
Chinese manuscript and an 
edited English manuscript of 
over 900 pages in about 
300,000 words.

Report on 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for the 
Academic Year, 1960 – 1961, 
p.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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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的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報告

Dr. Tong characterizes this work as "the first 
and the largest, and, so far the only complete
personal memoir ever written by a Chinese in 
modern style [i. e. the oral history way]. " 
To produce it has required the work of 
numerous persons besides General Li and Dr.
Tong ........Without ample financing the work 
could not have been done in English.
Report on 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for the 
Academic Year, 1960 – 1961,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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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以為

•口述的記錄是研究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口述歷史是在說故事﹐生動鮮活﹐沒有一
般歷史著作的枯燥乏味。

•口述者的角度和心理狀態也是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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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歷史的典範之
作

• 研究民國史最重要
的第一手資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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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撰稿人抒發個人觀點的樣本

• 撰稿人的意見﹐可以
用註釋﹑贊﹑論的方
式表示

• 先看唐註﹐再讀胡適

• 還要讀《胡適雜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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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近代中國外交的
第一手資料。

•不是唐德剛個人的作品 (
參與訪談及整理工作的共
有四人) 。

•唐負責 重要的部份﹐從
1912到1946 。

參看﹕唐德剛﹐《書緣與人緣﹐顧維鈞
回憶錄的撰寫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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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唐委託大陸的學
者朱洪海整理訪問張學良
的11卷錄音帶。

•《張學良口述歷史》的正
文就是據錄音帶聽寫的實
錄。

•唐只為這書寫序。

參看﹕朱洪海﹐〈唐德剛版《張學良口述歷史》
出版始末〉﹐《中華讀書報》﹐200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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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三峽論

•三大階段

•兩大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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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封[君]建[國] (秦漢以前)

•第二階段﹕帝制(從秦漢到鴉片戰爭)

•第三階段﹕走向民治(從鴉片戰爭到現在)

• 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階段﹐要經過劇烈
的社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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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轉型的三峽

•是指政治﹑經濟和文化思想三方面
的基本轉變。

•轉變的過程﹐“驚濤駭浪﹐死人如
麻”﹐凶險有如通過長江的三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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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轉型

• 從秦滅六國開始﹐到漢武帝時代才完成。

• 政治：廢封建，立郡縣。

• 經濟：廢井田，開阡陌。(以農為本)

• 文化思想：從戰國的百家爭鳴到秦的焚書
坑儒﹔到漢的罷黜百家，獨崇儒術。



百代猶行秦法政
• 秦﹑漢建立的中央集權﹑文官管理﹑重農
輕商﹑尊孔崇儒的中華大帝國制度﹐在中
國運行直至晚清。

• “改朝換代﹐天下分合”的循環﹐只是某
朝的國家機器鏽爛﹐無法運作所致。

• 新王朝的體制﹐基本上仍是秦漢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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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大轉型

從中央集權的大帝國制度向一個還未定型的民治
國家制度轉變。

•政治：廢帝制﹐立共和（轉君權為民權）。

•經濟：從小農經濟轉變為現代工商業。

•文化思想：從一家獨尊到思想開放﹐西學東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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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綜論

(2) 太平天國

(3) 甲午戰爭與戊戍變法

(4) 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5) 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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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歷史三峽論”史觀而作的
唐派歷史系列

晚清政府篇(《晚清七十年》)

北京政府篇(《袁氏當國》)

民國軍閥篇(《段祺瑞政權》)

人民政府篇(《毛澤東專政始末》)

最能說明 “一轉百轉﹐極端痛苦﹐歷時二﹑三百
年才能完成”的轉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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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中﹑英文俱佳﹐學識淵博﹐博
聞強記。文章氣勢寬宏﹐內容海闊天
空﹐信手拈來﹐皆成妙品。他又個性
詼諧﹐下筆妙趣橫生﹐引人入勝。所
以他的文章又給人譽為“另樹一幟的
唐派散文 。 ”

“唐派歷史”是以“唐派散文”書寫
﹐毫無學報式枯燥乏味的歷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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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民國通史

• 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Sun Yat-sen to 
Mao Tze-tung



• 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
的吳章銓主編

• 收集了唐關於抗戰及
汪政權的文章



英文著作

•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 1844-
60

•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Dr. Hu Shih. 
• The Wellington Koo Memoir. 
• 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
• The Third Americans: A Select Bibliography 

on Asians in America with Annotations



其他中文著作
雜文

•《五十年代底塵埃》

•《書緣與人緣》

•《史學與紅學》

•《中國之惑》

長篇小說

•《戰爭與愛情》



謝 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