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
　
訊

3
3
3

3335年中，得知史學界前輩、國立政
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前所長胡春惠，準備將

其從 3339年開始斷斷續續撰寫的回憶錄交
由國史館出版，因為對胡教授豐富的學養早

已十分欽佩，對於本館出版此書自然相當

期待。至本年 33月 33日，國史館舉辦全
套 33冊《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新書發表
會時，胡教授特地從香港回臺，一方面在會

中仔細聆聽，並熱烈參與討論《蔣中正先生

年譜長編》編修出版的過程及其意義；同時

也將他屢加修訂的最後一版修訂稿帶來，全

書開始排入正式的出版流程。正當各項編務

逐一展開時，卻獲悉胡教授重病住院的消

息，甚至在本年 3月 39日，傳來他過世的
消息，令人惋惜悲痛！

獲知胡教授病重後，本館決定加緊本書

出版的時程，而病中的胡教授也因關心全書

的進度，商請他的老朋友—正中書局時期

的同事李元哲夫婦全力協助校對工作。所幸

由於胡教授的文稿相當完整，從目錄、序

言、各章節至後記都已有電腦文字檔，將他

一生的坎坷起伏經歷娓娓道來，而所附的照

片如何編排，也交待清楚，加上國史館方面

亦增加人手，全力支援，《北上南下記滄

桑—胡春惠回憶錄》一書得以在 4月 37
日胡老師告別式的前二天完成出版。因此本

書的出版實具兩重意義，一方面這是胡教授

畢生貢獻史學之餘，留給我們最後一項寶貴

的資產；一方面這也是胡老師為自己一生豐

富曲折的經歷，畫下的一個完美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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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除序言、後記、索引外，分成 39
章，在每一章中，胡教授充分回顧其各時期

的人生經歷。出生於河南位於太行山南麓沁

陽一個大戶人家的胡教授，在〈義庄村的胡

家〉、〈父親安厚公〉、〈我的最早一段記

憶〉、〈外婆家的歡愉與外婆家的衰落〉、

〈四伯二伯及小姑之死〉等章中，回憶其出

生時代、家世背景、故鄉環境及童年生活概

況。因為時局阢隉不安，在〈破碎的小學時

代〉、〈我所目睹的洛陽圍城之戰〉、〈離

家後顛沛流離的日子〉等章中，胡教授描寫

親身經歷的對日抗戰及其後國共內戰的混

亂局勢，為了躲避連綿不斷的戰火，祇得被

迫遠離家鄉，輾轉長途跋涉，成為流亡學

生，艱辛備嘗。然而戰火似無停歇跡象，為

了活命，困居衡陽的胡教授雖不足齡，仍

然決定隨著孫立人在當地所設的招兵站來

到臺灣。在〈我當起了幼年兵〉及〈蕉風

芭 的誠正初中〉兩章敘述那段最苦難的日

子，在陸軍訓練司令部入伍生教導總隊當了

兩年半的幼年兵，受盡磨難；卻因父親傳來

口信的殷切囑望，在全無依恃之下，仍千方

百計離開幼年兵總隊，進入鳳山私立誠正中

學，在那段艱難處處、動輒挨罵之時，胡教

授的刻苦自力、勤學不輟的上進精神，令人

動容。

學業成績特優，表現受到師長的肯定，

胡教授的求學生涯也漸漸走得平順，在〈屏

東中學的高中三年〉、〈中央警官學校的退

學生〉、〈道南橋畔的大學四年〉等章，他

詳述高中求學及投考大學的曲折，而有放棄

警官學校，選擇政治大學政治系的一段插

曲。在〈中學教員與義母羅首庶女士〉、

〈重回政大當碩士研究生〉、〈六年換得博

士學位〉等章，胡教授不韙言其未能在大

三、大四衝刺準備投考研究所的悔恨，只得

南下高雄，由義母羅首庶幫忙介紹在高雄中

學任教，一面在教學之餘準備研究所考試，

終得考取政大研究所，接續完成研究所碩士

班、博士班學業，分別以〈我國立法院質詢

《北上南下記滄桑—胡春惠回憶錄》封面



書
　
訊

3
3
3

權之研究〉、〈韓國臨時政府與中華民國的

關係〉為題，完成碩士與博士論文，扎下學

術發展的根基。

在〈我的情感生活與婚姻〉、〈一段幾

乎從商的日子〉、〈中央黨部的小章京〉、

〈不順適的人生轉軌〉、〈我與韓國的接

緣〉等章，胡教授回憶其人生中所面臨的一

些重要選擇，如與夫人高秀長認識結縭經

過；如向修澤蘭婉辭新城股份實業公司兼

職，堅持重回學術圈中；到國民黨黨史會任

職，與中國現代史及史學界有了更緊密的接

觸，與個人歷史研究志趣相合，卻也看到

了其中的一些缺失，而產生伺機離開的想

法；利用考取公費博士後赴韓訪問研究的機

會，離開黨史會，全心投入中韓關係史的研

究，在韓期間與韓國學者互動頻繁，也到各

地蒐集檔案史料，了解韓國史學研究概況。

〈如願回到政大任教〉、〈正中書局總編輯

任上〉、〈華視的空中教學〉、〈黃師要我

到國史館〉等章，詳述其獲得在政治大學專

任教職機會乃緣於 3974年，曾受政大校長
李元簇之託，向國民黨主席蔣經國提出建

言，幫助成立政大歷史研究所，獲得採納，

因李校長的承諾宣示，三年後順利回到政大

服務；原想在校專心授課研究，但人生卻難

免遇到一連串的轉折，如借調正中書局出任

總編輯、至中華電視臺播講「中國現代史」

課程，又曾因時任國史館館長的黃季陸之情

商，差一點出任國史館主任秘書，也因此建

立與國史館深厚的淵源。〈再回政大專任教

授〉、〈釜山大學的悠閒歲月〉、〈把老父

接來臺灣〉、〈外行人作了所長〉等章均顯

示作者始終不忘回到校園，從事學術研究與

教學之初衷，完成《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

自治》一書，升等為教授，更進一步出任政

大歷史所所長；其間，一度趁機以交換教授

身分至釜山大學客座一年，希望更能了解韓

國實際境遇及其各種變化；也因應臺灣政局

變化之機，接父親來臺，歡敘天倫。

一直以來，以政大人自居的胡教授一直

關切兩個地區的政經情勢發展，其一是中國

大陸，籍貫河南的胡教授雖然已在臺灣生活

居住了好幾十年，但對故鄉的思念卻有增無

減，而其最大的心願則是促成大陸真正走上

開放坦途及兩岸三地的和平交流。其二是

韓國，因長期研究中韓關係史，對韓國了

解特別透澈，且多次赴韓交流進修，曾參與

推動韓國研究學會成立，且擔任過學會理事

長。此後胡教授趁著在香港珠海學院短期客

座、長期兼任，甚至從政大退休的 3333年
以後，且在珠海專任文學院長的地利之便，

劍及履及，參與亞洲研究中心籌設，積極推

動亞洲各區域的相關研究，成就斐然，頗受

推重。此在他〈陰錯陽差下的香港行腳〉、

〈父親過世歸葬故里〉、〈我的第一次大陸

之旅〉、〈我與亞洲研究中心〉、〈我在珠

海文學院院長任上〉、〈不是尾聲的尾聲〉

等章也都有詳盡的介紹。

綜觀胡教授一生，正如其在卷首所云：

「時代的齒輪在未經同意下，不由分說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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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捲入中國這一動盪不安的漩渦中。其實近

百年來的中國人，那一個不是在大風大浪裡

翻滾出來的呢？」但是如果那個苦難艱辛的

年代，隨著時間的流逝，很快地將消失在一

般人的記憶中，其實是很可惜之事。因此年

事已高、健康不佳的胡教授願意投入那麼多

時間心力，不惜揭露自己一路以來生活的困

頓和窮酸，或自曝與某些人的對立或衝突，

如實地撰寫他的回憶錄，告訴後輩他所經歷

的動盪時代連活命都十分奢侈，要專心完成

學業，得投入更多的奮發與努力，是極具教

育啟迪意義的。由於一路走來艱辛，胡教授

累積的豐富的學術成績也令人讚佩。尤其他

為中國近現代史的長遠發展，期望兩岸三地

史學交流，更希望關懷東亞問題的各國學者

能充分進行學術交流，幫助大陸社會走上開

放的坦途，都在他豐富的行政經歷中一直不

斷思索，並進行擘劃，提出的方案實有開創

之功，讓人對他一生的貢獻感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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