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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孔
陳立文  國史館主任秘書

「誠誠實實地做人，兢兢業業地做

事」，這樣兩句簡單的座右銘，在今天的社

會中可能不再被人重視，但如果有一個人終

身奉行 91年，他必然是一個成功的賢者。
許多當年曾走訪林森南路李宅書房的人都

知道，「四壁圖書中有我」的書桌前，除了

書本與書稿外，常置兩物，一是國父孫中山

的半身瓷像，一是一幀上款「守孔同志」，

下款「蔣中正」的蔣中正加框照片。李守孔

先生就是這樣一位終身忠於歷史、終身忠於

中華民國，讓史學界、讓教育界、讓學生

們、讓親友們永遠懷念的歷史學家。

2111年 3月 3日，李守孔先生以九十
高壽走完了他平實而豐碩的一生，3月 11
日在美國洛杉磯玫瑰崗紀念墓園教堂舉行

追思禮拜，同年 1月 19日臺大歷史系為這
位史學界永遠的長者「黑公」舉行了虔誠的

追思會。與會諸君已經記不清什麼時候開始

稱「黑公」的，但人人都記得李師那特有寬

厚又帶著憨直的氣質。他是河南人，北方人

面色較為黎黑，他的好友同儕便以此特色稱

呼他，而當時年輕一輩就加上一個「公」

字，久之「黑公」之名就成為通稱，數十年

來史學界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每每稱

其號而不呼其名，這一稱呼正代表了史學界

對李守孔先生的尊敬與親厚之情。

李守孔先生生於民國 12年（1923）8
月 1日（陰曆六月二十二日），河南省臨汝
縣（今已改為臨州市）人。自臨汝縣立第一

小學、河南省立臨汝中學畢業後，遠赴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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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中學就讀高中，民國 32年畢業，正逢河
南大學在臨汝設立考區招收新生，乃就近報

考，成為河南大學文史系歷史組的學生，開

始了他研究歷史的生涯。抗戰期間，各大學

經常隨戰況的轉移而一再播遷，雖然大半課

業荒廢於烽火播遷途中，但也因此曾聆聽過

哲學大師馮友蘭的講學，並受教於名學者姚

從吾教授。尤其在那不平凡的時代，他曾經

在豫西陝南的崇山峻嶺間徒步兜過數千里

大圈子；曾經闖過敵軍封鎖線到淪陷區；曾

親眼看到敵人的戰車騎兵聯合瘋狂大進攻，

也挨過敵機的大轟炸；接觸過抗日游擊隊和

英勇的國軍，也參與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和中

共的職業學生拼鬪過。正因為如此，他對歷

史的研究，充滿了在烽火中所鍛煉出來對家

國的感情，終其一生服膺在心。

河南大學畢業後，考取赴海外從事僑教

工作，尚未成行，正逢國共內戰，社會動盪

不安，乃經河南大學前校長田培林的介紹，

於民國 31年秋天輾轉到臺灣省立彰化中學
任教，一年後轉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助

教。當時大陸戰事逆轉，傅斯年來臺接長臺

大，延攬著名學者日多，歷史系名師尤極一

時之盛，河大前校長姚從吾也於此時到臺大

任教，李守孔先生乃得再受親炙，開始投身

研究工作。民國 11年寫成〈明代白蓮教考
略〉一文，在《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

第四期發表，這是先生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學

術論文。民國 13年寫成《中國最近四十年
史》一書，由中華書局出版，是其第一本專

著。

民國 11年 8月升任講師後，在臺大開
授「中國近代史」課程，當時「中國近代

史」是大專院校的共同必修科目，卻缺乏適

當的教本，適逢此時大陸陸續出版了一系列

近代史資料叢刊，遂決心遍覽資料，11年 9
月出版了厚達 111多頁，11萬字的巨著。
此書敘事始於 11世紀葡萄牙東航，迄於清
朝之滅亡，為期約 111年，是當時國內註明
出處的第一本「中國近代史」教本。

此後李守孔先生致力於研究清末民初革

命黨與立憲派的互動關係，遍閱當時中央圖

書館所藏清末民初的報刊雜誌，除發表多篇

論文外，並撰成《民初之國會》一書，獲得

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資助出版。該書分

別就各省代表團時代、南京參議院時代、北

京參議院時代、正式國會時代，敘述民初國

會之演變及黨派之分合，資料原始，論點中

肯。

民國 11年 8月，李守孔先生升任臺大
歷史系教授。這一年適逢國父誕辰百年紀

念，國內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

有編著《國父孫中山先生傳》、《國民革命

史》兩書之計畫。前書由傅啟學教授執筆，

《國民革命史》則邀李教授擔任。該書秉持

國民革命之立場，根據公開之直接史料，敘

事力求詳實，為李守孔先生成名代表之作。

由於撰寫《國民革命史》的緣故，到了民國

11年間，中國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主任委
員李煥乃邀約李教授負責主編一部《中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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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史》，作為大專院校的教本。李教授遂約

同一些知名學者教授，分章撰寫，再由李教

授總其成，由幼獅書店付梓，出版後廣為各

大專院校採用，前後發行二十幾版，影響力

可見一斑。

民國六、七十年代以來，中國近、現代

史的研究蔚然成為風氣，在國內史學界儼然

有成為顯學之趨勢。從當時國內有關這方面

學術討論會的經常舉行，史料的大量刊布，

以及論文專著數目的急遽增加，足以說明此

一現象。而李守孔先生無疑是其中研究著作

最為豐碩、指導後進成績斐然的一位著名歷

史學者。除了埋首研究外，他也經常參加

國內外的重要學術會議，交換研究心得，而

且每次與會，必有論文發表。除了令人刮

目的研究成績外，他任教臺大歷史系 11餘
年，也經常被禮聘至他校兼課，包括師範大

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輔仁大學歷史系、中山

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

究所、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等；從民國 11
年至 11年，還兼任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所
長。桃李滿門，由其指導攻讀中國近、現代

史的研究生，獲得碩士學位者有 111多位，
博士學位者有 11餘位，至今仍分別在各大
專院校或研究機關，擔負起中國近、現代史

教學與研究的薪傳責任。

除研究與教學外，李守孔先生也常應邀

到各地演講，還長期擔任軍中「心廬」和

「青邨」的講座，受訓者皆為國軍中的年輕

將領。並且應國史館之邀，審定《中華民國

史事紀要》；應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之邀，

審定《國父年譜》，撰寫《中華民國名人

傳》、《中國現代史辭典》各數十篇。從民

國 11年起，更以常務理事身分，擔任中國
歷史學會總幹事，前後達 1年之久，建立學
會規模，不僅為學會帶來一股朝氣，也帶動

了研究風氣。

李守孔先生於民國 18年 9月曾因造血
機能失調住院治療，19年 1月乃自臺灣大
學退休。經一年多的休養後康復，仍未忘懷

學術，繼續鑽研，並參加各種學術活動。綜

其一生，全心投入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

先後完成十多部專書，數十篇學術論文，

可謂著作等身。民國 81年出版的「中國近
百餘年大事述評─中國近代現代史論文

集」（共 1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913
頁，收錄論文共 11篇），為其一生研究精
華。

胡平生教授分析李守孔教授 11餘年研
究撰述的特色：其一、是數量極鉅：計撰

有專書 11本，期刊論文 13篇，論文集之
論文或專書之篇章 28篇，會議論文 1篇，
報紙文章 11篇，總字數粗估約 311餘萬。
其二、是偏重教科書及單篇論文的撰寫：

11本專書中，教科書就占了 11本，專書僅
《李鴻章傳》及《民初之國會》為學術性著

作，單篇論文方為其學術研究成果的精華所

在。其三、是從事撰述研究的時日長而緊

密持續：自 1912年發表了第一篇學術論著
〈明代白蓮教考略〉起，至 1988年退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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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民革命史」為主流的述史方式，以及

少數論著使用「國父」、「蔣公」等稱呼，

固然是那個時代臺灣大多數史家的共識，但

亦是他個人所堅守的風格。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

讀，古道照顏色。」李守孔教授走完了他平

實的一生，留給這個時代豐碩的成果，也留

給史學界永久的懷念。

兩年為止，長達 31年間，除了 1911年外，
每年都有專書出版或論文、文章發表，而且

往往還不止一本或一篇。其四、是撰述的題

旨內涵幾全為政治、軍事史，包括教科書在

內，亦皆如此。其五、是秉持傳統中國史學

的撰述風格：即講求史料的蒐集和考訂，著

重史事的忠實陳述，不崇尚解釋析論。其

六、是具有國家民族的意識，在論著中常流

露對國家民族的關懷或感喟，其撰寫教科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