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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卫官杂记》

作者简介

原名周榆瑞，福建福州人。大学文化。1939年参加工作，历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助教，清华大学外
文系教员，桂林英国新闻处编译主任，重庆美国新闻处编译，《大公报》驻南京记者，香港《大公报
》编辑。195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他的《侍卫官杂记》是写作于驻香港期间，主要取材于他的采访经历，这也是在书中很多地方写到新
闻发布会之类公共活动的原因吧。
关于周榆瑞的经历可谓众说纷纭，有一说他是英国特务，在1952年，曾经提供给英国驻港情报机关情
报，致使当时在港从事秘密工作的司马文森等8名文化人士被捕并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内地公安机
关经过对他的讯问，他供认了自己的罪行。附带说一句，司马文森在回到大陆后基本上是以外交官身
份从事的是对外交流的工作，也是一名作家，其作品《风雨桐江》被其女儿司马小加改编为电影剧本
，由小加的丈夫吴子牛改编成电影《欢乐英雄》和《阴阳界》，名噪一时。
当然还有说他是被诬陷的。还有说他与1961年香港曾昭科被捕有关。
至于周榆瑞离开大陆则是一个迷。
有说他是1950年代离开的，有说他是1960年代离开的，也有说他欲往台湾而未得批准则直接到了英国
不久就去世。
据当事人回忆，1966年，周榆瑞曾经到过台湾，李敖当时与他有所过从；1972年，董建华之父董浩云
曾经在元旦之日邀请周榆瑞夫妇一同用餐；1976年，余光中访问英国时，周榆瑞曾经陪同游览。
他有一篇奇文叫《彷徨与抉择》，登载在《明报》上，可能宣示了他的政治态度。
他的诗作由好友卜少夫编为《周榆瑞在人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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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卫官杂记》

精彩短评

1、翻出一套旧书 因为是假托军官的日记所以文笔谈不上  不过人物倒是描写的很生动
2、小时候真正意义上读的第一本小说。我爹不让看，给藏起来了，但还是被我找到了。  最后被我读
的支离破碎， 有时候路过旧书摊还会留意下， 记得定价是2元钱      小人物的嬉笑怒骂。
3、百态众生，全新的大人物
4、小陈从开始当蒋介石侍卫官到逃到香港的记录。小人物喜笑怒骂中记录大人物大事件。非常精彩
，但无关于文学。
5、老爸给我买的书。小学时代看得似懂非懂。不过记住了老蒋和宋美龄互相叫“达令”。后来上了
大学，我建议同寝室的好友互相叫“打铃”，因为关系过于复杂，还产生了“打铃的平方”。
6、读这本书的时候蛮小的，应该是初中时候。书里叙述简单易懂，对先生和夫人的描写犹如普通人
，七情六欲矫揉造作，看起来还是很好玩儿的，间或插叙一些侍从室和其他官员的交集。
7、回忆录，回忆老蒋和宋美玲，情景大多在庐山-_-\
8、同样黑的不要不要的
9、官场现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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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卫官杂记》

精彩书评

1、侍卫官杂记，宋乔，福建人民出版社。这个宋乔应该是化名。《中华读书报》称，《若有所思》
（卜少夫著）一本，内有：“四十年前，周榆瑞化名，曾写过一本《侍卫官杂记》，是根据他在庐山
采访国共和谈，马歇尔七上庐山的新闻，报道蒋介石的生活种种⋯⋯”。周榆瑞曾任西南联大英文系
教授。但由于本人孤陋寡闻，未曾听过周榆瑞姓名，对是否周教授撰写本书，也无从考究，只能当是
一匿名作而已。这本书，是我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想那时年轻穷困，时有夜逛街市，在旧书摊蹲守，
虽看的多是残缺不齐之书籍，偶也看到一些较难得的全本，这样的两册都齐的书，淘来便高兴的不得
了。可惜当时认为这只是大陆解放后，国军反复过来的为了杨新弃旧，根据历史的某些痕迹，杜撰的
关于蒋大总统的书，内容大部分是极尽讽刺戏谑的文字，所以翻了几页扔在一边另找其他书去了。前
段时间，很长时间了，大约一年前。从书架上翻出了这本书，顺手把两册都看完了，也觉的有些东西
可体会的，那时也讲不出所以然来，在书上注了看完书的时间后，又把它放上了书架。就象这个博客
一样，久没有动它，便淡了。现在想起来，还欠它一篇体会，却已把阅读时的东西忘的差不多了。但
有些东西对比后却十分有趣。书中记载国民党溃败大陆前，党政军的种种乌烟瘴气，真真的令人难以
想象，期间拉帮结派、勾心斗角、贪污腐败等问题，各种利益牵连，裙带关系，一衣带水的牵扯，没
有人敢壮士断腕，彻底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朝代末日的景象，这些病症已经深入到骨髓，无法用针
砭进行治疗，只有改朝换代才有新的开始。从底层的所处的生活情景来看，大家都已经厌恶了这样的
体制和生活，而且上层的人物、精英对这样的社会如何整治也拿不出完整的方案。1949时大部分的社
会精英都是从辛亥革命浪潮中走过来的，1912年前后他们对国家的走向还是比较明晰的：还权于民、
建立共和、立宪等，得到举国的认可，清朝到民国也按他们大体的认识，以清帝较为和平的退位而建
立共和。1949的情况就复杂了，国统区的社会精英对共产主义不太认识了解，至少很多还是在观望阶
段，毕竟共产主义与儒家传统的忠义礼信关系如何，是否会割断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血脉，他们在
观念上还很难理解和接受，这可从跟从蒋某人去台或赴美的精英人数看出，也可从大革文化命中见证
以上两个难题的处理协调是很需要艰难过程的。幸好毛主席的重庆之行，让国统区大有拔开云雾见青
天的感觉，大家见到毛原来是传统教育出来的真命天龙，他的文章诗词书法都让国统区折服。建国前
，特别是国共争锋时，共产党的领袖的个人魅力方面确实有更多值得赞叹的地方。国民党政权的溃灭
，它不是一个国家的灭亡，也不是国家内执政党的轮换，它已经失去在大陆执政的最后机会，当时甚
至有失去在整个中国执政的可能，国民党的溃灭和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毛也
确实按改朝换代的方式推动着中国前进，1949到1976，历史在对比中发生了惊人的重合。但社会毕竟
不一样了，世界不再只有一个中国，张开眼睛看世界中，我们找到了可以比对的参照物，第二代领导
人直至到现在的胡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维系起了现代与传统、信仰与传承的系脉。
我们才有可能从一个朝代向一个现代国家发展，才有机会从家天下向公民社会发展，才有机会勇气从
全盘苏化向兼容并包发展，走出两千年历史的怪圈。这样看，民国有其存在的历史意义，就象汉朝前
的秦朝，毕竟民国给了中国一个不同于两千年传统历史的政治制度，虽然内里它底子里还是一个朝代
，它的很多“总统”还想当皇帝，但从此后自由、民主、文明刻进了每个华夏子孙的心中，传统中国
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共和国才有可能在它的基础上吐故纳新，培基茁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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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卫官杂记》

章节试读

1、《侍卫官杂记》的笔记-

               侍卫官杂记，宋乔，福建人民出版社。这个宋乔应该是化名。《中华读书报》称，《若有所思
》（卜少夫著）一本，内有：“四十年前，周榆瑞化名，曾写过一本《侍卫官杂记》，是根据他在庐
山采访国共和谈，马歇尔七上庐山的新闻，报道蒋介石的生活种种⋯⋯”。周榆瑞曾任西南联大英文
系教授。但由于本人孤陋寡闻，未曾听过周榆瑞姓名，对是否周教授撰写本书，也无从考究，只能当
是一匿名作而已。
       这本书，是我从旧书摊上淘来的。想那时年轻穷困，时有夜逛街市，在旧书摊蹲守，虽看的多是
残缺不齐之书籍，偶也看到一些较难得的全本，这样的两册都齐的书，淘来便高兴的不得了。可惜当
时认为这只是大陆解放后，国军反复过来的为了杨新弃旧，根据历史的某些痕迹，杜撰的关于蒋大总
统的书，内容大部分是极尽讽刺戏谑的文字，所以翻了几页扔在一边另找其他书去了。前段时间，很
长时间了，大约一年前。从书架上翻出了这本书，顺手把两册都看完了，也觉的有些东西可体会的，
那时也讲不出所以然来，在书上注了看完书的时间后，又把它放上了书架。就象这个博客一样，久没
有动它，便淡了。现在想起来，还欠它一篇体会，却已把阅读时的东西忘的差不多了。但有些东西对
比后却十分有趣。
       书中记载国民党溃败大陆前，党政军的种种乌烟瘴气，真真的令人难以想象，期间拉帮结派、勾
心斗角、贪污腐败等问题，各种利益牵连，裙带关系，一衣带水的牵扯，没有人敢壮士断腕，彻底解
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朝代末日的景象，这些病症已经深入到骨髓，无法用针砭进行治疗，只有改朝换
代才有新的开始。从底层的所处的生活情景来看，大家都已经厌恶了这样的体制和生活，而且上层的
人物、精英对这样的社会如何整治也拿不出完整的方案。1949时大部分的社会精英都是从辛亥革命浪
潮中走过来的，1912年前后他们对国家的走向还是比较明晰的：还权于民、建立共和、立宪等，得到
举国的认可，清朝到民国也按他们大体的认识，以清帝较为和平的退位而建立共和。1949的情况就复
杂了，国统区的社会精英对共产主义不太认识了解，至少很多还是在观望阶段，毕竟共产主义与儒家
传统的忠义礼信关系如何，是否会割断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血脉，他们在观念上还很难理解和接受
，这可从跟从蒋某人去台或赴美的精英人数看出，也可从大革文化命中见证以上两个难题的处理协调
是很需要艰难过程的。幸好毛主席的重庆之行，让国统区大有拔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大家见到毛原
来是传统教育出来的真命天龙，他的文章诗词书法都让国统区折服。建国前，特别是国共争锋时，共
产党的领袖的个人魅力方面确实有更多值得赞叹的地方。
       国民党政权的溃灭，它不是一个国家的灭亡，也不是国家内执政党的轮换，它已经失去在大陆执
政的最后机会，当时甚至有失去在整个中国执政的可能，国民党的溃灭和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传统意
义上的改朝换代。毛也确实按改朝换代的方式推动着中国前进，1949到1976，历史在对比中发生了惊
人的重合。但社会毕竟不一样了，世界不再只有一个中国，张开眼睛看世界中，我们找到了可以比对
的参照物，第二代领导人直至到现在的胡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维系起了现代与传统
、信仰与传承的系脉。我们才有可能从一个朝代向一个现代国家发展，才有机会从家天下向公民社会
发展，才有机会勇气从全盘苏化向兼容并包发展，走出两千年历史的怪圈。
        这样看，民国有其存在的历史意义，就象汉朝前的秦朝，毕竟民国给了中国一个不同于两千年传
统历史的政治制度，虽然内里它底子里还是一个朝代，它的很多“总统”还想当皇帝，但从此后自由
、民主、文明刻进了每个华夏子孙的心中，传统中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共和国才有可能在它的基础
上吐故纳新，培基茁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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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卫官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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