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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47年，于2004年退休。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在时间充裕的时候，把自己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图书馆界闯荡的经验和体会记
录下来，以供同仁们分享。
于是，退休之后，我即开始撰写这样一些文字。
结果思如泉涌一发不可收拾，不光是国会图书馆的内容，还有这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都一
齐涌上心头。
既如此，不如索性信马由缰，朝花夕拾，写一本70年生涯的回忆录。
    这一年半以来，我每天都会抽空写上几笔，想到多少就记多少，到目前为止就算是大体完成了。
虽然总感觉还有很多人和事没有写完，但对于一本这样的书，我认为300多页的篇幅比较合适，太长人
们就没兴趣读下去了。
    这本所谓的回忆录，为的是把自己有记忆以来所经历的、并且值得一记的事情都写下来。
自20世纪30年代卢沟桥事变起，到新世纪初在国会图书馆退休止。
不求精彩详尽，但求真实确切。
希望能让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我本人的读者们，既可以通过我的视角看看这70年来的变迁，也能够分
享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观察、体会和思考。
    全书内容跨度70年，其中所提到的时间、地点和人名不可避免会有偏差之处。
我衷心希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将来如有机会再版必定更正。
    我年岁已高，手写很慢，也不会用电脑打字。
幸亏巧遇一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同学高青。
他会打字，文笔也很好，于是我请他共同合作。
在他的帮助下，这本回忆录顺利完成。
这也是一段很幸运和有趣的经历。
    在美国，70岁以上的老一辈中国学者们，大多和我有所往还，他们中写回忆录的并不多。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回忆录，一是芝加哥大学何炳棣教授所著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何教授国学造
诣深厚，我对他的精深学问一向钦佩不已。
他的这部回忆录记叙了他从求学到治学的往事，亲切温暖，我看后十分感动。
    另一位是哈佛大学现代文学教授李欧梵。
我平时的一大爱好是逛书店，每次回国，都会在各大书店的人文图书书架旁驻足很久。
有次回香港，看到书店有他的一本《我的哈佛岁月》，就买下来在回美国的飞机上拿出来阅读。
一翻看就被深深吸引，手不释卷。
他的文笔流畅有趣，思路清晰独特，读起来兴味盎然，我非常喜欢。
这也是我读过最吸引人的回忆录。
    如今，来美国留学的年轻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他们聪颖勤奋、积极好学，在美国这片土地追求自己
的理想。
像我这样老一辈留美知识分子也有必要把自己的历程和体会介绍给年轻一代，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
，从中参考经验、吸取教训，少走点弯路。
    对我影响颇深的两位忘年之交张学良将军和宋美龄女士都曾和我聊过写回忆录的事。
他们都说回忆录不好写。
若把自己写得太不堪，心有不平；若写得过高，则难免自我吹嘘之嫌。
我写回忆录，希望能尽力做到实事求是。
我并非一流学者，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或多或少在学术界和中美关系方面做过一些事情，文中涉
及之处，是否是自吹自擂，我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我这一生，从出生到工作退休，一直都很幸运，没受什么磨难。
生在大户人家，常有贵人相助，又得贤妻体贴照顾。
不像其他很多来美求学的中国学生有艰苦奋斗的磨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北京到华盛顿>>

我平生最大的遗感就是父母去世前没有机会床前尽孝。
    一帆风顺走到今天，我必须要感谢那些在人生道路上给我指点和帮助的人，尤其是在国会图书馆共
事40年的老同事们。
    最后，借用张学良将军经常说的一句话：“上帝一直在眷顾我。
”    2007年8月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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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北京到华盛顿：我的中美历史回忆》作者王冀出生于民国政要家庭，其父亲王树常系原东北
军高级将领，与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张群、顾维钧、陈立夫、韩复榘等国民党政要，以及毛泽
东、周恩来、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往来密切。
作者从小耳濡目染留下了关于这些名人的许多鲜为人知的记忆。
　　1949年作者来到美国求学，并通过自己的奋斗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
在此期间，作者频繁穿梭于中美两国和台湾、香港地区之间，不仅与台湾地区的国民党领导人交往密
切，而且与美国政要、中共高层领导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作者是尼克松访华后第一位具有官方背景返回大陆的华侨，亲身见证并参与了抗日战争、中美建交、
中美学术文化交流、两岸会谈、1995年宋美龄国会演讲、江泽民与胡锦涛访美和连战访问大陆等重大
历史事件，为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者与张学良将军和宋美玲女士交往密切，曾经积极为张学良秘密访问大陆穿针引线，并成功地
策划了1995年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第二次演讲，轰动世界。
作者对这两段交往的回忆为我们揭示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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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冀，1932年生，祖籍中国辽宁，为东北军高级将领王树常之子。
1949年赴美国求学，1957年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1975年担任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直至2004年
退休。
20世纪70年代，王冀受美国国务院指派秘密访问大陆，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5年，发起并成立了美中政策基金会，旨在加深美中两国从高层到民间的广泛交流。
王冀先生交友广泛，常年频繁穿梭美国与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与内地之间，不仅与台湾地区的国
民党领导人交往密切，而且与中美两国的政要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亲身见证并参与了中美建交、中美文化学术交流、江泽民与胡锦涛访美接待等重大活动，并一手策
划了1995年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2006年连战访问大陆等重大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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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1我的家庭 我在高中时期就离开父母前来美国，大学毕业40年来一直是和我的妻子、儿子
一起生活。
我和妻子是在乔治城大学上学时认识的，她对我的照顾体贴人微。
我的儿子喜爱写作，在《华盛顿邮报》做编辑，现在每个星期依然会回来看望我们。
我很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他们对我长期以来的生活工作帮助非
常大。
 但是，在我7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对我为人处世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我的父母。
 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那十多年的情景，我现在仍然时常想起，无法忘怀。
我的童年是在父亲的教导和母亲的呵护下度过的。
我和父母的关系很密切很亲近，无话不谈，不像旧社会中国很多大户人家，父母和子女都有一定距离
。
我家里除了父母外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我大哥比我大十几岁，二哥比我大七八岁，他们1939年到1948年生活在美国，也都是非常恋家的人，
出门在外时常想着家里。
1943年姐姐出嫁后，母亲身边只有我一个亲生孩子，我和父母单独相处的时间更长，感情也格外深厚
。
 我的父亲名叫王树常，字庭五，1885年出生在辽宁省辽中县（今属沈阳市）三台子村一个殷实的农村
家庭。
我出生时祖父已经过世，父亲有四个兄弟一个妹妹，他们都在农村成长生活，没有机会进城。
我的祖父非常希望父亲能够走进城市，出人头地。
因此，从小就把他送进私塾读四书五经。
在他六岁时，父亲的生母去世，所以父亲自小就失去了母爱。
不过非常幸运的是，那时家里有一位女工，叫做李周氏，从那时起祖父让她负责照顾父亲。
李周氏对父亲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她看到父亲很喜欢写字，就常常自己跑去镇里为他买来笔墨
。
父亲生病也多亏了李周氏的照料服侍。
父亲年老后常常提起这位李周氏，他总是说，不要忘记对自己有恩惠的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让
我印象很深。
父亲1905年参加中国最后一届乡试，考中了秀才，这在当地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当时村里敲锣打鼓
，好不热闹。
祖父也非常高兴。
我的母亲罗淑宜，出生在辽阳县满清正黄旗家庭，虽然是皇族，但当时已经家道中落，经媒妁之言
于1908年和父亲结婚。
那个时候父亲在辽中县教书。
徐世昌当时在奉天做东三省督军，他要选拔20位有为青年去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深造，我父亲就是其中
之一。
这是第八届中国学生前往东京士官学校，后来这些留学生大多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根据父亲的回忆，他当时坐船从大连到东京，一行有近百名学生，除了来自东北的还有从南方来的学
生，这些南方学生普遍更加摩登更加新潮，思维更加活跃和开放。
在这群学生中有两个人后来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他们就是蒋介石和张群。
父亲和蒋介石及张群是在船上认识的，一见面就相谈甚欢。
张群问我父亲学哪一科，父亲说打算学军事测量学，张群说，学测量最高只能当测量局长，少将军衔
而已。
父亲想想觉得张群说得很对，到了日本后学的是步兵科，而张群学的是炮兵科。
在学校，父亲和蒋介石住在同一间宿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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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个读书人，一门心思学习研究，而蒋介石却经常出去玩，四处交朋友，反倒不怎么用功读书。
 父亲1910年毕业先到了南京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袁世凯赶走孙中山自己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我的父
亲这时也到了北京参谋本部担任作战科科长，后来在段祺瑞手下做《陆军杂志》的编辑。
1915年袁世凯迭从全国送8名高级军官去日本陆军大学培训，日本陆军大学在当时堪称东方的西点军校
、将帅的摇篮，水准地位与士官学校不可同日而语，袁世凯的选拔要求是最低官衔必须是少将。
我的父亲当时是上校，不符合要求，本来无法人选，但是由于这8人中有一位年纪较大不愿远行，父
亲于是递补成行。
母亲也一并随行陪伴，并在日本家政学校学习，我的大哥就在这期间出生于东京。
1919年父亲学成回国，继续在北洋政府中任职。
经过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韩麟春介绍，黑龙江督军吴俊生把他请去做督军公署少将参谋长。
1922年张作霖东北军军制改革，父亲和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杨宇霆、韩麟春一起为东北军改革主要人物
。
1925年郭松龄兵变，父亲成为张作霖身边最亲信的军事将领之一，被任命为总参议。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入主东北军。
父亲担任军令厅长（即东北军政部长）。
1929年杨宇霆被处死，父亲成为东北军实际上的指挥核心。
父亲一直宣导中国应该结束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归由统一的中央政府领导，由于张学良和当时已经
是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从未打过交道，于是父亲成为东北和中央建立联系的桥梁，一举促成东北易
帜。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合倒蒋，拉开中原大战的序幕。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派父亲率军人关，阎锡山、冯玉祥败退，蒋介石终于战胜国内所有军阀，这也
达成了父亲长期以来盼望国家统一的心愿。
后来父亲出任京津卫戍司令、河北省主席，并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一直住在北京。
1935年12月，父亲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抗战时辗转于河南、武汉、香港等地。
抗战胜利后，父亲看到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统治不得人心，于是在平津战役时动员傅作义接触解放军
，实现北京和平解放。
 父亲是个很顾家的人，他不喜欢出去应酬，常常和我在院子里聊天，谈古论今，说些古今中外的故事
和为人处世的道理，还会带我去一些当时知名人物的家里去拜访，我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就来源于此。
父亲总是教育我要牢牢记住三条：一是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国
家；二是对家庭亲人要多加关心；三是和朋友、同事要好好相处，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
 父亲说自己一生中做过三件有意义的事：其一是1928年到1929年促成东北易帜，国家统一；其二
是1930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召开扩大会议试图推翻蒋介石，并发动中原大战，父亲并同张群、
吴铁城与双方代表谈判，同时东北军人关调停，父亲从此做河北省主席以协调华北、中原一带军阀矛
盾，并管理当地东北军；其三是退休后，他看到民心向背，支持共产党政府统一全国。
1949年闲居北京时虽然和共产党领导人没有深交，但他从民族大义出发，为和平解放北京而出力，并
从此留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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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回忆录到这里即告一段落。
读者朋友们看完之后也许会对我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我这一生一直是愉快而又幸运地走过
，而我自己也确实乐在其中。
    我生在一个大户人家，20世纪20年代，父亲成为东北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东北各地的亲戚纷纷前来投靠，王家上百口人一直生活在一起，人丁兴盛。
从我一出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仅佣人就有几十个的大家庭里，这样的规模在当时全中国也并不多见
。
即使是抗战逃难，我也从来没有为衣食发过愁，整个家庭也没有分散。
历经辗转重返北平之后，父亲卸职归隐，但是声威依旧，王家近百口人依旧生活在深宅大院之中。
父亲对置业购房颇有心得，对挑选房产既精通也热衷，他总是希望能够让依附他的全族人生活得更加
舒适。
    我在1949年离开祖国前往美国求学，解放后家中的情况不得而知。
。
起初还会收到父亲的家书，告知一切安好。
再往后中美联络中断，直至1972年秘密访华，方才重新建立联系。
    那次是我20多年后首次回家，深切感受到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时，家中的境况也出乎我的想像。
父母已经过世，兄嫂支撑全家。
哥哥告诉我，解放后，父亲颇受礼遇，关照有加。
但是毕竟新中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社会。
父亲所住的府邸依然留给我们家，但是其他各处的房产都收归国有。
家里的几百口人也陆续散去，前往各处自谋生路。
    “文革”开始后，全家已经没有几口人了，只有两个哥哥还在苦苦支撑。
而散落各地的亲戚，都受到冲击，我在东北的堂兄有的投河自尽，有的下放北大荒，遭遇颇为凄惨。
    到今天，我的哥哥姐姐们都已经不在，这一代人只有我一人还在人世。
父亲留下的房产都已充公，仅有北京一处还剩几间由我侄子一家人居住。
正如巴金的《家》、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一样的故事情节，我的家庭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经历了
从兴盛到没落的过程。
的确，盛极而衰周而复始正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
不光是我们家，看看当年不可一世的蒋家，也逐渐走下坡路，现在连台北蒋中正纪念堂都已难以保全
。
我作为一个亲历者和见证人，身处其间，不由得感慨万千。
    但毕竟，我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并没有带给我多少磨难和不幸。
自小受到父母的荫庇，出国避开了“文革”的波及，在美国的生活舒适愉快，家庭幸福。
这都要感谢上天给我的运气和身边所有帮助和照顾我的亲人朋友。
    年老之后，我常常想到自己的归宿，希望能够落叶归根，回到故土。
每次回国，我都会到几十年前父亲和我曾经居住过、逗留过的各地走走看看，追忆旧事，自然免不了
抑或旧貌新颜；抑或物是人非的感慨。
不过，父亲以前的地产都已经不在，我现在回国已是无处可居，无枝可依。
我正打算向有关部门请求将原先父亲的住所返还给我，然后修复改建成王树常故居和纪念馆。
一来使我有个安身之所，二来也尽一份孝心了却一桩心愿。
    我一生中最值得宝贵的岁月是在国会图书馆中文部度过的。
在这样一个中国以外世界范围内最大、最好、最权威的中文藏书宝库工作，为知名学者、政界人士以
及对各类课题有兴趣的研究者提供帮助的过程，是非凡的体验。
在与很多学术巨擘的接触中，我充分看到自己知识的肤浅和视野的狭窄，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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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说自己从来都不是一流学者，没有做出什么一流的学问，但是，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自己是
个一流的图书馆工作人员。
我在大陆高中毕业出国留学，大学读的是农科，最终能在国会图书馆中文部担任主任一职，这也是我
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就像自己因为种种关系能够有如此的经历，尤其是重大事件的见证以及和要人的交往，这也是我从来
没有想到的。
人生总是这样充满着未知的惊喜。
    另外就是在乔治城大学教中国历史的历程，这也是和很多图书馆界同仁不太一样的经验。
比起图书馆工作，我的教书生涯更加久远。
我热爱教书，热爱历史学，热爱传授知识，同时从学生身上汲取新鲜养分，让我始终都乐此不疲。
从事自己兴趣所在的事业是很享受的，每每和莘莘学子济济一堂，研究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
十分快乐的经历。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始终关注中美关系。
在从国会图书馆退休之后，依然想方设法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庶竭驽钝，弘扬中国文化，为中美两
国的友好关系的发展尽自己绵薄之力。
    岁月蹉跎，一晃而过，回想起来就如同大梦一场，所幸的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美好的记忆。
    这本回忆录到此已至尽头，希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教。
由于时间跨度有六十年之久，有些年代时间已记不确切，若有偏差之处，还请原谅。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离不开商务印书馆Steven Luk董事总经理、徐昕宇编辑以及美国的高青同学大力协
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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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冀先生丰富的一生，主要有两种身份：一是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并协助成立香港中文
大学的图书馆，另一是在冷战时期穿梭于中美两国和台湾、香港地区之间，促进互动，协助结束冷战
时期，引向和平。
《从北京到华盛顿》一书，正是他生动可读的自传。
     ——余光中  当代著名作家、诗人    王冀博士在美国政府机构中地位甚高，在中美知识界重启交流大
门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台湾问题作出杰出努力。
作为名门之后，若留在中国，他也许将另有一番发展；而在美国，他同样成长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物。
他和他所遇到的人，造就了一段传奇的人生故事。
相信此书定会让你手不释卷。
    ——傅立民大使  资深外交家，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  前美国驻华公使，前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尼克松访华之行首席翻译    王冀的回忆录《从北京到华盛顿》追述了他只身从中国到美国留学、创业
的故事。
由于他的军政首长家庭背景和生长在一个大动乱的特殊年代，这本书揭示了许多当代风云人物的生活
侧面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
    ——亓冰峰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    王冀在美国60年，作为大学教授培育了不少英才，也积极促
进中美文化的交流，对内地与香港、大陆与台湾都有着透彻了解，也清楚很多历史事件背后的运作过
程和周折，还曾促成蒋夫人宋美龄参加美国国会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50周年活动，并发表演讲。
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张汉昇 美国《世界日报》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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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北京到华盛顿:我的中美历史回忆》编辑推荐：王冀是克林顿、希拉里、宋楚瑜的老师；他“在美
国政府机构中地位甚高”，他是中美40年交往的亲历者，历史细节缔造了一个人物的传奇。
中美建交之际，美国国务院为何偏派他秘访大陆？
张学良终获自由，回归大陆之计为何夭折？
50年后，宋美龄究竟如何重返美国国会山发表震惊世界的演讲？
从反目到联合，2004年台湾“大选”“连宋配”怎样达成？
2005年，国共领袖再次握手，连战怎样终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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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王冀先生丰富的一生，主要有两种身份：一是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并协助成立香港中文
大学的图书馆，另一是在冷战时期穿梭于中美两国和台湾、香港地区之间，促进互动，协助结束冷战
时期，引向和平。
《从北京到华盛顿》一书，正是他生动可读的自传。
 ——余光中 当代著名作家、诗人王冀博士在美国政府机构中地位甚高，在中美知识界重启交流大门
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通过和平对话解决台湾问题作出杰出努力。
作为名门之后，若留在中国，他也许将另有一番发展；而在美国，他同样成长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物。
他和他所遇到的人，造就了一段传奇的人生故事。
相信此书定会让你手不释卷。
——傅立民大使  资深外交家，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前美国驻华公使，前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尼克松访华之行首席翻译王冀的回忆录《从北京到华盛顿》追述了他只身从中国到美国留学、创业的
故事。
由于他的军政首长家庭背景和生长在一个大动乱的特殊年代，这本书揭示了许多当代风云人物的生活
侧面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
——亓冰峰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王冀在美国60年，作为大学教授培育了不少英才，也积极促进中
美文化的交流，对内地与香港、大陆与台湾都有着透彻了解，也清楚很多历史事件背后的运作过程和
周折，还曾促成蒋夫人宋美龄参加美国国会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50周年活动，并发表演讲。
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张汉昇 美国《世界日报》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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