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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窗喜春(电脑中国画) 潘晋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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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北京各报刊，赚取稿费作为学费和生活费，由于他的文

章刊出率极高，足以维持学生生活。学生时代，曾出版《夜行

鳓(诗集)一册，风行一时，洛阳纸贵，使高一凌在北平文
艺界颇富时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北平不久沦陷，北
京大学迁往云南昆明，与南开、清华等校合为西南联大，高亚

伟随学校迁至大后方，由于家中接济断绝，生活艰困，加之抗

日损耗，物资缺乏，于极端艰困之中，高亚伟勤学不辍，卒于

一九三八年六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助教，教学相

长。一九四O年应聘回乡，担任兴宁一中教师，教授高中外国

史课程。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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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高亚伟应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史地系(今国立

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前身)之聘，携夫人袁蕉美来台，教授西洋

史课程。从此，遂长期留台教书，任师大教职垂四十年，其间

曾兼任台大、政大、辅仁、淡江、东海及文化等大学教授，专

授西洋史，因而在台湾史学界他的桃李甚多，到处都有他的学

生。一九六O年初，新加坡南洋大学成立，高亚伟曾应邀前往

讲学，任该校客座教授两年，作育英才，播芬芳于异地。

高亚伟授课之余，执笔为文，著述不辍，曾长期为国立编

译馆编撰中学及师范学校学生所用之历史教科书，把自己的史

识贯注于后代青年脑海中。他对于历史独具灼见，与众不同。

一九六二年三月，他在《新天地》杂志中发表“历史教育中的
立场问题”一文，力主中国历史的教学应采用整个中华民族的

立场，不应以汉族的立场视蒙元与满清为外族，在叙述国史发

展过程的时候，应着重各民族间的融合经过，少触及彼此之间

的冲突；对于各级学校所用外国史教科书及西洋史著作，多以

欧洲人立场，采重欧轻亚的态度，忽视古代亚洲文明成就的现

象，高亚伟很不以为然，授课时一再痛加驳斥，慷慨激昂。并

发奋独力完成《世界通史》三巨册，申论个人之学术理论与主

张，此书为高氏呕心沥血之作，为台湾各大专院校普遍采用，

获史学界极高的评价。

一九八六年八月，七十岁的高亚伟自师大历史学系教授岗

位上退休，与夫人卜居台北市郊的新店，爬山运动，悠游林

泉，暇时热心参加兴宁同乡会的活动，被同乡推举为永久名誉

会长。八十岁以后略有高血压及血管硬化现象，但药物可以控

制，对健康无大碍，不料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家中跌了

一跤，头破血流，送医院急救，已无大碍，不幸五天后竟因心

脏病发猝逝，享年八十三岁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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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亚伟任教广东兴宁一中时，和袁蕉美女士结缡，携手五

十余年，伉俪情深，育有五女一男，皆已成家立业，分居于台

湾、澳洲、美国及阿根廷，已有孙辈十三人，曾孙一人。

栏)
(原载台湾《中外杂志》1999年2月号“中外名人传”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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