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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前言

父亲与民国    父亲白崇禧将军，出生于公元一八九三年桂林山尾村，一个回民家庭。祖父志书公早逝
，家道中落，父亲幼年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发勤学，努力向上，很小年纪便展露了他过人的毅力与机智
。一九０七年，父亲考入桂林陆军小学，这是他一生事业奠基的起点。父亲生长在一个革命思潮高涨
的狂飙时代，大清帝国全面崩溃的前夕，桂林陆军小学正是革命志士集结的中心。一九０五年孙中山
成立同盟会，次年便派黄兴至桂林发展革命组织，陆小总办蔡锷等人鼓吹“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父亲深受影响，与同学们纷纷剪去长辫，表示支持。    公元一九一一辛亥年，十月十日晚，武昌新军
工程营的成员发出了第一枪，武昌起义，展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那一枪改变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历
史，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了。武昌起义那一枪也改变了父亲一生的命运。    武昌起义的消
息传来，广西人士反应热烈，组军北上支援。父亲参加了陆军小学同学组织的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共
一百二十人，随军北伐。家中祖母知道父亲参加敢死队的消息，便命父亲的两位哥哥到桂林城北门去
守候，预备拦截父亲，强制回家。谁知父亲暗暗将武器装备托付同学，自己却轻装从西门溜了出去，
翻山越岭与大队会合。那年父亲十八岁。踏出桂林西门那一步，他便走出了广西，投身人滚滚洪流的
中华民国历史长河中。    学生军敢死队水陆兼程，经湖南北上，父亲肩上荷七九式步枪一枝，腰间绑
着一百五十发子弹的弹带，背着羊毡、水壶、饭盒、杂囊，身负重载，长途行军，抵达汉阳时，父亲
与许多敢死队同学脚跟早已被草鞋磨破，身上都生了虱子，痒不可当。时清军据守汉口、汉阳，与武
昌方面的革命军隔江对峙，广西北伐军和学生敢死队奉命，在汉阳蔡甸到梅花山一带，配合南军作战
，威胁敌方侧后。一夜，父亲被派担任步哨，时适大雪纷飞，顷刻问父亲变成了一个雪人。那是父亲
第一次上前线，而且参加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行动，内心热情沸腾，刺骨寒风竟浑然不觉。那是父亲
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亲身参加武昌起义，对父亲具有重大意义。他见证了中华民国的诞生，由此，
对民国始终持有一份牢不可破的“革命感情”。    辛亥革命成功后，父亲考入保定军校三期，接受完
整的军事教育。父亲在保定前后期的同学，日后在国民革命军中皆任要职。保定毕业，父亲与二十多
位同学自愿分发到新疆屯边，效法张骞、班超，立功异域。他曾经下工夫研究左宗棠治疆的功绩，中
国边防一直是他战略思想的要点之一。治疆的抱负，后因俄国革命交通阻断，未能实现。    一九一七
年，父亲返回广西，结识李宗仁、黄绍兹，共同从事统一广西的大业，时称“广西三杰”。    一九二
六年，北伐军兴，蒋介石总司令力邀父亲出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这是父亲军事事业第～个要职。当
时北洋军阀各据一方，中国四分五裂，其中以孙传芳、吴佩孚势力最大。中国人民经过辛亥革命、五
四运动，革命新思潮高涨，对国民革命军有高度期望，革命军遂能以少击众，从广州一路摧枯拉朽打
到山海关。那是国民革命军士气最旺盛的时刻。北伐是民国史上头一等大事。    北伐时期，父亲立下
大功，重要战役，几乎无役不与，充分展示他战略指挥的军事才能，尤其是一九二七年龙潭战役，关
系北伐成败。时因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国民革命军内部动荡不稳，孙传芳大军反扑，威胁南京，
形势险峻。父亲临危受命，指挥蒋介石嫡系第一军，与孙传芳部决战于南京城郊龙潭，经过六昼夜激
战，不眠不休，终于将孙军彻底击溃。行政院长谭延阁在南京设宴招待龙潭战役有功将领，特书一联
赠予父亲：    指挥能事回天地；    学语小儿知姓名    北伐后期，父亲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四
集团军，挥戈北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父亲领军长驱直人北京，受到北京各界盛大欢迎，成为
历史上由华南领兵攻入北京的第一人。天津《大公报》主笔、名记者张季鸾在六月十四日发表社评：
广西军队之打到北京，乃中国历史上破天荒之事。当年太平天国的两广军队只进到天津，父亲时年三
十五岁，雄姿英发，登上他戎马生涯的第一座高峰。    父亲继续率部至滦河，收拾张宗昌、褚玉璞残
部，东北张学良易帜，最后完成北伐。    北伐期间，广西军屡建奇功，桂系势力高涨，功高震主，蒋
介石决意“削藩”。一九二九年，发生蒋桂战争，掀起中原大战序幕，中国再度分裂。北伐成功，原
为国民党统一南北、建设中国最佳良机。北伐甫毕，南京开编遣会议，计划裁军，父亲由北平拍数千
言长电致国民党中央，请缨率领第四集团军至新疆实边，可惜未受采纳。中央派军攻打广西，父亲等
人一度流亡安南。后再潜返广西，展开两广联盟，与中央对峙。期间父亲致力建设广西，不到七年，
广西由一个贫穷落后的省份一跃而成为全国“三民主义模范省”。一九二三年，父亲曾在广州晋见孙
中山先生，受到极大鼓励。父亲对孙中山创作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实业计划》中的建
国理想及方针，心向往之。建设广西，如土地改革、“三自”、“三寓”地方自治等计划，可以说都
在实践“三民主义”的精神。胡适等人参观广西，大加赞扬。建设广西，展现了父亲的政治抱负及行
政才能。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地方将领中，父亲第一个飞南京响应蒋介石抗日号召。日本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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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以头条新闻报道：“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广西与中央对峙因一致对外而暂时化解
。    父亲出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对日抗战，父亲的贡献不小：    一九三八年，军
事委员会在行都武汉开“最高军事会议”，父亲提出对日抗战大战略：“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
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消耗敌人实力作持久战。日军军备远优于中国军队，与日军正面作战，
难以制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中国军队伤亡超过十五万精兵，牺牲惨重。父亲认为，应该同时发动
敌后游击战术，困扰敌人，不必重视一城一镇的得失，使敌人局限于点线的占领，将敌军拖往内地，
拉长其补给线，使其陷滞于中国广大空间，从而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向敌发动长期总体
战，以求得最后胜利。父亲自承抗日战略思想，是受到俄法战争即俄国人拖垮拿破仑军队策略的启发
。父亲的提议得到蒋介石委员长的采纳，并订为抗日战争最高指导原则，对抗战的战略方向，有指标
性的作用。父亲有“小诸葛”之称，被誉为中国近代杰出军事战略家，他的抗日战略，显露出他高瞻
远瞩的智慧。    抗日期间，父亲奔驰沙场，指挥过诸多著名战役：“徐州会战一台儿庄大捷”、“武
汉保卫战”、“桂南会战一昆仑关之役”、“长沙第一、二、三次会战”等。其中，尤其以一九三八
年“台儿庄大捷”至为关键。    时首都南京陷落，日军屠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全国悲观气氛弥漫
。台儿庄一役给予日军迎头痛击，被国际媒体称为日军近代史上最惨重的一次败仗。全国人民士气大
振，遂奠下八年长期抗战之根基。父亲与李宗仁等将领，登时被全国民众尊为“抗日英雄”。    民国
命运，自始多乖，内忧外患，从未停息。抗战刚胜利，国共内战又起，而且不到四年间，国民党竞失
去了大陆政权。国民党在大陆上的失败固然原因多重，然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却认定军事失利是导致
国民政府全面崩溃的主因。抗战后，父亲出任首届“国防部长”，其后又调任“华中剿总司令”，虽
然身居要职，但职权受限，并未能充分发挥其战略长才。国共战争，国民党军队在战略战术上犯下一
连串严重错误，终至一败涂地。    首先，父亲极力反对战后贸然裁军，内战正在进行，处置不当，动
摇军心。本来国民党军队有五百万人，共产党军队只有一百多万。裁军后，大批官兵尤其游杂部队，
这些八年抗战曾为国家卖命的士卒，流离失所，众多倒向共产党军队，共产党军队军力因此大增。裁
军计划由参谋总长陈诚主导，父亲的反对意见，未获高层支持。    一九四六年五、六月，第一次东北
四平街会战，那是国共抗战后首度对阵，双方精英尽出，蒋介石派父亲往东北督战。旋即国民党军队
攻进长春，林彪军队大败，往北急速撤退，孙立人率新一军追过松花江，哈尔滨遥遥在望。在此关键
时刻，父亲向蒋介石极谏，自愿留在东北继续指挥，彻底打击林彪部队。蒋介石由于受到马歇尔调停
内战的压力，以及对共产党军队情况的误判，没有采信父亲的建议，竞片面下停战令。林彪部队因此
败部复活，整军反攻，最后横扫整个东北。事后多年，国民党检讨内战失败原因，蒋介石本人以及国
民党军队将领咸认为那次片面停战，不仅影响东北战争，而且关系全盘内战。    一九四八年底一九四
九年初之徐蚌会战，乃国共最后决胜负的一仗。原本蒋介石属意父亲指挥此次战役，父亲时任“华中
剿总司令”，北伐、抗战父亲在淮北平原这一带多次交战，熟悉战略地形，他向蒋提出战略方针：“
守江必先守淮”，应将军队集结于蚌埠，五省联防，由“华中剿总”统一指挥。未料临时蒋介石却将
指挥权一分为二，华东归刘峙指挥，而指挥中心却设在徐州。徐州四战之地，易攻难守。父亲曾如此
警告：“指挥权不统一，战事必败。”徐蚌会战开战前夕，国民党、共产党两军各六十万，严阵对峙
，国民政府高层深感势态严峻，刘峙不足担当指挥大任，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联名向蒋
介石建议，由父亲替代刘峙统一指挥。父亲飞抵南京开军事会议，发觉国民党军队战略部署全盘错误
，大军分布津浦、陇海铁路两侧，形成“死十字”阵形。父亲判断大战略错误，败局难以挽回，况且
开战在即，已无时间重新布置六十万大军，断然做了一项恐怕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拒绝指挥徐
蚌会战。后徐蚌会战国民党军队果然大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蒋、白之间，嫌隙又生
。    内战末期，林彪百万大军南下，父亲率领二十万部队盘桓周旋，激战数月，但当时大局已濒土崩
瓦解，士气几近崩溃。父亲军队一路奋勇抵挡，由武汉人湖南，退至广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孤
军终难回天，父亲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离开大陆，由南宁飞海口。    父亲十八岁参加辛亥革命武
昌起义，见证了民国的诞生。北伐军兴，父亲率部由广州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北伐统一中国。抗日
战争，父亲运筹帷幄，决战疆场，抵抗异族入侵，立下汗马功劳。内战时期，父亲率部战至一兵一卒
，是战到最后的一支军队。为了民国，父亲奉献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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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在撰写父亲传记的这些年来，同时也在搜集整理父亲的照片，累积下来，数量不
少。很大部分是家中旧藏，其中最弥足珍贵的一组，三十多张，是父亲最后完成北伐时，在北京、唐
山、滦州所拍摄的照片。北伐时期的照片，本来就不多见，此组照片是随军摄影记者张进德所拍。原
本有数千张，精选四百张编入《北伐完成记》，后因战乱遗失大半，只剩三十九张。北伐完成，父亲
三十五岁，这组照片记录了他军旅生涯最意气风发的一刻。家中收藏，有不少父亲与亲友交往的照片
，这些照片呈现他私人生活的一面，他对祖母的孝思、对母亲的感情、对子女的慈爱。三姊先明不幸
罹患精神分裂症，父亲对她格外疼惜，他与先明的合照，父女情深，表露无遗。 我从台北“国史馆”
搜集到另外一组照片，共四十一张，因附属于蒋介石档案，这组照片全是父亲跟随蒋介石参加的一些
军政活动，时间横跨抗战、内战、台湾时期。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长达四十年，分合之间，微妙复杂
，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而这组照片正提供了两人互动的具体说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抗战胜
利还都南京后，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军将领赴中山陵谒陵，蒋携父亲及何应钦三人在中山陵前合影，那
是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声誉最高的时刻。蒋、何、白三人，神采飞扬，抗战刚胜利，举国欢腾。一几
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蒋介石与父亲相会于重庆，时值国民政府面临崩溃的前夕，蒋、白二人神色黯
淡。两张照片对照之下，蕴含无限历史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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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父亲的身影    我在撰写父亲传记的这些年来，同时也在搜集整理父亲的照片，累积下来，数量不少。
很大部分是家中旧藏，其中最弥足珍贵的一组，三十多张，是父亲最后完成北伐时，在北京、唐山、
滦州所拍摄的照片。北伐时期的照片，本来就不多见，此组照片是随军摄影记者张进德所拍。原本有
数千张，精选四百张编入《北伐完成记》，后因战乱遗失大半，只剩三十九张。北伐完成，父亲三十
五岁，这组照片记录了他军旅生涯最意气风发的一刻。家中收藏，有不少父亲与亲友交往的照片，这
些照片呈现他私人生活的一面，他对祖母的孝思、对母亲的感情、对子女的慈爱。三姊先明不幸罹患
精神分裂症，父亲对她格外疼惜，他与先明的合照，父女情深，表露无遗。    我从台北“国史馆”搜
集到另外一组照片，共四十一张，因附属于蒋介石档案，这组照片全是父亲跟随蒋介石参加的一些军
政活动，时间横跨抗战、内战、台湾时期。父亲与蒋介石的关系长达四十年，分合之间，微妙复杂，
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而这组照片正提供了两人互动的具体说明。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抗战胜利
还都南京后，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军将领赴中山陵谒陵，蒋携父亲及何应--钦三人在中山陵前合影，那
是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声誉最高的时刻。蒋、何、白三人，神采飞扬，抗战刚胜利，举国欢腾。一九
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蒋介石与父亲相会于重庆，时值国民政府面临崩溃的前夕，蒋、白二人神色黯
淡。两张照片对照之下，蕴含无限历史沧桑。    《良友》画报，当时在中国颇享盛名，类似美国的《
生活》及《展望》杂志，其中登载多幅父亲各时期的照片。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儿庄大捷，父亲立下
大功。《良友》于同年五月第一三七期以父亲作为封面人物，当时在国人心中，父亲是抗日英雄。    
此外，台湾《中外杂志》亦有多期刊登有关父亲的文章，并配以多幅图片。一九四七年，  2ik．事件
，父亲赴台宣抚，《中外杂志》登载的照片，很有历史价值。    我将这数百幅照片按时期及主题编撰
成书，取名《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上卷“父亲与民国”，涵盖北伐、抗战、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
大约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记录父亲前半生的军政活动。下卷“台湾岁月”，包括父亲在台湾
十七年的生活点滴，外加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父亲赴台宣抚专辑，“家族亲情”专辑收集父亲与家
人的生活照。父亲一生功勋彪炳，曾获中外勋章二十余枚，除国民政府青天白日勋章外，抗战胜利，
于一九四五年受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发美国嘉猷勋章、美国陆军当局颁发美国自由勋章、英国政府巴士
武士勋章、法国政府荣誉勋章。    这些照片，其实每张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图说往往要比文字叙述更
加生动具体。有几幅正是历史关键时刻的见证。一九三八年，台儿庄大捷前夕，蒋介石携父亲与李宗
仁在徐州留下一张合影，那一刻，三位领袖正掌握着中日战争成败的命运，照片中的三巨头，白有一
种凛然与庄严。    父亲一生参与了民国的兴衰，他本人就是民国史的一部分。在卷帙浩繁的民国史册
中，父亲的身影应当立在相当醒目的位置。    这部身影集，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同时出版。
台湾版由时报出版社印行，趋势科技文化长陈怡蓁、总编辑林馨琴、特约执行主编项秋萍对此书都有
极大的贡献。天地图书印行香港版，完全由颜纯钩先生负责。大陆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总
编辑刘瑞琳、执行编辑曹凌志以及出版社同仁，都为此书付出惊人的心血。《良友》画报王胤先生，
提供珍贵照片，为此书增色不少。在此，我要向以上各位人士致上我最高的敬意与感激。    二０一二
年四月一日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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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编辑推荐

《白崇禧将军身影集》编辑推荐：白先勇家藏的“战神”白崇禧毕生影集，限量典藏。——2013年精
装函套增订版，比2012年平装版增加20多幅珍贵彩色图片（白崇禧一生所获勋章等），以及著名“女
兵作家”谢冰莹台儿庄大捷后的采访文章《白崇禧将军印象记》等。白崇禧的罕见照片，随军摄影—
—白崇禧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为父亲编著的最重要一部著作，既有台湾岁月、家族亲情，更有戎马
生涯，国共秘辛，如1928年最后完成北伐，1946年巡视内战前沿，500多幅珍贵照片再现历史关键时刻
。白崇禧的毕生战役，盖棺功过——北伐收官之战，龙潭战役，蒋桂战争，两广事变，淞沪会战，台
儿庄大捷，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昆仑关大捷，东北四平街会战，徐蚌会战，青树坪之役⋯⋯戎马一
生，大起大落。白崇禧的历史误区，逐一澄清——蒋介石与白崇禧、陈诚，为何对白“敬而不亲”，
对陈“亲而不敬”？李宗仁与白崇禧，“李、白”大事上为何也有分歧？昔日老部下撰写《白崇禧传
》，为何竟说白崇禧拥兵自重“冷眼旁观”？白崇禧的台湾晚年，最后表白——生前遭情治人员监控
，死后蒋介石第一个前往祭悼，1966年以最高军礼下葬台湾六张犁回教公墓，与国民党其他将领一样
，墓地也是朝着大陆方向的。其晚年生活，其家族亲情，鲜为人知，今已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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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精彩短评

1、看得我热泪盈眶
2、精品
3、图片比文字更有意思，如果想近距离了解桂系巨头白健生，这本书不能不读哦。
4、不管別人怎麼說，我個人是看的熱淚盈眶；反正這種書看看就好，太當真是讀者的問題。
5、半生戎马的真英雄
6、胡尘遍地正横行，遗恨未曾复两京
7、毛边
8、关于白崇禧的故事，还值得一看。
9、印刷质量不行
10、内容主要为插图，十分丰富。文字说明不多，但言简意赅，有史料价值。此书分上下部分，但只
有一册，若能分为上下二册就好了，是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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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将军身影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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