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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军阀割据和统治，是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现象，对社会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桂系政权研究》为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
《新桂系政权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新桂系政权进行考察和分析，从一个侧面
（个案）探讨近代中国军阀统治，评价军阀统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以增进我们对旧中国国情的认识。
《新桂系政权研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研究对象不溢美，亦不无故否定，以事实为根据，剖析
和论证新桂系统治对近代广西（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全国）影响的正面和负面的效应，深刻说明近代中
国社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全书共分十二章，以专题设章，但又相互照应，最后作一个总结论。
《新桂系政权研究》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是多么的错综复杂，国家现代化进程
是多么的艰难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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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覆灭第十二章 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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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广西归属广东国民政府。
依照两广统一会议决议，广西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
禧任参谋长。
6月，撤销广西省民政公署，成立省政府，黄绍竑任主席。
　　李、黄统一广西，建立省政府，标志着新桂系政权的建立，开始了长达24年的新桂系统治。
　　前面开头提到，新桂系政权是在旧桂系政权崩溃中建立的。
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是一帮绿林出身，是思想落后，贪婪腐朽的统治集团，这就注定其是短命的
，不可能长久维持，在孙中山革命势力的打击下，迅速崩溃瓦解。
这就为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的崛起和上台提供了历史机遇和条件。
李、黄、白等当初不过是一批青年下级军官，并无甚政治经验，为何在短短几年间能够迅速崛起，打
败实力数倍于己的陆荣廷、沈鸿英和唐继尧，攻略全省，夺得广西政权？
诚然，李、黄、白等系军校出身，受过近代教育，有抱负，思想新颖，积极进取，从个人素质来说要
比陆荣廷、沈鸿英等胜出一筹。
但从当时实力情况来看，单凭这些他们并不足以战胜强大的对手。
前面已指出，新桂系的崛起和与陆、沈、唐争战中都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援和帮助。
因此，新桂系政权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
　　广东革命政府为何支持当时实力很小而且还不属于广东革命阵营的李、黄、白势力？
广西地处广东的西邻，两省毗邻，历史上关系十分密切。
近代以来，两广政局常常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
陆荣廷利用护国战争占据广东之后，与北洋军阀时合时离，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成为中国民
主革命的一大障碍。
孙中山认为要护法、打倒北洋军阀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首先必须打倒旧桂系势力，统一两广，稳
定和巩固革命后方。
1921年，旧桂系被驱逐后孙中山回到广州，第二次建立广东革命政府。
为彻底消灭旧桂系，孙中山发动援桂讨陆战争，以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
但是，陈炯明反对北伐，公开叛变孙中山，致使两广统一和北伐又成为泡影。
粤军撤回广东后，旧桂系残余纷纷打起“自治军”旗帜，陆荣廷乘机潜回广西，企图东山再起。
沈鸿英反复无常，时而拥孙，时而反孙。
旧桂系依然是广东革命势力的一大威胁。
1923年初，滇桂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孙中山由上海又返回广东，第三次建立革命政府。
那时广东革命政府的处境依然非常困难，还很不巩固。
东江有陈炯明叛军继续与孙中山为敌，南路为邓本殷所盘踞，就连广州及四周也被与孙中山并不一条
心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部占据。
西面则是企图卷土重来的旧桂系势力。
对西面陆、沈残余，广东革命政府想彻底解决但又力不从心。
在这种情况下，在广西寻找新的可靠力量，牵制和阻止旧桂系再起和东下作乱，解除西顾之忧，以便
集中力量整顿和巩固广东内部，就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十分紧迫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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