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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白崇禧，字健生，原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素有“小诸葛”之称。
    一九二四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广州大本营开始着手统一两广，作为国民革命根据
地。
白崇禧帮助李宗仁讨沈(鸿英)驱陆(荣廷)，将广西置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
及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兴，白崇禧一跃而为蒋介石的参谋长，运筹帷幄，决战千里，所至有功。
    “七七”事变既起，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
蒋介石函电交驰，促白崇禧去南京共赴国难。
以后“蒋传”论述及此，谓“李宗仁受命统率南京以北的军队，白崇禧被任为参谋总长，他们对国家
都有很大的贡献”。
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
    抗战初期，白崇禧与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合作得很好，如李宗仁的五战区设立一个动员委员
会，由白恂周之请，荐钱俊瑞、范长江去担任该会的领导。
又如台儿庄大战爆发后，白崇禧奉派去徐州赞勃李宗仁指挥作战，到时白崇禧特接纳周恩来的建议，
在战术上采用阵地战、游击战、运动战紧密结合的方针，从而取得台儿庄血战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白崇禧对这部战略巨著深为赞赏，将其基本精神摘成两句话：“积
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经蒋介石同意，将此两语由军事委员会令发全军，作为对日作战的指导方针。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通过白崇禧建议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汤恩伯、叶剑
英主持其事，由此可见白崇禧对游击战的重视。
    抗战胜利，毛泽东来渝商谈和平。
《桂园大事记》这样写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主席在桂园接见白崇禧。
经过“皖南事变”，表明毛氏不咎既往，并对白崇禧寄予期望。
后笔者承周恩来面告，白崇禧是中共争取的三个国民党人之一，但白氏也如其他两位一样，没有转到
人民阵营中来。
    白崇禧对战后接收问题，曾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主张先接收，后受降；反对军队整编及
改组军事机构。
以一九二八年小汤山裁兵会议的教训，可资参考。
但蒋介石不接纳，以白崇禧为首任国防部长，而任陈诚为参谋总长，置白氏于有职无权的地位。
蒋介石以官邸会报方式指挥作战，白崇禧认为这是对共军作战失利的主因。
    一九四八年春，李宗仁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竞选副总统得胜，蒋介石将白崇禧从国防部长外调为华中
“剿总”总司令，白氏要求统一指挥中原大军，并提出“守江必先守淮”的攻势防御方针，蒋害怕桂
系势力做大，不予理睬。
及辽沈战役惨败，何应钦派郭汝瑰飞北平谒蒋，无论如何要白崇禧统一指挥中原军事。
白崇禧初答应而后峻拒，因刘峙、杜聿明把“徐总’’主力像一字形摆在陇海线上，没有纵深配备，
要想重新部署兵力已时不我与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白崇禧看到徐淮战役已近尾声，先后发出“亥敬”、“亥全”两电，向蒋
介石提出建议，要求重开国共和谈，蒋怀疑白崇禧以实力威胁他下野，误会甚深。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蒋介石邀国民党中常委到黄埔路官邸餐叙，提出“个人的进退绝不萦怀”的元
旦文告征询意见。
谷正纲、张道藩等痛哭流涕，声言蒋介石不能以下野来要求和平。
蒋氏即席怒斥道：  “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言毕愤而离开，其对白崇禧不谅之情，人所共知。
    及李宗仁代政，以和谈号召内外，但因形格势禁，卒不接纳和平协议。
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宁府局处广州，粤中政要及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力主白崇禧主力守粤
，而蒋介石迟迟不允所请，以致坐失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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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李宗仁失意赴美，白崇禧则辗转从海南入台。
从蒋经国所发表的《负重致远》一书来细加分析，就可知道白崇禧在台湾的日子很不好过，结果他死
得不明不白，时人惜之！
    《白崇禧传》不评论白氏个人的功过是非，唯集中记述其毕生经历。
白氏曾在北伐、抗战帮助过蒋介石，但又三次逼蒋下野。
蒋、白之间的悲欢离合，记录了国民党政权从发展、分裂到衰败的历程。
历史是一面镜子，温故而知新，古往今来，无不如此。
希望本书之出版能对读者加深认识中国近现代史，有所禅益。
    程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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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崇禧是国民党新桂系的中心人物，陆军一级上将，著名军事家，有“
小诸葛”之称。
白崇禧与李宗仁合作二十年，先后三次将蒋介石赶下台。
早年他与李宗仁举兵北伐，到达山海关，一度建立起跨越四省的“新桂系帝国
”。
1930年桂系退守广西，白崇禧成为建设新广西的关键人物。
抗战后他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大陆解放后前往台湾，在台抑郁而终。
本书《白崇禧传——百年中国风云实录》从白氏在广西童年家世起，到晚年在台湾辞世，记叙了这位
国民党一代名将的毕生经历，对他的功过是非作了客观的描述。

《白崇禧传——百年中国风云实录》由程思远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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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思远（1908-2005），广西宾阳人，政治活动家。
罗马大学研究生毕业，政治学博士国。
曾担任国民党中常委。
青年时代投笔从戎，逐步成为桂系的核心人物。
他先后担任李宗仁、白崇禧的秘书，捭阖纵横于蒋介石、李宗仁之间，参与筹划了反蒋、助李宗人竞
选“副总统”、逼蒋下野、与共产党和谈等重大历史事件。
在1956年4月到1965年6月的10年间，受李宗仁委派先后五次到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
后两赴欧洲牵线搭桥，为李宗仁回归大陆作了充分的准备。
最后又与李宗仁一起，从海外归来。
改革开放以后，程老先生担当多个重要职务，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委员会
名誉理事长、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中华海外联宜会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会长、台湾研究会第
四届理事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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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出生环境及青少年时代
　一、出众的穆斯林后裔
　二、参加北伐学生军
　三、在陆荣廷部队见习
　四、百色禁烟起兵变
　五、赴粤疗伤改别字
第二章 联合李、黄，统一广西
　一、两广局势的变化
　二、白崇禧谒孙大元帅请缨讨沈
　三、先打陆荣廷，后打沈鸿英
　四、奉送俘虏兵，“小诸葛”气走龙志舟
第三章 当北伐军的参谋长
　一、梧州会谈后，赴穗商两广统一问题
　二、劝唐生智参加革命行列
　三、对白崇禧出任参谋长的商磋
　四、先鄂后赣的北伐战争
第四章 进军上海的前前后后
　一、白崇禧攻浙沪前夕的军事形势
　二、被委任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三、挥兵入浙江，势如破竹
　四、兵不血刃，进军上海
　五、“四一二”清党，帮了蒋介石大忙
　六、“清党”事件从酝酿到行动
　七、肃清江北之役
第五章 蒋介石下野
　一、蒋介石到徐州晤李宗仁、白崇禧
　二、促成蒋介石下野的外因和内因
　三、掌沪军政大权，指挥龙潭战役
　四、汪、蒋联手，反对李、白
　五、白崇禧赴武汉执行征湘任务
第六章 平定两湖和打入北京
　一、李济深被逐，汪精卫出国
　二、“第二次北伐”
　三、领兵入北京的华南第一人
　四、裁兵不如实边
　五、“联胡打桂”与“倒桂反蒋”
第七章 蒋桂战争的悲剧
　一、胡宗铎妄兴“湘案”，授蒋可乘之机
　二、蒋介石施计，李济深到汤山“休养”
　三、助白崇禧脱险，廖磊被撤职
　四、武汉瓦解，白崇禧流亡海外
第八章 白崇禧再起后所受的挫折
　一、桂张军合力攻粤失败
　二、放弃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倾巢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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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白崇禧取代黄绍竑，程思远加入秘密组织
第九章 宁粤的分裂与合作
　一、解除杨腾辉兵权，黄绍竑赴宁投蒋
　二、白崇禧莅港，拉汪精卫赴穗组府
　三、陈铭枢的计划和两广的对策
　四、广州四全大会的风暴及结局
　五、两广在胡汉民掩护下仍与南京对立
第十章 “小诸葛”在宁粤对峙和两广事变中的作用
　一、白崇禧在红军长征中与蒋介石的冷战
　二、白崇禧对红军长征的应变计划
　三、叶琪之死使联川计划受重大打击
　四、“两广事变”的肇因与蒋桂妥协的内幕
第十一章 指挥台儿庄和保卫武汉的大战
　一、蒋介石争取白崇禧入京
　二、桂军在沪战中伤亡惨重
　三、白崇禧不主张坚守南京
　四、逮捕韩复榘与台儿庄大战
　五、白崇禧向蒋介石推介《论持久战》精神
第十二章 桂林行营主任
　一、倡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二、柳州会议宣布白崇禧被降级
　三、白崇禧伙同何应钦炮制“皖南事变”
第十三章 桂林失守，颇受讥评
　一、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
　二、毛泽东认为对白崇禧不可视同一律
　三、前方将士奋战，白家寿宴铺张
　四、我军一溃千里，桂林难逃厄运
第十四章 抗战胜利以后
　一、蒋介石在受降问题上的错误决定
　二、白崇禧反对蒋介石的整编计划
　三、击溃林彪部队，乘胜欲捣佳木斯
　四、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
　五、猛力批评“官邸作战会报”的指挥办法
　六、魏德迈来华调查国民党失败原因
　七、宋子文谋求两广经济合作
　八、与刘邓大军形成对峙局面
第十五章 外放华中“剿总”的内幕
　一、白崇禧不愿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二、李宗仁参选是美国中途换马的体现
　三、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由来
　四、李宗仁在国大打败了蒋介石
　五、蒋介石决定将白崇禧外放
　六、华中“剿总”成立，白崇禧建议不受重视
第十六章 拒蒋调兵与逼蒋求和
　一、白崇禧拒绝指挥中原大军
　二、对徐州会战冷眼旁观
　三、白崇禧两电蒋介石，促恢复国共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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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黄绍竑赴香港晤中共代表
第十七章 蒋介石第三次引退前后
　一、蒋介石在下野前的布置
　二、下野文告出了问题
　三、向美国人承认李宗仁的基本弱点
　四、美方对何应钦不存好感
　五、大局已定，主张蒋、李“摊牌”
　六、蒋介石始终难舍权力
第十八章 蒋介石破坏白崇禧的守粤计划
　一、促李宗仁赴粤主持中枢
　二、财政无着，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三、守粤只能靠白崇禧的三个军
　四、蒋介石一再反对白崇禧出掌国防
第十九章 白崇禧部队在广西全军覆没
　一、赴渝调处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关系
　二、李宗仁赴美就医，白崇禧应邀到渝解释
　三、白崇禧精锐大部被歼，余部退入越南
第二十章 在台北度过不愉快的晚年
　一、去台北给蒋介石劝进
　二、孤单寂寞的生涯开始了
　三、老年丧妻，晚景惨烈
　四、口述“回忆录”不是实事求是之作
　五、参与蒋介石力阻李宗仁返国的阴谋行动
　六、白崇禧的死因是一个谜
后记
附录：白崇禧生平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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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四、兵不血刃，进军上海 孙传芳经过江西、福建、浙江连续的失败，基本部队残
破不堪，势难在宁沪立足，同时又看到张宗昌对江南这块肥肉，虎视眈眈，索性做个顺水人情，把上
海地盘送给直鲁军。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白崇禧去嘉兴视察前沿阵地。
接上海送来的情报，说孙传芳军仍在松江附近的沪杭路第三十一号铁桥布防，但孙部主力已退往江北
。
 二月二十七日，蒋介石电杭州何应钦、白崇禧指示攻取上海及南京战略，其方针为：东路军应俟程潜
指挥的江右军由芜湖向南京攻击前进后才重新采取攻势。
届时何应钦指挥第十四、第十七两军及第一军一部由宜兴、丹阳出镇江，切断沪宁路敌军的补给线，
白崇禧指挥第二十六军，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及先遣队由嘉兴直取上海。
 白崇禧对于上海，本有不战而占领的计划。
直鲁联军于二月二十四日进驻上海后，该军第五路总司令兼第八军军长毕庶澄（1894—1927，追随张
宗昌，1926年授澄威将军。
1927年4月4日，持有张宗昌手谕的褚玉璞用电话召毕庶澄到省城商谈军事。
毕只带卫队团长马文龙赴济南，刚下火车，就被褚玉璞的伏兵乱枪击毙。
）曾派代表到杭州向白崇禧洽谈归降条件。
白氏疑此乃缓兵之计，虚与委蛇，仍积极做攻沪准备。
后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致电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苏联顾问尼基京将军说：“我们如不及时进
军上海，罢工工人有被镇压的危险，务必说服白崇禧将军趁敌人混乱之际，开展对上海的攻势，总司
令的进军令随后下达。
” 三月十九日，白崇禧开始进攻松江和吴江。
松江、黄浦南岸为周荫人残余部队驻守，一被攻击即向上海退却。
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跟踪追蹑，出得胜港，取明星桥，和正面进攻的第一军第二师刘峙部夹击坚守第
三十一号铁桥的毕庶澄军。
二十二日，于克松江城中，将毕庶澄部四混成旅解决，残敌北逃，第二十六军追击到南翔。
第一军第二师追到青浦、昆山，再解决一个混成旅，这表明直鲁联军毫无战意，不堪一击。
 当毕庶澄从上海调兵往松江增援时，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已由便衣队做向导，由明星桥进袭上海，先
遣队、别动队在内部响应，三月二十一日，遂不战而占领上海南部龙华。
毕庶澄军在上海北面沪宁铁路总站的部队为数尚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总工会为了迎接革命军的到
来，计划不失时机地采取一种非常行动。
三月二十一日午，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领导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
他们先袭击警署夺得枪支，然后向北站毕军进攻，毕军见事急，向吴淞调来救兵。
可是铁路被工人纠察队破坏，救兵乘坐的火车在中途倾覆。
这些救军从翻车中出来，神魂颠倒，误以为北站已被革命军占领了，遂发炮向那里轰击。
北站毕军又误会救兵是革命军，以牙还牙，彼此对打了二十小时。
上海工人纠察队看到事不宜迟，乘机进攻北站，来势之猛，毕军难于抵御。
恰巧二十二日上午，白崇禧率第一军第一师的先头部队到龙华，即派一部兵力协同工人纠察队进攻。
一个冲锋，毕军便全部瓦解，缴械投诚。
毕庶澄孑然一身，逃到上海租界去了。
这一天，南市举行了五万人的大会欢迎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
二十三日，又开一个全市二十万人的欢迎大会，庆祝光复上海。
 五、“四一二”清党，帮了蒋介石大忙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乘“楚同”军舰抵上海，驻江苏交涉使
署。
他告诉白崇禧说，武汉方面，国民党于三月十日在汉口召开第二届三中全会，会期七天，这次会议是
共产党与国民党所谓左派分子互相勾结利用，以夺取党政军大权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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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
令部组织条例》等案，其目的在削弱革命军总司令的权力，攫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后，蒋介石对全党党员发布训令，他概括地指出：“自北伐以来，军事、政治
、党务皆集中于个人，庶政设施，逐渐脱离党的领导，驯致陷于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状态中。
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深感本党目前危机，非有切实挽救之方，不足以负全国代表大会之委托，经
详慎考虑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须集中于党。
此等决议，为适合中国革命之需要，将借以防止党内投机腐化及军事专政独裁之趋势。
中央执委会之毅然出此，乃基于民主集中制观点，以与封建势力斗争，绝非对个人有所爱憎也。
” 蒋介石说：“照目前情势发展下去，我们再不与共产党合作了。
现中央监委四老（指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准备了一个文件，将在上海开会发动‘清党
’。
我离开南昌前已密电任潮、季宽兼程来沪，二十三日过安庆时也嘱咐了德邻跟着东下参加会议。
” 接着，蒋介石随即问白崇禧：“在上海清党需要多少军队？
” 白崇禧说：“只要调走薛岳的第一师，留下刘峙的第二师及周凤歧的第二十六军便够了。
”蒋介石又问：“你看需要多少时间？
” “三天差不多，至多不会超过一星期。
”白崇禧答道。
 “你要小心，注意防范共产党的渗透。
”蒋介石最后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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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白崇禧，颇非易事，因为在海峡两岸，他都是引起争论的人物。
    对国民党来说，他当过两次蒋介石的参谋长。
北伐完成，抗战胜利，都有他的一份功劳在内。
但蒋经国手著的《负重致远》，对白崇禧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逼蒋求和，颇多谴责。
所以后来白崇禧到台湾以后，就过着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晚年生活。
    对中共来说，在抗战初期，白崇禧采取了中间立场，中共党内文件称桂军为“友军”，其后白崇禧
从中间转向反共，但中共对他仍寄予厚望。
他是中共致力争取国民党三个军政要人之一，可惜他最终跑到台湾去了。
    笔者个人认为：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不要看他一时一事，而要看他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
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整体，均不足取。
所以本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如实反映白崇禧的毕生经历，对人论事，作者从不轻下判断，而宁愿请
读者运用自己的智慧去作结论。
    在本书中，白氏有两大特点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一是他一贯注重中国边疆问题，甘乃光曾誉他与拉
铁摩尔为中国两大边疆专家。
当蒋介石以裁兵肇内战巨祸之前，白崇禧曾力主以殖边(开发边疆)来替代裁兵，惜未为蒋介石所采纳
，否则国民党的历史当是另一写法。
    其次是白氏指挥军事，一贯主张攻势作战。
北伐中赣北与桐庐之战，都为显明例证。
一九四八年夏，如果蒋介石接纳白氏所提出“守江必先守淮”的指导方针，则国民党或能拖得较长一
些。
杜聿明对我说过，国民党将领只求对蒋介石个人效忠，而白崇禧则讲求战略战术。
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
    程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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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崇禧传:百年中国风云实录》不评论白崇禧个人的功过是非，唯集中记述其毕生经历。
白崇禧曾在北伐、抗战帮助过蒋介石，但又三次逼蒋下野。
蒋、白之间的悲欢离合，记录了国民党政权从发展、分裂到衰败的历程。
历史是一面镜子，温故而知新，古往今来，无不如此。
希望《白崇禧传:百年中国风云实录》之出版能对读者加深认识中国近现代史，有所禅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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