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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宗仁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數的政治領袖和風雲人物，曾為桂系軍事首領，國民黨中央領導階
層的重要成員，國民政府行憲後的第一任副總統，大陸淪陷前夕的代總統。
讀歷史的人，縱使以成敗論英雄，對這樣一位不平凡的歷史製造者，也不能等閒視之。

一九五八年暮春，李宗仁寓居美國期間，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在「東亞研究所．中國口述歷史學部
」襄贊下，親自口述了他三十餘年的仕宦生涯及所參預的軍國大事，由該校特派的研究員、華裔歷史
學者唐德剛整理撰寫，遂成《李宗仁回憶錄》。

這本書是李宗仁不平凡的一生事業的全紀錄，又是李氏一生各階段心路歷程的最忠實的寫照。
這本書也是唐德剛個人已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費力最大、遭遇困難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書
。
自動議磋商到付梓發行歷時逾二十年。
經作者近七載的苦心孤詣，合李氏「傳記」與「自傳」於一書，以中、英雙語撰成。

中文稿共七十二章，約六十萬言，完整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國歷史上的真面目，並間接披露了許多鮮為
人知的政治內幕或軍事祕聞。
對於了解和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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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德剛（1920～2009），歷史學家、傳記文學家、紅學家。

史學名家唐德剛教授，1920年8月23日生於安徽合肥淮軍世家，幼承庭訓，國學根底深厚。
小學五年級後接受新式教育。
1937年抗戰軍興，離家繼續求學，隻身隨國立安徽中學（後改國立第八中學）輾轉西遷，後入重慶中
央大學歷史系。
畢業後回安徽任中學教席，隨後在省立安徽學院講授西洋通史。
抗戰勝利後，考取自費留美，負笈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追隨唐納德教授（Prof. David Donald）研究
西洋史，1959年獲哥大博士學位。

畢業後在哥大執教，稍後任紐約市立大學教授，並兼任亞洲史學系系主任，直到退休，專心著作。

在史學上，唐德剛有兩方面的重要貢獻：一是口述史，二是關於中國近代演變的「歷史三峽」說。

唐德剛在哥大期間參加口述史研究項目，訪問了很多當代最重要的人物。
成名作是《李宗仁回憶錄》，至今是口述史的龍頭著述。
《顧維鈞回憶錄》完成英文稿，由大陸譯為中文。
唐德剛長期訪問胡適，關係密切，被視為胡適的大弟子，胡適思想的傳播者。
《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最為著名。
張學良一度想請唐德剛寫口述自傳，後來因故中斷，但是整理已有的談話和錄音，出版了《張學良口
述歷史》。

唐德剛在八十年代末，在紐約邀集朋友和學生組成「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訪問經歷抗戰時期的老
人，這是他積極推廣口述史研究的貢獻之一。

唐德剛在抗戰的硝煙中成長，經歷中國近代內憂外患最劇烈的時代，不斷思索古今之變。
經過數十年的縝密思考，產生了中國近代史是整個文化、社會、政治大轉變的史觀。
抗戰時全民的艱苦犧牲，使中國從積弱中奮起，躍升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正是這個歷史大轉變中的
重要環節。

負笈美國後，漸漸運用社會科學理論解釋歷史發展，他在1990年代成形「歷史三峽」說，認為中國全
部文明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中間經過兩次轉型。
第一次轉型從戰國時期到秦帝國，大概經過三百年，核心轉變見於三個基本制度的變化：一、政治上
廢封建，立郡縣；二、經濟上廢井田，開阡陌；三、學術思想上由百家爭鳴轉為獨崇儒術。
轉型完成即創建了農業大帝國的定型。

近代的大動亂是從中華帝國到現代國家的第二次轉型。
新的中華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會─政治體制的三方面的轉型：一、政治上化君權為民權；二、
經濟上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三、學術思想上化控制思想為開放思想。
他並且從此演繹出一個綜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轉型是造成「行同倫」的社會，第二次轉型則是行
為不再同倫，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多元化的社會。
在帝國文化時期，國家大於社會，在未來的新文化中，將是社會大於國家。
他的「歷史三峽」說，在海外深受重視。

唐德剛的歷史著作，主要是在雜誌上發表的單篇論文，後來集合成為巨著，最著名是1998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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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五大冊。
其中「歷史三峽」說是解釋中國歷史轉變的主軸。
這套書本來是唐德剛構思多年的《民國通史》的晚清導論篇，但是民國史只寫了國民政府之前的《袁
氏當國》及其後的《毛澤東專政始末》的相關文章，集結為這兩本書。

唐德剛從大學時代就不斷寫短文和短篇創作，行文流暢、詼諧，而且氣勢磅礡，妙語如珠，這是他文
史一家的特色。
著名作品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
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英文版現正整理中）、《中
美外交史1844-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晚
清七十年》、《張學良口述歷史》、《書緣與人緣》、《史學與紅學》、《五十年代底塵埃》、《戰
爭與愛情》（以上皆遠流出版）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
。

1986年，唐德剛發表〈海外讀紅樓〉論文，主張要研究《紅樓夢》不能純用西方比較文學的角度，而
應從「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入手，了解當時文化社會經濟背景，才不致「隔靴搔癢」。
文中同時批評了五四前後的留學生，包含夏志清教授，一味堅信非崇洋西化，則中國小說不足觀，實
為「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態」。
為此夏志清教授回文痛批，兩位才子學者大打筆戰，轟動一時。

唐德剛不是象牙塔裡的學者。
他關心的不僅是帝王將相，更放眼平民百姓的苦難與幸福，特別對日本在戰時加諸中國人民的不人道
凌辱、殘殺、迫害，認為應當在道德上、歷史上和法律上加以審判。
二十多年來，他積極投入人道主義團體發起的運動，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暴行，要求日本道歉和賠
償。
無論集會、演講、遊行，他都親自參加。
為伸張人類的正義作出實際貢獻，是他人道主義史學家的本色。

2009年10月26日，唐德剛在美國舊金山家中因腎衰竭過世，享壽八十九歲。
（資料來源：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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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上】
第一編 少年時期
第1章 時代、故鄉、家世
第2章 父母之教與童年生活
第二編 陸軍教育時期
第3章 陸軍小學的教育
第4章 廣西青年與辛亥革命
第5章 從陸軍速成學堂到將校講習所
第三編 初期軍中生活
第6章 護國軍中的青年軍官
第7章 討龍之役與初次負傷
第8章 護法戰爭
第9章 護法歸來
第10章 第一次粵桂戰爭
第11章 中山援桂之戰
第12章 六萬大山去來
第四編 統一廣西
第13章 孫陳失和與自治軍成立的經過
第14章 兩廣革命武力之初步合作
第15章 定桂討賊軍之成立與陸榮廷政權之覆滅
第16章 拒唐和討沈
第17章 討唐兩大戰役──昆侖關和沙埔之戰
第18章 統一後之廣西
第五編 從鎮南關到山海關──北伐回憶
第19章 兩廣統一與湖南之內訌
第20章 親赴廣州，促成北伐
第21章 北伐前夕的革命陣容
第22章 向長沙前進──北伐的序幕戰
第23章 長沙會議
第24章 汨羅江、汀泗橋、賀勝橋的攻擊戰
第25章 武昌之圍
第26章 進軍江西
第27章 箬溪、德安、王家鋪之血戰
第28章 肅清江西
第29章 勝利聲中的政治暗礁
第30章 中央北遷問題與反蔣運動
第31章 順流而下，底定東南
第32章 清黨與寧漢分裂
第33章 兩路北伐會師隴海路
第34章 徐州班師始末
第35章 總司令下野，寧漢息兵
第36章 龍潭之戰
第37章 寧漢復合的困難與特委會的風波
第38章 唐生智、張發奎之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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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重建中樞、綏靖兩湖
第40章 完成北伐
第41章 善後會議與東北易幟
第42章 編遣會議的糾紛
【下】
第六編 十年國難與內戰
第43章 所謂「武漢事變」之因果
第44章 護黨救國軍之緣起
第45章 擴大會議與北上護黨
第46章 苦撐桂局與西南開府
第47章 瀋陽事變後廣西之新面貌
第48章 福州人民政府與廣州「六一運動」
第七編 八年抗戰
第49章 暴風雨的前夕
第50章 「七．七」事變與上海、南京保衛戰
第51章 第五戰區初期防禦戰
第52章 台兒莊之戰
第53章 徐州會戰
第54章 武漢保衛戰
第55章 武漢棄守後之新形勢與隨棗會戰
第56章 歐戰爆發後之宜、棗及豫南、鄂北諸戰役
第57章 珍珠港事變後之五戰區
第58章 漢中行營期中對戰後局勢的預測
第59章 八年抗戰敵我優劣之檢討
第八編 從全盤勝利到徹底潰敗
第60章 勝利接收鑄成大錯
第61章 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北平行轅
第62章 競選副總統的動機與籌備經過
第63章 民主的高潮與逆流──當選副總統始末
第64章 急轉直下的內戰
第65章 從副總統到代總統
第66章 收拾不了的爛攤子
第67章 不堪回首的江南戰役
第68章 江南開門揖盜，廣州望梅止渴
第69章 自我毀滅的西南保衛戰
第70章 在粵之最後努力，對蔣之沉痛教訓
第71章 國府最後播遷，大陸全部淪陷
第72章 紐約就醫和華府作客
□結論
□附錄一：李宗仁聲明
□附錄二：邵力子、章士釗一九四八年在香港致李宗仁的勸降書
□附錄三：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 唐德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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