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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十六天》

内容概要

没有二二八，台湾绝非现在的台湾。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现代台湾历史上最惨痛的悲剧，所带来
的冲击和影响，至今仍未消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二二八是当代台湾历史的一个起点。事件爆发后
，白崇禧受国民政府派遣，前往台湾宣慰，止痛疗伤，抚慰民心，弭平动荡，前后16天，发挥了至为
关键的作用。白崇禧之于二二八事件，甚至对今天台湾的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然而目前两岸关于二
二八事件的研究，对白崇禧赴台宣慰这段历史，却仍然没有专门、详尽的讨论。
《关键十六天》是白崇禧将军之子、著名作家白先勇与历史学者廖彦博，共同寻访耆老，搜集湮没的
史料，收录历史照片约70幅，还原关键十六天的史实真相。本书抱持“还原历史真相”的态度，运用
各项档案、电报、函件，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与口述访谈记录，重建白崇禧奉命赴台宣慰的前因后
果，尽量以每个小时作为单位，近距离观察这平抚伤痛的关键十六天。书中回答了诸如“白崇禧作了
什么决定？发挥了什么作用？”“期间遭受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阻挠？”“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发展与善
后，还有往后的台湾，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等等一系列疑问，同时也披露了当时台湾军政当局千
方百计想要隐瞒的滥施捕杀的真相，阐明二二八事件背后当时台湾社会“三青团”、CC系、中统、军
统等国民党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各种民间团体、中共的力量等等之间的纠葛。
除了完整收录与白崇禧宣慰台湾相关的函电、讲词之外，为弥补官方档案之不足，更收进白先勇与“
二二八”见证人萧锦文、受难家属杨照等人的6篇口述访谈，以最新的史料提供读者来自民间社会的
不同观察角度。
这是一段被隐藏湮没多年的故事，也是台湾历史上不可不知的关键十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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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十六天》

精彩短评

1、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简单来说就是被当时的国民党给逼的。
1945年后日本战败，从台湾撤军，国民党又立刻派了大量人管理台湾，却与日本人大同小异。台湾的
当地人被外族人侵略的历史好不容易结束了，居然还被自己人欺负。国民党派了一大批没远见低智商
心胸狭隘的人去管理台湾管理得也如日本殖民专制一般，台湾人自然反抗。之后又派人安抚，虽然事
情结束，却始终会在人们心中留下不可抹去的伤痕。
2、回顾历史，窥探真相
3、這種帶有嚴重預設的研究不可取。白先生晚年這麼吹爹令人遺憾。
4、2015066
5、不算很好，作为通俗史料来看还可以，大部分内容是枯燥无聊的。
6、作为史料意义很大，但是作为一本书来讲的水平实在太差⋯⋯一个同性恋儿子对父亲的吹嘘让人
觉得真是呵呵，呵呵，呵呵
7、全书重新梳理了台湾“二二八事件”始末，又详述了白崇禧将军对台宣慰的整个过程。廖先生考
核全面，论述严谨，第二部分对亲历者（家属）的采访亦是重要补充。史料选辑录有当时相关函电，
演讲，文告，现在读来另有一番受益。白先生为父著书立名，孝心可鉴，虽不免有其立场的局限，但
也提供了一种视角。
8、基本上廖彦博的第一章就已经把白崇禧二二八宣慰的全过程写清楚了 白先勇的访问跟第一章有重
复 第三章普通读者也没必要看 啊 这本书太浪费纸了
9、为老爹表功也罢了，能把历史书写得连史料价值都没有，也真是不容易
10、史料文献价值还是有一点的，至于立论叙事云云，读之如嚼秕糠，委实痛苦。关键在于白崇禧演
的不过是历代王朝中”招抚使“的老角色，唱的也不过是先剿再抚的老戏码，即使没有白某人，也会
有别人充当此角。况且书中所记，不过是这位大员的行程（中央大员的风度，书中所附照片颇传神）
，以及贴了金的访谈，何以这十六天如此”关键“，令人困惑。想通过本书了解二二八对台湾历史进
程的意义，完全付之阙如，更谈不上对当代台湾问题的启发。不读也罢。
11、主观性太强，重复太多，就讲一个事:好多好多人因为白崇禧而活命而重生，大有“我”爸爸是白
崇禧，超帅，老厉害了，你没有吧？知道作者是白先勇，能不能谦虚点。书内容真是流水账，先是将
近两百页的行程记录，跟工作日记一样。然后口述访谈和史料选辑——这才是抄档后遗症！
12、另一种角度看二二八。
13、可能视角意义大于史实意义，虚无的历史，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14、（2015.3白先勇北大讲坛后基友赠书）儿子写父亲，又是白先勇这样的有着传统悲悯情怀的儿子
，难免有亲情立场下的局限性。很多内容都反反复复在写，访谈里白先勇的很多提问也很有导向性。
但从白氏视角看二二八，对乱世中渺小个人的拯救确是改变了无数家族的命运。
15、口述历史。
16、很奇怪的感觉
17、少了客观公允，可能更多地只是白先勇对父亲的个人情结吧。很多内容翻来覆去重复讲，说服度
太低。
18、不客气地讲，这本书是我所读过的“理想国”系列中内容最乏味、水准最低的一本。若不是因为
手中拿的是白先勇先生亲笔签名题字的版本，我真觉得印这样一本书是在浪费资源。
19、第一次听说“二二八”，看过了白先生带来的纪录片才知这是台湾每年都要揭一次的伤疤。白先
勇在大陆长到十四岁，其实在台湾也算是个外省人，他要在台湾讲这本书，收到的阻力和批评恐怕要
比在北大多得多。当我们回过头看这段历史，不仅仅是谁做了什么，看到更多的是一个庞大民族的多
元与相通，我们看岛上的人都是台湾人，但他们之间竟然还有这样的隔阂，白先生这一代心里恐怕还
是跟大陆更近，并怀着深深的撕裂的痛楚，所以不要因为海峡而将他们推远了。这本书是一个好的尝
试，不管白先勇的出发点是不是有为父亲正名的成分，至少他和廖彦博一起作出了努力，伤口捂着会
化脓，遮掩和惧怕只能让误会加深，说出历史所看见的，我们并不是要让持不同观点的大家马上达成
一致，但第一步先试着对话和相处吧。
20、一无所知，只作了解
21、书中一些观点值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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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十六天》

22、感觉观点和内容不足以支撑一本这么厚的书。有一定历史价值，但似乎不够深度。部分语句，略
有捧爹之嫌。
23、基本都是廖彦博写的，关于二二八的书能在大陆发表大概也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抹黑敌党的内容吧
。毕竟是为父立传，多多少少不够客观。白老先生还是安安心心的创作小说吧。
24、回望历史之殇，正视当下之痛。
25、白先勇捧爹大作~
26、其实是来看白先勇如何吹捧亲爹的，白先生文学造诣高，但不影响骨子里的传统人格，为尊者讳
做得一丝不苟，何必呢。
27、替父吹嘘，贬低政敌，我看到的其实都是所谓的游山玩水，出个公差而已。就成为关键了？
28、台湾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影响延绵至今，在动荡发生后，陈仪请兵入台进行镇压，白崇禧
以国防部长和蒋特使的身份赴台宣慰，他的态度决定了事件后续走向。白先勇和廖彦博博士联合写出
本书，廖主笔叙述白崇禧16天宣慰的过程，白先勇采访相关人士，全书最后附录相关报告、报道和信
函等史料。采访中，白崇禧义子粟明德的内容最为精彩，他有很多机会当面与白崇禧谈及此次事件并
介绍白的为人和轶事。主张杀错无妨的柯远芬在汇报时即被白崇禧拍桌呵斥，传达出白以安抚为策的
思路，停止枪杀恢复审讯，救下了很多人的生命，也为不扩散血腥和互相和解创造了条件，原书名：
《疗伤止痛》便是此意。白崇禧再返台湾后逐渐被排挤，有情报人员跟踪行迹，与宣慰建立的威信也
有关系。但全书内容互相重复处颇多，重文史存留缺乏透彻的分析。
29、对历史的了解。但通篇都是说一个人有多好多好，且同样的内容翻来倒去地说，看得有点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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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十六天》

精彩书评

1、白先勇，华文世界鼎鼎大名的作家。2012年出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发布会我去了，感受到他对父
亲深深的崇敬。也使我对白崇禧这样一个过去长期被国共双方都可以忽略回避的人有了新的看法。三
年过去了，白先生又出了他父亲在二二八事件中巨大作用的书，这角度让人前所未闻。二二八过去是
被大陆这边纪念的，是台湾人民英勇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记得我高中课本里都有提到过。可
是，随着国共第三次合作，容易让人想到89所以也就淡化了。我们对二二八事件知之甚少。其实台湾
人民对二二八事件又知道多少呢？这是一个已经被意识形态化的历史符号，代表着国民党的黑暗，外
省人欺负本省人，台湾人的苦难，已经成了台湾所有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原罪了。至于其中的真相和细
节反倒没有多少人去考究了。白先生从为其父亲洗冤的角度，找到了很多史料和口述，证明了白将军
是台湾人民的大救星这一结论。至于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还是从读完这本书《关键十六天》
开始吧。也许人到晚年会回到最真挚的情感吧，白先勇，一个同性恋者，没有为白家留下后代，可是
却用他的笔让白崇禧将军的很多尘封荣光被这片土地的人民所知。白崇禧，一生创建中华民国，捍卫
中华民国，虽然不免不少历史和人性的局限，大节终究不亏。军事才能上，能被毛泽东恨得咬牙切齿
的国民党将军恐怕也是不多的吧。我相信，当历史的尘埃全部沉淀之日，他的历史地位可能还会更高
吧。
2、今天能见到白先勇先生，再度圆梦，很是开心。白先生今日主讲其新书《关键十六天——白崇禧
将军与二二八事件》的内容。带着对父亲白崇禧的情感和敬意，怀着增进两岸交流的拳拳热心，白先
生演讲条理清晰，内容详实丰富，深情款款，使人获益良多。现将笔记梗概呈现如下：（鄙人笔记非
常简陋⋯⋯海涵⋯⋯）白先生以对父亲在大陆被称为“桂系军阀”的抗议开篇，讲述父亲从辛亥革命
到抗日战争的一系列功勋，认为他是一个对国家有益的人。随后，便进入“二二八”事件。“二二八
事件”，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这是一个有非常复杂的背景的事件，是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到祖国怀
抱，各种矛盾汇集的爆发。（本省人与外省人，土著民与汉族人，国民党专制统治与人们渴望自由，
日本殖民统治影响与大陆文化碰撞等等）事件发生后，台湾各处陷入混乱，以警备总司令陈仪为首的
国民党驻台官员立即采取了戒严和镇压的手段，更增加了恐慌。白崇禧作为第一届国防部长，被蒋介
石派往台湾宣慰。（之所以选择白崇禧，一则定是以其“小诸葛”的智慧，看重他儒将风范，二则因
为白崇禧为广西少数民族出身，对处理民族问题会很有手段）三月十七日，白崇禧到达台北，会晤了
陈仪和柯远芬后，迅速从台北前往台南，再从台南一路北上。白崇禧深入民间，做了细致的宣慰工作
，一步步稳定民心。还走进医院看望伤者。每一天都非常忙碌，行程满满。白崇禧宣慰中很重要一点
是对学生宽容。这来自他早年在广西兴学的传统，他理解学生容易受煽动，所以对他们应当宽大为怀
，既往不咎。唯独台东没有混乱，因为有马智礼的维护。马智礼是少数民族头目，很被白崇禧看重，
照相时令其坐在身旁，冷落了陈仪。当时，白崇禧的宣慰工作其实受到了陈仪和柯远芬等人的各种阻
挠，柯远芬等人还背着白崇禧进行暗杀。白崇禧知晓后，当场严厉批评，并于三月二十八日发布电报
（ 寅僉法一代电报），禁止滥捕滥杀。白部长还命令陈仪，呈报处决之人，释放情节轻微者，以维持
稳定。当年派系斗争严重，白崇禧在台湾步履维艰，左右为难，但依旧以魄力执行正确的决定。（蒋
介石还派蒋经国跟随白崇禧，虽然只跟了三天）四月二日，白崇禧完成宣慰工作，飞回南京。此次台
湾之行共十六天，但却意义重大，白崇禧的处置应该说是非常精当的，安慰被欺负的外省人，安置愤
怒的本土人，给本土人更多机会，还一并团结好了少数民族。白先勇先生统计二二八事件及后期处理
，大约死亡两千多人。“二二八”事件确为台湾省的转折点，许多仇视、敌意、矛盾，都自“二二八
”开始，后来诸多政客也开始利用此次事件，煽动本省与外省的情绪，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国民
党在此次事件中多有隐瞒，导致民间不了解。是因为白崇禧在此次处理中于台湾获得了很高声望，撤
退台湾后，白蒋不合，白为蒋所忌，于是蒋便将白的所作所为大部分抹杀掉了。通过白先勇先生的讲
述，那个在大陆被称为“二二八起义”的事件逐渐被真实还原了，而白崇禧，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
形象，也更加丰富饱满起来。儿子讲述父亲，还原父亲的历史，难免会有主观情绪和溢美之词，但是
换作这位讲述过“台北人”和“纽约客” 故事的儒雅白先勇先生，任何的主观溢美都无所妨害，终将
汇成汩汩暖流淌入每位有情感的听众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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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十六天》

章节试读

1、《关键十六天》的笔记-1关键十六天，代序

        1947年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不仅是台湾史上，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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