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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崇禧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一生以军事为业，参加过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
历次圈共内战。1924年加入国民党后，始终担任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民国史的各个阶
段，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口述自传，是他晚年的访问记录。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经过128次访问。历时四年完成。其史料之详备。挖掘之深入，细节之丰富，是口述史中极为少见的。
　　白崇禧作为新桂系的代表人物，一生经历复杂，不但长期坚持反共立场，同蒋介石之间也若即若
离，恩怨丛杂。纠缠不清。这使他在陈述史实时，难免有某些党派和派系的成见，影响史料的客观性
，希望读者给予分　　析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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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是广西省桂林县南乡山尾村人。据白氏族谱所载：“吾族始祖伯笃鲁丁系元朝进士，原籍江南
江宁府上元县民，住水西门内。至元三年，以廉访副使莅任西粤，迨后致仕回籍，殁后葬金陵南门外
，地名夏家凹。公之次孙永龄官名伯龄于明洪武十三年游宦部属，分发出京，又莅任粤西。龄偕兄弟
永清、永秀等仍随入粤，因而落籍桂林，惟永秀公后代繁昌，相传明太祖禁止人民用外国姓，乃更伯
为白，而白氏之传流自兹始矣!”自伯笃鲁丁公相传，至十五世我太高祖考榕华公，少时家贫，有志向
学，乃由南乡进桂林城，到本家白某所开之商店佣工，在铺上半工半读，店主嘉其有志上进，鼓励他
去考试，举于清朝乾隆甲午科，赐进士出身。曾任四川开县知县，调署茂州，直隶州知州。后年迈告
归，定居桂林山尾村。　　时榕华公署茂州，直隶知州，当地人烟稀少，农田害奸甚乡，尤以蚂蝗为
最，人畜农作多被啮伤，耕地因而荒芜，蔓草丛生，人民生活非常艰苦。榕华公乃教民掘土造窑以烧
石灰而以石灰散播田中，因发高热，蚂蝗蔓草为之烧死，而草灰又可作肥料，农产乃渐有收获，州民
感戴不已，特载之于地方志中。此民国二十八年我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驻于重庆时，
中国回教协会开县支会之代表数人造访所面告。他们还告诉我：“榕华公笃信回教，于本县知事任内
，协助教务甚力。曾题‘认主独一’之匾赠送开县清真寺。至今仍然悬挂寺中，邑人视同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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