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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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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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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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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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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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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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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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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章 重建中樞、綏靖兩湖
第40章 完成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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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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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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憶錄》

精彩短评

1、看完这本，发现老蒋绝对是不做死就不会死的典型啊
2、抗日英雄
3、主观性很强，不过是个有趣的视角。和小时候听老头子们吹牛的感觉很像，话说唐德刚的书都这
样。
4、确实牛逼，外加一点吹牛逼，唐君功德无量，留此口述历史
5、看完这个，再看白崇禧回忆录。收获更大
6、前三分之二还行，后边感觉就不行了！
7、远流用的什么破排版软件，好多标点符号跑到行首去了。
8、有失偏颇 但视角独特有趣
9、真应了这句话——49年以后，懂老毛的去了台湾，懂老蒋的留在大陆，两个都懂的去了美国。
10、神书，老李对委员长的种种吐糟好欢乐，那些神叨叨的阴谋论就更欢乐，他老人家五八年明显出
现了老年痴呆症状，怪不得后来跑回中国去当花瓶还娶了胡蝶的女儿
11、这本书颠覆了我对蒋中正的看法，可能是终生政敌的诋毁，也可能是历史真想的一个侧影。一样
的事情在不同人的眼里必然有不同的剪影，但是结局就是赤祸殃及神州。叹叹
12、出差两周唯一收获。。。很有意思的视角，抛开李先生自吹自擂不说，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上
还是很有自己的立场，仁厚有余而狠辣不足。与陈炯明等军阀战场上杀得你死我活恨不能生啖其肉而
后寄居香港陈氏等人竟请求拜访，可见什么都会败给时间。。最后其夫人身患绝症那段虽然篇幅很少
，读起来却很是凄凉。
13、五星评价也许客观有点过高，主观上的确使我受益颇多，随着对一段历史更多的认识之外，好像
更加清晰和丰富的历史改变了当下的很多观念，随着带来的就是未来丰富多彩的可能性
14、我看的是永莲清1986年版本，当年台湾旧书店买的。别的不多说，就再次感叹一下那些果粉、蒋
粉的无知和幼稚吧。以前德语系有一老师曾说“蒋公你尽力了”，我当时就觉得很莫名其妙，蒋公这
等品性能力真想坐稳总统宝座？看了李宗仁的回忆录，发现蒋公确实是“尽力”了，尽力做一个徇私
舞弊的独裁者，甚至为了权力这一目标不惜放弃大陆回到台湾经营小朝廷。看看他对汤恩伯长江布防
的战术布置就知道了，哈哈。。。
15、挺厚的。
16、很真实，也许有些部分带着自己的立场，但写到的事件足够珍贵了。
17、李宗仁他口中的历史说好话的、做好人的都是自己，而坏人坏事都是别人干的。
18、比较可信，读起来又流畅
19、唐德刚最好的口述历史之一，个人感觉比张学良的那一本好，比胡适的那一本也好。
20、大势之下，所谓政治无非源于直觉的人性博弈，单纯的就像哥斯拉毁灭城市。
21、这本书为读者了解被意识形态重重迷雾笼罩的民国史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唐德刚功不可没。
22、读过以后对中国的近代史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对国共战争，当时的政治文化有了更多的看法
23、难免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 
24、自己有没有自己说的那么好，委员长有没有那么些事我想我已经知道
25、问题不少，荒唐的错误也多，令人感到唐德刚根本不配做民国史研究。
26、德才皆不堪总统大位，失败又不肯负起责任，流落异域，却不甘寂寞，投诚新政权，妄图谋个晚
年，却落得名辱身死，总其一生，毫无操守可言！
27、可为旁引，不可尽信
28、稍后写个书评吧
29、我们看到的历史，看来真的好多都是筛选过的，人们会选他希望的结果

大一
30、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31、自思量
32、了解点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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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憶錄》

33、不真实
34、出乎意料的好，完全不似其他唐书东拉西扯，故事娓娓道来，如涓涓细流
35、如果我能投票，我必选德公
36、扣掉一星是因为实在太啰嗦了一点
37、找不到我读的版本了，书仓上的...还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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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憶錄》

精彩书评

1、刚看完上册。第一次这么详细地了解北伐的来龙去脉；同时也大概知道了几个军阀的关系（之前
我对蔡锷，唐继尧，白崇禧，陈炯明，唐生智，许崇智甚至分不历史的出场顺序）。上部总体感觉是
李宗仁将自己摆在了一个淡泊名利、只为苍生的位子上。其第七军艰苦朴素，骁勇善战，常能是以少
胜多，屡战屡胜，并能多次扭转危局；但第七军常带到不公平的待遇；李宗仁本人更是全身心革命，
不为当官发财；在各个革命阵营中斡旋，维系革命阵营，促成北伐等。另一个比较刺眼的地方就是李
宗仁在书中对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评语值得商榷。他抖搂出来的一些往事尤其是别人的糗
事，可能是真的，但感觉不提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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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憶錄》

章节试读

1、《李宗仁回憶錄》的笔记-第454页

        与谭廷闿，孙科座船遇袭：
此时风大浪急，敌船向我们一涌而来，真如蔽江蜉蝣。双方在短距离内隔船互射，烟雾弥漫，枪弹横
飞。谭廷闿，孙科和我，原来都在船侧走廊甲板上，这时乃避入舱房里面。孙科忙着觅地避弹，我和
谭廷闿则凭窗观战。只见敌船排山倒海而来，有的已向我船靠拢，船上士兵急急放枪，应接不暇。

此时我们舱内有一副官也在凭窗射击，但是他枪法欠准，又无战场经验，心慌意乱，竟屡射不中。谭
廷闿说：“你把驳壳枪给我！“说着，便把枪拿过来，瞄准射击。谭氏少年时喜骑射，今虽年老，工
夫仍在。敌人方靠近我船，未及攀登便中弹落水。迎面蜂拥而来之敌，竟被谭氏打得人仰船翻。

二代与二代，也有大不同。

2、《李宗仁回憶錄》的笔记-第753页

        绝对服从的刘峙：
抗战初期，战场上表现最坏的要算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刘氏在河北溃败
时，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不久，蒋先生又重用刘峙。据说，某次蒋夫人曾向委员长进言说：
“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吧？”

蒋先生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结果还是用了。

蒋先生所喜欢的便是像刘峙那样“绝对服从”，自己毫无主张的庸才，因此，国军战绩也就不易表现
了。

3、《李宗仁回憶錄》的笔记-第432页

        “倒戈将军”冯玉祥：

          冯玉祥为我国军界前辈，晚清时已任旅长。民初袁世凯称帝时，冯曾奉命入川与护国军蔡锷作战
，并受袁氏封为”男爵“。嗣隶皖系军阀，曾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后叛皖转隶直系。第二次直奉战争
时，又叛直自称“国民军”。时人称他为“倒戈将军”，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嗣国民军失败，冯氏
走俄加入国民党，与俄人过从甚密，故北方军人又呼他为“北赤”。
          
冯氏治军素称严厉。渠因皈依基督教，不烟不酒，所以其军中烟酒嫖赌，概行严禁，军纪严明，秋毫
无犯，为时人所称颂。冯氏也很能以身作则，粗衣素食，与士兵共甘苦。渠尤善于装模作样，能躬自
为伤病兵员洗脚，剪发。

4、《李宗仁回憶錄》的笔记-第345页

        蒋介石：

           “正当前线战况最激烈时，蒋总司令忽然约我一道赴城郭视察，我因为蒋氏未尝做过下级军官，
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葸胆怯。我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
烈，流弹在我们左右簌簌横飞，我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

5、《李宗仁回憶錄》的笔记-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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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憶錄》

        叶挺将军：

             “叶挺的确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位著名的共产党，思想激烈，一切都以共产党教条为依归。
这时共产党主张打倒旧礼教，解放妇女，并破坏贞操观念，因此共产党男女之间的关系也随便之至。
叶挺虽也随声附和，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年轻美貌的妻子，却金屋藏娇，防范极严，绝不轻易介绍给「
同志」们一见。这也是四军中尽人皆知的趣事。张发奎即举此事为例，向我说叶挺不是那样荒谬不念
旧交的共产党。“

6、《李宗仁回憶錄》的笔记-第100页

        太不要脸了，写得自己什么都预见到

7、《李宗仁回憶錄》的笔记-第603页

        陈济棠的故事：
（萧）佛成又告诉我一些关于陈济棠的笑话。这故事是当邓泽如在时，某日时近午夜，济棠忽亲自访
邓氏，约其同赴燕塘军校。邓问何事。陈说，他的将领今晚在军校“宣誓”，他希望邓先生前往“监
誓”。邓氏到了燕塘军校礼堂，只见礼堂上访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时，由
济棠唱名，各军官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
遭天谴”一类的”誓言“。读毕，即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身上痛劈三剑，以
表示仇恨与决心。

（香）翰屏又告诉我一事说，广州市内的警察都奉有陈氏密令，随时报告各高级军官的行踪。有时三
数高级军官将领暇时赴某地寻欢作乐，其他外人原不知道。孰知当他们玩兴正浓时，陈总司令忽然轻
车简从翩然痢止。陈来此并无恶意，只是笑对众人说：”你们到哪里我都知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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