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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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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内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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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完成。当时的所长郭廷以先生对这部口述史十分重视，曾多次指示采访者，“
即使二三次的访问，仅访得一二句我们所未知或有启发性的话，就算有其收获了”。因此这部口述史
，可以说是回忆者与研究者为了深入历史细节，恢复历史的真相，孜孜以求，共同完成的成果，其史
料之详备，挖掘之深入，细节之丰富，是历来口述史中极为少见的。遗憾的是，这部口述史刊布后，
由于两岸之间的对立迟迟不能解除，大陆学者隔海相望，很多人无法接触这部史料，以致这部史料应
有的价值，未能在学术研究中充分反映出来。中国现代史是两岸共同的记忆，为了加强两岸的学术交
流，共建历史的完整面貌，我们征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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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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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说明
原版前言
第一编　早年生活
一、家世
二、家庭状况
三、早年之教育
四、参加北伐学生敢死队
五、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及保定军校
六、志愿请求分发至新疆见习
七、第一次未去成新疆
八、回广西见习
九、剿匪与禁烟
第二编　统一广西与北伐
一、统一广西
二、两广统一
三、赴湖南劝唐生智参加革命军
四、誓师北伐
五、奉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六、克服杭沪
七、龙潭战役前国内政治军事之回顾
八、龙潭战役（十六年八月廿六至卅一日）
九、西征
十、率师北上
第三编　抗日前情势
一、抗日战前敌我情势之分析
二、向编　遣会议提出军队实边之建议
第四编　 抗日战争
一、抗日
二、淞沪会战
三、南京保卫战
四、徐州会战
五、武汉会战
六、五战区游击战
七、第三战区游击战
八、华北战场诸战役
九、太原会战
十、国军第二期作战
十一、南昌会战
十二、随枣会战
十三、五战区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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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下）》

十四、长沙会战
十五、桂南会战（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中旬至二十九年二月下旬）
十六、远征军作战（三十一年三月中旬至六月中旬）
十七、抗战期间全面攻势中之冬季攻势
十八、枣宜会战（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上旬至六月下旬）
十九、常德会战（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上旬至十二月下旬）
二十、豫中会战
二十一、长衡会战（民国三十三年）
二十二、桂柳会战（三十三年九月上旬至十二月中旬）
二十三、湘粤桂边区作战（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中旬至二月中旬）
二十四、湘西会战（三十四年四月上旬至六月上旬）”
二十五、桂柳反攻作战（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下旬）
二十六、八年抗战中之游击战
二十七、抗战中海军作战经过概要
二十八、抗战中空军作战
二十九、后方勤务概要
三十、中美合作
三十一、日本投降
三十二、抗日战争之总检讨
第五编　 军训八年（陈三井 贾廷诗整理）
一、概论
二、概论（续）
三、军事教育之先决条件
四、战场需要决定军事教育之内容
五、基本教育
附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要军事会议与重要文献之摘要
附录二：蒋主席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之广播
附录三：日本向联合国降伏之文书
六、战斗教育
七、协同教育
八、特种战的教育
九、教育组织与方法
十、国民教育的改进及军官、军士教育的树立
第六编　战后来台
一、台湾简介
二、宣抚台湾的经过
三、台湾事变的处理
四、台湾省行政工作
第七编　广西的地理概要
一、广西的地理概要
二、广西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演变-
三、广西少数民族之来源及分布
第八编　广西的建设
一、人物介绍
二、从光绪末年到辛亥年的广西
三、陆荣廷统治下的广西
四、马君武当广西省长时期
五、统一广西
六、北伐（以广西对北伐之重要贡献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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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下）》

第九编　参加“国民大会”
一、主张先剿共后行宪
二、制宪国民大会
三、选举的纠纷
四、李德邻竞选副总统成功的分析
五、对但衡今等弹劾的答复
六、三十七年年底两封电报
七、和谈前后
八、“总统”复职
九、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
十、我劝陈“副总统”养体养望
十一、增订“动员战戡临时条款”
十二、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
十三、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
十四、对“国民大会”回忆之总检讨
第十编　广西军政时期
一、北伐后全国军政概况
二、编　遣会议
三、武汉事变
四、李济琛被扣后的广东
五、护党救国军的成立
六、护军第一次入粤作战
原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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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下）》

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原版前言
第一编 早年生活
一、家世
二、家庭状况
三、早年之教育
四、参加北伐学生敢死队
五、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及保定军校
六、志愿请求分发至新疆见习
七、第一次未去成新疆
八、回广西见习
九、剿匪与禁烟
第二编 统一广西与北伐
一、统一广西
二、两广统一
三、赴湖南劝唐生智参加革命军
四、誓师北伐
五、奉调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
六、克服杭沪
七、龙潭战役前国内政治军事之回顾
八、龙潭战役（十六年八月廿六至卅一日）
九、西征
十、率师北上
第三编 抗日前情势
一、抗日战前敌我情势之分析
二、向编遣会议提出军队实边之建议
第四编 抗日战争
一、抗日
二、淞沪会战
三、南京保卫战
四、徐州会战
五、武汉会战
六、五战区游击战
七、第三战区游击战
八、华北战场诸战役
九、太原会战
十、国军第二期作战
十一、南昌会战
十二、随枣会战
十三、五战区游击战
十四、长沙会战
十五、桂南会战（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中旬至二十九年二月下旬）
十六、远征军作战（三十一年三月中旬至六月中旬）
十七、抗战期间全面攻势中之冬季攻势
十八、枣宜会战（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上旬至六月下旬）
十九、常德会战（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上旬至十二月下旬）
二十、豫中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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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下）》

二十一、长衡会战（民国三十三年）
二十二、桂柳会战（三十三年九月上旬至十二月中旬）
二十三、湘粤桂边区作战（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中旬至二月中旬）
二十四、湘西会战（三十四年四月上旬至六月上旬）”
二十五、桂柳反攻作战（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下旬）
二十六、八年抗战中之游击战
二十七、抗战中海军作战经过概要
二十八、抗战中空军作战
二十九、后方勤务概要
三十、中美合作
三十一、日本投降
三十二、抗日战争之总检讨
第五编 军训八年（陈三井 贾廷诗整理）
一、概论
二、概论（续）
三、军事教育之先决条件
四、战场需要决定军事教育之内容
五、基本教育
附录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要军事会议与重要文献之摘要
附录二：蒋主席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之广播
附录三：日本向联合国降伏之文书
六、战斗教育
七、协同教育
八、特种战的教育
九、教育组织与方法
十、国民教育的改进及军官、军士教育的树立
第六编 战后来台
一、台湾简介
二、宣抚台湾的经过
三、台湾事变的处理
四、台湾省行政工作
第七编 广西的地理概要
一、广西的地理概要
二、广西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演变-
三、广西少数民族之来源及分布
第八编 广西的建设
一、人 物介绍
二、从光绪末年到辛亥年的广西
三、陆荣廷统治下的广西
四、马君武当广西省长时期
五、统一广西
六、北伐（以广西对北伐之重要贡献为中心）
第九编 参加“国民大会”
一、主张先剿共后行宪
二、制宪国民大会
三、选举的纠纷
四、李德邻竞选副总统成功的分析
五、对但衡今等弹劾的答复
六、三十七年年底两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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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下）》

七、和谈前后
八、“总统”复职
九、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
十、我劝陈“副总统”养体养望
十一、增订“动员战戡临时条款”
十二、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
十三、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
十四、对“国民大会”回忆之总检讨
第十编 广西军政时期
一、北伐后全国军政概况
二、编遣会议
三、武汉事变
四、李济琛被扣后的广东
五、护党救国军的成立
六、护军第一次入粤作战
原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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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下）》

章节摘录

第一编　早年生活　　一、家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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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庭状况榕华公之后裔，白佩、白玉皆科甲出身，或中举人或为秀才
。递传至白氏族谱之第十八代，即我先考志书公。公别号友三，卅五岁时与桂林西乡罗锦圩马全记之
大女公子结婚，即我先妣马氏，时年廿四。婚后生七男四女，夭折者男三人女一人，长成者男四人，
即崇勋、崇伦、崇禧、崇祜，女三人，长女年妹适海，次女德贞适马，三女三妹适傅。志书公自幼耕
读，至十九岁准备应试，师事白石老师。因于书房习作联句所用之音韵与其师不尽相同，受不当之处
罚，遂愤而弃儒从商，于桂林西乡苏桥圩开设永泰林商店，经营糖、油、豆、纸等什货，生意尚好。
因所雇之账房李瑞芝操守不佳；于志书公患脑病归真后，掌握所有账目，以致债主至门相逼，而我家
所放之外债，李氏悉据为私有。我兄弟因年幼不能接管店务，该店遂停止营业。家中变卖房田偿还债
务，因而生活日趋困难。　　三、早年之教育　　清光绪廿四年，我行年五岁，就读于私塾，启蒙老
师始为毛庆锡老师，继则为李玉田、白莲洲两老师。启蒙时，老师教我读《三字经》中之“幼而学，
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八句。嗣后，以《三字经》、《五言
诗》、《千家诗》、《对子书》、《幼学琼林》、四书、《诗》、《书》、《礼》、《易》、《春秋
》、《左传》等为教本。每日晨间须向先生背诵前一日所习之功课；每月初一、十五则须背诵所有教
过之功课。背诵若有错误，其处罚方式轻则面斥，重则打手、罚站、罚跪等。我于私塾五年，在读书
方面侥幸未受过处罚。我九岁时，六弟崇祜（宗墨）六岁，共师事白莲洲。在书房中，有同村毛长林
者，年十七。于同学中年龄最长，品德最坏，性情暴戾，常欺侮我兄弟二人。每月初一、十五他勒令
同学供其金钱、食物，名之为进贡，其座位恰于书房通往厕所之间，同学路经该处，他若不高兴，动
辄打人，名之为纳路税。我与六弟向憎恶其暴行。初一、十五既不“进贡”，大小便时绕道而行，避
其凶锋。他见我们不屈服，气愤已极，常常责骂我弟兄，或殴打崇祜。我虽恼怒，因年龄幼稚不敢与
之斗力，乃于崇祜密商非以智不能取胜。某日下午放学，乘毛下五级高之石阶时，我出其不意，在后
用力一推，毛滚滚而下，我乘机踢之两脚，迅速跑开，藏于我家背后之山岩内，叫崇祜回家禀告我的
父亲说明毛在书房之恶迹，以及我不得已而报复之经过。毛因面部、膝部受伤，流血甚多，毛之家人
向父亲责难。父亲虽不满毛在书房横行无理之仃为，但仍愿赔偿其医药费用。父亲对我因受辱而报复
之行为则不予深究。毛之家长复向白莲洲老师报告，白虽明察事之起因，为维护纲纪，将我棍责，并
告诫毛以后不准再欺侮同窗。此虽是我读书以来，第一次受处罚，然而毛之“纳贡”、 “苛捐”亦因
而取消，同学称快。我十岁以后读毕四书五经，其中以《书经》之《洪范篇》最难记忆。某次，我反
复诵读，不能熟记，而翌日恰为初一，又要背诵已学过之经书。我读至深夜，犹不能记，急得痛哭，
当时母亲在旁做针线相陪，劝我休息，待晨间再早起诵读，必可熟记。翌日拂晓，母亲唤醒我再读，
果然很快便能记忆，而旧功课亦一一及时温习完毕。我幼时读书，每当夜间温习，母亲必定相伴，见
我有艰难之状，则予以劝慰，虽时隔数十年，昔日之慈颜懿训至今犹历历在目。父亲见背，税叔志业
公以蒙馆管教松弛，欲送我至六塘圩新成立之小学校。他亲自带我至罗锦圩见我八舅父马公小甫，请
于送其子马献芝入学之便，连同送我及税姨婊之子白冠贤往六塘接受新式教育。我八舅父嫌贫爱富，
只允我于其店中做学徒。税叔当场反对，立即带我回家。约同本村乡老，敦请白莲洲老师主持私塾，
我于六弟崇祜就读年余。会吕元甫、吕伯刚、李仲义诸先生创立会仙小学，距我家约三华里，我与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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祜走读两年有余。我十四岁考入陆军小学校（报名时为符合规定，虚报十五岁），全省报名千余人，
只取一百廿名，我名列第六。蔡锷为总办，蔡是同盟会员，宣传革命思想。同学多受其薰陶纷纷剪发
，以后于陆军中学中凡无辫者，几尽为广西学生。我入陆军小学不及三月，患恶性疟疾，忽冷忽热。
半年过后，因功课旷废甚多，无法参加甄别试。蔡总办见我入学成绩优异未令退学。病延一年，家人
以为长期如此殊非良策，不如医愈后再投考学校，于是决心向校方申请退学。十六岁，我于六弟崇祜
投考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当时师范分优初二级），以第二名录取。校长廖道传办学认真，同学莫不慑
服。入学后，我因屡次考试名列第一，按照学校规定被选为领班生。于师范，我与崇祜共宿一室，当
时有同学何树信者，系桂林城内人，因成绩不能与我竞争，怀恨在心，常以“乡下人”取笑我与崇祜
。我素不理会。一日，他乘我不在，至我室内以恶言詈骂宗墨。适我归来，问之何事?何云： “呸！
乡下人！”我不禁大怒，以为大丈夫不可再受辱，狠狠地将何打倒地上，再踢他两脚以示惩罚。此为
我做学生以来，第一次打架。何趋告校长，优初两级同学闻之皆来劝我见校长时不可承认打倒何某事
，我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未接纳众人之意见，并整理行李，对宗墨说：“若校方决定开除我，我立
刻回家，汝务必努力读书。”诸同学因知何之为人，乃推举代表向校长陈情，说明何侮辱我之经过。
后经校方调查事由之始末，以为我不该殴人，而何亦不该欺侮同学，我被记一大过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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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所首任所长郭廷以教授一向注重口述历史的访问工作，对白崇禧将军的访问非常重视，他曾指示工
作同仁说：“即使两三次的访问，仅访得一两句我们所未知或有启发性的话，就算有其收获了。”因
此对于将军的访问，持续了三年又十个月。民国五十二年（1963）二月七日，郭所长指定贾廷诗、马
天纲两位先生开始访问将军，并由天纲兄记录；次年，天纲兄赴英留学，自第二十二次起由陈三井先
生接替；五十三年秋，三井兄赴法留学，第五十四次起由廷诗兄兼任记录；五十四年春，廷诗兄准备
赴美留学，第七十二次起由笔者负责记录，又自第八十二次起，由笔者独任访问兼记录，以迄于五十
五年（1966）十一月二十四日，将军不幸归真前最后一次的访问（第一百二十八次访问）。民国五十
六年，初稿抄录成册，由郭所长校阅全稿。又第七十一次以前之初稿，业经送呈将军改正，其余各次
初稿，因将军猝然辞世，而未及审阅，深以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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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崇禧口述自传(套装上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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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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耍小聪明没大气量的人往往都没好下场
2、可读性不强
3、这书有台版的,叫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有机会买了对照一下...如果有有识之士知道还请告知
4、其实我对白崇禧将军的生平是非常感兴趣的，可惜此书可读性差，远没有李宗仁回忆录好看，纯
粹当作史料记录差不多
5、这本书最大的问题，是有太多的军队番号和战役部署。这不是我想从先生那里得到的。说到内容
，虽然是先生亲口说的，但人在矮檐下，他也只能言不由衷，比如跟陈诚，说关系很好，这完全是扯
淡嘛。看来两岸都有同样的问题。很多话不能说呀。如果你不嫌贵，倒是也能翻翻。
6、字狂大，间距狂大，价格高，鄙视出版商
7、此书中白健生观点存疑，作为回忆录当事人的思想活动描述很零碎苍白~
8、不为求史，只为读人
9、而且战争也写得太专业，有些枯燥
10、被阉割的历史，不正不斜看起来就是难受
11、个人觉得书还是不错的 比较真实
12、很可惜 解放战争的部分是空白的
13、到底不如李宗仁回忆录好看
14、这套编写的人不太懂回忆录，回忆录的内容少。白崇禧回忆录里对白崇禧活动的介绍还不如李宗
仁回忆录里对白崇禧的介绍多，什么破书啊，编辑你也好意思出！！
15、资料虽详，然因蒋桂芥蒂，仍有难言之隐。
16、基本是一部战争史，最好结合地图看，我上课偷看就看得晕晕的，中国地图脑内重组了N回,现在
都能画出七七八八来了。还有，白先生真会打仗啊！
17、挺喜欢作者的叙述模式
18、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对国民党有关人士，特别是高级领导人妖魔化的现象非
常普遍，给我们一种这些人是天生的“坏人”的感觉。... 阅读更多
19、喜欢口述史
20、我嫂子的同学就是这本书的编辑，我问过她关于删节的事情，她说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几乎没
有，所以才这么难出版。不过这个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我党的仇恨和鄙视，删节的话是要完全删除一
句话不留的，所以才没法删。下面是她博客里的一段，关于这本书的。“辛苦筹备了近半个月的新书
发布会，在媒体、专家、场地、杂务一切安排就绪的时候，因为一道上级通知，被取消了。该通知的
大意是，适逢建国六十周年，我们的书和主旋律不太相符甚至背道而驰，所有宣传全部取消。就让它
们悄悄地在书店弥漫就行了。。。”
21、历次访谈录的整理自传，口述历史最热门那时候搞的作品。内容较水，但“小诸葛”的名号果然
不是白来的，对于军队训练、战争准备，相当有一套，可惜，我想看的历史细节部分不多、杂碎也懒
得整理，匆匆阅毕。
22、从历史上看，似乎除了中原大战，再也看不到老蒋嫡系军队的战斗力了。最能战斗的当属西北军
，包括冯玉祥和十七路军杨虎城的势力，杨虎城后来算是嫡系军了，但最终全投了共产党。冯玉祥的
西北军是最强的，也是最弱的，他们打仗最勇猛，但装备最差，最终让老蒋分化光了，一部分跟东北
军一样投了共产党。西北的晋系倒没什么特点。... 阅读更多
23、职业军人，白自认一生清白无亏。清党在他来看就是“剿匪”，从他当年在广西一口气杀掉38个
匪首、被当地老百姓立了生祠来看，并无道义上的亏欠。
24、相比桂系三巨头的另两位的回忆录，哎，实在是相当之无趣。。。。。。
其实相当之奇怪，三巨头里面，白的身体是最差，而且也是书生出身的但是却分管军事，可是相对彪
壮的李黄二人却是搞政治偏多。。。。。。。
25、不行，此书无意义，乏味
26、聪明正直
27、读了能更客观点的看到近代中国史
28、读白崇禧口述自传，了解北伐战争与抗战历史，也涉及辛亥之后国内各派势力的内外纷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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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斗。国共关系及数十年和战以致成败，远非简单的评判能够说清。即便是白崇禧本人，在政治失势
后闲居台湾，最后甚至死因成谜，很难说他的口述记录就是其真实的内心表达。
29、这书值得一看，珍贵历史人物在江湖中的位置与打拼~
30、相对于其他人的传，保留了部分具体的战斗文书。
31、读了一半，和李宗仁回忆录基本对得上。
32、只读了上。除了挺忠党国和委员长，就是大篇幅对战斗细节的记录，比较主观。
33、对比李宗仁口述史，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触。白崇禧此人，见识非凡，料事如神，思维缜密，故蒋
在北伐时候借去当参谋长，且德性高尚，统兵指挥，进退有度。虽然出自桂系，然而竟然能直接指挥
蒋嫡系黄埔军的军级军官，可见他在军队的号召力。可惜此人敏感细腻，极重感情，与李宗仁共过生
死，始终不负李宗仁。而李宗仁此人出自军队，作为将领是合格的。然权力欲极强，并无过人政治远
见与能力，利用白军队威望，为自身政治谋求一席之地，暗中掣肘蒋之政策，于国极为不利。最典型
某过于1936年的“六一兵变”，1948年4月的竞选副总统。白在回忆录中，对后来这件事追悔莫及。当
然，也可能为台湾局势所迫，想后世或者蒋表明态度。
34、书还没有细看，随手翻了翻目录，和共军作战的内容基本没有。如湘江战役，围剿中原野战军，
以及固守东南等。不知是原版就没有还是大陆的把它删了，实在是一套残品。这种残缺的传记实在没
有多大意思。
35、我看明白了，白崇禧没参与传说中的解放战争，抗战胜利以后直接奔台湾了
36、中共对言论及书籍出版管理还是那么独裁。
37、叙述比较苍白。
38、白崇禧作为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总长，对很多的历史的描述属于全局战略性的，结合其他一线将领
的描述，对历史的理解可以相得益彰，避开狭隘。
39、初阅于2011.02.24  罗列史实 比较乏味 p29/111/262
40、书编写上有点凌乱，可能是同时看了《李宗仁回忆录》的缘故
41、如果白崇禧是中共领导下的将军，如此战功赫赫，估计他的前途将不妙，在文革中会被整死，就
像彭德怀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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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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