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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將軍與
民國」學術座談
會紀要
許秀孟 國史館修纂處研究助理

研究歷史人物，往往因不同的詮釋角

度，而留有討論的空間。由趨勢教育基金

會、時報出版社與國史館於 5月 8、9日共
同主辦的「白崇禧將軍與民國」學術座談

會，就提供了一個辯證平台，讓歷史身後

人，包括家屬、學者與社會大眾，能從各自

的視角回顧白崇禧將軍一生的人際情感、軍

事經歷與宗教信仰。

該座談會起因於白先勇教授，近年來持

續為其父親白崇禧籌劃傳著，已於本年 5月
先行出版了照片集—《父親與民國：白崇

禧將軍身影集》（上下冊），披露許多從未

公開的珍貴照片，但為更深入探討白崇禧一

生的歷史，乃發起學術座談會，讓學者們就

相關議題進行公開的交流。

座談會首由白教授演講〈父親與民國〉

作為開場，白教授將家族記憶與國族情懷

融於一張張的黑白照片，由此鋪展如幻似真

的歷史場景。白崇禧從響應武昌起義，組成

革命敢死隊，到領軍參與北伐，指揮抗日作

戰，在歷次軍事行動中扮演樞紐的角色。其

個人的經歷，在當時的烽火歲月下，不啻為

一面對照鏡，折射出無數關於政治離合、軍

事興衰與家族起落的歷史軌跡。而由白教授

作為家屬角色娓娓道出，更有對先人往事濃

厚的孺慕、傷逝之情。

座談會共分五個主題，17篇文章，以
時代來區分，計有北伐時期、抗戰時期、國

共內戰與臺灣歲月，最後為總論。北伐時期

分別由劉維開、申曉雲、陳進金三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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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對白充分的信任與支持。然到 1944年
9月至 11月之間的桂柳會戰時，蔣、白在
軍事部署上的看法歧異甚大。張力指出白力

主保衛桂林，卻引發蔣的猜忌，恐其擁軍自

重。後桂林、柳州同時失陷，蔣、白皆歸咎

對方，兩人關係逐漸走下坡。

國共內戰時期，由林桶法、翟志成與陳

立文三位學者討論蔣、白關係的演變、白崇

禧在東北接收與國共作戰的角色等課題。林

桶法指出戰後蔣、白關係日趨複雜，在四平

街與三大戰役的戰略部署，雙方歧見加深，

白且為李宗仁助選副總統，更激化雙方的對

立。後國軍作戰失利，國府上下一片主和

聲，白首先發難要求蔣下野，從此兩人漸行

漸遠。翟志成則肯定白崇禧主張力戰四平

街，認為蔣中正下達的停戰令與其後國民黨

失去大陸政權關係至深。陳立文分析在東北

接收問題上，蔣、白雙方各有不同的考量

點。蔣面臨蘇聯與美國的外交壓力，以及復

甦社會經濟的重任，而白則著重戰略先機，

軍事第一，雙方衝突不可避免。

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白崇禧亦隨同來

臺，展開了臺灣歲月。侯坤宏先論述在此之

前臺灣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擔任國防部長的

白崇禧代表中央最高官員來臺宣慰，其寬大

處置的作為令人印象深刻。石永貴與賈廷詩

則分享其與白近距離接觸的記憶。石永貴認

為白在回教發展上貢獻良大，造福無數回民

子弟；賈廷詩從其參與白崇禧口述訪談過程

中觀察了白的家庭生活，認為其念念不忘國

報告白崇禧的北伐軍事經歷、桂系崛起、治

理廣西經驗與蔣桂戰爭之因果等議題。劉維

開指出白崇禧在此之前尚為廣西地方軍人，

在北伐過程中，一路擔任國民革命軍副參謀

長、總參謀長、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等重要職

務，鍛鍊出戰略才能。申曉雲則論述在桂系

形成集團勢力的過程中，白崇禧扮演李宗仁

與黃紹竑的調和人，致力促成兩廣統一，與

蔣中正合作出師北伐等，成為往後國民政府

中左右大局的軍事力量。另申曉雲也討論了

桂系治理、重建了廣西社會秩序，於當時有

模範省的典範之稱。北伐完成後，桂系勢力

的膨脹讓蔣中正備感威脅，雙方衝突的導火

線是中央厲行編遣國軍，而爆發戰爭。陳進

金認為蔣桂戰爭使中國無法實質統一，並為

中央、地方衝突的開端。

抗戰時期，由李君山、楊維真與張力三

位學者分別討論白崇禧與桂軍參與的幾場

重要戰役。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白崇禧飛赴

中央研議國防，象徵國民政府的團結，白並

就任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李君山指出白

曾向蔣中正提出許多戰略建議，諸如即時撤

退淞滬戰場，以保存國軍戰力；懲處作戰不

利之韓復榘，以肅軍紀等，可知白對抗戰

時局有透徹的了解。1938年 11月，白崇禧
出任桂林行營主任，並指揮桂南會戰，曾一

度攻下崑崙關，惟日方調遣大軍增援，崑崙

關再度失守，賓陽亦陷落。該會戰結束後，

雖然白因督率不利，遭降級處分，但楊維真

認為期間蔣授權白調動杜聿明第五軍精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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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常沉浸過去的回憶中。

座談會的最後，由呂芳上、齊錫生、張

瑞德、陳三井四位學者綜論白崇禧，及其所

屬的政治勢力—新桂系（區別陸榮廷的舊桂

系），在民國史上的地位。呂芳上認為新桂

系是「擴張型的地方主義者」，是北伐、抗

戰的生力軍，並有問鼎中原的野心，但不免

構成國家走向統一與近代化的威脅。齊錫生

則指出白崇禧屬戰略家、軍事家，但與蔣中

正因派系、地域意識上產生的政治衝突，讓

雙方始終存在競爭關係。張瑞德探討白崇禧

與民國邊政，檢討以往批評白幫助漢人壓制

藏人的說法，認為在冷戰結束前，世界各主

要國家均主張領土的完整性，更勝於民族自

決。因此不能以當代的價值標準評價歷史人

物。陳三井總結白崇禧的歷史地位，除了北

伐、抗戰的軍事成就外，並建設廣西、宣慰

臺灣二二八事件等，絕對是民國史上的風雲

人物之一。

座談結束，為時一天半的「白崇禧將軍

與民國」學術座談會，就在與會觀眾熱切的

掌聲中落幕。此次座談會欲跳脫往昔從中央

看地方的視角，而以白崇禧個人為討論的主

體，重新評價其歷史地位與角色，冀盼能在

主流論述之外，寫下更多元的歷史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