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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兩岸三地都有紀念活動，在這裏我想談談白崇禧將軍。 白

崇禧將軍一生，可以用「不以成敗論英雄」這句話來概括。 

白崇禧參加過武昌起義、北伐、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可說是戎馬一生。期間他起起

跌跌，其人生之最高峰是抗戰勝利之日，而最低谷則是敗退台灣的時候，所謂「敗軍之將

，何足言勇？」「半世英名付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 

 

由北伐英雄變成通緝犯 

一九二四年，白崇禧和李宗仁㩗手合作，打敗了廣西軍閥陸榮廷，因其軍事才能，白

崇禧赢得了「半個小諸葛」之美譽。一九二六年蔣介石誓師北伐，力邀白崇禧出任革命軍

參謀長，後來又出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跟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等軍閥開戰。蔣介石

對他非常信任，甚至委任他指揮蔣介石本人的嫡系部隊。 

可是，在一九二八年至三七年期間，白崇禧多次和蔣介石發生衝突，一九二九年蔣介

石宣稱要裁減和重編軍隊，一方面增加中央軍實力，另一方面削減地方軍隊，白崇禧不滿

，結果爆發了蔣桂戰爭，原本白崇禧是北伐英雄，但突然之間變成了被通緝的叛軍將領。

一九三零年，李宗仁、白崇禧在中原大戰中支持馮玉祥和閻錫山，反對蔣介石。一九三六

年，李宗仁、白崇禧又聯合廣東的陳濟棠反蔣。 

 

戰神蒞臨南京 

一九三七盧溝橋事變之後，蔣介石發表廬山聲明，號召全國一致抗日：「地無分東西

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 白崇禧拋開前嫌，到南京會見蔣介石，

共商抗日戰略，日本報紙報道說：「戰神蒞臨南京。」人生如戲，一年前白崇禧是叛將和

分裂國家的軍閥，隨後八年他變成了民族英雄。 

中日全面戰爭開打之後，蔣介石試圖轉移戰場，發動了淞滬會戰。白崇禧對蔣介石提

議：不應該在上海作無謂犧牲，要撤退去保存實力，但蔣中正認為上海之戰之目的是要引

起國際注意，所以堅持繼續撐下去，結果撐了三個月之後，國軍傷亡慘重，蔣介石的德式

嫡系部隊損失了四分之三。上海淪陷之後，日軍直撲南京，白崇禧對蔣介石建議把南京改

為不設防城市，然後從南京撤退，但蔣介石主張要保衛南京：南京失守之後，發生了慘絕

人寰的南京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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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 

在這段期間白崇禧十分困惱，因為他的多項建議都沒有被蔣介石接受。但無論如何，

蔣介石仍然對白崇禧委以重任，他參加了多場重要戰役，例如著名的台兒莊大㨗。 

一九三八年國民黨在武漢擧行最高軍事會議，白崇禧向蔣介石提出這個戰略：「積小

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以游擊戰輔助正規戰，跟日本人打持久戰。」這建議被蔣介石

接納為八年抗戰的最高戰略方針，而事後証明白崇禧是正確的。抗戰勝利後白崇禧獲得青

天白日勳章，美國羅斯福總統頒予他嘉猷勲章，英國也頒給他巴士武士奬章，這時候白崇

禧可說是走到人生的最高峰。 

 

無兵司令 

很多人都把白崇禧和林彪並列，因為兩人都是旗鼔相當的軍事奇才，在第一次國共合

作期間，身為連長的林彪是白崇禧的部下，有一次林彪因為衣觀不體面而被趕出，林彪悻

悻然說：「二十年後再見。」 

抗戰勝利後，國共雙方重啟內戰，林彪和白崇禧多次較量。 一九四六年，林彪是中共

東北部隊的總司令，白崇禧是國防部長，他到中國東北指揮國軍，在第二次四平戰役中擊

敗林彪的軍隊。白崇禧欲乘勝追擊，但蔣介石接受美國人的調停，下了停戰令，結果林彪

部隊得到喘息機會，捲土重來，最後中共大獲全勝。後來每次白崇禧提起在東北坐失良機

時都心痛不已。 

東北的戰鬥以國軍大敗而結束，此後，白崇禧和蔣介石都意見相左，一九四八年白崇

禧支持李宗仁競選副總統，之後被免除國防部長職務。在徐蚌會戰中，白崇禧不願提供支

援，後來雖然白崇禧同意由蔣的嫡系黃維兵團支援，但為時已晚，黃維兵團全軍覆沒。徐

蚌會戰國軍慘敗後，白崇禧倡議蔣介石下野，由李宗仁掌權。林彪渡過長江追擊白崇禧部

隊，白崇禧初有小勝，但隨後白崇禧的二十萬大軍逐漸被林彪軍隊殲滅，剩下的有些逃入

安南，有些退到海南島。一九四九年白崇禧由海南島抵達台灣，之後他要求派遣軍艦到海

南島接自己的舊部，最後國軍軍艦只在海南島接回了二十多個國軍。曾經統領三十幾萬大

軍的一代名將，結果淪為無兵司令。 

 

結語 

以軍事而言，林彪是大蠃家，白崇禧是大輸家。然而，白崇禧夫婦和十個兒女都平安

地到達台灣，雖然白崇禧不但在台灣沒有實權，而且還被當局監控，但他在一九六六年自

然病逝，得以善終，而其中一個兒子白先勇更成為知名作家。但在海峽對岸打敗白崇禧的



林彪卻與毛澤東決裂，一九七一年林彪攜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出逃蘇聯，結果專機墜毀

於蒙古境內，家散人亡。 

中共在內戰期間上下一心，但在和平時期卻內鬥不斷。另一方面，國民黨失掉大陸的

原因之一是派系林立，將領之間無法和衷合作，例如白崇禧一生中多次反蔣、倒蔣，但儘

管如此，白崇禧沒有被送入牛棚，沒有被剃隂陽頭，白先勇沒有被迫去批鬥父親。 

在蔣白矛盾中，不少作者都傾向於同情白崇禧，但平心而論，不是所有白崇禧的意見

一定正確。以淞滬會戰為例，中國苦撐三個月，破除了日本先前的「三月必亡中國論」，

打亂了日軍侵華的全盤計劃，亦達到了引起國際注意之目的，例如一九三七年十月，美國

總統羅斯福發表演說，譴責日本。 

而棄守南京是否就可以逃過南京大屠殺一刼呢？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中國軍隊輕易

放棄上海、南京和其他城市，這只會令日軍更加膽壯，也會令中國軍民士氣更加低落。 

至於支持李宗仁，白崇禧晚年時也承認錯誤，李宗仁取代蔣中正後卻進退失據，甚至

出走中國之後，也不辭去副總統職務，一九五四年，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六次會議罷免李宗

仁副總統職，白崇禧舉起雙手贊成。 

至於在東北坐失良機，白崇禧是正確的。但鑑於當時的外交困境，蔣中正亦沒有許多

選擇的空間。因為斯諾（Edgar Snow）和白修德（Theodore White）等記者的報告，再加上

許多其他原因，當時許多美國人都對中國共產黨有好感，而不喜歡國民黨政府。東北戰事

爆發後，美國特使馬歇爾批評國民黨政府，說這是因為蔣拒絕軍事調查小組進入東北的挑

釁行為導致。在四平戰役白崇禧部隊重創林彪部隊後，馬歇爾向蔣中正施壓，蔣中正只有

下停戰令，其後馬歇爾甚至對國民政府實行武器彈藥禁運。當時國軍依靠美國人的援助，

換了是白崇禧坐上蔣介石的位置，他也不得不下停戰令。 

時勢造英雄，在那個天翻地覆的年代，即使是軍事奇才，也難以扭轉乾坤。與其說白

崇禧將軍是「半世英名付流水」，不若說「不以成敗論英雄」。 

2015.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