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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些年，“口述历史”在学术界风靡一时。
作为一种史学新流派，虽说发端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然考其源流，实滥觞于中国。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众多形同“口述历史”的经典了。
“六经皆史”，其中就有大量的口述。
对中国几千年文明延续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论语》，亦不失为一部经典的“口述历史”。
班固《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问夫子之语也。
”《论语》除了其思想、人文价值外，我们从中亦可探寻到当时的社会制度、礼俗形态和生活方式等
，其史学价值自不待言，或可称作“有韵之史记”。
《礼记?玉藻》中有言，“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可见，中国古代早就有专门记载“口述历史”的史官了。
一个时代的历史，不是由后人写出来的，而是由当世人共同塑造的，对他们言行与感悟的记载才是最
真实的历史。
今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套《口述历史辑要丛书》，正是对中国古代“记言修史”
传统的传承与光大。
　　“口述历史”项目最初是由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拟订并组织实
施的。
历时40余年，共收集整理了70多名民国时期名流硕彦的记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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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民国时期黄埔北伐的经过，包括北伐前的南北政局、北伐的基本过程、二次北伐等重大史
实，内容涉及国民党内的左右派之争、国民党右派之活动、国共合作及最终破裂等。
全书均由北伐的亲历者口述，内容翔实，细节丰富，可信度高，允为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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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文生，湖北建始人。
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
现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所副所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两岸关系等。
著作有《向西方学习走近胡适》、《清代台湾》（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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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北伐前的准备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一分为三，把持着北京政局，拒绝恢复约法，全国
陷入军阀割据状态。
打倒北洋军阀，实现全国统一也成为孙中山此后人生的最大宏愿。
为此，他曾在1917年、1922年、1924年三次督师北伐，可惜都因条件缺乏，无果而终。
特别是第二次的北伐，因为陈炯明的叛变而使孙中山遭受巨大打击，不仅使其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而且自己的以及夫人宋庆龄的人身安全都遭遇大祸。
事变发生后，孙中山决定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支持，确定了联俄联共之政策，改组国民党，
允许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至此广东革命形势焕然一新，为此后国民政府的北伐打下了良好基础。
　　正当南方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改变。
1924年，北方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将领冯玉祥临阵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联合
奉系组织北京临时政府，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孙中山乃毅然北上，途经天津抵达北京，全国舆论为之注目。
可惜就在此时，孙中山不幸罹患肝癌，经治疗无效，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
　　早在孙中山确定“联俄容共”政策时，国民党内对此就意见不一，并逐步分裂成左右派。
孙中山逝世后，这种斗争开始表面化。
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不断制造事端，排挤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
从而为后来国共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但此时国共都面临着完成孙中山北伐遗愿的历史重任，国共的斗争还暂时得到抑制。
　　1925年，革命军经过东征而扫荡了盘踞于广东东部的陈炯明残余势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同时实现了广东与广西的统一。
北伐的条件逐步成熟。
　　本章主要讲述陈炯明叛变经过，联俄容共政策之形成，孙中山北上与逝世经过，孙中山逝世后的
南方政局等方面的内容。
关于两广统一问题，也关系北伐甚大。
本丛书所涉及的传主白崇禧、潘宗武（均为桂系重要人物）对此述之甚详，相关内容已收录入《民国
军阀》卷，此处从略。
　　口述者简介　　马超俊(1886～1977)，字星樵，广东台山人。
国民党元老，擅长劳工运动，参与过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重
大政治活动。
与孙中山先生关系密切，亲历过孙中山北上与逝世全过程。
　　袁同畴(1901～1986)，字梧江，湖南汝城人。
1924年春到广州，加入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后，历任军校办公厅中尉秘书，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
部第三届执行委员、第四届常务委员，黄埔军校校史编纂委员会总编纂。
参加北伐战争，随军至汉口后转赴日本学习。
1928年初回国，任国民党湖南省“清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感化院院长，湘
粤边“讨逆”民团总指挥，湖南省地方自治筹备委员会委员。
国民政府内政部简任秘书，国民政府考试院参事兼高等考试典试委员。
　　邓家彦(1883～1966)，字孟硕，广西桂林人。
早年留学日本。
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司法部判事、广西支部长。
不久回国，在四川昌隆、成都等地借教书宣传反清革命，发展同盟会组织。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临时参议院议员。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在上海创办《中华民报》，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一度被捕入狱。
1914年夏留学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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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回国，参加讨袁护国战争。
次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发动的护法战争。
1921年任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宣传部长、广西支部长。
1924年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候补中央委员。
1926年在上海与马素等创办《独立周刊》。
　　周雍能(1895～1986)，号静斋，江西省鄱阳县人。
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分兼文书、电报两科科长，随军入湘赣。
北伐军进入江西后，被委任为赣北财政处处长，筹措北伐军费，整理财政，同时担任九江海关监督兼
江西交涉员，将九江英租界收回。
1927年江西省政府成立，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
此后先后出任南京市财政局长、安徽省财政厅长、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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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口述历史辑要丛书》，是对中国古代“记言修史”传统的传承与光大
，可谓补阙拾遗、承前启后、鉴往昭来，给我们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带来了惊喜与裨益。
　　丛书是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搜集、编撰的120余种民国时期名流硕彦的访谈录中，精心
筛选，按专题分册辑录而成。
所辑图书均系首次在大陆出版，可以说是继沈云龙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和台湾版《传记文学
丛书》之后，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又一史料全、涉及面广、忆述人物关键、史料价值极高的大型系
列读物。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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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口述历史辑要丛书”是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搜集、编撰的120余种民国时期名流硕彦
的访谈录中，精心筛选，按专题分册辑录而成。
所辑图书均系首次在大陆出版，可以说是继沈云龙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和台湾版《传记文学
丛书》之后，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又一史料全、涉及面广、忆述人物关键、史料价值极高的大型系
列读物。
　　本书为该丛书中的一本，主要讲述了民国时期黄埔北伐的经过，包括北伐前的南北政局、北伐的
基本过程、二次北伐等重大史实。
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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