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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与李宗仁》由李宗仁原配夫人李秀文口述，李秀文侄媳妇谭明整理，将李秀文的传奇经历娓娓道
来。
披露了民国政坛、军界众多重要人物珍贵的历史资料——她和李宗仁的生活细节，李氏家族的兴衰起
落，他们与诸多现代名人的交往，以及他们亲历的现代中国许多重大事件。
为读者了解那段历史，了解李宗仁和桂系的成败，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

在语言风格上，《我与李宗仁》乍看貌似平淡，细读则韵味隽永，有其独特的魅力。
这部回忆录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相继发表。
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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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秀文，李宗仁原配夫人，广西临桂县槲头村人，生于1891年，1911年与李宗仁结婚。
当时李宗仁正在广西陆军小学习武。
随后李宗仁从军。
从排长开始。
逐步成为桂系首领..抗战时期，李宗仁率军浴血奋战，李秀文则长住广西，历尽离乱之苦.国民党败退
台湾后，李宗仁客居美国，李秀文则艰难辗转他乡，于1958年到达美国1973年遵从李宗仁遗嘱。
在新中国政府的周密安排下，回国定居，1992年于桂林去世。
享年102岁，李秀文的一生，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代，辗转广西、广东、上海、北京、
香港和古巴、美国等地居住，与许多重要历史人物都有交往，她的百年沧桑人生，凝结着许多历史传
奇，她的口述也见证了现代中国历史中某个重要的侧面。
谭明，李秀文侄媳妇，早年曾生活在李秀文身边，李秀文归国后又一直陪伴左右，与其朝夕相处数十
年，由于时时耳闻李宗仁、李秀文往事，所以对其言行、心态描述极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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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次，两只公鸡斗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我那外国小婶子却把那大母鸡抱了过来，说是
也要它加入去斗，谁知母鸡一来，两只公鸡便停止了战斗，一齐追赶那母鸡去了。
气得松林直瞪眼，旁边的人哄然大笑，田嫂竟笑到肚子抽筋。
那外国小婶则瞠目结舌，不知其所以然。
后来，松林用德语告诉她：“公鸡是不会同母鸡打架的，你这个大傻瓜！
”也难怪，外国人不作兴斗鸡，何况她连公鸡和母鸡都分不清。
也许是生活不习惯吧，又是抗日时期，时常有空袭，不过松林和他太太从来不跑警报，警报来了，他
们索性去睡觉。
真把田嫂急死了，只好把大门锁上，随他们去。
有时敌机轰炸频繁，松林夫妇只好回乡下转一转，这对于外国人是太不舒服了。
另外，那位太太与松林性格合不来，嗜好更为不同。
松林终日不思活动，彼此渐渐有分歧，常常争吵。
松林无奈，只好送她去香港，不久她便转回德国，此后便杳如黄鹤，再也没有音讯了，也没办过什么
离婚手续。
翌年，由朋友介绍同乡廖某之小女与松林结婚。
婚后与松林居住乡下。
解放后不久，松林去香港。
一住数年，无一正当职业，身边银钱用光，靠侄儿们接济。
我回国经过香港，时间匆促，来不及见到各亲，后听秋芬侄来信说，五叔已于前年病故。
松林死在各兄弟之最后，从此家中德邻一辈，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已离开人世。
妯娌中大姆病故在香港，十七嫂解放后不久死在家乡。
听说文卿三婶在南宁跟其娘家弟弟生活，我虽念妯娌之情，但她年事已高，身体有残疾，欲见一面亦
不容易了。
前辈虽已安息，后辈仍然繁衍，我的儿子幼邻为长兄，德明大伯共有六子三女，其长子秋芬在香港，
次子元生十年前空难，三子在台湾，听说前几年去世。
现一子月亭在美国，最小的孑子仔志强、志彦在加拿大。
各侄都在外成家立业。
秋芬暨志彦夫妇，曾一连归国省亲扫墓两次，足慰老人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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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就李宗仁个人治国用兵的能力来说，他应该说是位不世之“才”。
他于青壮年时期便能雄踞八桂，军而不阀，全省励精图治，举国有口皆碑。
所以，他才能稳坐“桂系”第一把交椅数十年而不倾。
最后还要做一任“假皇帝”始收场。
　　——唐德刚李宗仁与蒋介石一路纠缠，但在翻云覆雨之中，蒋介石始终未能完全斗垮他。
最后他们在国破山河在时劳燕分飞，但李宗仁在生命晚年，还以回归大陆发挥了恨别鸟惊心的作用，
把他的“剩余价值”别有所赠。
这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绝。
　　——李敖李秀文女士性和易、行笃敬，不慕虚名，但求实际。
助夫教子，相得益彰。
因李秀文女士识大体。
尽本分，德邻先生(李宗仁)才无内顾之忧，而能殚精竭虑，致力于统一广西、北伐和抗战的大业。
纵令秀文女士并不参与其事，亦与有功焉。
　　——程思远家父李宗仁终生在军政界度过。
很少有时间和我们相处，我是在母亲教育下长大的。
我能有今天，全是母亲的功劳。
母亲一生备受战火离乱、骨肉分离、夫妻分居之苦，但她慷慨豁达、能忍能让，尽管当上了夫人，仍
不失农家本色，是中国贤妻良母的典型。
　　——李幼邻祖父宽而高的颧骨下腮处深陷，像酒窝似的，实际上这“酒窝”是伤疤。
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脸颊传入，从鼻孔钻出来。
我和姐姐对祖父的“酒窝”特别感兴趣，常用手去摸，这时祖父就装作被子弹打中的痛苦样子。
吓唬、逗乐我们。
祖父是个出色的军人。
当过代总统，可在我们眼里他只是祖父，是个慈祥的老人。
　　——李雷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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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与李宗仁》：中兴桂系，抗日血战，拥蒋反蒋，海外归来李宗仁南征北讨、兵马一生，她有一半
功劳李宗仁：我一生敬重你，并不仅仅因为你是我的妻子，而是你的伟大!且听她说李宗仁的青春戎马
、晚节黄花桂系几经沉浮，英雄也许末路?国民政府的代总统，怎么成了红色江山的归客?李宗仁的女
人，世人只知郭德洁，最厉害的却是李秀文李宗仁原配夫人李秀文：我的回忆到此为止，此时我已心
如止水了!中文版首次完整披露．唐德刚、程思远、李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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