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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话虽然没有科学的根据，至少可算是中国数千年来从实际经验上得来的人寿
纪录标准。
假定这种标准是比较正确的话，那么，年过半百的人，所剩下的生命，至多也不过十几年二十年，可
以说是“去日苦多来日少！
”    我现在已经是过了五十的人了！
过去的五十年中，在国家的历史上，经过了满清的专制和民国的革命。
在世界的历史上，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个人的历史上，经过了从军、从政、办实业、办工程和其他许多杂乱无章没有系统的事情。
中间因时代的演变，无论是本省外省，国内国外，都起了异乎寻常的变化。
凡是生在这时代的人，无论是私的生活，公的事业，都会受到这种繁剧变化的影响。
就我本人说，过去五十年中，刚巧生活在这个时代里，对于许多繁剧的变化，不但耳闻目见，并还亲
身参与了若干部分的实际工作。
这不仅我个人认为幸运，咤为奇遇，我更很不客气地说：这许多变化的情形，实际的工作，无论对过
去，对未来，对现实一切，都可作为凭吊借鉴的史料。
同时对本人，对社会国家，以至整个的世界，也都具有一些记载的价值。
    我不是史官，我不必亦且不能作正式的本国或世界历史。
我希望和可能写的，亦只是本人五十年来由儿童生活到现阶段止，这一时期中，就本身的立场，写我
个人要写的几种事实。
论性质，像个自传，又有些像笔记。
论体裁，像个裨史，也有些像漫笔。
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好像还没有这一种前例。
但我并不希望合于哪一种的文章体例，我不用自传笔记稗史漫笔那些名目。
因为生平懒写日记，简直是没有日记，一切一切，全凭回忆，而所写的，又是个人过去五十年的事情
，所以干干脆脆地，定名日“五十回忆”。
    一个当代的人，要写许多与当代政治有关的史实，是太困难了。
中国历史上关于这种性质的文字狱，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数。
所以中国历代的历史，大都是当朝的官文书，或者是后人摭拾遗闻的补缀作品，很少见到当时有关系
的人物所作的真实记载。
即使有一二人想作这种记载，而处于专制淫威之下，亦只好是寄托于诗词或其他文艺之内，隐隐约约
的，稍露一些痕迹，反使后来读者，作似是而非的揣测或探索。
这真是中国过去私人对于有关政治记载的困难，亦是这种记载的最大缺陷！
    现在虽然是民国时代，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但是仍然怀着历史上的恐怖。
一则恐怕触犯了当局，二则恐怕得罪了生人，甚至恐怕得罪了与死人有关的生人。
所以要写起真实的史事来，的确有许多为难的地方。
古语所谓“盖棺论定”，照我另外一个解释，是要等这个人死了，才好把他的事实记载出来，公开批
评的意思。
这种历史遗留下来“恐怕得罪人”的心理，渐渐变成为社会上对人消极的道德观念，想起来真有些可
笑！
    我是一个当代人，而且还是一个与当代政治颇有关系的当事人。
在满清时代生长，而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
在广西旧军阀底下当军官，而起来推翻旧军阀。
曾与中共合作，而又与中共作战。
曾拥护中央，而又反对中央，后来仍然拥护中央。
在许多人的方面，或者由朋友而变成仇敌，或者由仇敌而变为朋友。
中间的变化，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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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就普通的观点来看，简直是一种儿戏。
但是事实的演变，确实是如此复杂。
这种情形，非身经其事的，不能知道，也不能描写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复杂，即使有一个知道很详细，而又是后来的局外人，要描写这一段历史，已很难着笔
。
何况是我，在自己的方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立场；在人家方面，又有很多不同的关系。
要处处顾到自己，又要处处顾到人家，真是要比。
没有关系的局外人难以着笔得多。
    但是我必先自己设法解除本身的束缚，同时预先要求读者，也解除历史上的束缚，然后我本人可以
写出正确的事实，读者也可以得到正确的认识。
    第一，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记载，我认为过去对于“正统”与“顺逆”的观念，是太重视了。
当局者或胜利者，都是要把自己的一方看作顺天应人的正统，而把对方看作大逆不道的反叛。
把自己一方面的事实，就是极坏的，都渲染得正大堂皇；把人家的事实，就是极好的，也抹杀得干干
净净。
一篇李秀成的供状，都要改得他恭恭顺顺，把大好的真实史迹，弄得完全变了个样儿。
此外许多秉笔作史的人，也总是先有了他自己的“正统”和“顺逆”，然后依着这种标准，写出文字
来，因而使得一般读者受到先人为主的影响，而失去他客观的理解。
我不愿再蹈这种陈套。
我没有“正统”“顺逆”的成见。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在正统顺逆中间颠来倒去的人啊。
    第二，对于人的关系上，我认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怕得罪人”与“故意得罪人”。
因为怕得罪人，所以许多的重要事实，就要因人而隐讳，不敢公然直陈。
因为故意得罪人，许多并不重要的事实，也就无中生有，肆口漫骂。
这种不诚实不坦白的态度和作风，都是作者主观生出来的结果。
并不是绝对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我们这一般人中，过去舆论是由敌而友，或由友而敌，现在都在国家统一之下，成为工作的一员。
以前的事实，照我看来，已无彼此隐讳的必要。
即使以后尚有为敌为友的变化，亦是时势使然，于现在的记载，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
若果我们不论以前站在任何方面，都能坦白叙述出来，不作损人利己的想头，当怀扬善存真的观念，
即使当事人读了，既可作为追思借鉴之资，并可作为见面时彼此笑谈材料，亦无伤于情感也。
    第三，关于事的方面，我认为以往对于事的叙述，太重视事的正面，而忽略了事的背景。
往往将许多事的起因，归之于人。
所谓“一失当，则举天下之罪，皆归诸其人之身。
”因人讳事，人与事之间，不能得到平衡。
非为事而牺牲人的和谐性，即为人而牺牲事的真实性。
殊不知事与人皆各有其时代背景与社会背景，我们若不能将时代背景与社会背景明显看清，则事与人
的是非纠纷，将一切无从判析。
所以我对于事与人的关系，看得轻一些，对于背景的关系，看得重一些。
希望读者同此见解，以免这种症结永远不能解除。
    根据以上三点见解，作为我写述的立场。
但是写述的技术上能否尽如吾意，我尚不敢自信，还望读者有以教之。
    此外我尚须声明者，我这写述，仅是就我自己参加过的一部分问题为范围。
在此范围以外的问题，除了较有密切关系者，不能不附述一二，其余一概不谈。
而且这是仅凭回忆的写述，脱落错误，在所不免，尤望读者予以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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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聚仁先生说，黄绍竑的这部回忆录“倒是自成一家言，视野很广，比之刘经扶、曹汝霖的回忆录，
不知高明得多少倍，庶几可以和蒋梦麟的《西潮》、沈亦云的《亦云回忆》、知堂老人的《回想录》
并驾齐驱。
他富有文艺修养，诗词写得不错。
他说：
‘我必先自己设法解除本身的束缚，向时预先要求读者也解除历史上的束缚，然后我本人可以写出正
确的事实，读者也可以得到正确的认识。
’此史家之言也”。

“黄氏，在国民党主政期间，他担任过内政部长，参加过长城战役，宣慰内蒙，又曾主浙江、湖北省
政，又曾主持庐山训练团，他的写的都是第一手史料。
读者披卷得珠玉，不会使人失望而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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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
新桂系三巨头之一，以政治谋略见长历任讨陆荣廷)军总指挥，国民党政府广西省主席，湖北省、浙江
省主席，内政部长等要职
是他将新桂系融入国民党．使之成为党内最大的实力反对派
他本人也不拘于广西一地，侧身庙堂之上，为新桂系开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将李宗仁推上总统宝座
成就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1949年国共和谈之际，他再次施展谋略，意图为桂系保住20万军队．被白崇禧拒绝，最终没能挽救了
新桂系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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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童年生活一、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容县，系广西旧梧州府属的一个县。
在唐代即已设治，名容州，置经略使。
县城名胜镇武阁，又名经略台，为唐代建筑物，至今尚坚固完好。
县境位于西江支流北流江之上游，亦即北流江之主要发源地。
环境多山，勾漏山脉由西而东，为粤桂两省之分水岭。
县境之南，与广东信宜县交界。
我家住容县一里的山咀村(本县分十里，山咀村属于一里。
)，到广东的边界，不足十里。
二、祖籍溯源自始祖释养公至今，已十有六世矣。
照族谱所记，我先祖源出中原，因满清人关，明社不保，乃避乱南迁，至广东之珠玑巷，由珠玑巷再
迁入广西。
始祖释养公兄弟二人，长兄道真公落籍广西博白县之车田墟，人口亦甚繁衍。
释养公则落籍容县，至今彼此尚有往来。
珠玑巷在小梅关南麓(梅关即梅岭上之关隘，土人称小梅关。
)，是南雄县极北的小镇市，实为北人南来渡梅岭后的第一宿站。
过此则分往各地，故两粤客来之民，问其始居之地，多以珠玑巷对，因为在他们祖先人粤以前，迁徙
的经过，多难记忆了。
我于民国三十三年夏经过其地，曾下车访问吾族故事，虽市井依然，而三百年前之事，已不知沧桑几
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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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
民国著名爱国将领，新桂系创建人，“桂系”三巨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随学生北伐敢死队赴武昌参战。
1912年人武昌陆军第2预备学校。
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步兵科，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1923年8月16日被孙中山委任为广西
讨贼军总指挥。
1924年5月与李宗仁、白崇禧部联合作战，实现广西统一。
从此，成为新桂系首领之一。
1924年11月作为李宗仁的代表去广州商谈两广统一事宜。
    1926年3月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任党代表，6月1日任广西省政府主席。
    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追随蒋介石。
1929年桂系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破裂，3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兵败，逃往香港。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桂张联军在衡阳大败，引起李宗仁等不满，黄遂辞职脱离桂系：赴南京面见
过蒋介石后赴香港、菲律宾旅行。
    1932年2月出任国民政府委员，3月出任内政部长兼代交通部部长。
1933年出任北平军事分会参谋团参谋长，5月北平政务整理委员，同日方作外交交涉。
1934年12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1935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
1936年12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
1937年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总队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部长，旋调任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娘子关战役。
1937年9月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11月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1942年9月任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6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6届中央监察委员，1947年6月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副院长。
1949年4月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到北平参加与中共谈判，和谈破裂后去香港。
8月13日在香港与刘斐、龙云等共44名国民党知名人士通电宣布与国民党政府决裂。
随即应邀赴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中央常委等职。
1966年9月在北京病逝。
    《五十回忆》是黄绍竑先生的回忆录。
作为一个与民国政治颇有关系的当事人，黄绍竑“在满清时代生长，而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在广西
旧军阀地下当军官，而起来推翻旧军阀；曾与中共合作，而又与中共作战；曾拥护中央，而又反对中
央，后来仍然拥护中央”，一生的风云际会充满了复杂的矛盾。
本书写成之时，作者已是年过五十，回头审视过去的自己和历史，作者去除了“正统”“顺逆”的成
见，克服了因人讳事、“怕得罪人”的心理障碍，本着对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时代背景的尊重，从出生
一直叙述到抗战胜利。
详细记载了自己的保定军官学校学习经历；与旧派桂系决裂，从军北阀；新桂系的崛起，成为民国时
期新桂系的核心人物；出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主席后参与广西建设；新粤桂战争；1929年与南京国民
政府关系破裂后的两次蒋桂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在江浙抗战第一线领军抗击日寇，与周恩来
等共产党人开始接触，联合抗敌等经历。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状况，文字朴实，感情真挚，爱国爱民之心
溢于言表，有高度的史料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是一本有价值的书。
本书仅仅反映了他前半生的经历，抗战结束以后的部分未有记叙，不免留下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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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黄公回忆录重新编排出版，以饷读者。
    编者    201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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