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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口述历史”近些年在学术界风靡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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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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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者都是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知名人物，或是与重要人物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士，
包括国民党党务要人、民国军政元老、科学教育方面的著名学者、经济及工业界人士、社会名流等，
内容涉及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
 而这套《口述历史辑要丛书》正是从“口述历史”项目所搜集编撰的120余种访谈录中，经精心筛选
后，按专题分册辑录而成的。
系首次在大陆出版，可以说是继沈云龙主编《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和台湾版《传记文学丛书》之外的
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又一史料全、涉及面广、忆述人士关键、史料价值极高的大型系列读物。
 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命运多舛、艰难困苦的时代，亦是一个奋发图强、英才辈出的时代。
这套书里既饱含了当世人血泪沧桑的经历、颠簸流离的人生，以及一种痛入骨髓的情感，也饱含了他
们心系社稷、忧国忧民的感叹和抵御外辱、献身民族的理想与志向。
这样的历史才是丰厚鲜活、有血有肉的历史。
但是，该书的口述者大多是当年国民党的党政要员，其忆述口径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再加上所述
内容皆为个人所见所闻，其中难免有记忆不周之处、亦有主观成见或为名人友人亲人讳。
这就需要我们阅读时能兼收并蓄、去伪存真。
他们的许多看法观点，我们不一定赞同，但是我们应该尊重。
因为它给我们展示的是历史的另一面，只有多面向的历史才是最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也使得这套书的
出版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其一，补阙拾遗。
研究历史的人都很明白，离当代越近的历史越难研究。
单凭文献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局限性很大。
许多重要事件，不是没有留下文字，就是重要档案尚未公开，甚至有许多东西被涂上了太多的脂粉。
那么这套口述历史，或许可以给我们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带来一份惊奇与裨益。
 其二，承前启后。
按照“春秋三世”的说法，书中的口述者是“所见世”，在今天我们这些人是“所闻世”。
我们能听到当世人的讲述，是我们的幸运。
因此我们亦有责任把这些“所见世” 者掌握的资料记录下来，把许多事情弄清楚，留下信史，这样才
有“所传闻世”。
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才不会因此而断绝，中华文明才能不断地繁荣发展。
 其三，鉴往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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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近现代的中国，天灾人祸、更迭相加，国破家残，生灵涂炭。
如今时过境迁，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与往昔大不相同，国泰民安、物阜民丰，处处散发着和谐之
气。
然《易经》有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出版这套书，不仅是要提供一个认识近现代中国的完整视角，更是要“以史为鉴”以“知兴替”，从
而可拒乱，乃至升平，直至万世太平。
 愿我中华民族从此复兴，永享盛世。
 泛泛为之一序，无以益其善美。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 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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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2～1944年，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政府先后两次派出近30万部队进入缅甸与日寇作战，在付出
了10余万人伤亡的代价后，全歼缅甸日军。

此战中，中国远征军反攻胜利，大放异彩，重新打通了国际交通线，使得国际援华物资运入中国；把
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揭开了正面战场对日反攻的序幕；钳制和重创了缅北、滇西日军，为盟军
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远征军(滇印缅参战将士口述全纪录)》口述者多为参战将士，他们的口述全面还原了中国远征
军历史。

中国的近现代是一个命运多舛、艰难困苦的时代，亦是一个奋发图强、英才辈出的时代。
《中国远征军(滇印缅参战将士口述全纪录)》里既饱含了当世人血泪沧桑的经历、颠簸流离的人生，
以及一种痛入骨髓的情感，也饱含了他们心系社稷、忧国忧民的感叹和抵御外辱、献身民族的理想与
志向。
本书由台湾问题专家、作家李立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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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立，湖南祁阳人，台湾问题专家、作家。
出版著作十几部，主要有：《目击台海风云》(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2005年度优秀图书)、《国民
党沉浮台湾——从蒋氏父子到连战马英九》、《世纪争锋——国民党与民进党决战台湾》、《国民党
上台内幕》、《民进党下台内幕》、《直面李敖》、《中华文化在两岸》、《亲历西安事变》、《李
敖说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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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1年12月15日，我随侯腾乘坐飞机赴缅，与此同时，杜聿明带领两个军日夜兼程向缅甸进发。
侯腾一行到达仰光后，向英军呈交中国拟定的缅南会战计划，但是英国人对这个计划并不积极。
我们到了以后，侯腾就跟胡敦就是英军总司令驻缅甸的商量。
说我们很要紧呢，如果不来，不及时进来，让日本人进来，我们就被动了。
他摇摇头，意思就是说日本人不会进来。
英国人虽然不愿意让中国军队入缅，帮助英军作战，不过他们却接受了另外一个建议，那就是请中国
派人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这一任务落在了我身上。
我接受这个任务，就是在仰光。
他们把一个军营给我们用。
17日我就开始组建，18日就组建起来了，19日、20日就要给我们授旗，就这么三天工夫。
2l号他就要给我们来检阅，那当然那个检阅是比较呆板的，就是举枪向右看的，也不走正步。
那个英国的参谋长哈丁看了很满意，说昨天你们还是老百姓，今天穿上军装就像个军队的样子，中国
人会创造奇迹。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英国人讲，我们中国人会创造奇迹。
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中国人“爱国仇敌”，就这个东西，他爱中国仇恨日本。
这就是他们的一切的智慧都出来了，我说将来打仗的时候，你看到我们也会有奇迹的。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我和他的华侨志愿队的确创造了奇迹，这支四百五十人的队伍，在1942年年初三
战三捷。
而与此同时，英军却在土瓦毛淡棉一带屡战屡败。
2月23日英军在锡唐河被围，又是我带领的华侨志愿队将日军冲退，使得三千多名英军士兵得以突围生
还。
那个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日本人在吃饭的时间我先打炮，炮一打我们就向前冲，后面我们志愿队就跟
着装甲车，有的趴在装甲车上，一路冲了大概七八里路，他这个部队就好退了，这个时候他们有的已
经投降了，还有三千多人还没有投降，他们就搞些门板啊，搞些东西就过河去了。
所以我们一到过岸以后，他那个师长讲：你们中国人了不起，我们的枪都丢了，你们连电台都带回来
了，枪都带过来了。
这件事情后来，韦维尔本来看不起中国军队，但是3月2日他一定要召见我，在那个腊戍机场握着我的
手讲。
他讲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你们中国军人真是好样的，我们英军全体将士和我本人非常感谢你们
在缅甸南部对我们的帮助。
另外讲，我已经报告英国帝国参谋部要给你们授勋颁奖，当时给了我们每个人一百英镑。
尽管英军印度总司令、人称“独眼将军”的韦维尔，对我和他所领导的缅甸华侨抗日志愿军赞赏有加
，但是我对这位英军统帅却一直没什么好感，因为在我看来，正是由于韦维尔对中国的偏见和殖民主
义者的自私自利，认为中国军队会赖在缅甸不走，认为中国军队打胜仗会动摇大英帝国在亚洲的统治
基础，这才使得《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搁浅。
而中国远征军没有能够适时地入缅作战，从而丧失了第一次取胜的有利时机，那同时也为后来中英联
军在缅甸战场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首次以盟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的身份飞临缅甸腊戍，筹划缅甸作战。
而年仅十九岁的我，作为中国驻缅军事代表侯腾少将的助手，也被留在了腊戍，也就是在3月初那短
短的一段时间里，我分别接触了中、美、英三国的高级将领。
1942年3月2日，英军印度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晋见蒋介石，情形我不大清楚，后来听他的侍卫官告诉我
的，蒋介石问他说英军有没有作战计划，他说没有，要不要建立统帅部，他说不要。
你说两支军队、两个国家军队在一起打仗，没有一个统帅部来统一指挥行吗？
他不要，他不要计划那怎么打？
所以蒋介石就跟他讲：你这个部队现在是挫败，要赶快恢复，我们一定掩护你们，但是（你们）一定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远征军>>

要有计划。
同时告诉他日本人可能要攻的。
他讲不会，锡唐河一千多米，他现在又没有器材，又没有船又没有橡皮艇，他的炮也没有来，坦克车
也不能来，只有些马匹，他补给都没有办法，他还能打吗？
韦维尔判断日军不能打，但他来把日本人估计得太呆板了，他是拿英国军队打仗的习惯来估计日本人
，日本人是个非常的军队，什么事情东方人有东方人的特点，有些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得到。
蒋介石讲他这个判断是不对的，后来蒋介石的判断是对了，日本人8日就拿下仰光了，蒋介石判断10日
以前一定拿到。
为什么？
10日是日本人陆军节，蒋介石是留日的，还晓得这些情况。
1942年3月2日晚，杜聿明约我谈话，当时我觉得这个人是个儒将，好像不像一个将军，他没有什么大
的威严，就像个教书先生一样，谈话也很慢条斯理的，对我有一个好的印象，而且他分析问题也很中
肯，就像戴安澜一样的，他说英国人对日本人苦头还没吃够。
他看了英国人在缅甸打仗的决心不是太大，我说我也看到这一点，但是你对这个英军的分析，下面能
打，上面不肯打，这样子，他这个部队就两条心了。
1942年3月3日上午，蒋介石召见我，本来他们安排的是接见的，我跟蒋介石只有三十分钟的谈话，哪
知道蒋介石这个人对我讲的话感兴趣，因为他不了解日本人究竟怎么样，英国人究竟怎么样，所以我
讲了一点后，他就开始问，问得比我讲的还多，他一问我我当然要答了，这样子一直就到九点五十分
还没结束。
蒋介石的侍卫官，他们有一个记号的，按一次铃，就是说这个结束快到了，按了好几次铃，他理都不
理。
后来还是他的侍卫长俞清时跑来轻轻地跟他讲，说史迪威快到了，杜聿明也等你好久了。
蒋介石说，哦，那就谈到这里吧。
然后我就给他敬个礼就走了。
走到下面来，他那个侍卫官叫皮宗瞰，湖南人，他讲，校长送你的书啊有三本，就是《曾胡治兵语录
》、《蒋总裁言行》，还有一本叫什么我忘记，三本书，另外还有一张照片，大概有这么大黑白的。
这边写“楚英同志”，下面有“蒋中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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