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寒假社会实践工作总结报告 

项目组名称：国共抗战历史及红色精神传承探究——以容县籍将军为例 

成员：1951086 覃嘉昇 土木工程学院 

1951132 李尚泽 化学院 

1951155 伍茂良 汽车学院 

一．项目背景 

2021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这一历史的时间节点上，同济大

学红色基因寒假社会实践专项如火如荼的开展。本专项的开展目的在于促进广大青年

培养爱国主义热情，传承红色基因，从中体悟真理之甜、信仰之坚，鼓励实践团队深

入学习党的历史、发扬红色传统，通过走访红色景点、搜集整理资料、进行人物访谈

等方式，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光辉历程，做党的精神的传承人。也鼓励各项

目组深入学习宣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深入开展理

论宣讲、国情调研、行业观察、返乡寻访等社会实践，全面、深刻地认识党史国情，

感受时代变化和家乡发展，汲取前进力量。 

在学校团委的大力宣传下，我们抱着探究历史、探寻红色基因、感悟红色精神

的愿望，参加了此次寒假社会实践。在此社会实践过程中，我们学到的东西绝不少于

能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在此期间，我们虽不能将桂系地区尤其是容县籍的红色基因

全部挖掘出来，但红色基因的点滴积汇起来也是宏篇巨幅。 

二．调研步骤 

调研步骤简图如下：

 



三．历史调研 

在本次寒假社会实践前期，本小组成员通过前往玉林市图书馆查阅书籍、翻阅

古籍、登录知网查阅相关论文研究等方式探究抗战时期共产党与桂系军阀关系的改变

及其内涵。 

抗战时期，全国范围内军阀遍地开花，其中不乏实力强劲、军力雄厚的部队，

桂系军队便是其中之一。1925年，李宗仁（临桂籍）、黄绍竑（容县籍）、白崇禧

（临桂籍）三人通力合作，发动军事政变取得了广西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并在之后的

几年巩固民事、扩充军队，新桂系迅速发展为国民党中的一支地方武装实力派。 

桂系虽为国民党，但其政见与蒋介石的政策却频有摩擦，是国民党中的反蒋派，

因为蒋介石亲近其嫡系部队，将桂系视作一枚棋子，而桂系将领也深知，欲将地方武

装力量发展壮大，必须在国民党各势力中盘旋并保留全部实力。这也为后来桂系参与

策划“两广事变”逼蒋抗日做好了铺垫。 

桂系将领在北伐战争时期和国民党“剿共”时期对共产党的态度非常微妙，一

方面持“反共”态度的，也参与过“剿共”行动；另一方面也为共产党抗日捐款捐物，

让共产党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相抗衡。例如在第一次“剿共”行动中桂系军队也参与其

中，九一八事变后桂系军队为东北共产党游击队捐款十万大洋，在后来的“剿共”中

共产党途径广西桂系军队却又“视而不见”。但在华北事变后，桂系将领深明大义，

激烈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大力呼吁国共合作，建立全民族统一

战线。在此背景下，再加之中共及各界爱国群众抗日救亡怒涛的推动，以及蒋粤、蒋

桂矛盾的激化，以陈济棠、李宗仁为首的两广实力派发动了“两广事变”逼蒋抗日。

桂系的这一举动如巨石入水顿其千层浪，慌了蒋介石的阵脚，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激

烈反响。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支持、声援两广抗日的正义行动。“两广事变”主观上

促进了国共合作的步伐、加快了全国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后来的“西安事变”提供舆

论基础，客观上造成了蒋介石部队南迁，为共产党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良好环境。在

全国统一战线形成后，桂系军队游走在在桂湘粤地区与日军战斗，寸土必争。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桂系三巨头内部出现了分歧：黄绍竑亲共反蒋，白崇禧亲

蒋反共，李宗仁畏蒋畏共。此时桂系的实际控制权把握在白崇禧手中，白崇禧便带领

桂军与共产党作战。三巨头各自不同的选择也导向了三条截然不同的出路。白崇禧在

国民党战败后追随蒋介石逃至台湾，但蒋介石在将白的价值利用完后派特务严密监视

他，最终白客死他乡。黄绍竑走向人民一边，与 43名国民党高层一齐弃蒋投共，新中

国成立后历任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盟副主席，荣誉等身。李宗仁在解放战争后逃

往美国搞“第三方势力”，后受共产党政策下中国蓬勃发展的触动，又经周恩来总理

十多年的多方“打理”，于 1965年冲破重重阻挠回归祖国的怀抱。 



桂系三巨头后期的天壤之别的命运反映出了跟随历史潮流的重要性，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也侧面反映出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性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先进性，社会主义是

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支持毛泽东思想的黄绍竑满身荣誉，受毛

泽东思想潜移默化的李宗仁也能安享晚年，唯独发对毛泽东思想的白崇禧兔死狗烹、

客死他乡，令人唏嘘。 

备注：在这段历史中，难以单单讨论容县籍将领发挥的作用而不提及其他人物。故在

历史的调研中我们是以桂系将领的角度而非容县籍将领的角度进行探究。 

四．问卷调查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中国的红色文化就已经诞生，直至今天，它已经形成

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和内容。这一份传承已久的精神，在各个地方因不同的红色历

史而衍生出各具特色的地方红色精神。在如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探寻红色精神对

当下社会的影响依然意义深远。 

探寻“红色精神对人民的影响”主要通过网络问卷在社交网络进行调查。截至撰

写最终总结，共得到有效问卷 119份。本次实践的地点是容县，问卷中本地人和非本

地人分别为 88和 31人，约为 7：3。为了调查容县这一地方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我

们设置了“如果你是容县人，你是否认为容县是一座拥有红色革命史的县城？”这一

问题。去除不是容县人，回答是和否的分别有 83和 5人。由此可见，本地人对容县的

历史认识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仅有极少部分人可能缺乏对特定红色历史时期的相关事

迹缺乏了解。民国年间桂系将领虽然从属于国民党一派，但是由于国民党政权本身缺

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在后来形成的统一战线中，桂军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所以认识桂系将领有助于当地的红色革命发展的历史。在“您是否了解过黄绍竑、黄

旭初等民国桂系将领？”问题中，选择“了解过其生平、只是听说过其名字，并不了

解生平和没有听说过此类人物”的分别为 74、37和 8。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对这些历

史人物的生平有了解，说明这些曾经主政过广西的民国将领对地方有比较深厚的文化

影响。“您是否参过过黄绍竑、黄旭初故居等红色革命景点？”参观过的约占七成。

“您是否了解过桂系军阀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了解过约占到八成。

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是桂军参与的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积极意义的战争，也是这些战

争中地方军阀以其局限性发挥了积极的意义。在“你认为红色革命精神对于家乡经济

建设是否重要？”一题中，影响力平均值为 87.41（满分 100）。在“你觉得是否有必

要大力弘扬红色革命精神？”中，有必要占了 117人，几乎为全部。综上两个问题可

知，现在人们对红色精神仍有高程度的重视。“参观革命景点、学校家庭教育、查找

文献和媒体宣传”都被比较高程度地认为是学习红色革命文化地有效途径。了解、传

承红色文化的意义十分丰富，牢记历史、居安思危和坚定信念都被高程度认可。 



综上可以认为，在容县，大多数人们对红色革命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在当今的生

活中，红色革命精神仍被给予高程度重视。 

五．现实意义 

在进行调研之前，因其故居在容县，我们已经对黄绍竑等人少有了解。作为容县

的英雄人物，他们的故居是很多人前去参观的地点，这丰富了容县的历史文化底蕴，

让容县作为著名的将军故里远近闻名，因此，红色景点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助力

家乡的第三产业建设。不得不承认，军阀故居并不是很好的红色景点，我们的项目本

可以有更好的调研地点，如郑颖超纪念馆，瑞丰祥钱庄等。但我们认为，一方面其一

直作为容县的红色景点，一定也有其积极的地方，另一方面，通过对军阀的深刻认识，

例如对比黄绍竑故居及毛主席故居，可以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国民党差于共产党的部分，

学习革命先辈为国家奉献的抗战精神。革命前辈被地主和恶吏欺压惯了，知道只有共

产党才能带领他们打倒军阀地主，保护自己应得的权利，因此在投身抗战中能够奋不

顾身，最终取得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现在生活已经非常美好了，环境

改变我们不再需要舍生赴死，但他们的精神是适合所有时代的，通过参观学习红色景

点，我们可以了解当年社会的艰难，知道前辈的伟大，以及最重要的，学习他们的革

命精神，运用在自己的工作之中，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拥有核心精神的团队，

要比每人都精致利己的团队强大得多。因此，传承红色精神，培养社会每个人的奋斗

意识，是对家乡建设的重要支持。 

六．组员感悟 

覃嘉昇：在对家乡国共抗战历史及红色精神传承探究的过程中，我对于家乡的红色文

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看到了桂系将领在推动国共合作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那

段历史过程中涌现出的众多英勇将士已成为家乡人永远铭记的光辉历史，其中蕴涵着

的热血精神更是深入到了每一位家乡人的心中，成为家乡红色文化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我在党的精神和思想的熏陶下成长，不断感悟和学习红色文化

与精神。这一次的实践活动，既是我对于家乡红色文化的一次实践探究，也是我对于

党的精神文化更加深刻的学习与感悟。 

李尚泽：在这次对国民党军阀的调研实践中，从桂系对国民党，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

我对军阀的本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前期桂系期待民国政府的领导权，失利后便退

守广西，在两广地区保持半独立状态，各大军阀之间明争暗斗，削弱了民国政府的力

量，导致在抗日战争中未能建立统一的国家体系，无法集中力量抗击日军。桂系军阀

在抗日前期及国共合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形式一旦变化，抗日立场就开始动摇，

企图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后期国民党消极抗战，在桂军也体现了出来，显示出民国

政府正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成的反人民的、自私自利的政府，也许他们的一些行

动客观上帮助了人民，但他们的目的是利己的，不是为人民着想的，终会走向反人民



的一方；而共产党是站在人民一方的政党，站在历史的潮流之上，因此最终必定能推

翻军阀、战胜国民党，成为领导中国发展的力量。同样，我们现在也要时刻警惕，不

能让资本干预政府，不能让惰性影响人民，这也正是传承红色精神的意义所在，我们

学习前辈的革命精神，让人民培养奋斗精神，协力建设新时代；社会以史为鉴，使政

府保持其纯洁性，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伍茂良：这一次以“红色精神”为主题的调查，我们以家乡容县的历史人文为窗口，

发掘了许多对今天现实仍有借鉴意义的精神和值得反思的人文议题。我们聚焦以“黄

绍竑、黄旭初等国民党将领”为代表的历史人物，以历史为载体，读这些人物的生平，

进而思考他们的作为与早期地方“红色精神”形成的内在联系。中国共产党起源于人

民群众中，重读红色历史也要回到人民的历史中去。红色精神在每一个地区都有其不

同的形成方式，在容县或者广西，其具有与广泛意见派联系密切，或者说广泛团结各

方爱国力量的特点。在新时代的今天，作为仍需快速发展的广西地区，应该借鉴历史

上的红色精神，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吸收利用来稳步前进，在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建设

中大力弘扬，为建设和谐富足的现代化社会而努力。 

七．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