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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的

话

中华民国, 从 1912 年到 1949
年, 只有短短 38 年的历史, 新旧交

替, 时局动荡, 是中国的一个特定

历史时期。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 要了解一

段历史, 就必须了解这段历史中的

人。 在中华民国短暂的 38 年里, 各

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上演了一

出出或壮烈或滑稽、 或光荣或可耻

的历史大剧。 在深深影响过那个时

代、 曾经也讳莫如深的 “民国那些

人” 中, 有金戈铁马的地方军阀, 有

纵横捭阖的政治精英, 有舍生取义的

志士仁人, 有精忠报国的铁血将士,
有投身实业的商贾大亨, 有声誉传世

的名流才子, 也有卖身求荣的汉奸叛

徒……如走马灯般络绎不绝的各类人

物, 组成和创造了中华民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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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历史人物的生平故事, 是

了解这段历史的很好的切入点。 《民
国那些人》 丛书分为 《北洋枭雄》
《智囊精英》 《民主先驱》 《中华英

烈》 《实业巨子》 《军中翘楚》 《思
想大家》 《文艺巨匠》 《科教大师》
《千秋罪人》 等十个分册, 对 “民国

那些人” 进行分门别类, 准确而概

括地介绍中华民国历史上各领域中

的代表性人物, 并辅以相关的历史

图片和历史知识作为链接。
需要说明的是, 丛书的绝大部

分分册是以人物属性为分类的依据,
有个别分册按人物所属时间段归类,
如 《北洋枭雄》, 以便使读者更好地

理解人物间的相关联系。 我们力求

使丛书在内容上深入浅出, 在形式

上图文并茂, 希望成为广大读者了

解中华民国历史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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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潜
　

程潜 (1882—1968), 字颂云, 1882 年 3 月 31 日生于湖南

醴陵。 早年读过私塾, 考取秀才, 后入长沙城南书院、 岳麓书

院。 1903 年春, 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武备学堂。 次年 8

月, 赴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文。 1905 年 8 月, 加入中国同

盟会。 1907 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习, 与李

烈钧、 唐继尧同学。

反袁护法

1908 年 12 月, 程潜毕业回国, 分到四川训练新军, 担任

过第十七镇参谋官, 同盟会长江上游联络员。 武昌起义中, 担

任炮兵指挥、 湖南都督府参谋长。 1913 年 3 月任湖南军事厅

长, 响应 “二次革命”, 组织讨袁军, 失败后, 逃亡日本, 进

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 与李根源、 李烈钧、 陈炯明等组织

欧事研究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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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链接

欧事研究会

1914 年, 孙中山在日本准备将国民党改组为具有极严格纪

律、 步调统一的中华革命党。 一部分国民党元老对入党必须加

盖指印、 绝对服从领袖等规定不满, 未参加该党。 时值第一次

世界大战爆发, 他们宣言研究欧事, 于 1914 年 8 月在东京组

织了欧事研究会。 参加者共一百余人, 主要人物有李根源、 程

潜、 李烈钧、 熊克武、 陈炯明、 陈独秀等。 曾准备推举未曾参

加中华革命党、 在美国游历的黄兴为领袖, 遭黄兴拒绝。 李根

源是该会的主要组织者和实际负责人。

欧事研究会没有系统的政治纲领性文件, 也没有严密的组

织, 更没有最高领导职务。 中日交涉 “二十一条” 时, 主张联

合袁世凯政府, 停止革命活动, 以便共同对外。 当袁世凯公开

帝制时, 欧事研究会转而成为武装讨袁的一支生力军, 并在促

进反袁各派的联合、 壮大反袁阵营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大作

用。

1915 年 11 月, 程潜受孙中山委派, 回国反袁。 1916 年 1

月, 到云南参加护国战争, 被委任为护国军湖南招抚使, 获拨

一个营的部队, 回湖南讨袁驱汤, 经贵州入湘, 3 月, 攻占靖

县, 建立政权, 迅速壮大为三个旅。 4 月, 召开湖南人民讨袁

大会, 程潜被推举为护国军湘军总司令, 宣布湖南独立。 7 月

6 日, 在桂系军阀支持下, 程潜率军攻占长沙, 湖南督军汤芗

铭逃亡。 是役, 程潜名声远扬。 8 月, 段祺瑞政府任命谭延闿200



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 夺取了护国战争的成果, 程潜辞职去上

海。

1917 年 8 月, 孙中山指派程潜回湖南, 策动旧部护法。 程

潜出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 在他的鼓舞和出色指挥下, 护法军

在萱洲河附近成功阻止了段祺瑞的援湘军, 改变了初战不利的

局面。 10 月, 在桂军支持下, 在湘潭、 株洲一线重创援湘军,

俘敌两万余人, 督湘的傅良佐逃离长沙。 11 月 16 日, 程潜进

入长沙, 被推为湖南省长, 谭延闿极力阻挠, 程潜率部退往新

市。

1918 年 1 日, 深谙兵贵神速之道的程潜, 再次挥师迅速攻

占湘北要地岳州。 段祺瑞调大军入湘, 护法军势单力薄, 不敌

北洋军。 谭延闿攻击程潜通敌, 1919 年 6 月, 程潜离湘去韶

关。

东征北伐

1920 年 12 月, 程潜出任广州军政府陆军次长, 代理部务,

协助孙中山处理军务。 1922 年 6 月, 陈炯明叛乱, 程潜曾亲自

去劝阻陈, 保护孙中山脱险, 任讨逆军总司令, 平定叛乱, 其

诚心正意为人称道。 1923 年 2 月, 程潜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

营军政部长, 筹划北伐。 5 月, 任东江讨逆总指挥, 东征陈炯

明, 又兼任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校长。 1924 年初国共合作建

立, 程潜任建国攻鄂军总司令。

1925 年 6 月, 率部回广州, 参与平定滇桂军阀的叛乱。 7

月被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 在随后的东征中, 程潜任第三纵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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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 程潜 (左一) 陪同孙中山 (右二) 在广州视察。

队队长, 镇定指挥, 置失守的河源于不顾, 孤军直取五华, 插

入敌心脏, 再现了程潜用兵神速的风采。

延伸阅读

程潜与孙中山

程潜是孙中山倚重的高级将领, 在讨袁、 护法、 平叛、 北

伐中战功赫赫, 是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他说:

“我们坚持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 至死不渝, 不能节外生枝,

立意标新。” 孙中山先生对程潜也信任有加, 曾感叹 “颂云是

血性男儿, 他毕竟是可共患难的”。

程潜在日本与孙中山结识, 并加入了同盟会, 向他请教革

命方略。 孙中山指示三点: 一、 首先打倒自己脑海中的敌人,

抛弃富贵利禄的观念, 树立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 服膺主义,

不与敌人妥协; 二、 革命军占领地区, 必须立即成立政府, 以400



为号召, 即使占领地区小至一州一县, 亦应如此; 三、 慎选革

命基地, 以发展革命力量。

程潜不但思想上臣服于孙中山, 而且在行动上是用生命保

卫孙中山。 1922 年 6 月 16 日, 陈炯明叛乱, 围攻总统府, 孙

中山被迫躲到军舰中。 危急之时程潜及时赶来保驾, 登上永丰

舰一直陪伴孙中山, 几经转移到香港再到上海, 直至安全脱

险。

1925 年 3 月 12 日, 闻听孙中山噩耗, 程潜挥毫写下了一

首七绝, 寄托对孙先生的哀思: “一弯冷月照寒窗, 巨星陨落

我哀伤。 主义炳天感遇后, 回首望前意茫茫。”

1926 年 1 月, 程潜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

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 程任军长, 与党代表兼政治部

主任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合作友好。 北伐战争中, 第六军入赣作

战, 程潜任中路总指挥。 9 月 15 日, 程潜指挥攻占空虚的南

昌, 孙传芳派兵反扑, 因第一军第一师军纪差, 不听节制, 又

无外援, 北伐军败退, 第六军损失过半, 第一军第一师几乎覆

没。 程潜化装成商人, 泅渡逃脱。 11 月, 北伐军再攻南昌, 程

亲赴前线督战, 组织强劲的攻势。 8 月, 北伐军终于占领南昌,

孙传芳的军队溃败, 江西之役获得胜利。

1927 年 1 月, 程潜任江右军总指挥, 率领第六军、 第二

军、 独立第二师沿长江南岸东进, 进入安徽、 江苏, 准备与东

路军会攻南京。 程潜率军迅速推进, 3 月 15 日, 在安徽当涂激

战, 打败直鲁联军及孙殿英部。 蒋介石命其驻守安徽当涂、 江

苏溧水一线, 等候东路军攻占镇江, 再夹击南京。 但是, 形势

突变, 直鲁联军全力反攻, 江右军弹药不济, 程潜当机立断,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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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东路军配合, 提前发起总攻, 全线出击, 并从陈调元、 王

普部借到 50 万发子弹, 全歼直鲁联军。 22 日, 一鼓作气连占

采石矶、 溧水、 慈湖, 23 日, 攻占南京。 英、 美、 日、 法等帝

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 下令军舰炮击南京, 造成中国

军民伤亡, 第六军奋起还击, 程潜兼任南京卫戍司令。

历史链接

南京惨案

1927 年 3 月 23 日, 北伐军兵临南京城下, 北洋军阀部队

节节败退。 24 日, 程潜所部进城, 城内秩序较为混乱。 这时,

南京城里的一些北洋溃兵和地痞趁火打劫, 有的甚至以北伐军

的名义去袭击英、 美、 日等国领事馆和外国人机关住宅。 于

是, 英、 美等帝国主义便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 下令停泊在

南京下关江面的军舰, 对进入南京的北伐军和南京居民进行炮

轰, 时间长达一小时之久, 酿成炸死炸伤中国军民数百人, 毁

坏房屋无数。

惨案发生后, 帝国主义列强不顾事实, 在恶意造谣中伤、

混淆是非的同时, 又向中国大量增兵, 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经过一年多的谈判, 于 1928 年 3 月 20 日, 南京国民政府与美

国签订了 “中美协定”, 协定诬指南京事件为中共所肇始, 国

民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道歉、 赔偿, 并答应 “惩办肇事兵卒及

其他人”, 而对中国人民所遭到的惨重损失却只字不提。
 

1926 年 11 月, 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蒋介石坚持迁都

南昌。 程潜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 1927 年 3 月, 国民党二届二600



中全会在汉口召开, 程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 军事委员会七人

主席团成员, 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统率第二、 第六、 第四

十等军, 沿津浦路北伐。 蒋介石的权力虽然被削弱, 但保留了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 仍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武汉国民政府

主席谭延闿密令程逮捕蒋, 剥夺其实权。 程权衡利弊, 不愿行

动。 李济深、 何应钦、 黄绍竑游说程拥蒋, 程拒绝。 蒋介石约

程反共清党。 程立即赶赴武汉报告, 随后返回南京, 准备带走

所部, 发觉蒋介石正在策划政变, 形势严峻, 便乘小火轮逃离

南京, 蒋军追来, 程化装躲藏, 幸运逃脱。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

政变后, 第六军被解除武装。 程在汉口重新组编第六军。

主持湘政

1927 年 8 月, 程潜任东征军江右军总指挥, 率部东征讨

蒋。 尚未交战, 蒋介石宣布下野, 宁汉已经合流, 程任国民党

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 汪精卫、 顾孟余、 唐生智因不满桂系把

持政权, 返回武汉, 组成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 对抗南

京。 程出任西征军第四路总指挥, 参与桂系讨唐。 11 月, 西征

军攻占汉口, 程任湘鄂临时政委会主席, 主持湖北政务。

1928 年 1 月, 西征军进军湖南, 与唐军激占于岳阳。 由于

蒋、 唐重新联合, 蒋策动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倒戈, 于 21

日夜与唐军李品仙部联合, 袭击第六军。 第六军防范不及, 损

失惨重。 程急忙调兵激战两日, 歼灭叶部, 唐军溃退。 25 日,

西征军占领长沙, 乘势追击, 唐军投降。 程兼任湖南省主席、

湖南全省清乡督办。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推定程为国民政府委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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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军事委员会常委。 湖南平定, 湘桂联合便破裂了。

　 　 唐生智 (1889—
1970), 湖南东安人,
参加了护国、 护法和
北伐等战争。 1937 年
主动 请 缨 保 卫 南 京,
失败后长期闲居湖南。
1949 年 在 湖 南 组 织
“ 和 平 自 救 ” 运 动,
参加湖南和平起义。

湖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桂系军

阀要占据湖南, 才能北上逐鹿中原。 程

潜的力量妨碍了桂系军阀的发展, 成为

桂系军阀的心头之患。 程未能识破桂系

军阀的意图, 依然以诚相待, 疏于防范。

桂系转而联蒋倒程。 3 月, 国民党中央政

治会议武汉分会成立, 李宗仁任主席,

程仅挂了个委员的头衔。 5 月中旬, 程赴

汉口开会, 被李宗仁以 “专横跋扈, 把

持湘政” 的罪名拘禁, 解除职务。 8 月,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正式决议停止程的

职权。 第六军发生分化, 张轸带余部由

湖南退往江西, 蒋介石密令江西省主席

朱培德消灭第六军, 第六军被歼灭, 程

因此失去了参与军阀纷争的资本, 寓居上海, 作诗填词, 打发

时光。 1931 年 12 月, 程潜复出, 任国民政府委员、 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 1935 年 12 月, 任参谋总长、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

员会委员。

延伸阅读

程潜的诗词

程潜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写下过数以百计的诗词, 其诗

作沿袭汉魏古风, 古朴苍劲, 雄健豪迈, 以诗叙史, 气魄宏

大, 曾被誉为 “一代钟吕之音”。
800



　 　 　 　
程潜手迹

抗战卫国

1937 年抗战爆发后, 程赴前线, 指挥作战。 9 月, 出任战

局危急的平汉线方面指挥, 抵御南侵的日军。 由于兵力单薄,

日军又是精锐的机械化部队, 10 月, 日军攻占正定、 石家庄。

程将部队撤到安阳、 漳河南岸布防, 程立下遗嘱, 准备拼死卫

国, 鼓励将士英勇抗敌。 20 日, 日军渡漳河, 双方激战, 形成

胶着状态。 汤恩伯部第十三军调往山西增援, 日军乘机攻击安

阳。 程令右翼宋哲元部迅速从大名北上, 袭击邢台, 扰乱敌

后, 解安阳之危。 但安阳守军不敌日军, 退守宝莲寺, 宋哲元

部也因日军进攻大名, 为保存实力, 于 11 月 11 日放弃了大

名, 程的部署被打乱, 赶紧在宝莲寺一带布防, 与日军对峙了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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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

1938 年 1 月, 程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2 月, 又兼任河南

省政府主席, 统率 30 多个师, 对日作战。 日军猛攻宝莲寺,

因右翼宋哲元部为保存实力, 不战而退, 日军乘势攻占濮阳、

长垣、 封丘, 与沿平汉线南进的日军主力呼应, 包围宋部, 宋

部弃新乡西逃, 程的防线被攻破。 但程仍以大局为重, 急调骑

兵北渡黄河, 策应宋部, 迫使日军不敢渡黄河南侵。 3 月, 程

指挥策应台儿庄战役, 在山东临沂、 峄县一带牵制日军。

5 月初, 徐州会战失利, 日军土肥原师团由鲁西向陇海线

快速推进, 赶抄第五战区西撤部队的后路, 蒋介石指示程组织

兰封会战, 阻灭日军。 14 日, 土肥原师团强渡黄河, 攻占兰

封, 程不顾危险, 赶到开封指挥, 夺回兰封, 把土肥原师团围

于三义砦、 罗砦南北之线, 形势较为有利, 但蒋介石下令向西

撤退, 进入山地, 避免在豫西平原决战。 6 月 6 日, 日军攻占

开封, 兰封会战结束。

历史链接

兰封会战

兰封会战是日军第十四师团土肥原贤二为配合徐州会战,

切断徐州中国军队之西面退路和阻止第一战区程潜部增援徐

州, 与中国军队发生的一场会战。 1938 年 5 月, 日军占领徐州

后, 出动机械化部队西犯。 为了稳定战局, 阻止日军西进, 蒋

介石亲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所在地郑州, 部署战略。 中国军队

集重兵于豫东平原, 组织兰封会战。 第一战区薛岳豫东兵团一

度调集几个军的兵力, 将日军第十四师团团团包围。 然而, 最010



日军与黄河对岸的中国军队对峙

终以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及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先后领兵

临阵弃守兰封, 日军占领兰封而告终。

豫东门户洞开, 战局急剧恶化。 中国军队被迫从豫东撤

退。 日军分多路进犯。 6 月 6 日河南省会开封被攻陷。 8 日,

日军前锋推进到距离郑州百里的白沙镇, 中原重镇郑州岌岌可

危。 兰封会战是武汉会战的前哨战, 兰封会战的失败, 也是造

成随后花园口黄河决堤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谋长晏勋甫建议程炸黄河大堤, 使洪水泛滥, 以解郑州

之危, 阻止日军西进, 程批准, 报蒋介石批准。 6 月 4 日, 程

电前敌总指挥薛岳, 令商震执行黄河掘堤任务。 不久, 商部炸

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四百余尺, 洪水淹没了河南、 安徽、 江苏等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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