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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伯钧同志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的

高级干部之一,是一位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和著名的军事

教育家、军事理论家。我在国防大学工作期间,曾带学员

回井冈山现地教学,在宁岗龙江书院的旧址,就曾追念伯

钧同志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期间参与创立我军院校的

源头———红军军官教导队的革命经历。
回想战争年代,久闻他骁勇善战,26岁就担任军团

长;延安时期,我在抗大学习时,深知他知识渊博,是位

杰出的军事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伯钧同志在南京军事

学院先当副教育长,后又当副院长、院长,我在军事学院

战役系学习,作为一名学员,我对伯钧同志表现出的那种

忘我精神深感敬重。伯钧同志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

全,是一位具有革命家风范和知识分子气质的儒将,确实

像毛主席称赞的那样,是我们的 “红军干才”。正是因为

我同伯钧同志一样,从军后都有相当长的院校工作经历,
所以尤感他作为人民军队创立的见证者和重要参与者,以

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于探索的实践精神,为军队建设特别

是军队院校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作为伯钧同志的老战友,谨以此表达我对伯钧同志的

深切缅怀。
(张震,中央军委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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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巴山脚下坝头娃

在大巴山南麓的川东北一个峰峦起伏的地方,有一处

小平原,嘉陵江支流 州 河 横 穿 而 过,与 山 相 连,与 水 相

依,这里就是达县的河市坝。

河市坝东头有一农家院子,一条涓涓的小溪从院前淌

过,清澈见底。每到夏 天,男 女 老 少 常 赤 脚 在 小 溪 里 玩

耍,溪水在脚背上轻轻地流过,使人心旷神怡,于是便有

了一个淡雅的名字:洗脚溪。陈伯钧就诞生在洗脚溪旁边

的农家院子里。

20世纪初叶,河市坝是一个不大的水码头,虽只是一

个小的商埠,却也相当闹热,凡遇赶场天,十里八乡的农

民一大早就挑上自家产的粮食、蔬菜、鸡鸭、禽蛋和竹编

制品等到河市坝赶场。场上从生产用具到生活物资,一应

俱全。到了中午,河市 坝 的 正 街 已 是 人 头 攒 动,拥 挤 不

堪,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挑夫吆喝声、呼娃喊娘声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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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耳。街面上嘈杂之声伴随着你来我往的人流,至少要持

续到太阳偏西。在这里,满载粮食、药材、山货等大宗货

物的大小木船,像一字长龙似的从州河顺渠江而下,伴随

着激越悠扬的川江号子声,驶向嘉陵江下游的商品集散地

———重庆。

巴山高,渠水长,千百年来人民群众在这片热土上创

造了璀璨的巴渠文化。这片山清水秀、气候宜人的土地,

曾经是远古土著部落 “虎巴”的故乡。先民巴人勇猛强

悍、淳厚质朴的民风,世代传承。

在明末清初的大战乱中,四川人口骤减,清政府 从

东、南各省大量移民到川,陈家随着这股移民潮从江西九

江义门迁徙到达县的金垭场落脚,不久又分出一支在不远

的河市坝洗脚溪安家。陈伯钧的父亲陈邦栋,同他的胞弟

陈邦梁就住在洗脚溪边的农家大院。家里除了30亩田地

半种半租外,还开了煮酒作坊和染坊。

金垭场的陈家出了一位值得称道的人物,那就是被陈

伯钧称为 “槐叔”的陈邦榕。陈邦榕学 名 陈 炳 堃,字 应

槐。陈应槐能文能武,与宣汉县的王维舟、大竹县的李绍

尹同时参加辛亥革命。辛亥举义后,陈应槐先后担任达县

军政长、护国军川东行营司令、援鄂第五路军总司令兼摄

嘉陵道道尹等职,广州军政府孙中山大元帅特授陈应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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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中将,军政府颁给他三等文虎章。
 

陈应槐不仅习武功,

还善文学,著有 《怀仁堂集》,对少年陈伯钧影响颇深。

陈家在河市坝是旺族。陈伯钧的父亲陈邦栋,出身武

秀才,据说他能单手举起80公斤的石礅。陈邦栋为人厚

道,乐于帮助乡邻,曾捐资在洗脚溪旁的小河沟修了一座

木桥。为了方便行人,晚上还点亮煤油灯高高挂在黄桷树

上,为过桥者照明。

陈伯钧的母亲郑大姑,娘家在河市坝也是旺族。在闭

塞的封建社会里,女人是没有名字的。她嫁到陈家后,便

冠以丈夫的姓氏,在户籍册上登记的是 “陈郑氏”,乡邻

们都尊称她为郑大姑。郑家也是书香门第,郑大姑幼时读

过 《女儿经》之类的书,认识一些字。嫁到陈家后,她担

负起了家庭主妇的角色,善良、贤惠、勤劳,抚儿育女、

操持家务。陈家虽不贫穷,但十多张嘴巴要吃要喝,一大

家子的开销也是紧巴巴的。郑大姑忙完家务,就又开始手

摇纺车,经常纺纱织布到天亮,为的是卖些钱补贴家用。

郑大姑还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每到初一、十五她都要到

庙里去烧香拜佛,吃斋饭,佛教里说的行善积德的道理在

她脑海里扎下了根,因而她对乡亲邻里总是那么和善,乐

于帮助穷人。

陈伯钧生于公元1910年11月26日,农历庚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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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他初名陈国懋,字少达,号稚勉。陈邦栋、陈邦梁

没有分家,弟兄两家共有9个子女。按 《陈氏族谱》的排

列,9个子女的顺序是:老大陈国忠、老二陈国志、老三

陈国恕、老四陈国宪、老五陈国恩、老六陈国惠、老七陈

国懋、老八陈国慤,老幺是个女孩,叫陈国慜。陈伯钧排

行第七。

在陈伯钧的兄弟中,有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任职的。

1936年毛泽东在给陈伯钧的信中曾提到: “你那些兄弟

(在国民党的)应用好的态度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的转

变。”指的就是老二陈国志、老四陈国宪、老五陈国恩。

老二陈国志是陈邦栋的长子,也就是陈伯钧的同胞大

哥。陈国志字孟道,号笃斋,曾就读于川陕边防军军官教

育团,在川陕边防军当过营副,也做过河市坝团正和达县

图书馆馆长,是一位在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1937年陈国

志来到陕北洛川,陈伯钧送他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款

待。陈国志回达县后,在河市坝开了一家茶馆。每天在茶

馆内向乡亲们摆谈他到延安去的感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

爱国主张,并动员了一批青年赴延安去读抗大。

老四陈国宪,字仲章,号秉钺,担任过河市坝中心小

学校长。1926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北伐时任国民

革命军的连长,后任上校团长。陈伯钧投考黄埔军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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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哥介绍的。1939年陈国宪在对日作战中牺牲。

老五陈国恩,字季哲,号安民,比陈伯钧先入四川省

立第四师范,修业,曾任川陕边防军排长,运输团上校团

长,积极参加抗日战争。1946年去世。

陈伯钧五六岁时,正值袁世凯复辟帝制,全国人民奋

起讨之。袁死后,新旧军阀在中国掀起了大混战,川内军

阀的混战更甚于全国。河市坝因远离大一点的城市和交通

要道,社会倒也显得安静,但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新学

的强劲东风还是吹到了这里。进步人士在河市坝水码头上

办起了新学———区属河市坝小学,校长是陈伯钧的四哥陈

国宪。陈国宪是达县绥属联中毕业的高才生,思想比较开

明,对学生要求严格。陈伯钧在四哥的督导和教育下,打

下了良好的学业根基。

1916年,陈伯钧进入河市坝小学读书的时候,是个娃

娃头。他学习十分用功,性格天真、勇敢。课余间,他经

常同小伙伴们玩打泥人、斗蚂蚁的游戏。他还精心制作了

一把弹弓,使用的 “子弹”是杏仁米。他把小伙伴们分成

两队,在他家后山的树林中,两队的孩子们用弹弓互射一

阵,然后去攻占一个 山 头,谁 先 爬 上 山 顶,谁 就 是 胜 利

者。童年的陈伯钧时常冒出一些新奇的鬼点子,成了小伙

伴们心悦诚服的娃娃头。有时,陈伯钧和小伙伴们围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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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拍着小手唱川东童谣: “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来

学篾匠。嫂嫂起来蒸 糯 米,蒸 得 喷 喷 香。吃 了 糯 米 打 锣

鼓,打起锣鼓接姑娘。姑 娘 接 到 田 坎 上,下 了 花 轿 栽 高

粱。高粱不结子,栽茄子,茄子不开花,栽冬瓜,冬瓜不

长毛,栽红苕,红苕不牵藤,饿死一家人。”还有 “张打

铁、李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

在桥脚歇,螃蟹把我耳朵夹个缺。杀个猪儿补不起,杀个

牛儿补半截”等。

夏天到了,那是小伯钧最快活的季节。他时常瞒着大

人到碧波荡漾的州河里去游泳。父亲管教严厉,为防止儿

子偷偷下河,他在陈伯钧的小腿上用私章盖上印记。聪明

的小伯钧模仿印章烧制陶泥,或用小木头涂上红色,游泳

完后偷偷盖上。后被父亲发现了,恼怒的武秀才挥着斑竹

片子要对儿子进行惩罚。母亲护着儿子,要他认个错,以

后不再私自下河游泳。倔犟的陈伯钧低着头一声不吭,再

度惹恼了父亲,动手就打,还是心慈的母亲出面解围。为

了伯钧的安全,自那以后,凡是到河里去游泳,父亲总是

让一个哥哥随行保护。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新文化、新

思想涌进了河市坝。教授陈伯钧语文的老师名叫黄新盘,

思想开明,他常给学生介绍鲁迅和吴虞的文章、郭沫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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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上作文课的时候,他让同学们

自由发挥,并安排学生在课堂上朗读自己写的文章。陈伯

钧天资聪颖,又喜爱写作,在黄老师的影响下,作文中也

常反映出一些初学来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再加上写

得很有文采,备受黄老师赞赏,常常作为范文宣读,让同

学们学习。

陈伯钧家的阁楼上,有一个小 “图书馆”,陈列着许多书

刊,陈伯钧一有空就上去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特别喜欢读

《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等书籍,一些精彩的段

落还能背诵下来,书中除暴安民、打抱不平的豪侠事迹深深

地吸引着他。陈国宪也常给弟弟介绍一些进步书刊阅读。

1922年秋,陈伯钧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达县

中学。当陈伯钧读了一个学期后,抱着 “教育救国”理念

的四哥陈国宪,劝说父母让弟弟去报考设在万县的四川省

立第四师范学校 (简称省四师),从省四师放寒假回家的

五哥陈国恩也大力支持。父母见老四、老五的话有些道

理,又觉得兄弟两人同校也有个照应,便同意了。1923年

春,陈伯钧随五哥徒步200余里到万县,考入了四川省立

第四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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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学潮中的热血少年

万县是长江边上一座美丽的山城,那鳞次栉比的吊脚

楼一直由江边延伸到山上。省四师坐落在离县城十余里外

的亢家湾,这座师范学校当时是川东的最高学府。

1918年5月,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先生,以孙中

山大元帅护法军政府秘书长 (同时任驻川滇全权代表)的

身份视察川滇政务时,来到省四师,将 《荀子·劝学篇》

中的名句用篆文写出来作为学校的校训:“无冥冥之志者,

无昭昭之功。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 不

舍。”并刻成石碑,立在校内,激励学生立大志,勤学习。

陈伯钧这位12岁的少年来到这样的环境学习,心情激动

不已。从小喜欢读书的他,在这里更有了一片天地,汲取

着知识的营养,接受着时代的熏陶。

1923年春,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

产党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已经快两年了,她

800



学
潮
中
的
热
血
少
年
 
 
 
 
 
 
 
 
 
 
 

     

正在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商讨联合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运

动,以推动中国革命新的高潮的到来。这年3月,中国共

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萧楚女应邀从重庆来到省四师

任教,他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吸引着在茫茫苦

海里寻求救国救民出路的年轻学子。

萧楚女在省四师担任国文教员。他把课堂当战场,与

传统的教授 《四书》、《五经》及离愁别恨无病呻吟的国文

教师迥然相异。他自编教材,将鲁迅先生的作品和 《新青

年》、《向导》周刊等书刊上的文章选作教材,以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及生动的比喻、精辟的说理,启发学生的

思想,把学生引导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萧楚女还在学生

中组织读书会,指导学生阅读 《共产党宣言》、 《新青年》

等进步书刊,并建立了万县地区最早的团组织。

同年初夏,革命先辈恽代英路过万县,会见了萧 楚

女。应萧楚女的邀请,恽代英在省四师作了一次 “中国向

何处去”的演讲。恽代英慷慨激昂的演说,既追溯历史,

更联系现实,针对国家主义派的种种谬论,进行有力地驳

斥,提出中国的出路只有走苏俄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

恽代英的讲演,再一次在青年学生中掀起了革命狂潮,更

加坚定了他们反帝反军阀反封建的斗争信念。陈伯钧在省

四师有幸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蒙,还参加了进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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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组织的读书会。革命种子在他心田里发芽,阳光雨露滋

润着他茁壮成长。

1925年5月,正当国共合作推进中国革命进入高潮之

际,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屠杀中国人民的 “五卅惨案”,

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省四师也掀起了学

潮,在反对帝国主义屠杀政策的同时,学校掀起了反对校

长孟坤泰推行专制统治的运动。孟勾结军阀对学生进行镇

压,学潮失败。领导这次学潮的左正凡等学生被学校开

除,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当局迫于舆论压力,撤换了孟

坤泰,又把一个传播国家主义理论的肖秉廉派到省四师当

校长。

肖秉廉是国家主义派 “诚成”学会的骨干,由北京来

到四川。他打着 “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旗号,暗地里

却反对孙中山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

对北伐。他刚接任省四师校长不久,便邀请国家主义派头

子、《醒狮周报》编辑李璜到学校宣传什么 “青年学生在

校读书求学之际,不要过问政治和国事,免误学业”等,

另一方面,则加紧对进步学生进行打击迫害。

肖秉廉在学校实行大小权力独揽,不让学生过问学校

行政事务,更不让学生集会结社和办进步壁报。同时,学

校经济又不公开,伙食极坏,课程又重,学生身体素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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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差。在学校国民党左派组织领导下,全校掀起了一场

轰动川东的驱肖学潮。学校成立了新的学生会,负责学潮

的具体行动,第一步是接收膳食费,第二步要求校长去

职。陈伯钧是这次学潮的积极分子,他负责在各年级同学

中进行联络宣传。

那时,省四师的学生是公费伙食,考虑到肖秉廉可能

会利用校长职权,对学生停伙停餐,学生如果吃饭成了问

题,就会动摇斗争的 决 心。学 生 会 决 定 派 吕 在 和、彭 志

行、李文晋三位学生代表先去事务处接收膳食费1200元,

然后到校长办公室与肖秉廉展开面对面的斗争,谴责他侵

吞建校经费、摧残青年学生等恶行,强烈要求他去职。

肖秉廉假意表示接受去职要求,把学生代表骗走后,

当晚就向驻扎在万县的军阀杨森部告了密。

次日凌晨,学校还没吹起床号,杨森部一个连,在一

个叫桂凌经的小秘书带领下,把学校团团围困,逮捕了三

位学生代表。随即将全体学生集合于学生食堂,桂凌经当

场宣布:“省四师学生目无法纪,竟敢劫夺校款,要挟校

长去职,现将其中为首闹事者拘捕法办。今后只许你们安

心读书,不得再嚣张闹事,违者严惩不贷。”

军阀武力的淫威压不住同学们的怒火。会场沉默几分

钟后,陈伯钧勇敢地站出来说,三位代表是我们全体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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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来的,接收伙食费也是大家的主意,并不是什么 “劫

夺校款”。他又进一步揭发肖秉廉贪污公款、残害青年学

生的事实。陈伯钧义正词严的发言,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

声,弄得桂凌经下不了台,只好宣布散会。

陈伯钧的正义行为使肖秉廉恼羞成怒,1926年放暑假

前夕,学校宣布陈伯钧、王仁广等三人以 “该生不适教

诲,下期毋庸来校”为由,予以斥退。

陈伯钧被学校当局开除时,离放暑假还有十多天,他

怕引起父亲的质疑,只好流落万县街头,靠学生会接管的

膳食费维持生活。学校放暑假后,陈伯钧徒步回到家乡河

市坝,但不敢回家。因为父亲家教很严,对学校 “开除”

一事不能理解。他只好在包谷地里躲了两天,饿了就掰生

包谷吃,困了就睡在包谷地里。还是他五哥陈国恩出主

意,叫他到重庆去找四哥陈国宪,他的四哥进过黄埔军

校。陈伯钧到了重庆,这时正值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

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北伐军从广东出发,所向披靡,占领

了武汉。黄埔军校 (后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中

央军校)在武汉设立分校,国民政府通知各地选派优秀青

年入校。武汉分校来川招生,全川各地大批优秀青年到重

庆应考,先后共有207名男生、30名女生被录选,其中就

有陈伯钧、罗瑞卿、徐彦刚、游雪程、李坤泰 (女,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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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赵一曼)、游曦 (女)等。从此,陈伯钧开始了他的军

人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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