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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创建并长期
统率的一支部队。

这支部队发端于杨虎城 1909 年组织的蒲城县农民反清抗
暴的“中秋会”，曾参加了陕西革命党人组建的 “秦陇复汉
军”，投身辛亥革命运动。从 1914 年被编为蒲城东乡民团起，
这支部队开始军事编制。之后，经历了陕西东路护国军第二警
备司令部第一团，陕西靖国军左翼军第五游击队、第三路第一
支队、第三路，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陕北国民军前敌总
指挥部第二支队、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陕军第三师、国民军
联军第十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国民革命军第二
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的演变过程。1929 年 5 月，杨虎城的
部队被南京国民政府改编为第二编遣区新编第十四师。1930
年 1 月，该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七师。同年 7 月，
南京政府明令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下辖第七军，由杨
虎城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第七军军长，此为第十七路军番号
启用之始。1932 年 9 月，第三十八军组成，隶属第十七路军。
至此，第十七路军辖第七军和第三十八军两个军。西安事变和
平解决之后，南京政府于 1937 年 1 月决定，将原属第十七路
军的第七军划出，另组第二十七路军。第七军从此脱离了第十
七路军的建制。1937 年 5 月，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明令宣
布撤销由杨虎城任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以及由杨虎城任总指
挥的第十七路军，保留第三十八军番号。此后，第三十八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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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7 月被改编为第三十一军团。同年 11 月，又被改编为
第四集团军 ( 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和川军第四十七
军) 。1945 年 7 月，第三十八军的第十七师起义。1946 年 5
月，第三十八军的第五十五师起义。同年 8 月，该军第一七七
师又有两个连起义。同年 11 月，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成
立。从此，这支具有爱国传统的国民党地方部队，成为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武装。

这支部队虽然经过多次改编、整编，番号也几经变更，由
于第十七路军是这支部队鼎盛时期的番号，又因其与张学良领
导的东北军于 1936 年 12 月 12 日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
事变，所以， “十七路军”就成为人们对这支部队的习惯称
谓，而这一称谓也为研究者和史家所公认。

十七路军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
对这支部队一贯坚持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并进而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这支部队逐步走向光明，走向进步，在
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不可或缺的光辉篇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从而也奠定了不可否认的突出地位。

十七路军的发展历程崎岖漫长，充满了艰难险阻。在十七
路军 30 多年的发展史上，由于杨虎城将军虚怀若谷的人格魅
力和唯才是举的统帅气魄，使一大批杰出将领聚集麾下，从而
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剧。举凡辛亥革命、护国护法、讨袁逐
陆、坚守西安、二次北伐、胶东剿匪，十七路军的将士们都建
立了可圈可点的历史功绩。尤其是丙子双十二，十七路军与东
北军联袂协力，发动西安事变，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促进了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和举国抗日大好局面的出现，成为
“时局转换的枢纽”。在全面抗战时期，十七路军将士立马中
条，血沃河山，更是感天动地，可歌可泣。抗日战争胜利后，
十七路军的大部分将士义无反顾地走向光明，投身人民解放战
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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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对十七路军的研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对十
七路军将领的研究，也仅仅局限于杨虎城等少数将领，而其他
大多数将领的资料或隐或散，或者被尘封在档案柜中，或者被
人为地扭曲，变得十分模糊而被人们所遗忘。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之后，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
来，随着对十七路军史料的不断挖掘和披露以及研究视角的多
元和研究内容的扩展，对十七路军将领的研究被不断推向深
入，显现出了生机和活力。传统的对历史人物简单地区分为所
谓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分法，逐渐被研究者所摒
弃。成见与偏激已逐渐被科学和理性所取代，拔高与丑化已逐
渐被客观与公正所取代。实事求是，恢复被曲解、被遮蔽、被
遗忘了的历史人物的原貌，已成为广大历史研究者的共识。

本书共选取了杨虎城等 52 位十七路军将领，予以集中介
绍。其中既有著名的爱国将领，也有杰出的共产党人; 既有为
国捐躯的抗日名将，也有从容就义的革命烈士; 既有一贯追求
光明的进步人士，也有功过兼有、中途 “转向”的 “问题”
人物。对这些人物的研究与介绍，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历史、实
事求是的原则，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应该指出，有一些已
被纳入我们研究范畴的十七路军将领，由于资料的匮乏和不
足，尚难以完成，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愧疚与不安。

鉴于杨虎城将军在十七路军中的特殊地位，本书人物传略
自然而然将其排在首位。其余人物以生年为序排列，出生年份
相同者，则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历史人物却不应该淡出人们的记
忆。和任何历史研究一样，对十七路军历史和十七路军将领的
研究是没有尽头的。我们竭尽所能，想完成一本能经得起时间
考验的著作，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结果如何，尚有待广大
读者的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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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虎 城
( 1893—1949)

杨虎城 ( 1893—1949) ，乳名长久、久娃，后名忠祥、 ，
曾用名虎臣、呼尘，后以虎城之名行世。陕西蒲城人。

一

杨虎城于 1893 年 11 月 26 日诞生在蒲城县东南乡甘北村
一户贫苦农民的家中。杨虎城的父亲杨怀福，是一个勤劳朴实
的农民。他心灵手巧，还会做木匠活，农闲时做一些农具、家
具出售，以贴补家用。杨虎城的母亲孙一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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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母，她含辛茹苦，勤劳操持，维持着这个贫寒的家庭，并将
杨虎城和他的弟弟杨茂三拉扯长大。

1903 年春，杨虎城 10 岁时，进入本村的一所私塾读书。
两年以后，因家境贫寒而不得不辍学。1906 年春，他来到孙
镇一家饭馆里当伙计。繁重的劳役，使他受到了艰辛劳作的考
验; 嘈杂的市井，也使他饱尝了世间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1908 年 5 月 31 日，杨虎城的父亲杨怀福因参加反抗清朝
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在省城西安被官府绞死，年仅 44 岁。父
亲的惨死，使这位 15 岁的少年如五雷轰顶。杨虎城徒步数百
里，将父亲的遗体从西安文昌门外的江浙义园运回故里安葬。
在迎父归葬的过程中，杨虎城得到了许多父老乡亲和本村
“孝义会”的多方帮助，使他深受感动。他后来回忆说: “迎
父归葬，穷人相帮，使我对三秦父老，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反清抗暴的复仇种子，也开始在这位血气方刚的关西赤子心中
生根发芽。

就在这年 9 月，在蒲城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 “蒲案”。陕
西同盟会支部长井勿幕在家乡蒲城发起成立陕西同盟会教育分
会，组织学生讲演团宣传民主思想，遭到知县李体仁的残酷镇
压，引起陕西和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响。这场斗争在全国各界的
声援下取得了胜利，李体仁被赶走。这一斗争的胜利，成为辛
亥革命在陕西的 “预演”和前奏。亲身经历的这场斗争，对
杨虎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后来曾这样写道: “我的革
命，实由蒲案起点。”
“蒲案”发生后的第二年中秋节，杨虎城被推举为甘北村

及附近村庄自发组织成立的一个抗暴组织 “中秋会”的首领。
“中秋会”以 “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不侮辱妇女，同生共
死”为宗旨。一时之间，应者云集，很快就发展成为一支 200
余人的武装力量。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举国振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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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后，陕西革命党人在西安发动起义，成为北方各省响应武
昌起义最早的一个省。西安起义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取得胜
利，不仅大大动摇了清王朝在陕西和西北统治的基石，也有力
地推动了北方地区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辛亥革命的发动，
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崭新纪元。杨虎城迅速投入这一革命洪流之
中。他带领“中秋会”会员参加了革命党人组建的 “秦陇复
汉军”，被编入张云山部向紫山率领的 “向”字营，率部转战
和坚守于乾州、礼泉一带，与清军展开激战。

辛亥革命的洗礼，使杨虎城这位关西赤子久已萌生的革命
种子迅速开花结果。他在 1925 年春所写七绝 《乙丑春忆往
事》一诗中表白了自己当时的心声: “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
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

事物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革命的道路也是曲折漫长的。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传播
了民主共和的种子，开始了中国走向共和的历史进程。但它却
不能革故鼎新，改变政治形态，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开花结果就
夭折了。1912 年 4 月 1 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中华民国临时大
总统之职。4 月 5 日，临时参议院议决民国政府迁往北京。新
生的中华民国大权转到了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在此之后，陕
西的局势也开始出现逆转，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军阀所侵吞。第
二年，杨虎城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家乡，继续领导蒲城一带农
民的抗税、抗债和抗暴斗争。

当时在蒲城东南乡，有一个名叫李桢的前清秀才。他横行
乡里，催租逼债，包揽祠讼，夺人田产，成为蒲城一霸。杨虎
城打富济贫，扶弱抑强，被李桢和当地土豪劣绅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他们借机寻衅，缉捕杨虎城。杨虎城决心为民除害。
1914 年秋，他带着一把短枪，只身闯入李家号房，用枪打死
了李桢，随即冲出号房，扬长而去。杨虎城只身闯号房、诛李
桢的壮举一时间传遍四乡，追随他的贫苦农民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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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时的杨虎城

就在这年秋天，孙镇区区长孙
梅臣呈请县知事委派杨虎城为东乡
民团团总，管辖东乡 12 个分联。

1915 年 12 月 12 日，窃国大盗
袁世凯倒行逆施，宣布复辟帝制，
并宣布改明年为 “洪宪”元年。袁
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激起了全国
各地反对复辟帝制、拥护共和、讨
伐袁贼的巨大浪潮，护国讨袁运动
风起云涌。袁世凯在陕西的爪牙陆
建章对袁世凯称帝极尽推波助澜之
能事。陕西革命党人加紧联络、筹措枪械，于 1916 年 3 月 24
日发动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护国军，并发表通电讨袁 ( 世凯)
逐陆 ( 建章) 。5 月 9 日，陈树藩在蒲城通电全国，宣布就任陕
西护国军总司令。经过陕西军民浴血奋斗，终于取得了讨袁逐
陆战争的胜利。

陕西护国军成立后，杨虎城所部被改编为陕西护国军第三
混成团第一营，杨虎城任营长。在陕西护国军发动的讨袁逐陆

护国军时期的杨虎城

的战事中，杨虎城所部在朝邑 ( 今
划归大荔) 、合阳一带，出奇制胜，
多次截击陆建章的部队，屡战屡胜，
迅速成长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武装
力量。

这在这一年，杨虎城在驻防同
州 ( 大荔县) 期间，与一位能骑马、
善打枪的四川广汉籍姑娘罗佩兰结
为夫妻。罗佩兰为杨虎城生育长子
拯民、长女拯坤 ( 后改名周盼) 。

讨袁逐陆战争的胜利，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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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夫人罗佩兰与儿子拯民
( 站立者) 、女儿拯坤

给陕西带来福音。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
的唾骂声中忧惧死去。皖系
军阀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
第二天，陈树藩即率先在全
国宣布取消独立，举陕西全
境奉还北洋政府。段祺瑞随
即任命陈树藩为 “汉武将
军”，督理陕西军务。7 月，
陈树藩又兼任陕西省省长。
陈树藩专横跋扈，结党营私，
横征暴敛，残酷剥削，再加
上陕西连年水旱灾荒，为害
甚烈，广大民众啼饥号寒，
痛苦不堪。

陈树藩背叛民国、倒向
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行径，
激起了陕西乃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全国反对北洋军阀的
斗争中，一场规模浩大的反段驱陈运动在三秦大地上迅速兴
起。1918 年 1 月，陕西靖国军在三原成立，杨虎城出任陕西
靖国军左翼总司令曹世英部第五游击支队司令。这年 4 月，杨
虎城等部在关山界坊与陈树藩上万人的 “八省援陕”部队激
战六昼夜，创造了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同年
7 月，著名革命党人于右任衔孙中山之命回到三原，主持西北
革命大计。正苦于群龙无首的靖国军各部将领欢欣鼓舞，一致
拥戴于右任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杨虎城出任陕西靖国军第
三路第一支队司令。在于右任、井勿幕的领导下，陕西靖国军
得以迅速壮大，统辖范围遍及关中各地。陈树藩统治的地区只
剩下西安及其以东公路沿线的几个县。陕西进入了靖国军与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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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藩部队两军对峙的时期。杨虎城奉命驻防临潼栎阳镇。
1919 年，在驻节临潼栎阳期间，杨虎城奉母亲之命，与

蒲城孙镇东街的张蕙兰女士完婚。张蕙兰生育一子，即拯仁。
拯仁在西安事变后病故。后来，杨虎城的子女多由张蕙兰抚养
长大。

杨虎城与夫人张蕙兰

1920 年 2 月，杨虎城鉴于驻地临潼栎阳镇地面狭小，又
无险可守，遂率军西进，攻克了武功县城，全歼陈树藩部一个
营。接着又占据扶风等县。兵员由原来的 1000 余人发展到
3000 余人，扩编为 5 个营。

1920 年 7 月，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和西南军阀，起兵讨伐
已声名狼藉的皖系军阀，只用了短短的四五天时间，就打垮了
皖系军阀主力。段祺瑞被迫于 7 月 19 日宣布辞职。北方政权
逐渐落入直奉两系军阀手中。1921 年 5 月，北洋政府调陈树

藩入京任祥盛将军之职，并
明令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阎相
文督陕。陈树藩不服调遣，
企图以武力抗拒。6 月，直
系军队阎相文、吴新田、冯
玉祥先后率部入陕。陈树藩
被迫率部西撤，企图以兴平
为中心，以咸阳为前线，依
托渭河固守观变。但陈部在
直军冯玉祥和靖国军胡景翼
部的两面夹击下，一触即
溃。陈树藩只带了少数残部
逃往陕南，又遭到吴新田部
队的进攻。陈树藩只得逃往
川陕边界，打出西北自治军
的旗号。但不久即失败。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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