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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海南籍高级将领传略

肖怀

1924年，由替中山亲自创建的黄埔陆军军官学

校〈偌称黄埔军校) ，是第一次盟共合作时期在苏
联政府和中盟共产党帮助下创办起来的中自历史上

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陆军军官学校。它培养造就

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和高级将领。据我存资料记

载，黄壤军校〈第一至六期〉海南籍高级将领〈含
盟共商党〉有:洪剑雄、徐成幸、陈公博、郑分

夷、黄珍吾、王俊、周士弟、肆武、吉幸筒、郑庭复等十
住。现按卒年为序，辑录其生平事略去接读者。

洪鱼j雄

洪刽雄( 1899-1926)，海南省澄辽县人。黄埔军

校第一期毕业生。原黄埔军校政治部驻梅州特汲员、

臣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十四军挥政治部主任兼代部党

代表。

剑雄 j京名善效，笔名祥文。 1917年 (18岁)

考入琼崖中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积枉

投入"五百押运动。中学毕立后. 1921年考入广州



国立广东师范学校文科。 1923年，如λ社会主义青

年居外国组织"广州新学生社"。英当选为广州学生

联合会执行委员。是年冬，洪剑雄与杨善集等发起创

办进步刊物《新琼崖评论>> >洪剑雄担任该刊编辑主

任。次年初，经潭平山井绍加入中医共产党。同年 4

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黯，编入学生第二弘， 11 月毕

业。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留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

1925年 2 月，洪剑雄随黄埔学生军参加盟民革

命军第一次东征，在东佳军攻占潮梅后，任黄埔军校

政治部驻梅州特激员，负责组建国民党梅县县党部。

6 月，乎定对杨叛乱后，调任党军司令部政法部组织

科科长。次月，原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后，
调任第四军政治部毛泽书。后又担任第西军政治部驻肇

庆办事处主任。 10月，参如第二次东缸，兼任东征军

第二纵队宣传总队总 5人长，积极开展战时政治宣传

工作。 12月，调任第一军第十四!市政治部主任。

1926年 3 月，十西婷驻防梅县期间，曾代理挥党代

表，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告示，与张维等组建了中共
梅县特黠支部。

1926年 7 月，国吴革命军北伐，洪剑雄调任第

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居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北伐

战时宣传讯队长，随军北伐。

民年 8 舟，部队到达湖南桥判后，洪剑雄囡患

霍乱病逝世。 at年仅2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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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成章

馀成章( 1892-1928) ，原名天宗，字惠如，海
南琼山县人。黄埔军校特别官住。红军将领。原琼
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

徐成幸于 1907年( 15岁时〉考λ琼州府裁中学。
1909年加入中雷同盟会，追蹬哥、中山在琼崖参加反清
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徐成章组织学生军，

参加起义。 1913年，冒蜻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
徐成章积极参如讨袁运动。至 1916年，讨袁军被迫解
散后，徐成章离开琼崖，到达广州。次年底封昆明，
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宣第十二期步兵科。 1920年书学生

后，回到琼崖如人琼崖民军。接着，琼崖民军改编为
粤军警备潜击第十九统领部，徐成章任该部副宫。次

年春，任琼东县如积市公安局长。 4 月，在海口创办

《琼崖句报)) .任总经理。由罗汉、鲁易、李实任编

辑。其间，徐成幸与罗江、鲁易、陈公培等 6 人，组

织琼崖社会主义青年臣，并以《璋崖句技》为阵地，

宣传革命思想。1923年初，由琼崖到广判，在孙中山

领导的和粤桂联军任某支部参谋长。旋由社会主义

青年吕员转为共产党员 e 次年 1 月多千余成幸与洪剑雄

等在广州创办《新琼崖评论)) ，并先活担任交际主任

和理财主任。该刊办至 1号 25年 5 月号字节，共自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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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徐成章曾在该刊发表《敬告琼崖同志》、 《十
余年来琼崖革命运动的宙颜及今后应取的方针》等

文章，总结王家崖革命斗争的经验教剖，号召琼崖人民

以"伐木开山先锋"的精神，进有革命斗争。

1924年 5 月， 00共合作的黄埔军校正式成立，
捧成章被任命为军校特别官住。 10月，参加平定离匡

叛乱。 11窍，经中共广东区委商请辛辛中出同意，决定

组建拾海空军大元炜蔚铁甲车队。用患来JJ，..黄埔军
校搞调徐成章、周士弟、赵自选三人，另调彦乾吾、

普汝谦商人，共同负责筹建工作。铁甲车队成立以

后，徐成章任队长，廖乾吾任党代表。全5人共一百三
十人。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其间，徐成章还担任中共广东军委军委委员〈军事部

长周恩来) c 12月，率铁甲车队赴广宁镇压迫主武
装，支援广宁农民革命斗争。

1925年 5 丹，徐成幸指挥铁甲车队配合从东江

回郎的革命军，镇压漠桂军叛乱，收复广州。是月，

在中居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省港大罢工，反对帝

国主义屠杀中国人员。次月初，成立省港大罢工委员
会工人纠察队，共二千余人。徐成章调任工人纠察队

恙教绎。他和工人纠察队苦1I 育长邓中夏一起j 负责
对工人纠察队进行-军事政治剖练。后来，根据罢工工
人代表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改组纠察队，成立纠

察委员会，作为纠察队最高领导就关。运成章、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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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漂等为纠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该会自常工
作。在徐成幸领导下，工人纠察队担负维持罢工秩

序，镇压工藏玻坏，武装封锁香港等任务，对保证省

港大罢工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 10月，省港大罢工告一段落后，工人纠

票队被改组编遣，留下的数百名纠察队员改组成国民
政府财政部"缉私立商保卫团拧〈简称护商国) ，徐

成章任自长。

1927年"四-一五"政变在广州发生， "护商

目"被缴钱，徐成章由广州逃往香港。同年 9 月，南

昌起义部队南撤到广东潮汕地这时，徐成章奉广东省

委派遣到海陆丰地区，组织农是自卫军配合甫昌起义
部队作战。 26 日，徐戎章和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军四

千余人配合南昌起义部 5人解放揭阳县旗，并成立了

揭阳县工农临时政府。 10月初，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

攻后，徐成章奉命在海陆丰地区软容起义军失散人

员，并将其转移到香港。 10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滋

徐成幸担任广东省委军事特派员，前往海南岛，参如

领导琼崖人民武装斗争。 11月，中共琼崖特委扩

夫会议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捂示，将琼崖工农讨逆军

改编成琼崖工农革命军，下辖东路军、中路军和百路

军三个总搓挥部。冯平任琼崖工农革命军司令员兼

西路军总指挥;严风仪任中路军总指挥;徐成幸任

中共琼崖特委军事委员和东路总指挥。此后，徐成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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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部开展潜击战争和土地革命，积辍参加创建琼崖革
命被据地的斗争。

1928年 2 月，子争成章率都在万宁县分界撞与

驻当地国吴军作战叶，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36

岁。

陈公i毒

陈公博( 1892-1946 ) ，海寄人，祖籍广东乳涯

秀水〈今属乐昌〉。黄埔军校政治讲郎。臣民革命
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曾任中央军校校长、中央将

校切!练团自长等职。

陈公博因其父在清末曾任广西提誓， 1 907年参如

反清活动被捕下狱后，公博即逃往香港。 1908年夏

( 1号岁时 )tm 到广州，靠友人帮动和自己打零工收

入，在育才书社学习三年。 1911年武昌起义后，其父

获释，被选为省议会议员、都督府军事顾问。公博黯

被选为乳漂县议会议员、议长。后到学生军入伍当

兵。 1912年初，学生军解散后，任育才书社教员两

年。 1914年，考入广东法政专门学校读书。 1917年半
生后，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1920年毕业后，

任广东教育会评议、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并参与智办

《群报>> ，任总编辑。参与陈强秀等组织中自社会主

义青年目。 1921年春，参加广东共产主义小组。 7

月，出席中共一大，嗣任中共广东支部组织部长。1922

6 



年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犬学留

学。 1925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并加入国民党。

7 月，国民政府成立，任军委会政治讲练部主任、广

东省政府工农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1926

年 1 月，当选为国吴党中央拭委。 2 月，任中央军校

改组筹委会委员。 6 月，陈公博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部政务局中将局长，~皇军参加北伐。

1926年 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陈公博又兼任

湖北省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和湖北省财务委员会主任

及江汉关监督等职。 11 月，又兼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

招考委员会委员。;夜 j)哥任江百省政务委员会主任。，

后接替陈果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部长

白蒋介石兼任〉。

1927年 3 月，在国民党二居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

央执委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工人部部

长，是武汉政府时期的盟畏党重要领导人之一。 7

月 p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支持汪精卫发动

4七·一五拧政变，镇压革命。次年冬，与颜孟余等

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胃志会，据汪反蒋。在
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周刊。 1929年 3 窍，发表《中

自国民党攻纽同志会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宣言)) ，与
蒋介石进行权力斗争。

1930年 1 月，受汪精卫搓澈，陈公博到天津、北

京、太原等地联络禹锡中在山百会议放进行反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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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1932年，蒋汪合流，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后，踪公
博任实业部部长至 1935年 8 月辞票，历时四年。 1935

年 11 月，国究党五大，陈公博当选为中央执委及中央

政治委员会委员、民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经济委

员会委员、合作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匮民党中央员众训

练部部长、军委会第五部部长、自)11 省党都主任委

员。

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 1940年‘汪侥政权

成立后， 1:f: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上海市市长

等职。

1944年 11 月，汪精卫在 E 本病死后，陈公博任传

国民政月守主席兼行政院长。 1945年 8 月逃亡日本。 8

月 25 日，陈公博炭其妻李黯庄、汉奸头目林桔生等七

人，在日军顾问小)11 中尉带领下，乘飞机和警逃往 E

本，妄图匿迹异国，幸免一死。刊另 13 宙，陈公博

一行'(妻留在白本〉被 ~I 渡盟国，关押在南京老虎

桥监载。

1946年 2 月，转解至苏井i 监款。 4 月被判关死

刑。 6 月 3 臼，陈公诗在苏州被处决。其遗著有《塞

风集》、 《苦关录》等。

郑介民

郑介民( 1898-1959 ) ，原名庭婿，字耀全，号

s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杰夫，海南文昌县人。黄埔军校第二茹毕业生。国民

革命军高级将领、中将军荷，后升二级上将，盟员政

府军事委员会资查统计局局长等职。

郑介民早年曾在文昌中学就读， 16岁时弃学， j良
迹江湖。曾秘密、参加哥中出组织的琼崖民军。后逃亡

马来西亚当华工，开过曾在啡洁。 1924年回国，在广州

提考黄埔军校第一期，未中。后~~吴铁坡办的警卫军

讲武堂学习。 8 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编入第二

期步兵科。其间，参与"补文主义学会"。 1925年 10

月毕业后，选送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 年国

国后，复入陆军大学将宫班第三期。旋任第四军政治

部秘书。 1928年，在蒋介石侍从室从事情报工作〈任

侍从器官) 0 1929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政府委

员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后改兼十七婷政治部主

任。 10窍，往广州，经香港回到南京，在参谋本部任

上校参谋， 1930年以君，历任复兴社干事会干事、

国民党参谋本部参谋、少将处长。 1934年赴欧洲考察

军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军会部中将副

厅长、厅长、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 1945年，当

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委。

抗战胜利后，任国防部二厅厅长兼保窑局局长。

哥共和谈时，任军调处三人小组国民政府代表，

1974年，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号1949年随军去台湾。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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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国防部押参谋处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自家安

全局野上将局长。先后被选为国民党七届中央侯补委

员、第八垣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委员会第

二组主任，从事对大陆的情提局工作。

1959年 12 月 1 1 日在台湾病卒。著有《军事情我

学》、《中嚣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新》、 《谍捉

勤务教范草案》、《潜击战术之研究》、以及《抗战

期中对共产党的对策》等书。

黄珍吾

黄珍吾( 1900-1969 ) ，字静出 ， 1罪名宝锚，海南

文昌人。黄浦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国民革命军高级将
领，中将军衔。首任南京警五厅厅长、台湾"宪兵司

令"、东南地区宪兵指挥官、台北五戎司令宫、 1< 寻

统府"国策;政问等职。

黄珍吾于 1915年( 15岁) ，毕业于文昌县立明治

亮等学堂。 1921年赴新加坡当华工。后任《商报》记

者。 1922年创办马六甲华侨学校，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4年初回国。 4 月，考入黄浦军校第一期，编入学

生第二队。毕业后，在黄埔军校教导团和国民革命

军第一军中任排、连、营长等职， 参加 1925年的第

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是西孙文主义学会"骨干

分子之一。 1926年以后，历任黄培军校校长办公厅

侍从Itl 宫、营长、副团长毛~市政治部主任、补充崖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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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黄培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代教育长、黄埔同学会

秘书长、宪兵一团团长、复兴社纽号11 处长兼总书记、

新一军政治部主任兼《吉北 E 接》社社长等

职。

抗 E 战争时期，历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哥总队

长、福建省保安处长兼保安哥司令、 "人民抗敌自卫
理押副总司令、福建三青罢筹备处主任及干事长、福

建"剿匪"司令宫、青年军!市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历任青年军副军长、广州行营新闻

处长兼广东青年团干事长、首都警察厅中将厅长兼防

空副司令官等职。还兼任南京市吴众自卫总队总 5人

长。

1949年初，为挽救民国政权，在蒋介石授意下，

黄珍吾和袁守谦、贺衷寒等发起组织"中央各军事

学校毕业同学非常委员会飞任委员，并兼任该会

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旋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

任。

1949年 4 月，中嚣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攻
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此后，黄珍吾率残部送到台
湾。任台湾当局东南地区宪兵捂挥官。 1950年任宪

兵司令。 1954年任台北卫戌司令官。 1957年 5 月，囡

#五·二四事件押 (00 吴军少将刘自然被美军腰间

国上士罗伯特·雷诺杀害事件〉百落职。 1959年任

u总统府野参军。 1962年退饺，任"总统府"国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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窍。 1969年 11 月 5 自在台湾病逝。终年70岁。若有

《潜美考察记》、 《练兵之道》、 《华舒与中国革

命》等。

王俊

王俊( 1894-1976 ) ，字达天，海南澄迈县人。

黄埔军校军事教宫。自民革命军高级将领，中将军

衔。曾任国民政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第十二集

团军参谋长、第七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国民政府军号11

部中将次长等职。

王俊早年人广东陆军小学第五期就读，后考入

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装备学校。 1921年留学 E 本陆

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队第十四期。毕立后于 1923年返

回广州， ør值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创井、陆军讲武学

校，被聘任为军事教宫。 1924年 6 月，黄埔军校成立

后，王俊被聘任为少校地形教官及学生卫兵队队

长、学生第二总队恙队长。旋任军校教导第一国第三

营营长。次年 1 月，任教导第一团中校a1附。提参加

第一、二次东征，任党军第一族参谋长。是年冬，任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野第一团团长。

1926年 7 月，王俊率部参加北伐，任第一军第

一阵副部长、邦长、东路军第一路指挥官，第一挥师

长改由薛岳捏任。次年裙，任东路军第二纵队指挥

官。英调任浦东警备司令、增梅警备司令啻其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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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东渡 E 本，入 B 本陆军大学学习。

1931年 12月，王俊任南京陆军步兵学校校长。

1933年，又兼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厂制造研究委

员会主任委员。 1933年 4 月，任命为陆军中将。旋任

陆军步兵学校教育长。

拉吕战争期间，王佼先后担任望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第一部次长、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第十二集盟

军副总司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臣民政府

军营1I 部中将次长〈军训部长白崇禧) 0 1945年 5 月，
在国民党六大中当选为中央拭委会侯补委员。拉 E

战争胜利后，王俊先后担任立法院立法委员、 "制

宪'国大代表。 1948年，任 u行宪"后的第一是立
法委员。 1949年去台湾后，曾任 u立法院"立法委

员。 1976年 3 月在台北病逝。终年82岁。

爵士弟

周士弟( 1900-1979 ) ，曾用名周士佛、周力

行、周平，海南乐会(今琼海市〉新昌村人。黄埔

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任第一兵匪

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第十八兵匪司令员兼政委及党

委书记等职。

用士弟早年就读于琼崖中学，后在高小任教一
年。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编入学生第二队。

11月毕业后，被周恩来选满参与筹建陆海军大元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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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铁甲车队，并任车队见习宫、副 5人长、就空是飞机

掩护队队长、铁军车队队长。后参加支援广宁农民运

动，乎定对杨叛乱。至 1925年 11月，钱甲车队并入

新组成的第四军站立园，周士弟任该吕第一营营长。

次年 4 丹，兼任强立自参谋长。 5 YJ ，以北伐先锋
挺进湖南，协劫叶挺告挥教立团，在攻占伎县、平

汉、汀泪桥、贺胜桥、武昌等著名战斗中屡建哉功。

1926年 10丹，在攻克武昌战斗中，屑任强立臣代理因

长。是年煮，改编为第四军第二十五挥七十三图，任

团长。次年 4 月，率部参加武汉政府举行的第二期

北伐，挺进河南，与北洋奉系军间作战。
1927年 8 月 1 目，周士弟根据党的指示，率七十

三吕白马国岭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南昌起义胜利后，

兼任第十一军二十五tJqi gif1长。接着，随起义军进军潜

泊，第二十五师留守大埔县三河坝，如第九军 11 军

长朱德指挥。起义军主力在湖边失败后，题士弟和朱

德率二十五野和其它一些撤退下来的人员，离开广

东北上，经福建向江西转移。到这江西信丰县天心墟

时，部队党组织决定自朱德带领部队，周士弟到香

港、上海拔党的领导人汇提情况，请示行动方针。经

九江、上海到这香港，向党的负责人李立三汇挺了部
队情况。后因病在香港住院。旋转到南洋马来半岛求

医，脱离了党的组织。

1929年秩，用士弟由新加坟转到香港，后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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