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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史志丛书出版说明

正在编纂中的《广州市志》，从鸦片战争前后写至1990年，

内容包含我市的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涉及面极其广泛，资

料异常丰富。由于志书体例及市志篇幅的限制，所收大量资料

能入市志的只有一小部分≯而所余大量资料中，有些属于早已

散佚今又重新发现的珍贵史料，有些属于专题性的研究，其学

术价值比较高。我们计划将这些资料整理以后，编辑出版系列

书籍，作为《广州市志》的补充，为我市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服务。 ．

这套系列书籍定名为《广州史志丛书》。内容拟分两个方面：

一、根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中国地方志指导

小组的要求，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应进行古籍和

旧方志的整理出版，对反映广州历史情况的旧方志和其他古文

，献，进行校点整理。

二、反映广州现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面貌的专题研

究，以及近人探讨有关广州历史的专题研究和史料。

编审工作由《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负责，·并由广州

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

《广州史志丛书》将陆续出版，恳望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内

容、形式及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



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

薄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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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对本书之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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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之

对于民国军事史，可从多方面研究，而从人物入手，则是一个

重要途径。就广东而言，在民国这一段历史时期，总体反映如此众

多军事人物的典籍，尚付阙如。由青年学者陈予欢完成的力作《民

国广东将领志》，填补了这一史料工具书空白，可喜可贺，值得称

赞。‘

广东是辛亥革命以及20年代国民革命之策源地，是国共两党

崛起与合作的摇篮。孙中山先生赖以推动国民革命的粤军，以及由

粤军、驻粤滇桂湘军发展形成的国民革命军也创建于广东，特别是

名震中外的广州黄埔军校，更是孕育培养了民国一代将材。由此，

产生了中华民国史上一代著名的粤籍将领。

早期的粤军，在孙中山及其革命政府领导下，平定了广州商团

叛乱，消灭了陈炯明及驻粤各路军阀，统一了广东。还积极支持黄

埔军校建立，输送了大批军事骨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粤军，是

国民党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粤军之精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在北伐战争中披荆斩棘，屡克劲敌，创立奇功，是国民革命军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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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一。抗日战争时期的粤军，转战于豫中、南浔和广大的华南地

区，在正面战场上抗击和抵御着日军主力。特别是由粤军一部分组

成的第十九路军，在凇沪抗战中痛击日寇，名震中外。由粤籍将领

统辖的其它省份各路部队，也在华南及印缅战场浴血奋战，表现突

出，直至抗战胜利。

无论在北伐革命或抗日战争烽火中，广东军队以及由粤籍将

领统率的部队，均有过突出贡献和显赫战功，涌现了一批名震中

外、业垂青史的名将，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

于1920年初加入粤军之大本营警卫团，本书收入的许多将领均是

相熟相知或军中袍泽。他们当中，有些成长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军事家，或著名的爱国将领和北伐、抗日英雄；有些却违背了孙

中山先生遗愿，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被历史所遗弃；有些则

泯灭于人民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流落海外，客逝他乡，或销声匿迹

不知所终。为了完整、真实、全面反映历史原貌，均采取简介主要经

历和任职的记实手法，不加评论的逐二收录，对体现史实是一种极

好的形式。 一 -

． 这部专著是作者根据多年积累的资料编纂而成的，为研究近

代以来广东军事、政治人才提供了可靠史料。收录的1049名粤籍

将领资料准确、翔实、可靠，是专项人物志中较为完整的一部，确实

达到了一书在手，广东现代军事人物皆知。

特应作者诚邀，以此为序。

1993年12月8日于广州

(李洁之是原国民革命军中将，建国后任广东省参事室主任、

省政协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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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丁身尊

—jL▲

日

．陈予欢编著的《民国广东将领志》一书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

《民国广东将领志》的稿子我都看过。，共包括了民国时期国共

两党的广东籍将领一千多名(其中国民党将领占了绝大多数)，对

每一位将领仅作生平简历的介绍，没记述其具体活动及作评价，可

以说是一部属于专题资料性的工具书。这本书对研究广东民国史，

尤其是研究军事史，提供了较为集中的史料；同时，对于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历史教育，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广东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孑卜中山

先生，生长在这里，并在这里进行过长期的革命活动，传播了民主

革命的种子，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

从1917年至1925年间，孙中山又先后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即

1917年9月的中华民国军政府，1921年4月的中华民国政府和

1923年2月的大元帅府)，并创建了粤军。1924年1月，利、中山主

持和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

合作。孙中山逝世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



和南征，打垮了盘踞东江、潮梅、南路的陈炯明、邓本殷军阀割据，

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掀起轰轰烈烈的

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基础。

由于长期革命烽火的锻炼和洗礼，陶冶出一大批广东军事人

才。尤其是孙中山创建的黄埔军校，更是培养革命军官的摇篮。国

共两党的许多重要军事骨干，多出自黄埔军校。

在众多的广东籍将领中，尽管他们的出身和经历不同，但他们

有一个共同点，在辛亥革命前后，多数人接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

影响，其中有的参加了同盟会和国民党，有的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

反清武装起义和军事斗争，更多的参加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

战争和北伐战争，他们的绝大多数是爱国将领，积极参加全民族的

抗El战争，浴血奋战，为革命作出贡献。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广东的将领

也分别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当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略我国，国

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结

成抗El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的广东籍将领为抗击外敌入侵，而

共同浴血奋战。作为正面战场的广东国民党军队，虽然伤亡惨重，

屡受挫折，也有些部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绝大多数将领及部

队是爱国的、坚决抗日的，因而为全民族的抗El战争立下了功勋。

当然，在众多的广东籍将领中，也有少数曾追随陈炯明反革命

武装叛变，成为叛军将领。也有个别人在抗战中当了汉奸，堕落为

民族败类，应受谴责。
、

’撰写文史资料，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如

实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做到为“三个服务”，即为历史教学和历史

研究服务，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

建设服务。在近现代史上，凡是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主

张民主进步，对国家民族有过贡献，在学术上、事业上有时代建树

的，不管他是属于哪个阶级，哪个党派；不管他的世界观是唯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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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还是唯心主义，我们都要肯定其历史功绩，就可以编写和出版他

们的史料。

历史是由正反两方面构成的，它们互相依托而存在，互相斗争

而发展。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并不排除写反面人物。我们写反面人

物的目的，是为了分清历史是非，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特统一j

反对分裂，以历史教训启迪后人。这就是利用反面教材激发人们的

爱国思想，弘扬民族精神。

陈予欢同志不是专职文史研究工作者，但他对文史资料和广

东民国史有研究和造诣，利用公务之余。积极搜集资料，进行研究

编写，搞出了成果，十分难能可贵，应予鼓励。

1994年1月8日于广州

(丁身尊是原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现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广东省民国史暨军阀史研究会会长，省政协委

员。)



编纂说明7

： 广东是20年代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先生赖以推动国民

革命的粤军，以及由粤军、滇桂湘军发展形成的国民革命军也创建

于广东。由此，产生了中华民国史上一代著名的粤籍将领。特别是

在孙中山统一广东诸役、北伐革命的洪流、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广

东军队均有过突出贡献和显赫战功，涌现出一批名震中外、业垂青

史的名将，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当中，有些成

长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或著名的爱国将领和北伐、

抗日英雄；有些却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被历史所遗弃；有些

则泯灭于人民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流落海外客死他乡，或销声匿迹

不知所终。为了完整、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现将民国时期授

予少将以上军衔的1049名粤籍将领生平简要，编著成《民国广东

将领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广东省部分市、县先后划入广

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现为了便于史学研究，仍以建国前的广东

省所辖市、县籍将领为收集范围。此书奉献给史学界和民国军事史

研究、读者，为研究近代以来广东军事、政治人才提供可靠的史料。

《民国广东将领志》是根据多年积累、整理的资料，参阅大量中

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和各类地方志人物志传、职官年表、将军名

录，以及广东民国史档案资料编撰而成。对人物只作简要介绍，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般不作评价，力求具备史料工具书应有的科学性、准确性和稳定

性。一册在手，广东现代军事人物皆知。

陈予欢

1993年8月10日于广州东山



凡 例

一、收录上限1912年民国元年，下限1949年10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部分人物可宽限至到台湾后情况。民国时期获将军衔

的将领分几部分：1912年至1925年间北洋政府或地方军阀授予

的；1925年至1935年间各军阀派系授予的；1935年6月以后统一

由国民政府军委会授予的；阵亡或病逝后追赠将军衔的；部分文官

授予将军衔的。累计有广东籍少将以上将军1049名。

二、人物简介按掌握资料，一般为300字左右。以军事经历和

任职为主，文职从略；文官授将军衔的，列出主要军职，重要文职辅

之；资料较缺的将官，任两个以上旅(师)职务者才立条。凡涉及时

间、地点存有疑义的，一说为主或两说并存。
铲

三、简介内容：生卒年，字、别号，籍贯(含祖籍或寄籍广东各

县)，毕业或肄业学校，以军校学历为主，主要军职冠以年月，逝世、

阵亡或被俘、特赦时间尽可能收至月日，著述。有些卒年确属不明

的暂缺。人物排编次序均按姓氏笔划排列。

四、历史上属广东省辖县，后划入广西的钦州、合浦地区各县，

以及海南岛各县籍人物，在括号内注明现属省份。部分在民国时期

获得将军衔的中共粤籍将领，也立条收入，侧重收国民党军队内任

职。
’



五、民国时期军职称谓较繁杂，为了便于区别，凡在北洋时期

二是

于职

整编

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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