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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黄埔志〉序

李宝昌

鞍山黄埔同学会秘书长应裕民同志编写

的《鞍山黄埔志}，既有各位黄埔同学的简历，

又有黄埔同学会成立至今的叙事本末，从史志

的体例上来看，可称其为志。

适逢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出版这本志

很有意义。从续史的角度看，它填补了鞍山黄

埔史的空白，也是鞍山党的统一战线史的浓重

一笔;从继承传统的角度看，对黄埔同学乃至

后代既是一种慰藉和激励，也是一种很好的纪

念;从统一战线事业看，它是弘扬爱国革命的

黄埔精神很好的读物。因此，对裕民同志的辛

勤劳作，我要说声谢谢!

阅完全书不胜感慨。黄埔同学人才芸萃。

他们虽年巳七旬、八甸、九旬老人，虽历经磨

难，饱受风霜，但他们有远大的理想和爱国的

情怀，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矢志不渝，在各自的
岗位上都做出了平凡而又突出的业绩。这一



点，令我敬佩。纵观十七年来的工作，黄埔同

学和党心心相印，始终如一地坚持"发扬黄埔
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

中华"的宗旨，在党中央"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的方针指引下，广泛联络海外的黄埔同学，做
了大量深入细致的争取人心的工作，为促进祖

国统一，振兴鞍山经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进入新世纪，我们面临着"实现推进现代
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

共同发展的三大任务。"可以这样说，每一项任

务都与我们的统战工作联系很紧，每一项工作

都需要我们黄埔同学及其亲属的努力 o 我衷

心地希望黄埔同学继续发扬黄埔精神，高举邓
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针，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O

2002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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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黄埔军校与黄埔军校同学会

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 。

它是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

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与帮助下，为建立革命

军队，以挽救当时处于危亡之中的中国而创办

的。

军校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开学，建校

之后，校名几经变更，先为陆军军官学校，后改

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等校名 o 因创办

时校址位于广州郊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

埔军校。

军校创立之后，以贯彻孙中山"创造革命

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 "亲爱精诚"为

校训，其目的是为国民革命培养军事和政治人

才，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 国
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

军校由校总理、校长、党代表组成校本部

最高领导，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下设

办公厅和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 、军 医 六



部以及总教官室、军校教字团等。政治部掌管

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教授和教练部(一九二

五年一月两部合并为教育部，一九二六年改为

训练部)分管军事学科和术科的教授与训练。

一九二六年三月国民革命军各军开办的军事

学校与军校合并，校名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

校，归属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校本部添设副

校长一职，并增设入伍生部、编辑处、兵器研究

处等组织，各类机构增至数十个。学生分为学

生队、学员队、入伍生、军士教导队等。一九二

八年五月改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一九二九

年九月又更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直

到一九三 O年九月七日，奉蒋中正令军校停

办，设于广州的黄埔军校于是结束。

军校创办后，国共两党均派出重要干部到

校任职、讲学。孙中山亲任校总理，蒋中正任

校长，廖仲'皑任党代表，李济深任副校长。教

育长初为胡谦，后为邓演达、方鼎英等。政治

部主任先后为戴季陶、周恩来、熊雄等，副主任

为张私年、鲁易等，政治部秘书聂荣臻。教练
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教授部主任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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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龄、副主任叶剑英。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入

伍生总队长邓演达、张治中，校本部秘书陈立

夫。政治教官以共产党员为主，有悍代英、肖

楚女、高话罕、张秋人、于树德等。军事教官有

刘峙、顾祝同、陈诚、钱大钧、季方等。同时苏

联政府派来富有军事和政治经验的鲍罗廷、加

伦、巴浦洛夫、切列潘诺夫等专家指导军校建

设。

军校党代表，即国民党党代表，负责监察

校内行政，指导党务进行，主持政治训练等事

宜，一九二五年九月军校特别区党部改为国民

党特别党部，直隶国民党中央党部，严重、熊雄

等共产党员曾当选为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和

执行委员 o 同时军校还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

一一中共广东区委黄埔特别支部"特支"在推

动军校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

三大政策中起了重要作用。

为发展革命力量，实现推翻帝国主义和封

建军阀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军校于一九二
四年十月、十二月相继成立了教导一团、二团，

亦称校军，是直属军校的一支新型革命武装，
- 3 一-



其建制仿苏联红军。自连以上设党代表，军校

的教官和学生担任教导团的各级指挥官、党代

表和军事骨干。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根据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令，军校教导团改称

"党军"建制照旧 o 教导团成立后在平定商团

叛乱 、东征中战绩卓著，成为革命武装的核心

和中坚，是统一、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支
重要力量。在浴血奋战中教导团不断发展壮
大，扩充为旅、师，一九二五年七月，根据广东

国民政府决定，以其为主扩大组建了国民革命

第一军 o
军校教育吸取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改变

国内外军校纯以军事技术为主的教练方法，采

取以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

方针，注重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培养学生爱
国、革命的精神，使其自觉地成为反帝反封建

的战士，成为既善于做政治工作，又能指挥作

战的革命军官 o 军校学制原定三年，因革命形

势发展急需，学制缩短为六个月 o 政治教育，

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创立起来的，并形成了一

套崭新的制度，课程共设二十六门，在教学中



对不同党派、学派的思想理论实行兼容并包。

在校党代表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

读"，所以对学生既进行新三民主义教育，又进
行共产主义教育。课程主要由共产党员讲授，

并由苏联顾问讲授红军战史、战例，还邀请谭

延阳、张静江、何香凝、毛泽东、苏兆征、刘少

奇、吴玉章、张太雷、鲁迅等到校演讲，并采取

政治演讲、政治讨论会、政治调查，成立宣传

队、剧社等各种教学形式和活动，锻炼和提高

学生从事群众工作的能力 o 此外，还出版发行

校报、校刊、丛书、画报等刊物，在社会上颇有

影响。在军事教育方面，按军事学分为学科与

术科，在教学中善于借鉴、吸取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经验教训，采用苏联和世界最新的军事理

论和军事技术进行讲授、训练，注重军事理论

与军事操练相结合，以培养学生成为英勇善战

的指挥员 o 至一九二七年军校已发展成为体

制健全、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武装革命组织，

此时除校本部外，还在长洲岛的平岗、蝴蝶岗
以及珠江两岸的鱼珠沙路和广州的陈家祠、北



校场等地分驻学生，并在潮州、南宁、长沙、武

汉等地增设分校。军校培训的兵种，由最初步

兵单科，逐步扩增到炮兵、骑兵、工兵、宪兵以

及经理、政治、无线电、交通、航空等科，招收的

学生分为高级班、入伍生、学生军、军士教导
队、军官补习班等类。学生来自全国二十多个

省，并有归侨及朝鲜、越南、泰国等国学生，文

化程度有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及工农子弟 o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了"四·一

二"、"七·一五"反革命事变，第一次国共合作

破裂，军校遭到摧残而改变了性质。一九二七

年四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在宁另外筹设中

央军事政治学校，十一月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

校，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正

式开学，从第六期学生开始训练(因开学时正

值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生即黄埔本

校学生在校学习，故南京本校从第六期学生开

始训练，称为第六期第一总队;黄埔本校六期
称为第六期第二总队)。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校长为蒋中正，副校长为李济深，教育长何应

钦，军校直隶军事委员会。一九二九年七月军



校将校长制改为委员制，蒋中正、胡汉民、吴敬

恒、戴传贤、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饮、李宗仁、

李济深为校务委员，张治中任教育长。一九三

0年五月自第八期学生起学制定为三年，第一

年为入伍生教育。使之明了军队生活状况，熟

谙军士以下之勤务，学期结束考试合格者予以
升学分科，第二、三年为学生教育，学习各兵科

初级将校必要之学术及指挥能力 o 并于一九

三一年采取德式教育。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

陆军军官学校又恢复校长制，校长之下设校务

委员会，蒋中正任校长兼校务委员，吴敬恒、戴

传贤、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唐生智、程港 、

李宗仁、白崇禧、邓锡侯、龙云、余汉谋、陈诚、

张治中等先后任校务委员。同时学校增设了

高等教育班、军官训练班等，并代训空军、海

军、军需、军医、兵工测量等兵种入伍生，成立
了空军营等，军校规模日益扩大，至一九三七

年，在宁续办到第十三期。抗日战争爆发，军

校分批内迁，十一期二总队、十二期、十三期分

别于九江、武昌、铜梁等地毕业，军校最后辗转

移地于成都。为适应抗战需要和战时形势，军



校增设军官教育队、战术研究班、校尉官研究

班等，并改变过去集中一地的办学体制，先后

在江西瑞金、贵州独山、陕西西安、新疆乌鲁木

齐增设分校，至此共开办分校十二所。一九四

五年秋，军校教育机构调整，撤销总队制，按各

总队地址分四个督练区，各设督练官一人承转

校部命令及施教事宜。抗战结束后，除新疆九

分校外，其它各分校先后归并本校。一九四六

年初军校再次易名为陆军军官学校，教学试行

各兵科综合教育。一九四七年蒋中正改任军

校名誉校长，由关麟征升任校长，一九四九十

月关调离由张耀明接任。黄埔军校自一九二

四年六月在广州创办至一九四九年底，在大陆

共办了二十三期，其毕业学生包括各分校、训

练班在内，计有二十三万余人。-

在黄埔军校中，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

党人开展的政治工作，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

用，培养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军事政治人才。在
军校在革命军中，共产党员起着重要作用，主

要连队共产党员占 50% 以上。黄埔军校一开
始就显示了充满革命的反帝反封的爱国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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