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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窍年，浙江省黄

埔军校同学会的同志们通过努力，编辑出版《浙江黄埔人抗战记忆》一书，以

70 位浙江黄埔同学口述实录的形式，困顿拉战历史和军校生活，展现黄埔同

学浓泼的家国情杯和不屈的提战精神，以及为中华民族强立和解放做出的杰

出贡献，这对于南述黄埔精神的核JL'价值和时代内、涵，传承丑扬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黄埔精神，进一步发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推动两岸交流，促进祖国

统→和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 70 位浙江黄埔军人的口述抗哉史，使一段渐行渐远的历史又重新清

颇起来。 70 年前硝烟弥漫的中华大地，抗战黯火熊熏燃麓的岁月，那些气壮

山河、可歌可泣的画面又一次呈现在今人的面前。我们更加缅怀当年浴血奋

战的黄埔师生和广大抗战将士，他们的英勇事迹和伟大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

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E 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 20 世纪人类历史最残雪吉布血腥的战争，民

族灾难深重到了极点，徨中华民族的浴血反抗也沸腾到了极点"七七"事变

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佳急!中华民族危急!只

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脑、政府与军队，团结

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匪长城，抵抗吕寇的侵捷!国共两党亲密合作

抵我日寇的新进攻!驱逐 E 寇出中 00 !"。同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jll 会

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确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o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形成的抗吕民族统一战

线，最大眼度地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和老百姓，成为全民提战最有效的组织形

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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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正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租努力，以及各方面进步力量的推动，

中国国民党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吊，第

二次携手合作，在i此才有全民抗战，才有抗臼战争的胜利。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当年的黄埔部生积极投入了全民抗战。

在团结拭战、共赴国难的旗帜下，发药东桂、北伐时期英勇无要的光荣传统，

奋战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乃至印缅前线;无论kJ.正规战为主的正菌战场，

还是以游击战为主的辽隔敌后，到处留下了黄埔健儿的足迹，洒下了他们的

鲜血。 他ffJ同全国军民一道，为国家民族的正义事业，为赢得抗战的最终胜

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c

30 年前，原黄埔军校教官、聂荣臻元帅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写的《抗日

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一书所作序言写道"中国人民以自

己的血和汗同吕本佳略者英勇奋战了 8 年之久，这是一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同各民主党派、各阶级各阶层爱国人士联合进行的神圣

的民族战争。至今，国民党正菌战场和解放区战场相互配合、梧互支援的场

景，依然历历在目。许多为民族强立而英勇殉国的国民党爱国将士的精神，

与在抗战期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商壮烈牺牲的元数共产党员、我军将士和人

民群众一样，仍然令人崇敬不已。"这是老一辈无产蹄级革命家对抗战历史实

事求是、客观正确的评价。

追湖黄埔军校建校之始，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向以周恩来同志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道，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共同创建了这个革命军

人的摇篮。一扯扯革命军人从这里成长，在东征、北伐和抗 3 战争中英勇奋

战、流血牺牲，为中华民族的强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用鲜血和生命铸

就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曾对黄埔军校的历史

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c 他说"昔日之黄埔，今 E 之抗大，是先后辉映，镀此竞

美的。"

中罢人民抗臼战争挂科 70 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

们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栋，这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定不移走和

平发展道路 o 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从伟



大的就哉精神和"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中汲取团结奋进的内在动力，外化

为促进南岸关系租平发展、携手建设离岸命运共同体的实际行动，铭记民族

光荣，增强民族自信.凝聚民族力量，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谨以此为序。

新江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 孙文友

2015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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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孙中山先生鉴于以往依靠旧式军队开展革命晏遭

失败的现实，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与和帮助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决定创办一所新式军官学校，培养具有革命意识的新式军事人才，于是在广

州黄埔岛上便诞生了一所完全不同于以往办学理念的新军校一一黄埔军校。

徐向前元帅曾经撰文指出，黄埔军费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您诚如

斯言，在军校筹建过程中，周患来、叶剑英、熊雄、挥代英、张款人等一批中国

共产党人或担任部主任，或担任教宫，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统计，在黄埔

军校 1 期的教宫租学员中，中共党员和共青匪员占到了总人数的 1/10 。

黄埔军校建立初期，快速培养了大批新式军事人才，这些被称为"黄埔

人"的军校毕业生很快就驰骋于东征与北伐的战场，对推动国民革命发挥了

重要作用。

{B不幸的是，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锥进，国共统一战线内部的左右分野

日趋明显， 1927 年更是到了国共关系破裂的地步。此后便是国共两党武装

力量长达近 10 年的军事对峙，在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国内战争中，同为

黄埔军校的校友，由于分属不同阵营，血刃于内战的疆场。

元弟的阔墙之争为一心谋求向大陆扩张的近邻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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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 3 个月内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在此后的

几年里，耳本步步进逼"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相继发生，中华民族的生

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挠，中日阔的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

要的矛盾 o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中国共产党提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国

民党内的进步力量也棋极推动，自共两党决定捐弃前嫌，进行第二次合作。

黄埔人在正菌战场或敌后战场，开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正是这场全民族

战争的烙 fp大大地强化了黄埔人的身份认窍。

黄埔人这个群体在近代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学者统

计，从 1924 年到 1949 年，黄埔军校共办了 23 期，包捂各分校的毕业生和培

训生共计有 23 万余人。岱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的负责人基本上是由黄埔军

校自身的将领担任，其中出任兵团司令以上的高级将官就有 100 多人，在红

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军事将领中，担任正军职以上

领导职务的黄埔师生也超过 40 人。②

如果从黄埔生生源的地域分布来分析，浙江属于主要的省份之一。在黄

埔军校 1 期至 7 黑的毕业生中，浙江有 610 人，在全国排名第四(前三位被次

是湖南、广东和四川卢。也有学者统计了整个中华民国时期国民革命军陆

军中上将的籍贯(这些将官多数是黄埔教官或毕业生) ，在收入的 641 入中，

浙江有 42 人，在全国排名第五〈前四位依次是如南、四j!l、河北和广东〉。②还

有一种说法是新江籍黄埔师生任少将以上军职的有 70 多名(最终具有少将

以上军职的有 300 多名儿@总之，无论采用何种口径的计算结果，都可以看

出在黄埔生生握的地域谱系中据江省的分量 G

1937 年 7 月，吕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浙江籍的黄埔人迅速走上了全

《黄埔军校走出的中共名将>>，<<中 E雪地名辛2010 年第 3 期 3

杨汉卿:<<"黄堵军校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 JI2014 年第 9 期。

王奇生:<<中罢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近代史研究)) 1996 年 2 期 c

享在卿友:<<"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宫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统计材料 c

((((

mw 

002 



国各地的抗日战场，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省籍的黄埔人拼杀在浙江的抗日战

场，他的共同谱写了黄埔人最先辉的篇章。

1937 年 12 月，E{军入侵浙江，此后在浙江逐步影成了自同民政府军担

任主力作占主任务的正面战场和中共武装力量担任主力作战的敌后战场，无论

是在哪个战场，都留下了黄埔人为中华民族强立而英勇奋斗的身影。

作为黄埔军校的苔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岳系浙江拉哉的大局 c 1939 

年 3 月，他以同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醋部长的身份来浙江视察，同时向

中共浙江组织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对撞动浙

江抗战意义重大。

一些担任国民党军政要职的黄埔人，尽管他们在抗 5 战争爆发之前或战

争结束后二直致力于反共，垣面对夕阳生的入侵，他们仍然表现出了中华民族

顽强的梧神，为抗日大业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在抗战初期，空军总司令

周至柔，指挥着年轻的中国空军，在对日作战初期奋起抗击，挫败了日军数日

消灭中国空军的迷梦;担任浙江省声自抗敌自卫团副总司令的宣铁吾，领导

这支地方民众武装部队，不新袭击侵海日军。到抗战中壤， 10 集团军总司令

王敬久在斯赣战役中积极组织对日作战， 32 集团军恙司令李默庵于 1942 年

后驻守浙江，继续组续开展对日游击作哉。雨众多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中下层

军官更是冲杀在抗日前线，在枪林弹雨中彰显了黄埔人的军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在对日作战中身先士卒，

贡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毕业于黄埔军校 6 期的王天祥(浙江黄岩人)是

空军 3 大~人副大~人长、代理 4 大队上尉大队长，他在 1937 年 8 月的摧沪空战

中击落臼机 1 架，击伤多架，后在护航轰炸机时被大批 E 机集中攻击，不幸机

毁牺牲。广西人韦键森作为上校园长.在玩战爆发荫期的 1937 年 11 月即在

抵抗日军进攻潮州吴兴的作战中薛亡。毕业于黄埔军校 3 期的谢升标(浙江

临海人)握经陆军苏浙皖潜击司令，转哉兰省边境，屡次重创敌军， 1938 年 4

月在盟合 60 师夹击日军而陷入重亩，突围战斗时中弹牺牲，后被迫晋为陆军

中将。毕业于黄埔军校 1 期的蒋志英(浙江诸暨人〉作为浙东沿海守备指挥

部中将指挥官，在 1941 年的宁绍战役中英勇牺牲。毕业于黄埔军校 6 期的

吕公良(浙江开化人) ，历经晋中太谷战役、鲁南大会战、台 JL庄战役、鄂北会

战等重大战役，屡建功助， 1944 年 4 月任陆军 15 军新编 29 部师长兼许昌警

备司令时，在许昌保卫战中，以数千之力抗击数万之敌，身中数弹为国提躯，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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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后被追晋为陆军上将。

还有一些黄埔人则是通过其他形式在浙江大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杭

州沦陷初期，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浙江拖安人罗霞天在天目山一带组

织抗战宣传。毕业于黄埔军校 2 期的台湾人李友邦在浙江组织了台湾义勇

队，在当时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以上所列，仅仅是一些常见诸史志的史事，而更多黄埔人奋勇抗敌的事

迹仍有待做进一步的追寻和研究。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吕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值此纪念日才节，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本着对历史高

度负责的态度，组织专家学者，通过大量口述访谈、史料整理等活动，对 70 名

黄埔人的抗战经历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形成《濡江黄埔人抗战记纪))，以示纪

念。 地处所讲的浙江黄埔人，主要指的是浙江籍的黄埔生，但也有少部分是

后来定居新江的非浙籍黄埔生，他们有的在据江参加过抗战，有的则在其他

地区参加过在战。

编写《新江黄埔人抗战记忆》也是传承黄埔人爱国精神的需要。黄埔人

一向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早在 1941 年 10 月，在中共阵营的黄埔毕业生宣

布成立廷安黄埔同学分会，对当时维护全弱族抗战的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大陆的黄埔同学秉持爱国和但进

祖国统一大业的精神，于 1984 年 6 月成立了由徐向前元姆为会长的黄埔军

校同学会，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卫生做出了新的贡献。恋

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组织成立于 1985 年，今年恰好是 30 周年，我们

将《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简史》和《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名录》酣于

后，这也算是我们为黄埔人奉献的一点绵薄之力。

袁成毅

心 陈伙成、王建强孔中民共产党与黄浦军校一一纪念黄堵军校建校八十周年七《中共党史研究 3

2004 年第 3 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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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主彩握:一个热血青年的抗战回忆|

万彩耀:一个热血青年的抗战吕忆

方彩耀， 1921 年 2 月出生，浙江温州人。毕业于黄埔军校 7 分

校 17 期及陆军大学参谋班 8 期。曾任国民党 109 焊任职，并在温

州城防部任督察参谋 c 1949 年 5 月 6 日参加叶芳① 200 师起义 o

1982 年任温州既海这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o 本文原稿为作者

自传。

我的老家在温州龙湾瑶溪镇苏]11村。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后，大片国土沦陆于敌手。祖国危亡，许多热血青年满怀爱国激情，投笔从

戎。我自应海中学毕业后己经考上师范学校，所以没去读。 1939 年，黄埔军

校 7 分校在温州1招生，我投考被录取后编入 12 总 IR 12 ~人，当时的恙队长是

李树臻，队长是王克仁。因招生地区分散，须集中等待。在金华集训 2 个丹

后方踏上前往 7 分校所在地 陕西西安的征程 c

1939 年 9 月，我们自金华乘火车至江西上饶(这段路未被日本人破坏，

其他地这都被摄坏〉。下火车后，即开始步行，每日走 50-80 华里，步行 3 天

休息 1 天。夜宿民房，每天早餐后即开始步行，到达宿营地才吃晚餐J 天两

餐。行军路线是这样的:新江金华 江西上饶 湖北宜昌一宜山一湖南重重

陵据潭广西桂林贵州贵阳一四川重庆c 到重庆后，我们暂时得以休

整.在当地住宿休怠 7 天。天气寒冷，同学们终于穿上了棉衣 c 再由重庆的

素江出发，沿着嘉陵江小道行走，每天都是崎自在山路，经过高充、闺中、广元、

〈否 叶芳(1911-1986) ，浙江省永嘉县人。黄埔军校 7 期毕业。曾任 27 军上校参谋处长、 5 军上校

园长、 96 师少将副师长、挺进纵队司令、骑兵密团长、浙离绥靖区司令、浙江省 5 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

兼保安司令、5 军 200 师师长。 1949 年 5 月 6 日在温州率部起义 Q 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浙南纵队副司

令员，浙江省林业厅处长，浙江省政协第→、二、四届委员和第五届常委，民革浙江省委副主任委员，民革

中央归结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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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HUANGPUREN KANGZHAN JIYI 

留坝、庙台子①，走古钱道，翻越秦岭，出终南山到了关中平原 。 在宝鸡坐上

火车到达西安王曲 7 分校本部 。 路上行军时间 4 个月，途经 7 省，行程万里，

因南方(浙江)人体质较弱，长时间走路辛苦，沿途生病、住院、开小差的不少，

当时行路带队官向校本部汇报情况，主任胡宗南昕后，说给以体息，保养一个

月，身心恢复健康后，再入伍。

经过入学分科考试(步、骑、炮、工、韬、通信) ，我分在 12 总队 12 队步科，

同乡有黄绍棠、周伯苍。我们剃光了头，换了军装，发给棉被、衬衣及日用品。

住的是当地店宇，睡通铺 。 早晨起床后，每人将自己棉被叠成四方块，棱角方

正，床上一只内务箱放衣服等日用品。起床后集合，由分队长带队，在公路上

跑步 。 回来后洗脸、吃早餐。每 日早上操场进行徒手或持枪的基本训练，立

正、稍息，各种队形变换，劈刺 。 下午，政治、军事、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 。 晚

上是铁杠、木马训练和跳远、穿越障碍物。夜间不时有紧急集合。星期日也

没得休息，要修筑马路，打扫环境 。

经过考试，合格的再进行军官教育，原规定军官教育 3 年，由于抗战学制

缩短为一年半 。 主要有术科和学科的学习 。 术科主要是操场训练(班、排、

连〉队形的变换，战斗指挥以及野外战斗训练(排、连) ，攻击、防御、实弹射击。

学科有兵器学、地形学、法律学、交通学、军制学、绘图、测绘、射击教范、阵地

要务等 。 军官教育期间，同学每人轮流充当值星官 。 每日要监督同学上课，

下午进行野外教练。

学习期满，毕业时在王曲河西大操场举行毕业典礼，校长蒋介石来视察，

检阅各科兵种演习 。 之后讲了一通话，内容主要是要求我们国家至上，民族

至上，同学们要积极准备奔赴战场，加强战备观念。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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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1-1942 年，日本帝国主义又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国内外形势更趋紧

张。我们总队正在这时毕业，我所在的 1 2 队同学有 15 人分配到 109 师，师

长李树臻要我们每人写一篇自传，第二日开会时，师长李树臻宣告我和张时

仁同学留师部参谋处，其余 13 人分配至师属 3 个团，当时 109 师正奉命驻防

漳关。未到一月，日军正向这里进攻，当时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大炮、机枪轰

鸣，子弹横飞，战斗惨烈，我 109 师在撞关坚持 10 多天，打退日寇一次又一次

① 南充、阀中、广元在四川境内，留坝、庙台子在陕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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