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露西是个站在二字头尾巴的普通女
子。她一个人，住在租来的狭小公寓里，没
有多少真友情， 总是从一次又一次相聚中
提前离开，逃开，躲开，她捡了一只流浪猫，
她曾经有过男朋友，现在没有了，但她还是
想着他； 终于有一天， 有人走到了她的跟
前， 露西不认得他， 而他却熟知露西的一
切， 甚至强行要与露西一起生活。 朝夕相
伴， 不离不弃， 他像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魅
影， 让露西的人生变得前所未有的动荡而
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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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黄埔军校，有两个年轻人，都是早期
的共产党员，最后都脱了党。

一位是国民党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另外一位是
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李默庵，黄埔一期
毕业，毕业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十六师师
长宋希濂，黄埔一期毕业，也是毕业后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两人的入党时间都在1925年，都与黄埔一
期中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极深。

李默庵19岁被陈赓带到广州陆军讲武学校。
后来陈赓从该校转入了黄埔，李默庵也跟着转入黄
埔。

宋希濂与陈赓是湖南湘乡同乡，17岁入黄埔
军校，18岁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默庵是湖南长沙县人，青年时就深受共产党
理论的吸引。进入黄埔军校后，他便与很多共产党
人发生密切联系。共产党员李之龙、蒋先云都给他
很大影响，使他很快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
分子。 李默庵军校毕业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与
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相当熟。留
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他几乎每天晚10点都要到包
惠僧宿舍参加碰头会。第二次东征时，作为第一军第
六十团党代表，他又与团长叶剑英相处甚好。

宋希濂与李默庵比较起来， 家境就较为宽裕，
不似李默庵自幼为柴米奔忙。 宋希濂中学期间恰
逢五四运动，他与同学曾三合作创办《雷声》墙报，
撰写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文章。

这两个人又都在"中山舰事件"后，退出了共产
党。

李默庵退党最初起因于谈恋爱。他与黄埔女生
队的一学生相好， 经常借故不参加党组织的会议。
当时他所在支部的支部书记、黄埔一期生许继慎狠
批了他一顿，说：“你就为了会女朋友不参加会议。”
从此许继慎不通知他开会。就这样，李默庵在无形
中脱离了党组织。作为第一期的高材生，他对在校
长蒋介石麾下干一番事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李
默庵自我感觉甚好，黄埔一期中有“文有贺衷寒，武
有胡宗南”之说，他自己则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是李
默庵”。蒋介石很欣赏他。他觉得在蒋校长的麾下，
干一番大事，这是更有价值的；跟着共产党干，共产
党动辄流血牺牲，有点儿受不了。

1926年爆发“三二○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要

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
要么退出共产党。 当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
250余人退出了国民党和第一军， 只有39人退出共
产党。这39人中，第一个发表退党声明的，就是李默
庵。

出于对共产党人的了解， 在和红军的作战中，
他基本上没有吃过大亏。还是老同学陈赓给了他一
个深刻教训。

1932年6月对鄂豫皖苏区"围剿"期间，李默庵
的第十师作为中路军第六纵队的前锋，向红军根据
地核心黄安进击。8月13日在红秀驿附近， 突然遭
到陈赓、王宏坤、倪志亮三个师夹击，其前卫三十旅
陷入红军包围，战斗异常激烈。为使三十旅免遭被
歼，第六纵队司令卫立煌亲临前线督战，到李默庵
师部指挥，李默庵则移至最前沿。战斗最激烈时刻
红军冲到离师部仅500米处，卫立煌的特务连都投
入了战斗， 才保住师部。 李默庵师死伤1500人以
上，而且与卫立煌险些当了红军的俘虏。从此李默
庵与红军作战更加谨慎。

第五次"围剿"中，李默庵率部进至泰宁县建宁
间的梅口附近时，被红军主力重重包围。他将全师
两个旅四个团近1万人龟缩一处，再集中数百挺轻
重机枪死守一狭小阵地。战斗于黄昏发起，激战通
宵，尽管红军四面围攻，李默庵阵地也无一被突破。
次日天明，红军撤围而去，李部虽有损失，但总算避
免了被歼厄运。

在红军长征之后，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加入了李
默庵的队伍，共同占领了红色首都瑞金。红色首都瑞
金，是被两位前共产党员带领的国民党军队占领的。

一直到1949年， 李默庵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
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不久，北京电邀起义人员
北上进京。李默庵没有去。他感觉到了眼前宽阔奔
腾的历史洪流， 却藏下胸中千曲百折的难言之隐。
他亲率国民党军队占领红都瑞金，如今又要去北京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个中滋味，实在难平。

台湾他也去不成， 在香港就遭到蒋介石的通
缉。

1950年11月，他举家移居南美的阿根廷。1964
年秋，又移居美国。

晚年时， 李默庵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又回来
了。

2011年5月4日至8月20日，国防大学教授、著名军事专家金一南少将应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栏目主讲百集系列节目
《党史开讲》。金一南教授运用珍贵史料和自己最新的党史研究成果，回顾和评点党史上若干重大事件和数十位重要人物的个人命运以及功过
是非。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故事，全新的解读视角，以及金一南教授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讲述，让《党史开讲》很快受到听众追捧。
金一南在一百讲《党史开讲》基础上增补大量最新研究成果和珍贵史料，著成党史、军史著作《浴血荣光》，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浴血荣光》是一部把党和军队放在当时国际大背景下描绘的著作，以建党、建军人物为线索，运用战略思维、战略意识重述历史。讲述了在
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如何探索革命救国之路，如何与共产国际博弈，如何化解党内斗争，如何排除一切困难，如何在夹缝
中成长，如何在逆境中壮大的历史。

金一南教授运用珍贵史料和自己最新的党史研究成果， 回顾和评点党史上若干重大事件和数十位重要人物的个人命运以及功过是非。以
全新的解读视角，以及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和生动有趣的讲述，为读者揭开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故事。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运充分折射出党的艰难。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了，13位代表，有多少人能够

想到这个党28年以后能夺取全国政权？ 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话，后
来还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陈公博、刘仁静、张国焘被开除党籍；李达、李汉俊、周佛海、包
惠僧脱党；13位党代表，脱党的、被党开除的达7位，超过半数。周
佛海、陈公博还当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最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
刑。张国焘叛党，最后到戴笠手下当了一个主任，想办法怎么搞垮
共产党。

单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党初建时的艰辛和曲折。 可是还有，
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
秋1943年牺牲。

13名党代表中，脱党的、被党开除的7人，牺牲的4人，加起来是11人，最后党内幸存者仅毛泽东、董必
武二人。

从13位党代表的命运中，你就能看到这个党何其艰难。没有一条坦途，是一步一步地摸过来、走过来、
爬过来的，非常不容易。

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折射党的艰难

首个入党的黄埔学生为何要首个退党

选载

《浴血荣光》：解读中共第一代领袖人物的命运沉浮

他在国民党内长期身居高位担任过多
个要职， 在危难中指挥十九路军奋起抵抗
日军，是两次国共谈判的国民党首席代表。
他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意见的形式， 对蒋
介石作逆耳之言，甚至发生争论，可谓蒋氏
诤臣。尽管如此，蒋对他一直是厚爱有加。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四次向毛泽东直谏，
一谏毛泽东，国名沿用至今；二谏毛泽东，
国旗沿用至今；三谏毛泽东，人大代表视察
制度沿用至今； 四谏毛泽东， 使宪法更完
善。他就是张治中！唯一一位既敢于向蒋介
石又敢于向毛泽东直谏的人！ 本书为他长
女张素我回忆之作。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回忆父亲张治中》
张素我 周海滨 著

郎朗父亲倾情之作，讲述了郎朗如何
从一个普通孩子迅速成长为国际著名钢
琴大师这一成功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完
整地再现了郎朗从出生到30岁的成长历
程，以及郎朗同众多国际音乐大师、各国
政要、各界精英的交往和深厚友谊。并还
分享了培养郎朗的心得，更收录了近百幅
朗朗从出生到30岁的珍贵照片， 其中90%
以上为首次公开面世。

现代出版社出版

《我和郎朗30年》
郎国任 著

《特别的他》
塞西莉亚·艾亨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