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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 6 月 16 日，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

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黄埔

军校。这是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培养革命军队

的新型学校，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为中国革

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被誉为“将帅

的摇篮”。

大革命时期，以黄埔军校师生为主体组建的

国民革命军，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及北伐等革

命斗争中，立下赫赫战功，铸就了“爱国、革命”的

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和黄埔师生挺身而

出，英勇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为民族独立解放立

下不朽功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共产党人十分重视黄

埔军校的开办和教育工作。据统计，黄埔一期毕业

生 635 人，湘籍学员就有 197 人，其中共产党员 50

多人，湘籍共产党员占黄埔一期共产党员的半数

以上。国共合作期间，一共招了六期学员。在中共

湖南党组织的组织动员下，湖南为黄埔军校输送

了大量优质生源。黄埔军校前六期总计 14295 名学

员，其中湘籍学员有 4004 名，人数居全国各省第

一。

黄埔军校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重要篇章，黄埔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

的重要内容，在促进两岸统一、民族复兴大业中继

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

年，《湘江》副刊特约二稿以兹纪念。

时值黄埔军校建校百年。展开地图

寻找黄埔的城市坐标，从广州出发，经

长沙、武汉，再到南京、洛阳、西安、桂

林 、成 都 、昆 明 、乌 鲁 木 齐（旧 称 迪

化）……黄埔本分各校筚路蓝缕，就是

这样由南而北，终至辐射全国的。

1926年北伐开局

湖南讲武堂旧址位于长沙市八一

桥南、芙蓉路东。这一片是明清两代操

练演兵之所，谭延闿、赵恒惕治湘时期

曾在此办理讲武堂，其后唐生智在原址

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多年

后，昔日校舍早就无迹可寻，银行、金融

中心代之拔地而起，却无意中暗合了战

争与“钱袋子”的关系。

1924 年，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

党，开办黄埔军校组训党军，积极准备

北伐。南方赤旗漫卷，唐生智的湘南地

盘首当其冲。1924 年 9 月，北伐军师出

韶关，唐生智出兵击退程潜所部，事后

去电讥其“假称北伐，骚扰百姓，一经出

击，如鸟兽散”。

1925 年，湖南各界爆发声势浩大

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直系军阀吴佩

孚眼看赵恒惕无法掌握日渐失控的局

面，意欲扶植唐生智取彼而代之。广州

国民政府为假道湖南北伐，也向唐生智

递出橄榄枝，中共湘区委员会以国民党

湖南省党部的名义与唐秘密接触。

乘着日渐汹涌的“讨吴驱赵”民意，

唐生智不再躲躲闪闪。他先以武力威压

赵恒惕辞去省长，再将吴佩孚的“讨贼联

军”逐出长沙。从湘军一介师长崛起为湖

南一省主政者，唐生智仅用了半年。

1926 年秋，唐生智就任北伐军前

敌总指挥，他踌躇满志地发出豪言：“洞

庭波动，轻输北伐之舟；鹦鹉秋啼，唤起

南来之甲”。

黄埔第三分校落地长沙

大革命以燎原之势高歌猛进，但国

民政府无力驾驭归附革命阵营的旧军

队，往往只能因其势而利导之。倒是唐生

智向广州方面积极输诚，以“总理遗嘱”

“三大政策”忠实执行者的形象示人，作

为北伐前锋担当两湖地区的作战，举凡

党政、工农运动也均与广州接轨。

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学。1926 年

冬，唐生智将广州黄埔军校嫁接到长

沙，在昔日的讲武堂旧址开办第三分

校。第三分校在长沙、武汉设招生处。在

革命思潮的熏陶下，大批青年学生踊跃

报考，共招录一千二百余人。

在军校生的养成教育方面，第三分

校除设置一整套的日式军事学术教学

之外，还安排讲授革命的政治课程，内

容包括三民主义、历史唯物论、经济学、

工人运动……共产党人深度参与到分

校的政治训练当中，中共湖南省委夏

曦、毛泽东、高语罕、恽代英，以及第三

国际的代表都曾到校讲课。第三分校乍

看起来与广州的本校并无二致，学生们

革命气氛甚至更为浓厚一些。

革命阵营的裂变

北伐军克复长沙后，政工部门印发

的唐生智肖像上有一段“唐总指挥名

言”：强暴的淫威，在业报的水平线上，

遇着强有力的抵抗，这就叫做革命。

东 西 两 路 北 伐 军 势 如 破 竹 。1926

年“双十节”，武汉克复。1927 年 1 月，国

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3 月 23 日，东

路军攻占南京。唐生智身兼国民党中央

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

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其辖下的西

路军扩编至五个军。

随后局势剧变，令人眼花缭乱。

1927 年 4 月 12 日，国民革命军总司

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武汉国民

政府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总指挥，

择期讨伐蒋军。4 月 18 日，蒋介石在南

京另立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

5 月 17 日，夏斗寅发动兵变袭击武

汉，被叶挺击溃。5 月 21 日，许克祥策动

“马日事变”，袭击长沙工会、农会及国

民党机关。

7 月 15 日，汪精卫与共产党决裂，

武汉国民政府也实行“分共”，不久宣告

迁都南京。

久历政界的唐生智，似乎也为倏忽

万变的局面慌了神，举起“护党”大旗反

对宁汉合流，迅即被蒋介石的“西征”军

扑灭，兵败后流亡日本。

第三分校的军校生恐怕也怀有同

样的困惑。什么是革命？谁代表了革命？

唐生智败走后，第三分校学生并未

跟随，继续留在长沙的学生与第六军学

兵一同受训，毕业后第三分校遂告关

张。他们是第三分校唯一的一期学生。

一期抗战中的长沙分校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处于

弱势的中国不得不采取“以空间换时

间”的战略，然而上海、南京相继失陷，

日军封锁了所有海运港口，中国需要一

个稳定的大后方从事持久抗战。

1937 年 11 月，张治中调任湖南省

主席，他上任之初提出了“发动三千万，

保卫大湖南”的口号，积极着手巩固后

方、整顿军备。张治中认为，在长沙开设

中央军校分校，是整理军事所必需。首

先，一期抗战中损失了大量军官，亟须

军校补充。其次，通过轮训湖南本土武

装部队的下级干部，可以淡化军中的地

方色彩，加强中央对地方部队的统制。

1938 年 4 月，经过数月筹备的长沙

分校在书院坪开学，由张治中自兼分校

主任。长沙分校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

湖南省保安部队、壮丁常备队以及警察

系统，受训时间为三个月。

分校的骨干师资，都是些有实战经

验和指挥才能的黄埔毕业生，采取课堂理

论讲授、操场制式训练、野外勤务演习结

合的方式进行。长沙分校的学员长时间接

受超负荷训练：每天清晨五时吹号起床，

点名后晨跑、早操；早餐时间仅十五分钟，

紧接着开始讲课或操练；午餐后休息半

小时，下午继续讲课或操练；晚餐前进

行器械训练或劈刺教学，饭后自习一小

时；九点点名集合、小结，九点半就寝。

从这种紧凑的日程安排可见，长沙分

校绝非那种灌输党化教育的花架子，为了

早日学成奔赴抗日战场，全校师生可都是

铆足了劲儿，有种“时不我待”的使命感。

在辗转迁徙中结束

1938 年夏季武汉会战开始，长沙

分校第一期学员于 8 月 8 日毕业。长沙

分校以一期部分毕业学员为连、排干

部，组建了长沙分校教导团，其余学员

分配到各部队中任职，及时补充战时部

队缺额的干部。

武汉沦陷之后，战局日趋恶化，长

沙分校第二期奉命西迁湘西泸溪，分校

教导团也转移到沅陵。不久，长沙就发

生了骇人听闻的“文夕大火”。

抗战期间，各地因应战事需要开办

分校、干部训练团，大多能得到中央政

府承认持续办学。唯独长沙分校地处战

略要冲却半途而废，可能还是在于长沙

分校本身定位与战局的变化。

武汉沦陷后一期抗战结束，转入相持

的二期抗战阶段。原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安

全转移到湖南武冈，改组为第二分校继续

办学，开展在职军官轮训、初任军官养成。

武冈第二分校的规模在各分校中名列前

茅，而长沙分校只是一个军事短训机构，

其功能完全被同一区域内的后者所覆盖。

显然，长沙分校已经没有续办的必要。

1939 年 4 月底，在第二期学员毕业

后，因第三期学员招生人数不足，长沙

分校的番号被撤销。原分校组织与湖南

省行政干部学校合并，改组为湖南省干

部训练团，迁往茶陵办学。

至此，长沙黄埔成为了历史。

由于曾祖父的辛亥革命经历、祖父

的黄埔抗战经历，父亲廖瑜在新中国成

立前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湖

南省军区后勤部工作，抗美援朝时积极

组织湘西兵工厂武器装备支援前线。

1958 年 4 月 ，父 亲 响 应 王 震 上 将 号

召，与我母亲抱上未满周岁的我乘军列

开赴黑龙江的北大荒，战天斗地人拉犁，

硬是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将亘古荒原北大

荒建设成了北大仓。

父辈们创造了“北大荒精神”。北大

荒从荒芜走向繁荣、从贫瘠走向兴旺。在

党的领导下，老一辈垦荒人以千古荒原

为纸，以一腔热血为墨，用智慧和汗水，

描绘出人类垦荒史上最为英勇雄壮的画

卷，铸就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顾全大

局、锐意进取”的北大荒精神。

认真深究，中国军垦的北大荒精神

也与“爱国，革命，奉献，牺牲”的黄埔精

神一脉相承。

2023 年 11 月 5 日，我受邀在长沙出

席湘台青年论坛，为两岸青年人讲述了

两位黄埔义士的故事——一位是率众坚

守衡阳 47 天的黄埔军校第 3 期毕业生方

先觉；另一位是在白山黑水间抗击日寇，

壮烈牺牲的优秀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 6

期毕业生赵一曼，听众反响热烈。我想，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努力继续讲好黄

埔故事，传承黄埔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和祖国的完全统一作出自己

的贡献。

（作者系粤港澳大湾区黄埔同学后

代亲友联谊会理事、湖南省黄埔军校同

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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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黄埔生，四代黄埔情
廖克勤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也是黄埔军校建校 100 周年。抚今

追昔，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是千千万万

志士仁人拋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而我的

家族前辈，也曾舍家取义，融入了民族解

放的滚滚洪流。

常宁柏坊，清明时节，松柏挺立，南

竹摇曳。我每年都会带上亲友来这里祭

奠我的曾祖父，遥寄我们对他波澜壮阔

一生的追忆和缅怀。

曾祖父名模，号挹群，常宁人，清光

绪三年（1877 年）生。曾祖父自幼聪颖好

学，早岁入县学，后举为拔贡生，铨选清

直隶州州判。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

湖南首先响应，推翻清朝在湖南的统治

政权，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曾祖父向往共

和，早年即参加了同盟会组织。他受军政

府筹饷局之命，赴常宁县筹集军饷，“不

三月而巨资云聚”“革命军声为之壮”。

1915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袁氏走

狗 汤 芗 铭 督 湘 ，为 虎 作 伥 ，捕 杀 革 命 党

人。蔡锷将军等在云南发动护国运动，曾

祖父出于共和大义，间道赴广西，游说广

西都督陆荣廷出师护国。战争结束后，北

京政府嘉奖其功，授以陆军步兵中校，并

授以四等嘉禾勋章。

1917 年，湘粤桂联军响应孙中山号

召，举旗护法。时谭延闿总领湖军，扼守

郴、桂。曾祖父受邀在护法联军供职，且

桂系将领多系旧友，谭延闿识其才，乃任

曾祖父为联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负责

联络友军，转运饷械。曾祖父日夜奔波，

不辞辛劳。

1921 年，湖南督军府任命曾祖父为

湖南省水上警察厅厅长（警衔中将）。在

职数年，他涤弊风清，锄奸除暴，后任湖

南造币厂厂长。

1926 年，时值国民革命高涨，曾祖父

响应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主张，鼓励

时年 23 岁的我祖父廖藩（字本玉）报考

了黄埔军校第 6 期，祖父有幸与罗瑞卿、

赵一曼等成为黄埔同期同学。抗日战争

期 间 ，烽 火 连 天 的 1938 年 ，曾 祖 父 又 将

最 小 的 儿 子 廖 葳 送 入 黄 埔 军 校 第 15 期

学习。

1929 年，湖南省政府任命曾祖父为

湖南第一纱厂厂长，入选湖南省参议员，

一直干到 1937 年。湖南第一纱厂当时系

湖南省最大工业企业，承担着重要战略

物资军布生产。曾祖父乃创设织布机械，

增制纱绽、电机，纱厂很快获利 200 多万。

湖南第一纱厂在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为

中国抗战捐赠了 15 架战斗机，捐赠军布

300 万匹，8000 多员工捐出两个月工资 20

万元支持常德会战。

1944 年 11 月 1 日，刚刚经历过十分

惨烈的 47 天衡阳保卫战，曾祖父忧伤悲

痛，与世长辞，终年仅 66 岁。

在曾祖父爱国精神感召下，我们家

族中共有 5 位青年报考黄埔军校，并在北

伐 战 争 和 抗 日 战 争 中 作 出 了 各 自 的 贡

献。

祖父廖藩，在黄埔军校学习了铁甲

炮兵专业。毕业后不久抗战爆发，山河破

碎，民族危亡。祖父担任沪杭甬铁路装甲

大队长，日夜守护着中国 经 济 最 繁 荣 地

区铁路大动脉的畅通。祖父后任宋希濂

部德械铁甲团上校团长，率团参加了号

称“ 战 场 绞 肉 机 ”之 称 的 淞 沪 会 战 ，“ 杀

鬼子，救家园”。后在日军的空中飞机和

江面战舰合围攻击下，祖父所率铁甲团

几乎全团阵亡，祖父幸免于难，后被安排

到国共开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

校官学员大队长，在李默庵、叶剑英领导

下训练培养抗日战场所需要的装甲炮兵

人才。

此时，我的一位远房伯伯、远在安徽

庐 江 的 夏 晓 也 前 往 南 京 报 考 了 黄 埔 军

校。1937 年 7 月，时年 22 岁的夏晓投考中

央陆军军官学校第 14 期。

1939 年 10 月，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国

民革命军第 38 集团军司令部，同年 11 月

随 5 军 200 师部队奔赴广西桂南前线，在

戴安澜师长亲率下参加了著名的昆仑关

战役。1940 年起，他在陆军机械化学校任

教官，为湘北会战、印缅征战输送了 400

多军事人才和中坚力量。

我 在 长 沙 的 一 位 舅 舅 余 爽 秋 也 在

1940 年考入了黄埔军校第 17 期独立第一

大队第二中队通讯兵科，舅舅英年早逝，

故事戛然而止。

今年 5 月，我们一路追寻黄埔前辈足

迹，祭奠黄埔抗战英烈，瞻仰湖湘抗战遗

址，慰问黄埔抗战老兵。5 月 22 日晚，在长

沙慰问黄埔老兵房可吉老先生时，看到

他是黄埔军校第 17 期且也是通讯兵科专

业时，我寻找舅舅余爽秋的念头油然而

生。我找来大纸写上“余爽秋”三个大字，

问他可曾记得？年代久远，老人家依稀有

点印象。从房老先生讲述故事中，我们了

解了舅舅那批黄埔通讯兵的英雄事迹。

“我们负责监视日军飞机和战地的

天气情况，除非是雨天和雾天，从来没有

休息。大家轮流监视敌情，接听和发送电

报，为美国飞虎队袭击日军阵地提供战

场情报支撑。”房可吉回忆。

1924 年 8 月，舅外公赵强华也从交通

不便的海南岛赶来投考黄埔军校，并以

优异成绩考入第 2 期工兵科学习。他是早

期海南儋州那大出名的才子，家境优渥。

1925 年 2 月 1 日，赵强华随军校教导

团参加第一次东征作战。6 月，随部参加

对滇桂军杨希闵、刘振寰的军事行动。9

月，军校毕业。10 月，参加第二次东征作

战。1930 年，他任国民革命军第 2 师第 4

旅第 8 团团长。

赵强华为人正派，一向以作战勇敢

著称。在那场军阀混战的中原大战中，他

提出的作战良策被上级否定，只好率部

独自英勇抵抗多重敌人的包围和进攻，

并竭尽全力解救友军。但大雨滂沱，前线

战壕进水，他为了保全兵力，随友军同时

暂撤阵地。

这一仗，国民革命军惨败，蒋介石不

问缘由，兴师问罪。赵强华成了这场战役

失败的“替罪羊”，但他没有申辩也没有

喊冤，只是以沉默对抗。

在行刑前，赵强华提笔写下“我革命

成功了”的一纸绝命书，像一个勇士，孤

傲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潮头潮头

蒋先云填写的黄埔军校详细调查

表（局部）。（资料图片）

广州市的黄埔军校旧址，校名“陆军军官学校”由谭延闿题写。（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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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武冈二中校园内的黄埔军校二分校旧址。（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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