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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铭枢将军逝世，于今已30年，此30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闭锁的传统农业国，经过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走向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有了巨大发展。
工业化和现代化、民主和法制。
有了逐步发展，中华民族前途光辉灿烂。
在此时期，《陈铭枢回忆录》的出版，保存过去历史真迹，启迪爱国主义精神，意义重大。
叨在门墙旧部，受知较深，今届耄耋之年，回忆前尘，敬述一些历史轮廓，聊为读者一助。
    陈铭枢将军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中一位英杰。
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是坚决抗日的爱
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战友和
诤友。
他又是爱国诗人、书法家，能文能武，亦儒亦佛，正直倔强，铁骨铮铮，无论是在辛亥革命时代、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他都站在时代前面，对历史的进步事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陈铭枢将军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于广东合浦县(今属广西)，其地风景幽关，地处南陲，面临北部
湾，依山傍海，盛产珍珠，古“海上丝绸之路”之出口港。
陈将军1965年5月15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6岁。
字真如，晚号一缘，时人尊称为陈真公，至今全国各地人士怀念他的文章诗词，不绝于报纸、杂志，
可见遗爱在人，都还怀念他。
    他在少年时代，家境清贫，而怀爱国爱民之志，1906年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在校时加入同盟会
，与同学邓演达、蒋光鼐、李章达等，秘密活动，成为民主革命积极分子。
1909年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自校中率领一批同学前往武汉参加起义军，接
着参加黄克强将军卫队。
民国成立，政府迁北京后，大权落入袁世凯手中，革命形势丕变，陈铭枢离职，入保定军官学校学习
。
    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期中，袁世凯毁法独裁，国民党人起兵讨袁，陈将军又去广州参加革命
，失败后，与方声涛、吴艺五等人亡命日本。
    护法运动中，陈铭枢率民军在阳江起义，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
第一师师长邓铿，治军有方，第一师出身的名将如云。
    大革命时期，陈铭枢率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之役，平定南路，积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
师师长。
    1926年夏，誓师北伐，以第四军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发，经湖南进军武汉。
这时代军长陈可钰患病，由陈铭枢代理指挥全军作战，勇猛异常，号称铁军。
陈铭枢是铁军中影响很大的人物。
    武汉平定后，四军扩编，陈铭枢升为第十一军军长。
国民政府建都武汉后，发生内部政见分歧，不幸国共分裂，陈铭枢极度苦闷，悄然离开武汉。
年底，至福建重握兵符。
1928年2月率军回粤，11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1929年至1931年这段时间中，陈铭枢和蒋介石关系密切，直接或间接指挥十一军及十一军演变而来
的十九路军参加内战，在两广及湖南与张发奎、桂系联军作战，在津浦路、陇海路与冯玉祥、阎锡山
联军作战，在江西，任右路军总司令与红军作战，都是在所谓“拥护中央”、“维护统一”的口号下
，为蒋介石独裁政权卖命。
这段历史，陈铭枢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中总觉得走错了路，十分内疚。
    1932年1月28日开始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战争，陈铭枢将军又重新创造光荣的历史。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看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后要灭亡中国的真面目，就坚决反
对内战。
要求一致抗日，以挽救中国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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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1月28日夜半11时，日本首先向我闸北天通庵一带七十八师张君嵩团进攻，我军坚决抵抗，由
此展开了“一·二八”上海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
在一个多月战争全过程中，陈铭枢都全盘过问，积极支持，鼓励蒋光鼐、蔡延锴，  “秉正当防卫之
旨，不以尺寸土地授人。
人怀必死之心，愿全体牺牲以作民族生存、国家复兴之代价。
”我军当日军屡次增兵、数易主帅、战事十分激烈、牺牲最大之时，陈不断请求蒋介石、何应钦增兵
支援，结果均未成功。
蒋、何之意均坚持战事不宜扩大，调兵增援，一概不准，一味希望国联及英、美调停，结束战斗，与
陈铭枢意见相左，矛盾逐渐增大。
    3月3日，国联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斗，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
海不驻兵、不设防、不进行抗日活动。
接着5月18日，接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密令，将十九路军全部由海道输送至福建“剿共”，继之陈铭枢被
迫出洋考察、蒋光鼐回乡不问政治。
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从此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境地。
    陈铭枢在海外期间，观察日本和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实况，又与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和学者交往深谈
，思想开朗，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救国方案，认为中国必须坚决抗日，才能救国。
中国必须走独立、自由、民主道路，必须依靠人民，尤须“依靠农工生产人民”，从半殖民地化中把
中国民族资本解放出来，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束缚和压迫。
1935年5月，他由欧洲回到香港，即与各方联系，寻求抗日反蒋途径，又到福建十九路军各部队视察演
讲，确定在民族危亡紧急关头，必须联共反蒋抗日。
他为寻求与共产党合作，曾派梅龚彬等为代表去上海与中共联系，在福建，由蒋、蔡派陈公培为代表
，从前线于9月21日赴南平王台，与彭德怀将军取得联系。
再以徐名鸿为代表至江西苏区，于10月26日由徐与潘汉年代表两方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
11月20日，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发表《人民权利宣言》，通过《人民政府政纲》18
条，推李济深为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任。
由于当时行动仓促，各种条件尚不成熟，及自身战略战术上失误，加以红军受“左”倾路线的束缚不
能很好配合，在强大蒋军压迫下只维持了56天而告失败。
但是这次革命行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巨大的进步。
    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陈、李、蔡、蒋等返回香港，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以十九路军旧部及在
福建时建立的生产人民党一部分成员为基础，于1935年秋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推李济
深为主席，陈、蒋、蔡、李章达等任中央委员，集体领导，吸收一些新积极分子。
派往各地进行反蒋抗日工作。
发行机关刊物《民族战线》，支持中山大学师生抗日救国运动，协助救国会建立华南区总部，推动了
抗日救国运动。
    1936年陈出国访问，游历英、德、法，中途应第三国际之邀，访问莫斯科，在比利时首都参加“国
际反侵略大会”，并任主席团主席。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展开全面抗战，陈回国参加抗日。
国际反侵略大会成立中国分会，陈铭枢被推为主席。
    1943年，陈铭枢联合谭平山、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民主人士，在中共南方局领导同志和老友梅
龚彬推动帮助下，组织一个经常性集会“民主同志座谈会”，是年8月，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1945年8月28日，“民联”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设立领导机构，选举陈铭枢、
谭平山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1948年元旦，民联与民主促进会在香港合并，并共同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底，陈曾多方活动，秘密在上海策动浙江省主席陈仪起义，此事不幸失密，陈仪被捕。
又曾劝湖南省主席程潜起义，运动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保护机要物资以待和平解放。
陈所进行的上述活动，是通过老朋友梅龚彬等与中共地下组织配合进行的。
    1949年夏，陈到达北平，此时李济深、蒋光鼐、梅龚彬等已由香港到北平，在统战部长李维汉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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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秘书长梅龚彬邀请下，共同欢聚商讨，使民联、民促和民革的同志进一步联合，融为一体。
此时陈特别高兴，认为进入另一新天地，从前怀抱的理想，眼见都要成为现实。
    1949年6月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及此后继续召开的政协预备会及成立会，陈铭枢均
应邀参加。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陈铭枢与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诸公均参与盛会。
新中国成立后，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继之，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农林部长，全国人大常委
，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在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开会中，毛泽东主席还对陈说：“我们的人民政府，还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
”陈铭枢解放初期很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共领导同志的敬重。
    1957年，在那沉重的日子里，陈铭枢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工作的健康进行，他热情发言，就
自己工作中之所见，提出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失误，并提出改正意见，对共产党员干部寄
托热情期望，希望“党员应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
结果受到批判。
被错划为“右派”。
1965年5月15日，陈铭枢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后过于兴奋，心脏病突发而逝世，拨乱反正之后，陈获得
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习仲勋同志代表党中央在“陈铭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言，说，“陈铭枢先生的一生，是
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一生。
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朋友”。
王任重同志题词说：陈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陈真公在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投资接办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无数进步的马列主义名著和中国社会
史论战《读书杂志》等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好书，结交了无数进步学者和名人，如王礼锡、胡秋
原、梅龚彬、王亚南、欧阳予倩等，都是知名民主人士。
在法国留学有贡献的林崇墉、英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在外交上有贡献的程希孟，也是他的朋友。
    陈真公能诗、善书，是诗人，又是书法家。
诗人又是书法家的潘伯鹰曾论真公诗与字很有功力与个性，说：  “勇猛缘慈悲，缠绵孕刚烈，填胸
久万端，适可快快一发。
试听微笑中，意较怒尤决。
”众人认为中肯。
    今有幸《陈铭枢回忆录》出版，欣喜之余，多说几句，以作“导读”。
    朱伯康    (1995年5月1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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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中国文史出版社隆重推出的“文史资料百部经典”系列之一种.
陈铭枢将军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参加者，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是坚
决抗日的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合
作的战友和诤友。
本书作者回忆他一生经历，反映了他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始终站在时代前面，对历史的进步
事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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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少年的艰苦生活
第二章： 投身辛亥革命
第三章： 粤军时期
第四章： 在北伐军中
第五章： 卷入内战漩涡
第六章： 淞沪抗战和福建事变
第七章： 欧游和归国抗战
第八章： 经营神州国光社
附录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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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回师广州 我旅调汕头时，接到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并曾接到陕西胡笠僧（景翼
）来信，吊唁孙中山先生，记得他还写一手很娟秀的十七帖。
我们为悼念孙中山先生，举行了纪念周活动，纪念周即由许崇智部创始。
时刘震寰、杨希闵叛乱，我东征军决定回师广州，讨伐刘杨，总司令仍为许崇智。
行军序列分两路，一路蒋介石的学生兵任右翼，一路我任左翼，经海陆丰回广州，于博罗会师。
蒋介石和张民达不和，把张民达一师归我指挥，意在报复，把许济一旅留驻东江。
我以记名师长（实际为旅长）指挥师长，和前次我与蒋之不相隶属同样不合理，我认为大不可，坚决
反对。
乃改张师为又一路，不归我指挥。
不久，闻张民达不慎淹死于潮州桑枝桥。
我率所部到了龙眼洞，两路会师。
何应钦在右翼，凭借白云山之东关一带山地，左翼我军直接沿东江进广州大道，直薄燕塘。
拂晓两路同时出发，我部向瘦狗岭（燕塘）进攻，以张发奎做前锋，蒋光鼐团做预备队。
张部攻势甚猛，我与蒋介石在一山腰上观察战事进行，用望远镜看得很清楚，张发奎在瘦狗岭受到敌
人强烈阻击。
时范汉杰在我身边，我看了，范汉杰也用望远镜看。
不几分钟，范告诉我发现我部退下，我看了果然，马上要带蒋光鼐团向左翼威胁敌人。
蒋未发现，尚说不忙，我说我看得很清楚，立即下山，面命蒋团向敌左侧威胁敌人。
当我前进时，看见张发奎正用手枪压迫士兵前进，张本人亦跟着前进。
当蒋团已绕到左侧时，我发现何应钦团仍在我后山上，立命号兵吹号叫他前进。
何在此紧急关头，仍徘徊不前。
结果，敌人纷纷溃败，蒋团即乘隙长驱直入，占领了市区。
为此，我就看不起何，他见我退下尚不支援，见死不救，足见何之无能，由此也可见蒋介石之无战场
经验。
 平定刘杨后，扩大编制，采用苏联师编制（一师三团）。
我因为扬扬得意，且疏于人事，回广州后，与第一师人来往甚少（第一师师部仍驻肇庆）。
同时，因功高震主，使李任潮不安，加以第一师中一些小人，随而媒蘖其短。
第一师除邓演达外，都群起而攻我，并向政府首脑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控诉。
李任潮也写信给张发奎诉苦（冯祝万告诉我的）。
政府首脑素知我对李的态度，在东征前政府怀疑李任潮搞广西，我一再辩护，政府要李出兵参加东征
，叫我负责，我曾向政府发过脾气，说你们应当把李请回广州，加以重用。
在我旅东征时，政府请李回来，即加重用。
故他们对我攻击，不仅廖、汪等人不信，就是李的老师胡汉民也不相信，说你们真胡闹，陈真如哪里
是这种人？
因我在政府方面为李说话的事，是一种内幕，我也从不向人道及，故他们不知道。
无怪他们竟以不肖之心度人。
当政府计议扩军时，我正卧病在颐养园休养，李章达奉廖仲恺之命来看我，说：“第一师对你不好，
知道否？
”我说：“我有所闻。
”李说：“政府拟把你的部队拉出第一师，另编为一独立师，这对你有好处。
”我答：“我不考虑这一问题。
我因尊重邓仲元师长，不愿离开第一师范围，至于别人对我如何如何，那是他们的事，况在革命队伍
中，哪怕个人攻击。
”李见我态度坚决，把我的意见转达了政府。
于是，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旅扩编为第十师，李济深升任军长，我任该军参谋长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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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师师长，蒋光鼐任副师长兼二十八团团长，后由蔡廷锴继任该团团长；孙绳、范汉杰先后任二十
九团团长，戴戟任三十团团长，师参谋长由朱绍良担任。
第二旅扩编为第十一师，陈济棠升任师长。
原属第一旅的张发奎团曾扩编为独立旅，这时亦扩编为第四军的第十二师，张发奎任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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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陈铭枢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他是北伐的名将，奋起抗日的第十九路军的领袖。
在国民政府时期，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行政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部长。
他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是最早和红军合作的国民党将领。
他率直的品格，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道德榜样。
我们承陈铭枢后人的委托，很高兴地从事陈铭枢回忆录的编辑工作，并承中国文史出版社惠予出版，
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铭枢的回忆录稿，在生前发表的只有一篇，其余均系遗稿，后经整理发表的有若干篇，还有一些没
有完全成文的遗稿。
此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陈铭枢对以往的经历，也有一些回忆性质的文稿，或文章片断。
这些，都缺乏完整性，但却保存了大量重要的历史资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当然，由于陈铭枢的突然逝世，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如福建事变，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十分遗憾
。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在整理的时候，不采用单篇汇集的办法，而是采取了按时间顺序，进行有系统的
汇编，一方面删去重复的内容，一方面把散在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稿中的同一历史事件的回忆，汇为
一体。
为此，我们重新安排了章节段落，一些标题也相应作了改动。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使这部回忆录更有系统性和条理性，可使读者对作者的一生，有一个不间断的印
象。
当然，这样做也有缺点。
作者不同历史时期的回忆，有不同的思想和风格，汇在一处，有时难免觉得矛盾和突兀。
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去修改作者的成文，所以，不同时期的思想和风格有时会在回忆录中同时出现。
我们只是在不影响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删去了一些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色彩的浮词。
因此，回忆录中的观点，反映的是作者写作时的看法，我们作为编者，所作的是一些技术性的工作。
为了使读者能进一步研究陈铭枢的回忆录，兹列出编入本回忆录的陈铭枢已刊文稿如下：    《我的禅
观》，《现代佛学》第1卷第8期。
    《结合“批判儒家思想”的自我检讨》，《现代佛学》第2卷第10期。
    《我在辛亥前后所接触的人和事》，《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第75辑。
    《北伐之经过及其成功之原因》，《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之言论》，无出版年月和出版社，系当
年品。
    《陈铭枢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武汉的军政大事》，李任夫整理，《武汉文史资料》1983年第4辑。
    《“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第9辑。
    《我的回忆》(舒倜整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4年2月，总第62辑。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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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铭枢回忆录》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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