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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述了20世纪20年代初，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的历史。
对黄埔军校的创立、发展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做了比较客观、真实的记叙。
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黄埔军校的风云岁月和黄埔将帅曲折传奇的人生经历。
本书探讨了该校之所以闻名世界的教学方法和成功奥妙，对黄埔精神进行了解析。
书中黄埔一期生访谈录及对毕业证书的考证，是作者独家采访史料；插图400余幅，有些照片是作者实
地拍摄，首次发表；除附录外，将有关图表穿插于本书各章节中，加强了资料检索效能，可方便、简
捷地查阅早期黄埔军校史的一些基本数据，全面了解其沿革和概貌。
此书融史料性、可读性、观赏性为一体，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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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宇，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军事思想专业导师，大校。
曾供职于连、团、师、大军区机关、军委办公厅各级单位，数次参加南疆边境作战行动。
首届全军历史系本科毕业生，首批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会员，《军事历史》杂志主编。
在南京完成4年大学学业，毕业实习在广州撰写黄捕军校校园内工作生活又长达5年，访问各地黄埔
生600余人，得天独厚地巧合积累了广州、南京、成都三地黄埔军校的丰富史料。
发表有关黄埔军校史文章50余篇，1993年出版《黄埔军校在大陆最后一期》等专著。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黄埔军校>>

书籍目录

序章 黄埔军校总览　国共合作的广州时期　国民党一党独办军校的南京时期　在大陆时间最长的成都
时期　“庙堂尚在，神已走远”的台湾时期第一章 草创纪事　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办军校　军校
筹建工作“头三脚”　第一期黄埔生开考第二章 黄埔先驱　孙中山五上黄埔岛　“黄埔慈母”廖仲恺
　蒋介石黄埔岛上“登高立马”　黄埔英杰周恩来　黄埔青春岁月第三章 机构组织名录　军校行政机
构　佼内国共两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人在军校中的堂堂阵容第四章 政治教育开先河　课堂开在当代思
想潮流峰巅上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　兼容并包，生动活泼　校内中共政工组织　成绩斐然，
军校史鉴第五章 军事教育的特点　学科和术科急用先学　在实战中锻炼成长　独特的“军人魂”佩剑
精神教育　学生“人才链”的良性循环第六章 黄埔军校各地分校　遍地开花结果的12所分校　黄埔军
校各分校一览表第七章 中国20世纪女兵始涌黄埔潮　黄埔军校招收女生大争论　成立女生队——武汉
分校的创举　巾帼英雄，千古流芳第八章 校军东征北伐　校军的组成　第一次东征　平定“杨、刘叛
乱”　第二次东征　北伐前锋和主力　黄埔英烈 第九章 军校党争　“宣侠父事件”初显党争征兆　
“两会”的斗争与解散　“中山舰事件” 　黄埔岛上的“清党”杀戮　始于军校的“党争”延续第十
章 军神将星　出身于黄埔的解放军将领　国民党将领与“黄埔系”第十一章 校刊《中国军人》述评
　办刊宗旨和出刊概况　主要宣传内容和办刊特色　独创性地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观点第十二
章 考辨毕业证书　结缘黄埔，由考辨毕业证书开始　不同样式的第1期毕业证书 　黄埔一期老人回忆
毕业证书　毕业证书解疑第十三章 解析黄埔精神　众说“黄埔精神”　黄埔精神的内涵真谛　黄埔精
神的历史意义及现实意义第十四章 拜访黄埔一期毕业生　勋章 铸太行——祭左权将军　热血沸腾的
黄埔军校生活——访黄埔一期　毕业生侯又生　“八一”军旗上有他一缕耀眼的金丝——访　黄埔一
期毕业生、南昌起义中的团长廖运泽　侍从参谋谈北伐前后的蒋介石——访黄埔　一期毕业生苏文钦
　黄埔一期学生将帅名录　黄埔一期“特别人物”第十五章 世纪黄埔激情　遥忆抗战烽火年代　祖国
尚未统一，同学仍需努力　悠悠黄埔情第十六章 寻踪黄埔岛　军校大门——黄埔军校的图腾标志　校
本部——黄埔岛腹地和军校中心　孙中山故居——最早对外开放的重要景点　孙中山铜像传奇——“
文”字丰碑屹立黄埔岛　景色宜人的中正、仲恺、济深公园　俱乐部——军校文化中心　与珠江海水
共潮生的军校游泳池　东征烈士墓园——黄埔先烈安魂处　建立在全岛制高点上的北伐纪念碑　袖海
亭——驶上陆地的“中山舰”　著名的船舶修造地——柯拜船坞　咽喉要道上的长洲炮台遗址　四通
八达的大路小道附录　黄埔军校同学录（第1期-第4期）　黄埔军校大事记（1924-1927）　世界著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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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埔英杰周恩来 论说黄埔军校先驱，还有一个人物必须浓墨重彩地叙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
来。
黄埔军校历任政治部主任不少，论功绩和名望，首屈一指的非第三任主任、共产党人周恩来莫属，他
在军校初期建设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与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并驾齐驱。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是由军校原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人张申府举荐的。
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1920年12
月，他与周恩来等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受陈独秀的委托，组建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1923年12月，张申府结束3年旅欧生活，从德国取道莫斯科回国。
他到北京后，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去广州工作，最早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是中共从事早期军事
工作的党员之一。
张申府吲忆说：“黄埔军校开办后，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
叫我为军校推荐人才，希望能够介绍几个在国外学习有能力的人。
于是我开了一份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
名单上还有周佛海、赵世炎等人。
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留学，我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又说路费
困难，希望能寄路费去。
我又将此事报告了当时担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的廖仲恺，很快得到他的同意，廖给周汇了路费。
” 张申府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大约两个月左右，于1924年6月下旬辞去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他说：“这一年八九月间，广东大学暑假过后开学时，我从天津回到广州，见到周恩来问起给他寄款
之事，周说没有收到。
 原来钱款刚汇出，周已经搭乘一条邮船动身回国了。
”正是张申府的推荐，孙中山、廖仲恺热情相邀，周恩来受党的委派于11月到黄埔军校担任第3 任政
治部主任。
 在周恩来之前的两任政治部主任，基本上对军校的政治工作无所作为。
第1任主任（最初称军校政治部部长）戴季陶仅是挂名，他在1924年5月9日兼职主任后，由于对自己在
广东政府内所担任的角色越来越不满，态度非常消极。
在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两个月时间里，经常不上班，或每隔一两天到政治部走一趟，看看例行公文就
走了，甚至拉拢一些人制造谣言，煽动国共两党摩擦，把政治部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没有作用的机
构。
这年7 月，戴季陶因为国民党内部的争论，负气辞去一切职务，去了上海，军校政治部主任遂由副主
任邵元冲继任。
然而，这个邵主任很在意把这一职当成一个官来做，他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是一个典型的
办公桌官僚。
所以他每次在大花厅里作政治演讲，学生们都能酣然入睡，大家把他称之为“催眠术教官”。
他所主持的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
 周恩来到任之后，他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健全政
治工作机构，设立各级党代表，传授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设具有最新内容、理论性很强的政治
课，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等，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首先，建立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对原来班子进行整顿，增加部员，设置“指导”、“编
纂”、“秘书”3股，从黄埔第l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任职，以保证政治部工作正常运转。
制定了服务细则，明确了政治工作宗旨，规定了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和工作职责。
聘请常任政治教官，开设政治训练班，组织政治讨论会。
 其次，重定政治教育计划，增加政治教育分量，丰富政治教学内容。
 周恩来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确定政治教学课目，制定政治教学计划；扩大名人来校作政治演讲的范
围和内容，举办师生政治讨论会；组织政治部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营造浓厚的进步的政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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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埔军校的政治课里出现了这样的课目：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
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
国宪法比较、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等。
并发行期刊、专刊、文集、丛书、画报，编唱歌曲，成立血花剧社。
短时间内，在学生和教官中形成了研读政治书籍、注意社会潮流的极其活跃的政治局面。
 第三，指导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强和扩大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影
响。
周恩来到职后，重视发展中共党团组织。
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发展迅速。
 第四，把政治教育同实地作战相结合，开展战时政治工作。
周恩来对黄埔学生、官兵所进行的战时政治工作成效显著，包括“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向
民众展开政治宣传”，“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等。
 周恩来还给军校各级长官另加政治教育的“小灶”，要求他们每星期二、五晚上7时开始，听特别讲
演1个半小时。
特别讲演的题目均由政治部拟定，请各界名人到校。
在被称为大花厅的礼堂里，黄埔军校教官们见到了许许多多站立在那个时代潮头的人物：彭湃到这里
讲广东海丰农民运动，李求实讲全国青年运动，邓中夏讲省港大罢工，何香凝讲廖仲恺的革命事略，
宋子文讲财政，李烈钧讲军事，孙科讲吏治。
毛泽东、刘少奇都曾在这里发表演讲。
文学家鲁迅在这里留下了金石之言：“我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
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这些慷慨陈词发表讲演的人，虽然有的后来急流勇退，有的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当时毕竟
是大革命的弄潮儿，而有一些人则永远以时代先进者的姿态留在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册页上。
 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在军校教导团、第1军和国民革命军各军中全面推广。
北伐前夕，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均实行了党代表制和政治部制。
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了第2、第3、第4、第6 军党代表，周恩来任第1军政治部
主任。
第1军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有7个是共产党员。
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对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对推动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的作
用。
黄埔军校开拓的政治工作制度，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提供了宝贵经验。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留下的是轰轰烈烈的业绩，使军校的面貌发生了崭新的变化。
孙中山、廖仲恺对此十分满意，称赞周恩来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黄埔英杰”、“共产党的大
将”。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期拍摄有一张广为流传的半身戎装经典照片。
看着照片上他那张英俊甚至带点稚气的面孔，后人很难想像年仅26岁的他，竟会在黄埔军校的政治文
化教育、军纪法规建设和宣传鼓动工作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几年后当国共分裂，蒋介石排斥
共产党，周恩来被迫离开黄埔军校时，就连一些蒋介石的骨干亲信都扼腕长叹。
胡宗南就对蒋介石说过：“周恩来是一个非常人物，校长失去这样一个人，真是太可惜了。
再过几十年，你们才会明白啊！
”但是，历史是不会重写的。
 在孙中山、周恩来等黄埔先驱的直接教诲下，一大批黄埔军校学生茁壮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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