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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8年9月在北京参加纪念哈军工创建45周年活动后，笔者在招待所里与尚法尊老学长聊天时随便
说起愿为母校修史的打算，自那次谈话至2002年1月完成拙著初稿，时光已匆匆流过了4个年头，当我
写完与哈军工第一个番号&ldquo;103部队&rdquo;相呼应的103章书稿的最后一页时，感觉自己好像是一
个在荆棘缠身、蚊虫叮咬的莽莽密林中拼命挣扎向前的探险者，猛然间看到一缕阳光从密林的尽头射
过来，一阵眩晕过后，身心疲惫地喘息道：快要奔到头了&hellip;&hellip;当然，那个时候，我没有料到
，请哈军工老首长审阅初稿，征求意见；送省级直至国家级的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审批，前后竟用去一
年半的时间，书稿也反复修改了4次。
面对重重关山，置身激流险滩，几次绝处逢生，几多甘苦悲欢。
　　回顾五年来不辨晨昏、不知饥饱的苦行僧般的写作生活，不禁感慨万端。
我之所以能支撑下去，首先要感谢我那患难与共的老伴儿杨慧。
1998年秋到1999年秋，我一边在公司上班，一边在工作之余大海捞针似地搜集哈军工史料，并在周末
采访深港两地的部分哈军工校友。
为了构思哈军工一国防科大及另外5所哈军工分建院校50年编年史的纲目，常常挑灯开夜车，一年下来
才写了个开头的5万余字。
没有时间啊，我深为一身不能二用而焦虑不安。
老伴儿说：&ldquo;你又想上班，又想写书，你不想活了吗？
只能顾一头啊，干脆辞职回家，专心写你那个朝思暮想的哈军工吧。
&rdquo;我还有点儿犹豫：&ldquo;辞职？
我的工作，我的工资&hellip;&hellip;那可不是一个小数呀。
&rdquo;老伴儿一脸平静，淡然道：&ldquo;我还上班嘛，咱们饿不着冻不着就行了，家里的生活问题
我管了。
&rdquo;就这样，2000年元旦过后，我辞掉工作，放弃工资，回到家里。
从此，千里奔波采访，青灯冷坐撰稿，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老伴儿纤弱的双肩
上，在大学读书的女儿也理解父母，每次回家，都主动帮我打字，一个简朴而温馨的家，使我有了潜
心写作的基本保障。
　　我在书房兼卧室的小房间里，挂了一幅陈赓大将的肖像，在老院长睿智慈祥目光的注视下，我感
受到一种历史责任感时时撞击着胸襟，在我精疲力竭或被疾病击倒的时候，在我遭遇意想不到的精神
打击而心力交瘁，觉得再也挺不下去的时候，冥冥之中，我似乎听到老院长在鼓励我：要坚持下去，
坚持就是胜利。
　　我衷心感谢哈军工的老首长、老教授和全国各地的校友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耄耋之年的刘居英院长和张衍校长抱病为我多次讲述哈军工的历史并审读初稿；毛焕曾老师和刘苏民
同学雪中送炭；吴兰泸、张光启、江敬灼、曾宪钊、曾敏杰、邱世杰同学给了我宝贵的帮助；北京校
友会、西安校友会、深圳校友会、上海校友会、天津校友会、无锡校友会、广州校友会、江苏校友会
、河南校友会、武汉校友会都给予我多方面有力的支持，张文峰、祝玉璋、何水清、刘忠、王湘霖、
柳克俊、贾锡印、亓瑞云、张忠信、王洪波、温广彦、刘世参、王锡仁、孙金南、丁仁正、林晓霖等
老师和学长们千方百计为我提供写作素材；徐志坚、尚法尊、王殿勇、刘宝恒、施元龙、徐飞、刘小
林、杨昂岳、南鸿昌等学长们细读书稿，提出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刘捷和杜剑校友帮助我把百万余
字的手稿输入电脑；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装甲兵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
学院和防化指挥工程学院的领导和校友们也给予我查阅历史档案的方便和许多实际的帮助。
总之，这部作品凝聚了成百上千哈军工人的心血和关爱，是哈军工人发扬哈军工精神，克服困难，团
结奋斗的结晶。
　　自古治史难。
基于哈军工在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历程中的特殊地位，治哈军工史尤其难。
哲人云：治史者应有&ldquo;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rdquo;的精神，老将军肖克曾引用东汉哲
学家王充的两句话&ldquo;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rdquo;，来勉励党史和军史工作者要坚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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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求是的学风。
　　笔者才疏学浅，面对浩如烟海、曲折复杂、充满&ldquo;禁区雷阵&rdquo;的哈军工50年历史，自
知难以承担为母校修史之重任，只是为了纪念母校50周年华诞，不揣浅陋，斗胆涂鸦，聊表寸心而已
。
几年来，怀着对哈军工历史的敬畏之情，我遵循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写作原则，不求迎合时尚，只
求为史存真。
我希望能以自己执著的追索，为一代名校哈军工概括出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以自己真诚的笔墨，将
哈军工人半个世纪可歌可泣的人生轨迹凸现于历史的画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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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哈军工传》详细讲述了哈军工创立、发展的进程，及组建长沙工学院、国防科技大学的历史。
全书字里行间浸透了作者对哈军工的深厚感情，生动描写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代
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哈军工的支持与关爱；热情讴歌了哈军工首任院长陈赓大将为创建哈军工和发展国
防科技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真实再现了哈军工各级领导和老教授努力创办一流科学技术大学、为国
家培养高素质军事科技人才呕心沥血的感人事迹；充分反映了哈军工教职员工和毕业生为国防现代化
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堪称一部特殊的军校史。
    作者滕叙兖，不是专业作家，而是一名初次写作的科技工作者。
这名1963年考入哈军工的老学员，早年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微波遥感技术，曾被派往美国、意大利等多
个国家作访问学者，获多项科技成果奖后被调入深圳，从事高科技项目研究。
为广泛收集资料，他几乎自费跑遍全国，在花甲之年忍着病痛，克服重重困难，先后采访了400多名老
将军、老教授、老学者，查遍了各地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第一手鲜为人知的史料和故事。
写作过程中，他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用史实说话，用真情感人，先后四易其稿，终于用
五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哈军工军校史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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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滕叙兖，汉族，高级工程师。
祖籍山东蓬莱，1943年12月4日生于辽宁省金县大李家乡石槽村。
1963年8月于大连第二十中学毕业后考入哈军工，入电子工程系海军雷达专业学习，1965年入党，1968
年11月毕业。
1970年5月，经39军鹤立农场锻炼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物理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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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引子第一章   东征救蒋 青年陈赓黄埔扬威名         援越抗法 一代战将神州留传奇第二章   朝鲜战火 
中国亟须军事工程师         聂粟报告 军委筹谋国防现代化第三章   日夜兼程 陈赓奉招担重任         运筹帷
幄 主席点将定大计第四章   “三边并举” 灵境胡同调兵遣将         全国选址 奥列霍夫驻足松江第五章   
风雨人生 张述祖喜迎上海解放         金盆聚宝 陈市长诚邀专家出山第六章   群英聚首 筹委会宣告成立      
  总理主持 众将帅慷慨相助第七章   全校动员 林园万里搬迁忙         陈赓急电 张衍携子飞北京第八章   知
遇之恩 张述祖秉烛荐贤才         求贤若渴 黄景文倾心聘名师第九章   刀下留人 董必武改判死囚专家         
雪中送炭 滕代远借出大和旅馆第十章   关怀备至 周恩来亲征军工将才         马不停蹄 李懋之落实基建计
划第十一章 风雪移师 万众一心创建学院         “两老办院” 陈赓奠定教育思想第十二章 寒风砭骨 老教
师冰城过三关         将军暖心 周明鸂雪夜述衷肠第十三章 紧急招生 全军上下选拔秀才         教授试讲 新
生大队补习文化第十四章 统一思想 中心工作抓好教学         破土动工 五千大军扎营荒原第十五章 唐铎
归国 哈军工盼来苏联首批顾问         主席速批 彭德怀亲拟二期招生计划第十六章 虚怀若谷 首席顾问支
持“大屋顶”         现场会议 省市领导齐集文庙街第十七章 条令如山 奥首席细查内务卫生         英烈不朽
秦基伟报告感人肺腑第十八章 求助“上帝” 毛泽东挥毫题词         军委例会 黄克诚一锤定音第十九章 
轻车简从 彭德怀视察军工大院         开学典礼 张宗逊宣读主席训词第二十章 《工学》创刊 吴运铎精神
催人奋进         入伍宣誓 朱起鹤矢志献身国防⋯⋯中卷下卷后记致谢参考文献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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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距今79年前，即20世纪的1924年6月16日上午，在离广州市40华里的一个树木葱茏的海边小
岛&mdash;&mdash;黄埔长洲岛上，正举行将对中国现代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开学典礼，这所新学校的正
式名称叫&ldquo;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rdquo;，历史上简称为&ldquo;黄埔军校&rdquo;。
　　时任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大总统、陆海军大元帅的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迎着晨曦，于7时40分
来到黄埔军校。
在校前码头上，军校师生英姿飒爽，列队恭迎孙先生夫妇。
孙中山神采奕奕，那饱经沧桑的面庞透着一股由衷的豪情。
创建黄埔军校，是他几十年血的教训所凝聚成的智慧和成果，也是实行新三民主义后，国共两党共同
铸就的辉煌工程。
　　9时20分，孙中山在宋庆龄、蒋介石和廖仲恺的陪同下，登上简易的主席台，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
，他说：&ldquo;我们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都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
这种好骨干，成立了革命军，我们的事业便可以成功。
所以今天在这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rdquo; 孙中山要求黄埔学生，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之心理，一心做
救国救民的事业。
他说：&ldquo;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不怕死。
&rdquo;　　孙中山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听得黄埔军校师生群情激昂，演讲毕，大家齐声高呼&ldquo;
孙总理万岁！
&rdquo;　　在470余名第一期黄埔新生队伍里，有一位中等身材、瘦削精干、眉清目秀的青年人，他
叫陈赓。
此刻，他正聚精会神、纹丝不动地立正站着，两眼直望着身着白色中山装的孙中山，聆听自己无限敬
仰的革命领袖的每一句话。
　　从那一刻起，共产党员陈赓就把&ldquo;黄埔精神&rdquo;，即一种代表历史发展潮流，充满朝气
与活力的时代精神，一种救国救民、发愤图强的民族精神，一种&ldquo;不为钱、不要命、爱国家、爱
百姓&rdquo;的革命精神，融化在热血沸腾的身躯之中。
　　笔者为何要涉及那么久远的年代？
这是因为不了解陈赓的历史，就无法了解哈军工的历史，不了解&ldquo;黄埔精神&rdquo;，也无法深
刻理解&ldquo;哈军工精神&rdquo;，这两所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军校，因为有了陈赓，自然产生了一
种亲切的历史情结。
　　对于任何在教育史上称得上&ldquo;名校&rdquo;的大学来说，其成功之路无不有赖于一位或几位
可以铸就&ldquo;校魂&rdquo;的大师级历史人物。
试想，如果历史不把一代宗师、民主斗士、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推上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北
京大学的百年辉煌和中国第一名校的荣誉恐怕又当别论了。
所以，今天的北大人尊崇蔡元培先生为&ldquo;北大之父&rdquo;。
同样的道理，当笔者认真探究哈军工的岁月钩沉，求索她何以成为中国一代名校的原因，自然要沿着
历史的长河溯流而上，走近&ldquo;哈军工之父&rdquo;陈赓大将，感悟他的人生脉搏，因为是他创建
了哈军工，是他铸就了&ldquo;哈军工之魂&rdquo;。
　　公元1903年2月27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农历二月初一，陈赓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龙洞乡二都柳树铺
（现称羊吉安村）。
6岁时，陈赓入私塾启蒙读书，爷爷陈翼琼给孙子取了个学名叫庶康，字传瑾。
陈赓的爷爷出身贫寒，后奋而投奔湘军，骁勇善战，擢升花翎副将（相当于师长），御封&ldquo;武显
将军&rdquo;，1885年，爷爷防倭后遂解甲归田。
老爷子侠肝义胆，热心公益慈善诸事，对孙子的影响很大，陈赓自幼就立下效命沙场、建功立业的大
志向。
1916年底，父亲把13岁的陈赓从东山高等小学堂叫回家，要请家教并亲自管束，同时又逼他和一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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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大两岁的富家女子成亲，性格倔强又受到新思想影响的陈赓不接受这种命运安排，一气之下离
家出走，投湘军当了兵，此时，他才改名为陈赓。
四年的湘军生活，在军阀混战中陈赓受尽磨难，一身疥疮，病倒军旅，追随他投军的三弟也不幸病故
，陈赓对湘军彻底绝望了。
　　1921年，陈赓脱离行伍，来到长沙，在&ldquo;五四&rdquo;思潮激励下的陈赓满怀献身革命的激
情，他认识了毛泽东并进入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他的思想产生了飞跃。
1922年，陈赓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此，这位旧时代的叛逆者成为自觉的革命者。
后来，他在创办哈军工时曾向主要助手张衍说过自己的入党问题：&ldquo;我的党龄本应该是与党同龄
，1921年我就在湖南党的小组工作，提出入党请求，可当时党的负责人说，陈赓出身于地主家庭，是
个大少爷，应该多考验一个时期再说。
就这样，1922年才批准我入党。
&rdquo;　　1923年底，党选派陈赓南下广州，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
1924年3月，对旧式的陆军讲武学校颇为失望的陈赓，投考筹办中的黄埔军校，被录取为第一期第三队
学员。
学习了7个月，陈赓以优异成绩毕业，被留校工作，历任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候补干事，第二期入
伍生队连长，第三期步兵科副队长，第四期步兵科一团七连连长等职。
在黄埔军校期间，陈赓十分敬佩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而周恩来也非常喜欢品学兼优、胆识过
人的陈赓。
陈赓一生都师从周恩来，与周恩来保持着师生加兄弟的深厚情谊。
　　1925年的广州，战云密布，广东革命政府处于危急之中。
为了击败军阀陈炯明的叛乱，黄埔军校学生军两次东征，其间又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阀叛乱，在
激烈的战斗中，年轻的陈赓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指挥天才和深入虎穴、孤胆英雄的大智大勇。
　　1月，黄埔军校学生军作为东征军的右翼，攻淡水，战棉湖，克五华，锐不可当。
当东征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时候，重病不起的孙中山先生高兴得热泪盈眶。
22岁的陈赓身先士卒，英勇顽强，在带兵的连级干部中初露锋芒，给黄埔军校校长、东征军总指挥蒋
介石和苏俄顾问加伦将军等高层领导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5月，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叛乱，东征军紧急回师，讨伐杨刘。
两军对垒之际，派谁去侦察敌情？
在火线上指挥作战的周恩来主任想到了陈赓。
陈赓洗净满脸的油泥，换上整洁的学生装，告别周恩来，划小船潜入广州市区。
　　叛军控制下的广州乌烟瘴气，陈赓小心地穿街走巷，突然看到路边有捆叛军扔下的反苏反共传单
，他计上心来，拾起传单，大步走到路上，碰见叛军，他还主动上去塞几张传单。
三天里，陈赓靠这捆&ldquo;通行证&rdquo;，把叛军的设防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圆满完成了侦察任务
。
陈赓心中暗自高兴，他准备渡江返回部队，没料到刚走到惠爱中路第一公园时，滇军军官学校的巡逻
队堵住了去路，黑洞洞的枪口抵着陈赓的腰。
陈赓扶了扶眼镜，扫了一眼叛军手中&ldquo;拿获共产党就地正法&rdquo;的木牌子，从容不迫地指指
胸前的校徽，不慌不忙地说：&ldquo;我是高师的！
&rdquo;带队的滇军军官上下打量着这个斯文的学生仔，又押着他到学校对证，没有找出破绽。
滇军军官骂了一句，挥挥手放走了陈赓。
　　陈赓脱险归来，他为东征军平叛立了头功，受到蒋介石、周恩来的夸奖。
5月10日，加伦将军根据陈赓的情报，向革命政府提出作战计划，黄埔军如急风暴雨，包围了广州市。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叛军已溃不成军，涌到火车站，准备乘火车逃走。
周恩来让传令兵找来陈赓，命令道：&ldquo;陈赓，快去火车站找工会同志接头！
&rdquo;陈赓敬个礼，率领他的连队，冲过珠江，一口气打到北校场，当六神无主的叛军爬上火车，等
待火车鸣笛开车时，黄埔军的枪口已对准每一节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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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陈赓很快找到了工会干部，布置了诱敌上车，关门打狗的作战任务。
此时的陈赓已成为黄埔军校人人都佩服的战斗英雄。
　　东征军刚刚平定了叛乱，退到福建的陈炯明又卷土重来，国民政府不得不举行第二次东征。
由于陈赓的战功，蒋介石把他的连队调到自己的身边，担负总指挥部的护卫。
东征军攻克惠州、海丰后，突遇险情，那天是10月27日，东征军指挥部带领第三师攻至五华县华阳附
近，与陈军主力林虎部一万余人遭遇。
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指挥无方，千余将士伤亡，东征军仓皇败退。
蒋介石急了，忙派陈赓到前线传达他的命令：不准退却，谁退就枪毙谁。
但是，兵败如山倒，谭师长哭丧着脸，向蒋介石请求后撤，蒋介石面色苍白，大骂谭&ldquo;无
能&rdquo;，回过身大叫着，&ldquo;陈赓，我任命你代理三师师长，组织三师反冲锋，快！
&rdquo;陈赓挥着驳壳枪，冲到前沿，但为时已晚，漫山遍野都是三师士兵丢下的辎重和行装，已经无
法组织有效的抵抗。
陈赓气喘吁吁跑回山头，看见蒋介石坐在地上，流弹擦伤了蒋的脚，幸亏伤不重。
陈赓蹲下来劝慰蒋介石，山下叛军的杀声渐近，陈赓不管蒋介石的叫骂，架起他沿山梁往下跑，没跑
多远，蒋介石又坐到地上，颓然道：&ldquo;我不走了，我惟有杀身成仁！
&rdquo;说罢涕泪俱下，抽出短剑，举到胸前。
陈赓一把夺过短剑，口气坚定地说：&ldquo;校长不可如此悲观，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三师又不是我
们黄埔军，赶快转移，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rdquo;　　&ldquo;陈赓！
&rdquo;蒋介石仰面望着满脸汗水的陈赓，脸部肌肉抽搐着，悲哀地说：&ldquo;我，我实在走不动了
！
&rdquo;　　&ldquo;我背你走！
&rdquo;陈赓把驳壳枪插在腰间，不顾自己负了伤的脚，背起蒋介石，爬过泥泞的山坡，在草丛里深一
脚浅一脚地小跑，子弹的呼啸声，敌兵的狂叫声，催着陈赓豁出命地奔跑，他只觉得蒋介石的两只手
紧紧地抓着自己的军服。
　　跑到一条河边，枪声逐渐稀落，陈赓把惊魂稍定的蒋介石送上一条船，又回头召集跟在后面的官
兵，顶住追击的敌人，蒋介石终于被陈赓救出险境。
接着，陈赓顾不上极度的疲劳，自告奋勇，赤手空拳，冒险穿越160里的山路，见到周恩来，搬来了救
兵。
　　陈赓火线上救出蒋校长，这段脍炙人口的故事传遍了黄埔军，传遍了广东革命政府。
当时人们流传一句顺口溜：&ldquo;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
&rdquo;这说透了&ldquo;黄埔三杰&rdquo;的特点。
　　蒋介石越来越看重陈赓，他请黄埔将领吃饭，也常喊陈赓作陪。
蒋介石满以为他精心栽培的青年陈赓必是自己的心腹大将，然而蒋介石失算了，当他暴露了反共真面
目之后，陈赓机智地摆脱了蒋介石，毅然离开了黄埔。
　　1926年9月，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陈赓秘密离开广州到上海，见到陈独秀才知道，党要送他到苏
联学习保卫工作。
他和顾顺章等人上了一条苏联货轮，先到莫斯科报到，然后带着介绍信到苏联远东地区学习。
次年2月，陈赓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去南昌了解情况，又见到踌躇满志的蒋介石。
不久，党派陈赓到北伐军唐生智部，任军部特务营营长。
&ldquo;四一二&rdquo; 蒋介石大屠杀之后，陈赓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期间，
陈赓与王根英的爱情故事由周恩来夫妇的妙手绘成幸福的结局。
婚后王根英回上海做地下工作，陈赓跟随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出任营长。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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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哈军工传》是一部哈军工50年的编年史。
作为历史见证人，我仔细读过，我可以肯定地说，该书史实和人物描写基本上准确。
　　&mdash;&mdash;原哈军工教育长、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顾问　张文峰　　　　作者以哈军工历史为
红线，结合人物细细道来，有血有肉，生动形象，夹叙夹议，一个活脱脱的军工人被勾画出来了。
《哈军工传》不失为一项具有历史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工程。
　　&mdash;&mdash;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原政委、少将　汪浩教授　　　　《哈军工传》是一部史诗般
的巨著，我不仅要反复阅读，还要永远收藏。
传给儿孙后代。
　　&mdash;&mdash;哈尔滨工程大学原副校长　何水清教授　　　　在目前所有关于哈军工的作品中
，唯有《哈军工传》是最好的，我很喜欢。
这部大书可贵之处在于一个&rdquo;真&rdquo;字，她能在历史上站住脚并留给后人。
作者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顶住巨大的压力，实在不容易。
　　&mdash;&mdash;中国工程院院士　　高伯龙　　　　《哈军工传》是一部催人奋进的好书。
她以翔实的史实、生动的语言，准确反映了哈军工的光辉历程，记录了一个辉煌传奇的时
代&hellip;&hellip;看到此书，我欣喜不已，手不释卷。
　　&mdash;&mdash;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兴铭　　　　炽热的情感，生动的语言，形象的场景氛围烘
托，传神的细节描绘，构成了本书突出的文学特色，使得这部长篇传记具有强烈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mdash;&mdash;湖南省作协主席、岳麓书社首席编辑　唐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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