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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迪威对何应钦的基本印象是：他只效忠蒋，认为他参谋长的职责就是操纵各种不同势力和控制
物资军饷来保持军队对蒋的效忠。
他不辞辛苦，勤勤恳恳工作，获得了很大成功，可却没有提供多少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军事知识，供其
统帅使用。
    抗战后期何应钦到美国，受到美国各地报刊的赞誉，说何辅佐蒋介石的功业，堪称“中国陆军之保
姆”，“当今之赵子龙也”。
    何应钦的功、过、荣、辱，升迂与降职，中年到晚年，始终围绕蒋氏父子，连中年长期对蒋介石的
不满情绪也慢慢地磨平了，几十年来，真正起到了蒋介石的高级助手、顾问的作用，晚年亦继续辅佐
蒋经国，起着“老兵”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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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仲明，1950年生于北京。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副编审，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
多年从事中国近代文化艺术史、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编辑工作，主要著作有：《李少春传略》《梨园
宗师——梅兰芳》《百年家族——梅兰芳》《百年家族——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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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初涉政坛　　一、“新派"骨干　　此时贵州军政大权掌握在兴义系军阀刘显世、王文华
手中。
刘显世是王文华的亲舅父、叔岳父，他用封建宗法制加强统治，依靠熊范舆（刘的秘书长兼中国银行
贵州分行行长）、张协陆（贵州财政厅长）、何麟书、郭重光这“四大台柱”及贵州立宪派代表唐尔
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形成贵州“旧派”势力；而军事上逐渐得势的王文华，借助从日本回国的何
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等士官生，兄弟王伯群，及符经甫、李仲公等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受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代表了贵州的进步力量，并与“旧派”矛盾日深。
　　血气方刚、留学回来的何应钦虽然一段时间与“旧派”人物相处不错，但他更佩服王文华，且与
几位同学受到王文华的提拔重用，所以他自然成为“新派”一员，并逐渐成为骨干。
　　1917年3月，黔军第一师成立。
王文华师长任命何应钦为团长。
这年农历三月初十，何应钦与王文湘（王文华小妹）在贵阳结婚。
何应钦刚刚立足黔军，又做了王文华的妹夫，可谓双喜临门。
婚礼上：李绍阳赠送乃师黄子久手书的一副贺联致喜：　　昔日瀛洲学士，今看天下将军，宝马气如
虹。
玉树风前，何郎傅粉；谪来蓬岛仙姬，成就人间眷属，瑶池春似海。
蟠桃花下，王母开筵。
　　在王文华极力推荐下，这一年7月，何应钦被任命为贵州讲武学校校长。
适逢刘（存厚）戴（戡）成都之战，何应钦受命援戴，任援川第一支队参谋长，随支队长韩建铎出征
，当他们路遇洪水，克服困难到达川边时，戴戡已兵败自杀。
援军遭川军阻击，何应钦主张强攻，韩建铎则认为等待援军再发起进攻，两人争执不下。
待刘存厚等赴京查办。
韩、何支队收编戴（戡）军余部未成，无功而返。
何应钦首次出战未能建功，情绪颇为低落，王文华便宽慰他不必在意。
　　同年11月，刘存厚部川军再攻滇军，北洋政府任命四川查办使吴光新援助刘部。
何应钦仍任第一支队参谋长。
随王文华、袁祖铭（第一支队长）入川平乱。
11月22日，孙中山电令黔、滇两军会攻重庆。
此后几天，何应钦部参加了黄桷桠激战，相持10天，吴光新部弃城而逃，黔军于12月3日进驻重庆，何
应钦总算尽到了力量，头功又被袁祖铭抢去。
　　在贵州讲武学校，何应钦根据自己在武昌陆军中学和日本士官学校的经验，以日本士官学校的教
学方法为样板，制订了教学、训练大纲。
招收入伍一年以上的高小或中学毕业生，设置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等课程，并特别聘请日本人能
村少校为顾问，办学成绩不错。
何应钦不但拒收刘显潜（刘显世堂兄、贵州游击军总司令）送来的素质极差的考生余万金、邓万昌等
十多人；而且治校颇严，一次熄灯号后，其弟何辑五外出未归，何应钦不徇私情，禁闭何辑五3天，
并训斥他要遵守学校法纪。
　　贵州讲武学校在当时并不十分有名，但却使何应钦有了教学、管理学校的实际锻炼，并为他后来
在黄埔军校的教学奠定了基础。
　　二、创办“少年贵州会”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贵州虽地处偏远地区，新思想的传播不及京、沪等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缓慢，但落后、波动的社会
生活状况，地方军阀的黑暗统治，促使这一地区产生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社会上
鼓吹民族独立、民主自由、主权在民的言论逐渐多起来。
　　在贵阳，《贵州公报》《铎报》等报刊，刊发《俄国第二次大革命要闻种种》《俄国过激派与德
国之关系》等文章，报道、评论俄国革命，贵州各报也大量刊登介绍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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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课程设置增加了自然科学课和外语课。
1918年3月，贵阳川剧班针对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排演了一对乞丐夫妇参加贵
州的救国储金运动的《乞丐储金》，观者深受感动。
　　随着贵州各种社团的纷纷创办，何应钦感到：　　国家之进化，基本于世风。
社会之改良，造端于民智。
我中华以五千余年之古国，伏于专制淫威之下，百事不竟，民智暗然，致招老大之讥，遂贻病夫之消
。
耳聆目注，深自慨然！
应钦等壮年游学东瀛，于学问之余，辄默察欧美诸邦所以竞进之本，方知社会之所以改良者如是，人
民知识之所以开进者如是，力思挽救，因事未能。
乃学成归国，观察社会凌乱乖错，仍似千百年前之旧态；民智酣梦否塞，依然三代以上之故习。
以此而图生存于二十世纪优胜劣败之世界，几何其能幸免也。
　　何应钦认为，组建社团，既能推动贵州的新文化运动，又能利用这个机会把社团抓到“新派”手
中。
可谓一举两得。
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亦有此意，他于1918年10月特从重庆回到贵阳与何应钦商议。
何应钦建议：“刘敬吾算得是刘家门下的新人。
又是法政学校校长，可邀请他为发起人。
”王文华同意。
嘱何：“此事刻不容缓，敬之，你就多多偏劳。
我身为军界领袖，不便直接插手民间事情；，你以讲武学校校长兼盘江各县同乡会会长名义出面，名
正言顺，可争取广大学界和各同乡会的支持。
”两人商议团体名称时，想到是年6月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乃定名“少年贵州会”。
　　10月22日，何应钦与谷正伦、邱醒群、赵季卿等人到刘敬吾家，商议成立团体事。
会上有人提议叫“群力会”，有人主张叫“新潮社”，何应钦主张借鉴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少年意大利
会为创建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的意大利的史事，为鼓舞贵州青年的进取精神，叫“少年贵州会”
，大家一致赞同。
　　1O月26日，何应钦召集其他发起人讨论章程，决定由何应钦起草《本会缘起》，社会各界参与讨
论章程、纲领。
10月30日，筹备会通过了简章和《本会缘起》，决定由何应钦任主任理事，刘敬吾、谷正伦、邱醒群
、赵季卿为理事。
其简章写道：少年贵州会，“以造成少年贵州为宗旨”，“具牺牲小己之观念，明合群报国之大义；
增进学识，崇尚气节；锻炼身体；娴游艺术”。
　　11月10日，少年贵州会在贵阳忠烈祠举行成立大会，大会由何应钦主持，他宣讲了《本会缘起》
：　　东方古国，老且病矣。
医者日共和，日立宪，日改革制度，振兴社会。
其精神愈衰惫，举止愈失常，生机将绝，死期迩矣。
体质既孱，弗耐针灸：复纷扰争执，各逞私意，方剂杂投，相反相克，风寒邪魔又从而袭之，垂暮之
古国，焉能幸免！
　　也许是感到这样文绉绉地读下去减少了大会的气氛，况且他的兴义泥凼土话贵阳人听着并不顺耳
。
于是，何应钦放下这篇已见《铎报》的讲稿，振作精神，半白话、半文言的接着讲演：　　诸君试看
我贵州，又属于垂暮古国中的老病者。
辛亥之年，护国之事、护法之役，强为兴奋，再起再蹶。
想医其者纵然尽心竭力，而病家却不相信，致使灵药也失效，近来更有人讳疾忌医。
照此下去，何日能医好贵州的病？
应钦在日留学，听说东洋、西洋的医生，都时兴心理疗治之术，目的使病人振兴精神，健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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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他忘记自己之病躯，而发皇其朝气。
应钦虽不懂医道，但也略知，生病之人。
精神奋兴而血气流行，生机就不绝，体质也就不衰。
在此基础上，医生察病施方，药效立现，病者也就不再讳其病而忌其医，无须多少时日，病去而延其
年，哪能因老病而死去呢？
如果不这样，医者自医，病者自病，各不相牟，体质日渐消弱，我们贵州岂不要病死了吗？
中国岂不要病死了吗？
　　应钦所比方的体质者，就是社会。
而组织社会者，便是人民。
这就是我辈之所以欲聚我同胞，充实其体力，活泼其天机，游肄其艺术，奋兴其意志，相互激发而忘
其耄耋而却其病苦。
如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贵州、我中华，少年进取之气蓬勃兴旺，然后社会诸事业才有发展的希望
。
这就是我辈同人所以要发起成立少年贵州会的原因。
　　何应钦的讲话受到全场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
会后，贵州要人纷纷为少年贵州会捐款，刘显世捐大洋1500元，王文华捐大洋1000元，李伟丞、王伯
群、华之鸿等也参加捐款，住在贵阳的日本人能村修也捐了大洋30元。
　　少年贵州会设学务部、游艺部、体育部、交际处、纠察处、总务处。
　　作为军人，何应钦尤重视体育，他认为体育能强身健体，又能砥砺品节。
体育部有弓矢股、射击股、马术股、劈刺股、体操股、拳术股等，借贵州讲武学校操场活动，多次得
到何应钦和讲武学校教官的指导。
在何应钦倡导下，少年贵州会举办贵州第一次全城性的运动会。
　　学务部的讲学股经常组织讲学活动，曾聘请王文华主讲哲学，陈衡山、任可澄主讲国学，何应钦
主讲军事学，刘显世主讲阳明学，邱醒群主讲政治学，刘敬吾主讲经济学。
　　1919年初，何应钦做过一次军事演说，谈及国民素质，将校能力，兵嚣、粮食等的多寡与补充，
地势，交通，兵力蓄积等问题，反映了他早期的军事思想和并未高出常人的军事理论观点。
何应钦认为，一个国家，其军队的强弱，通常由上述这些条件而定，即：　　（一）国民之素质。
所谓国民素质者，即德、智、体育是也。
有谓今世学术进步，陆上有战，海底有战，空中有战，皆斗智也。
例如此次欧战，德人用毒瓦斯。
法人即有以抵制之，皆智育为之也。
不知徒有智育而无体育，则无论海战、陆战，当枪林弹雨中，断难忍乏耐劳冲锋陷阵；若徒有智育、
体育而无德育，则不能严守军纪，踊跃奉公，从容就义也。
故凡国民素质最良之国，无不以寡敌众，以小胜大。
今之讲求军国主义者，三育并重，未尝偏废。
　　（二）将校之能力。
将校为国家之桢干，国军之强弱系焉。
将校之能力丰富者，其国军队必强，此至然之理，必然之势也。
　　（三）兵器、材料、舰船、粮食、被服、军需品之多寡及其补充方式。
若兵器材料等丰富且补充容易者，其兵力自必强大。
　　（四）国境及国内之地势。
夫国境于地势于军事上有绝大关系。
国土方圆者，能迅速集中兵力，于国疆土方面，其防御甚易；狭而长者，则反。
是国疆地势险而短者，可不用多兵防御；其平夷而长者，则反是。
如我国，以四百万方里之地（应为960万平方公里），幅员广大，等于全欧。
东南濒海，西北带山，海陆军之未可缺，军舰、潜艇、飞机、兵嚣之属，尤宜筹设完备。
况我国境四周强邻虎视，如俄、如德、如英、如日本，故我国境附近应驻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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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若国内大山横亘为三部，铁道之敷而未周，交通之梗塞如故，军队集中万分困难。
忽尔战端一开，各部难免孤立之危，此极需重兵者也。
　　（五）运输交通之完备否及要塞之价值。
国内交通设备完全者，其集中兵力于国疆需时自少，且可随时转移军队。
于兵力之保持及运用等便利极多。
兵员虽少，其效力甚大。
至要塞坚固者、较薄弱者，其价值之如何，不待言也。
　　（六）兵力之蓄积。
夫兵力之蓄积，不惟达战争目的之要素，苟立于列国之间而欲保全独立，俾张国权挽回权利等，实不
可一日忽。
故战虽危事，兵虽凶嚣，苟无之，则和平难以保，国家难以安。
吾人欲谓兵力非立国之要素，可乎？
兵力之最有益于国家者固如此，苟不定标准焉，于经济方面无所计划，率尔增兵，徒知兵多之可贵，
而不知经济不支之大害，有不至国库空虚、财尽民穷不止。
秦皇、汉武之默武穷兵，威震动一世。
其失败也如出一辙，可想见也。
故吾人欲定兵力之标准，所当采取者有口口，以人口之多寡决定之。
兵力中占最要之部分者，人员也。
故国家虽富饶，其经济虽良好，而人口寡少，不特不能与大国争霸，而欲保全其国，亦难矣。
现今世界，列强中人口与兵力之比最大者为法国，每人口千人占常备兵19人；最少者为日本，每人口
千人占常备兵4人。
我国以人口论，若仿照法国，则平常养兵760万；若仿照日本，则当养兵160万。
如若不然，一旦国际破裂，将何以对外，有不坐而待亡乎？
如我国之假想敌国为某某国及某某某国，则当先考察其平时、战时兵力之多寡而准备。
至若野战所用之军，各地守备所用之兵，须一一考察，着着准备，防患于未然也。
故我国之陆军兵额，按某某两国之兵力及政策决定，至少亦须有野战军50师、守备兵10师。
然国家岁入不足，必不能设常备兵60师，故须改行征兵制，以40师为常备兵，其余20师由预备兵或后
备兵补充之。
　　少年贵州会游艺部的新戏股积极排演新剧。
1919年1月14日，他们编演的话剧《人道引》（又名《黑奴恨》），借达德学校剧杨公演。
何应钦来到剧场，虽然他对表演歌唱一无所长，但他认为用演新剧的形式更胜过讲演，因此颇为热心
，他向观众介绍排演新剧，介绍该剧的演职员。
这一年，该会还排演了《大埠桥》《亡国鉴》等剧。
在五四运动中，少年贵州会和达德学校把北京爱国学生讨国贼、争国权的爱国行动编成新剧演出，深
受各界群众欢迎。
　　这一年3月1日，少年贵州会主办的《少年贵州日报》创刊，邱醒群、符经甫等先后任总经理，王
聘三、谢笃生、刘介忱等先后任总编辑。
该报发刊词宣称旨在“砥砺品节、阐扬正义、振作朝气、警醒夜郎、审辨政潮、灌输新智、监督官吏
、通达民隐”。
何应钦特别在省议会介绍这八条宗旨。
　　到1919年年底，少年贵州会在贵州省内成立了76个支部，成为当时贵州最大的社团。
　　三、支持学运，冲击“旧派”　　五四运动热潮涌到西南，贵州当权者态度不一，“旧派”人物
态度暧昧，唯恐“过激”；而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领袖，认为北京学生的要求无可非议，应当谴
责北洋军阀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同时又可借助学生运动，冲击“旧派”势力。
　　5月中下旬，贵州学生准备声援北京学生；贵州各报陆续报道北京五四运动情况和各地声援北京
学生的消息。
当上海成立国民大会的消息传来时，何应钦找到刘显世，要求以少年贵州会联合省议会，共同发起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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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成立贵州国民大会，得到刘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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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何应钦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军事助手，在东征、北伐，四一二政变、军阀内战、抗日战争中辅佐蒋
的国民政府军队进行作战，后勤等；到台湾后失去兵权，任蒋“顾委会”主任，在“反共”的前提下
提倡“统一”。
　　何应钦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议颇多的人物，如其经历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西安事
变等，众说纷纭⋯⋯ 《何应钦大传》向我们介绍了何应钦的人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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