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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

前言

别梦依稀  父爱如山    王鲁云    得知温相先生大作《王耀武传奇》一书即将印制出版，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父亲王耀武的音容笑貌转瞬之间映于眼前，仿佛昨日。    父亲一生戎马倥偬、军旅匆匆。我
在1935年10月出生时，父亲还在江西前线。我出生的消息让父亲非常高兴，他虽然是老派人，但脑筋
并不旧，尤其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而且又因为我是长女(其实也是唯一的女儿)，让他格外钟爱
。每逢我的生日，尽管他很忙碌甚至“过家门而不入”，但总要细心惦记，总要托人送回一两样小玩
意哄我开心。这些东西因为济南城破之前行色匆乱，都已然散失了。1965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我
带着小女黄惠珍回祖国大陆探望父亲，屈指算来已经十七年未曾谋面，父亲显然苍老了许多，但他对
我的慈爱不容稍减，他压低了声音拉住年仅七岁的惠珍问长问短，舐犊之情溢于言表。虽然这次见面
只有一周的时间，但它印刻在我心目中的记忆却是恒之久远。    父亲一生历史功过早已盖棺论定，这
里不再赘述。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我对他的印象。父亲功名早显，一路扶摇，入参庙议，手绾
兵符，可谓炬赫人物。但他本人从来都是自持甚俭、洁身自好。旧社会的旧习气从无沾染。他与戴雨
农(戴笠)私交很好，但私下里却对其人渔色、暴虐等负面颇多微词。他本人虽也不能免俗，广开财路
，但从未骄奢淫逸、中饱私囊。有一次，我亲眼见到他穿着一双新布鞋在污水中踏来踩去，颇为不解
，就问缘故。父亲告诉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我祖母一人操持全家，节衣缩食，一双新布鞋总希望它
能延长寿命。因为鞋底是细麻绳纳的，干透了的麻绳耐力有限，猛一用力，很易折断。所以，穿了新
鞋就要在水里踩一踩，让麻绳吸足水分，增强韧性，自然也就耐穿了。他为人讲求边幅，但平素办公
，除非迎来送往、宴请宾朋，否则绝不穿皮鞋，只穿粗布鞋。他的饮食也相当简单，温相先生书中所
述庐山那一段白文冰为他做“号筒子”(卷饼)一事至为逼真，他在家里最爱吃的就是这一口，每逢此
时，他还告诉我说，少年时代如果能吃上这些就已经是过年了。    对于国共两党最后兵戎相见，父亲
内心感受极其复杂。他不赞成陈诚那些人急于发动内战的想法，却又不能不服从于军令。他本来从不
在家里谈及军务、政务，这次却也隐忍不住。据母亲郑宜兰后来对我说，父亲两次说过“这一腔热血
竟洒何地”的话。父亲晚年曾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建设大业，惜乎早逝，未能贡献良多。所幸我们目
前事业尚能为两岸三地经济良性互动略尽绵薄之力，或可弥补父亲些许遗憾。    父亲前半生事业中也
有母亲郑宜兰的影子，他们两人素来相敬如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高级官员金屋藏娇者比比皆是
，父亲却从不沾花惹草，对母亲的感情始终如一。济南城破前夕，他送走祖母、母亲和孩子们。之后
，母亲带着我们九个孩子(六位兄弟和两位堂兄弟以及我本人)来到了香港，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全
家又去了中美，母亲终老于哥斯达黎加。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书刊包括互联网上流传着母亲后来同父
亲的一位副官结成夫妻并背叛父亲一类的传说，令我深感惊诧，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对于这类不负责
任的谣诼，我们家属已经在《大公报》上公开发表声明予以澄清，现在借温相先生大作出版的机会再
度表明一下事情的真相，母亲郑宜兰在离开祖国之后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父亲的事情，她对父亲
的思念一如既往，没有更改，只不过因为主客观原因，以至于他们始终未能聚首，不能不说是一大憾
事。    拉拉杂杂写了这些文字，不知所云，聊以表达对父亲的追思与追念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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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

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王耀武将军的传奇一生。王耀武（1904-1968），字佐民，山东泰安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黄埔三期，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名将。曾任54师师长、七十四军军长，
第四集团军司令。王耀武将军的亲属王鲁云、黄惠珍女士为本书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一些鲜为人知的
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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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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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谈》、《中国国债市场面面观》、《毛泽东研究》、《晚年林彪》、《帝国杀戮一清代皇族政治
斗争史》、《习仲勋》等。

Page 4



《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

书籍目录

别梦依稀　父爱如山（代序）
楔子
第一章　投身黄埔
第二章　同室操戈
第三章　抗战军兴
第四章　明争暗斗
第五章　衣锦还乡
第六章　兵临城下
尾声
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Page 5



《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天底下最好赚也最赚不完的钱就是从女人与小孩口袋中流出来的银子。至于在选料
、配料上，王耀武更是动了一大堆心思，在马玉山糖果店当伙计时，王耀武经常帮着后面忙乎，所以
，一般点心、糖果的制作流程，他都非常熟悉。就以糖果而言，王耀武让申六务必标明味道，比如草
莓味的，话梅味的、柠檬味的、香草味的等等。由于王耀武、申六的种种努力，这家糖果店一直经营
得不错，抗战后，王耀武出资进一步将其扩大，并且亲自巡视店内的管理。 由于有了这笔暗地里的资
金来源，王耀武的手头宽绰多了。“钱壮英雄胆”，王耀武把这笔钱分成几部分，一部分用作抚恤，
阵亡、伤残的士兵，除了上面规定的钱以外，王耀武自己还贴上一些。另外一部分作为赏功，有战功
、战绩的士兵，经过举荐都能拿到一小笔额外之财。还有一部分用于恩惠，有些士兵家里困难，有些
士兵渡过难关，这笔钱就派上用场了。西北军冯玉祥那里，也给当兵的钱，那通常是充当敢死队的时
候，荷包里被长官给包上一两块或者两三块现大洋，士兵们叫它“纸钱”，也就是送死的钱。王耀武
这笔钱则是上打珠，没死前就给用上了。既然说到主顾，那就是还有个客户服务的问题。王耀武是一
营之长，也就是掌柜的，服务好不好不但在掌柜，还在于前台，谁是前台呢？那些个连排长就是前台
。对于这些前台人员，王耀武除开用钱，还得用心。这个心就是不抢功、不诿过。 王耀武手下的这三
个连长，最受器重的自然是一连连长罗明理，但最让王耀武眼下感兴趣的则是三连连长滕超（字子俊
）。滕超是第一军上校谍报处处长刘夷的关系上过来的，有些后台，可没有那么狗仗人势。一到连队
，很快跟士兵打成一片，平素跟这些人称兄道弟，颇受士兵们的喜欢。滕超是正牌的中央军校毕业生
，按说这个资历的年轻人不会这么待见普通一兵，但滕超真是一个例外。其实，关注滕超或者说暗中
观察滕超的不止王耀武，还有赵铁夫。而且，赵铁夫对滕超的观察已经超出一名营部书记官的责任范
围。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些都没有逃过王耀武的耳报神——罗明理的眼珠子。 1930年3月
，上峰传下话来，新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即将莅临徐州校阅部队，要求各部务必做好准备工
作。何应钦一向是比较体恤下情的，他把校阅安排在下午，要大家安心吃好中午饭，他主要看的部队
也就包括王耀武所在的团。这次何应钦来进行所谓的校阅，毋宁说是战前动员。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
政府与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为首的反对派的矛盾日益激化，必须通过大决战来一较雌雄。
所以，嫡系部队的士气、军容乃至战斗力都成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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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

后记

2010年有过一个想法，准备写个东西出来作为纪念辛亥百年的样品。地球人都知道辛亥革命的发动者
是以中国同盟会为主体，所以，这也就自然牵扯到了同盟会的后身国民党。由此联系到国民党在中国
大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现象，便觉得应该选择个把国民党阵营中的历史人物作为切入点
。就这样，王耀武闯进了视野之中。    王耀武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也熟也不熟。说熟悉是因为一
场济南战役，特别是那句口号“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说不熟悉那就是王耀武的事迹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满大街的人都能朗朗上口。在这点上，王耀武甚至不如他的下级张灵甫、李天霞
那么“耳熟能详”，老电影《南征北战》中李军长那句脍炙人口的台词“看在党国的分上，拉兄弟一
把”成了日后李天霞的某种代名词，张灵甫就更不用说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特赦的国民党战犯
中，以王耀武留下的资料最少，他的五篇回忆文章加上自述尚不及十万字，而且内中很多细节都没有
照顾到。加之他的早逝，这个人的历史陈迹已经很少有人过问了。这也就注定选择王耀武这个人物的
巨大难度。    之所以用“传奇”二字，一则是王耀武本人的历史的确很有传奇色彩，较之小说更能吸
引眼珠子，这是历史天然魅力所在；另一则便是写作过程中的“合并同类项”所致。什么叫“合并同
类项”呢？举个例子，王耀武身边的亲信很多，要描写这些人，如果一一罗列出来，不但读者会时不
时的搞错，就是作者自己也不胜其烦。索性将其共同点拿捏在一处，取一个相近的名字作为总代表。
书中如安慧民、白文冰、孟记东、罗明理等人都是由此而来。另外，吴化成、吴化东、余书茵、沈北
原、沈舒宁、赵铁夫、穆忠恒、侯龙安、陈凤举、严子庸等人物也是在名字上做了点手脚，原因有上
述的理由，也有考虑到当事人家属的缘由。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于此处稍加留意。    这本不成样
子的小书所以能这么快的同大家见面，首先要感谢团结出版社社长梁光玉先生和总编室主任傅雪莎女
士，在编辑、出版这本书的过程中，他们的敬业精神始终令作者感佩。其次在本书收集、整理资料时
，李含章、任岩、龙哲等同志的积极协助也不敢稍忘。2011年夏，在得知拙作接近尾声之际，王耀武
先生的亲属王鲁云女士、黄惠珍女士专门从香港飞来与作者见面，并且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自然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此也一并谢过。    书稿虽然磨砺一年之久，但粗糙、错漏之处一定不免。敬
请大家不吝赐教、指正为盼。    温相    2012年4月20日    winstonl1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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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

编辑推荐

《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讲述了王耀武将军的传奇一生。王耀武（1904—1968），字佐民，山
东泰安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黄埔三期，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名将。曾
任54师师长、七十四军军长，第四集团军司令。王耀武将军的亲属王鲁云、黄惠珍女士为《蒋介石亲
信爱将王耀武传奇》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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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

精彩短评

1、虽然不是正史，倒确实信息丰富，看来作者真是挖了不少野史材料。看看也觉得有收获，比我原
来想的要好些。
2、精彩的传记文学，历史的追寻者
3、相比《蒋介石的王牌悍将张灵甫》这本书，本书虽然在外包装上极力模仿张书，但无奈作者手上
史实资料显然太少，杜撰的成分太多，如果你是抱着看小说的心态的话不妨买一本看看，如果你想了
解王将军的真实情况，建议就不要买了，指挥的几次大的战役都没有描写，王将军周边一群和他有着
重要关系的人物如俞济时、施中诚、李天霞、冯圣法、周志道、李琰等人都轻描淡写甚至没有提及，
杜撰一些什么特务之类的人物，显然的喧宾夺主！感觉如果写王将军的书一方面重点放在74军的成长
方面；另一方面放在他与何应钦等高官的关系方面。另外说一句，亚马逊服务很好，打底分只是给本
书的作者！
4、作者编写手法正面，文笔生动，内容紧凑，人物广泛。凭着丰富人物，时事背景，突显王将军主
角形象，是一个独特传奇描述的技巧。
5、写的不错，类似金陵春梦的手法，使人有兴趣看下去。
6、济南战役中投共的不是叫吴化文吗。怎么书中变成吴化成呢？在有传奇不是离奇，我想作者还是
要尊重历史为好。
7、我们山东老乡，受以前宣传的影响，总感到王耀武先生是革命的罪人。作者完整地描述了王先生
的戎马一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优异表现，完全推翻了我以前的印象。如此实事求是地描述历
史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事人自身都是负责的。作为兴趣读物可以购买
8、书中有大量错字、别字，严重影响团结出版社的声誉！
9、这是一种类似于史记写法的人物传记
10、当野史看蛮有意思。。。。
11、总是在一些小事情上反复述说论证，要是关键的也行，罗嗦。
12、是正品一口气就看完了，值得购买
13、以王耀武的能力和功绩应该有传记的，如今终于出版了
这本书将王耀武不为人知的政治活动、人际关系也刻画的很细致，遗憾的是改了许多人名
14、价格便宜，发送货快捷，在这购书方便，好评！
15、“济南战役”重要人物吴化文写成“吴化东”？竟然会出这么严重的错误？稍有历史常识人都能
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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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

精彩书评

1、出身贫农家，于国家国力衰微、列强欺凌之际，毅然投军从戎。耀我国家之武，扬我民族之威，
常响于耳畔。他的一生，虽有追随蒋介石反共的一笔，但在抗日战争中的煊赫功绩却是不可磨灭——
他就是王耀武。王耀武其人，国民党军队著名的高级将领之一，长期被蒋介石信任和重用，成为黄埔
系第一个出任方面军司令和省政府主席的人。曾先后任国军第51师师长、七十四军军长、第二十四集
团军总司令。书中以王耀武一生为主线，蒋介石“八大金刚”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等为暗线交织并
叙。前线杀敌，除开国民政府补给外，王耀武靠何补贴军资？看似偶然因一桩大案顺理成章与王结缘
，实则奉命卧底，谁是那个终极间谍、谁人指使？美人无泪，谁又是舍生取义潜伏于日军的军统女特
工？⋯⋯个中谜题，书中一一解答。1937年七七事变，王耀武带领51师投入了上海保卫战战斗中，战
争残酷异常。战役结束虽以中国军队撤退而告终，但也重创了日军，同时挫伤了日军当局提出的“速
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后来王耀武的第51军编入第七十四军，成为声名赫赫的抗日铁军。王
耀武也同时晋升为军长，带领七十四军参加了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战役等，挫败日军，打击了
日军进攻的嚣张气焰。战后七十四军被授军中最高奖励——飞虎旗，王耀武本人也获得了最高军中荣
誉。七十四军勇挑重担，敢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令众多中国热血男儿为之振奋。王耀武之所以能够
把51师乃至后来的七十四军带领成为抗日铁军，绝不纯然是其个人军事上能力超群，更重要的是善于
把握机遇、形势，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此时，他已然不是张灵甫这样战术超群的带兵将领，而是能
够跳出简单的军事层面，从政治层面着眼的战略家了。纵然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英豪，生逢乱世，热
血青年分外图强，再加上有七十四军中流砥柱张灵甫、李天霞的辅佐，可若不是王耀武善于审时度势
，把握机遇，他可能也不会左右逢源，取得如此高的殊荣。早在黄埔军校三期学习中，正值练习肉搏
术，但教官却是根据日本士官学校中的动作照搬过来。王耀武根据日本士兵的刺杀课程，结合出了一
套有效的应对动作。敢于结合实际修改既定课程，被军校总教官何应钦看在眼里，王耀武崭露头角。
王耀武还颇有经济头脑。1927年北伐完成后，王即托友人于武汉开办饼干糕点厂，获利甚丰。其运动
关系资金、作战部队军贴和阵亡将士家属抚恤金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这些私人开办的工厂。王耀武的
远见，使他在之后的作战中不会捉襟见肘能够从容应对。但更可圈可点的，还是七十四军成为国民党
王牌部队，被选定为直属军事委员会的攻击军，率先换装美式装备，和其他军队大大地拉开了差距。
当时，对军队有众多选择，而除了七十四军本身的素质以及上高会战中的卓越表现外，还有更深层面
的原因——良好的上层关系，良好的外部环境配合，使其能及时得到人员补充、武器补给。王耀武纵
横捭阖，其战略才能得到了国民党高层俞济时、何应钦的肯定与赏识。王与他们保持良好的互动，也
为七十四军成为直属攻击军起到了推动作用。正如有人所说的，素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国名将隆
美尔，作战胆识过人，善于出奇招。突破“小马其诺防线”时，为达到出其不意，他命令装甲部队除
驾驶员外全部坐到坦克上，手摇白旗，狂喊乱叫，从法军阵地上呼啸而过。还没反应过来的法军，没
放一枪一炮，就放过了这支如同过狂欢节似的奇怪大军。出其不意，“沙漠之狐”狐性尽显，不愧为
一名战术家，而其达到战略家层面还要有一段距离。善抓机遇，善于利用各方资源，宽容礼让，有自
己做事的战略思想，也是王耀武成功的关键因素，也不失为现代人处世的之道。纵观王耀武的一生，
虽有追随蒋介石反共的一笔，但在抗战中的卓越功绩不可磨灭。故人是非功过早已盖棺论定，今人也
不必过分臧否，能从中攫取正能量即可。
2、温相的这本书应当归于历史小说一类，书中用了不少虚构的人物和人物对话来塑造王耀武这个形
象。个人不太喜欢这种创造历史的细节的方式，所以看了作者博客上贴出的部分后就放弃阅读全书的
打算了。书中有一对吴化东，吴化成兄弟，一直以为是吴化文兄弟呢，也许这是书中暗藏的一条线索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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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蒋介石亲信爱将王耀武传奇》的笔记-第一章投身黄浦

        1904年王耀武出生于山东泰安上王庄一个普通农民家。王耀武早年既不会做买卖，读书也不精，
就是庄稼地的农活也不灵。左邻右舍称其为骡子，就是非驴非马什么也不是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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