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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广东将领志》

内容概要

广东是２０年代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先生赖以推动国民
革命的粤军，以及由粤军、滇桂湘军发展形成的国民革命军也创建
于广东。由此，产生了中华民国史上一代著名的粤籍将领。特别是
在孙中山统一广东诸役、北伐革命的洪流、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广
东军队均有过突出贡献和显赫战功，涌现出一批名震中外、业垂青
史的名将，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当中，有些成
长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或著名的爱国将领和北伐、
抗日英雄；有些却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被历史所遗弃；有些
则泯灭于人民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流落海外客死他乡，或销声匿迹
不知所终。为了完整、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现将民国时期授
予少将以上军衔的１０４９名粤籍将领生平简要，编著成《民国广东
将领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广东省部分市、县先后划入广
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现为了便于史学研完，仍以建国前的广东
省所辖市、县籍将领为收集范围。此书奉献给史学界和民国军事史
研究、读者，为研究近代以来广东军事、政治人才提供可靠的史料。
《民国广东将领志》是根据多年积累、整理的资料，参阅大量中
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和各类地方志人物志传、职官年表、将军名
录，以及广东民国史档案资料编撰而成。对人物只作简要介绍，一
性。一册在手，广东现代军事人物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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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广东将领志》

精彩短评

1、民国广东将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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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广东将领志》

精彩书评

1、本来是想找红军时期总参谋长，后来出走的龚楚将军的回忆录看，结果无意中翻到了这本书。书
里以姓氏笔画为序介绍了民国及国民党时期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国共两党广东籍将领1049人。收录
上限１９１２年民国元年， 下限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部分人物可宽限至到台湾后
情况。民国时期获将军衔的将领分几部分： 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２５年间北洋政府或地方军阀授予的；
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３５年同各军阀派系授予的； １９３５年６月以后统一由国民政府军委会授予的；
阵亡或病逝后追赠将军衔的；部分文官授予将军衔的。以军事经历和任职为主，文职从略；文官授将
军衔的，列出主要军职，重要文职辅之，毕业或肄业学校，以军校学历为主。历史上属广东省辖县，
后划入广西的钦州、合浦地区各县，以及海南岛各县籍人物。读后总体感觉最强烈一点绝对是“成王
败寇”！千古名言。几乎全是黄浦毕业，北伐名将，有的人一九二几年就是将军了，解放后在国内混
成广州市参事室参事，广东省政协委员及文史资料专员的就是好的了。很多人成了平头百姓。还有人
被镇反是给毙了，再有就是在北京战俘管理中心关死了，还有文革被干掉的。。。选贴我最感兴趣的
人：龚楚（ １９００～ 1995）字鹤村。乐昌大来人。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第一期步科毕业。早年任建
国湘军总部少校参谋。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党代表、教导团第二
营政， 治指导员，参加南昌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九团团长红军第七军参谋长、军长，粤
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理参谋长。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任赣南军区司令员，江西
中央军区参谋长。１９３５年春被捕叛变，任国民党粤湘边区“ 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乐昌县民众抗日有卫团统率委员会委员，南宁市公安局长，航务处长。１９４２
年任第四战区第四十六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１９４４年任第七战区第一挺进纵队司令
，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１９４５年任徐州市长。１９４６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１９４７年１
月授陆军少将，任广州行辕少。１９４９将高参年３月任仁化县长，５月任广东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
兼保安司令，８月任曲江县长。１０月移居香港，次年到台湾，任“ 国防部”中将部员，粤北“ 反
共救国军”副总指挥。后移居美国亚特兰大。１９９２年初返乐昌定居。书中对龚楚的这段记载实在
有贬低的意味，龚楚当年可是绝对的红军核心高层之一。人家可是1924年的党员，别忘了党可是1921
年7月才成立的。贺帅才是1927年的党员，刘帅才26年的党员，林帅也才25年的党员。从南昌起义到百
色起义龚楚都参加了，当时井冈山上就一个红四军，人家就是红4军前委常务委员。再看29年百色起义
指挥部的配置，你就更能体会他的地位了。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7军，军长张云逸（55年的大将），政
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军委主席），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即陈明，陈昭
礼，也是一个牛人，资历超深。当过新四军武汉办事处主任，当时张云逸是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全国
我们自己的革命力量就这两个军，31年在上海中央和红七军汇报工作间和党组织失去联系。40年国共
合作后期被军统特务在福建暗杀，成了烈士）。再看他在1934年的职务，10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
委决定，成立今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简称中央军
区），项英（抗战时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41年死于皖南事变）任中央分局书
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中央军区参谋长，贺昌（22年的党员，山西党支部创始人，35年
在江西突围时牺牲）任政治部主任，陈毅（55年的元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谭震林（建国后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没授军衔）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分局长
。中央军区司令部驻会昌县西江。那会儿毛主席连军权都没有，之所以被称为主席，是有个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虚职。至于龚楚后来的出走，我参考了下面这段文字，个人认为有一定的可
信度，“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有田四十亩甚至不
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据龚楚回忆：“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
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
⋯⋯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
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
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这里提到的杨遇春是江西瑞金人，进过黄埔军
校，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师长、红12军35师师长
，他也曾是龚楚的老部下（龚楚做12军34师师长，杨是该师101团团长），因家庭被清算，自身难保而
投降国军，后来入了军统系统，终身与中共为敌。龚楚正是对这种滥杀政策表示了异议，就被戴上了
“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龚楚在以前困难的时候仍然起劲地进行革命，现在正是红军发展最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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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广东将领志》

的时候，自己也身居高位，只有信念的动摇才具说服力。类似人物还有徐光英，梁秉枢等。总之，如
果细细看每个人的简历，其实都很有看头。如果细细品位，实在其乐无穷。
2、广东海军（副）司令、黄埔海军学校校长李庆文将军李庆文（1889--1972）字善余，海军少将，广
东省茂名市茂南区镇盛镇联唐村人。1905年考入广东官立高州中学第一届读书，1911年高州中学高中
毕业后考入黄埔海军学校第十五期读书，1917年毕业后分配在广东海军任职。1927年起任广东海防副
司令、第一舰队副司令。1932年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处副处长，兼第一集团军舰队代将副司令
，1932年间曾任短期司令。1935年任广东江防司令部副司令，领海军少将衔。1935年6月18日兼任黄埔
海军学校校长至1939年该校停办，其间曾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中高级军官暑期训练团学习。1937年起
率部参加抗日战争。抗日期间兼任西南航运局专门委员。1941年广东江防司令部改称粤桂江防司令部
，西南航运局专员李庆文兼任副司令。抗战胜利后，李庆文任政府少将参议（负责船舶调配），不久
被选为广州市航海技师公会荣誉会长。1948年，黄埔海军学校再次复办，李庆文任校长。1949年，迁
居香港。1972年在香港逝世。（参考文献：《民国广东将领志》、《中华民国海军通史》、《中国近
代海军史》、《中国近代海军职官表》、《旧中国海军密档》和《广东文史资料》第七辑、第四十九
辑，《广州文史资料》第三、十五、三十七、四十三辑，《黄埔文史》第二、三、五辑。等等）。 《
民国广东将领志》223页原文：李庆文 (１８９２～１９４４）号善余。茂名人。广东海军学校第十五
期毕业。１９２７年起任广东海防第一舰队副司令。１９３２年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处副处长
，兼广东海防舰队副司令。１９３５年改任广东江防司令部副司令，领海军少将衔。１９３６年任广
东海军学校校长。后任西南航运局专门委员，不久辞职返乡居住，１９４４年秋病逝。(李庆文将军实
际是1889年生，1972年在香港逝世）。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海军人物访问记录》
中的刘定邦先生访问纪录149页原文：我们回到黄埔海校时，刘永浩将军(烟台海校第一届）已卸校长
职，并由李庆文代将接任。李校长是陈策将军同班的埔校十五期同学，后来晋升了少将。他在人生哲
学上有其特长之处。黄埔海校在民国二十八年夏奉令结束后，他就流落香港，也许他那时在海军已无
立足之地吧!（刘定邦先生是原台湾海军中将、原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会长。） 另据中华民国海
军通史、中国近代海军职官表记载，海军副司令李庆文曾任短期正司令。 台湾中国军舰博物馆中的中
国历代海军将官名录，亦记载李庆文将军为海军少将。（黄埔海军学校历任校长陈策、姜西园、刘永
浩、李庆文均是少将以上军衔） 下面是《四海同心话黄埔》节选：钟汉波少将著，台湾麦田出版
社1999年出版的《四海同心话黄埔》节选：（钟汉波少将是黄埔海军学校22届毕业生。） P34. 民国二
十四年六月一日，改由李庆文少将（广东黄埔水师学堂第十五届驾驶班，民国五年毕）担任校长，李
校长任内于民国二十五年招考第二十三期航海班学生四十名，第二十四期轮机班学生四十名入校；民
国二十六年抗战军兴，学校一再播迁，民国二十八年校务结束，末任校长即为李庆文少将。 P64. 粤海
舰队司令部原来位于广州城惠福东路，曾经好生兴旺，事变后不到半个月，已出租成为百货商店，可
谓沧海桑田，从此广东海军又回复至‘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海军舰队’之原貌，只不过多了一艘因
主机蒸汽涡轮损坏拆开而不能修复的肇和号巡洋舰而已。至于黄埔海军学校校长，则于事后之翌日，
即改派海军少将李庆文担任。 P94-95. 学校抵三都后，并未改变其原来村落外貌，从空中鸟瞰实在看
不出有部队进驻，故日机数次轰炸均距三都至少三十公里外，炸射柳州及大塘，从未波及三都。大塘
位居交通要津，北沿西南公路可至贵州、四川，南下邑宁可入云南，是乃军事重镇。校长李庆文将军
曾指出学校之所以拿三都做为再迁校址，就是因为地近大塘，若需再行迁校，则可视情况作北撤或南
迁之选择。 P95. 黄埔海军学校奉命结束。 校长李庆文少将是一个标准军人，对上服从，对下负责，将
学生授业实际情况上电军事委员会请命，大意谓全体在校学生佥议，请求本学年毕业后再转赴陆军各
校深造为国效命，尤其第二十二期学生已经修业期满，行将于本年六月毕业；际此公败垂成，非常惶
恐，谨将下情上达，恳求允准等语。 P167-P168. 黄埔海军将星。 黄埔人杰地灵，实学馆在黄埔成立后
即有举国闻名之学者詹天佑前来担任教席；其后屡次更改校名，称之为博学馆、水陆师学堂、广东黄
埔水师学堂、水师鱼雷学堂、水师兼办工业学堂、海军学校、广东海军学校、黄埔海军学校，一脉相
承，实则始终是一间海校，连各时段的学生期届顺序，都衔接延伸到黄埔海军学校第二十四期为止。
本校第一届前辈毕业于清光绪十六年（一八九0年），垂今已过百年，其后陆续造就不少海军人才，
蔚为国用。 余生也晚，在对日抗战以后，方得知前辈学长将星熠熠，且担任重要军职者多人，其中计
有：迁校贵州桐梓之福州海军学校海军少将校长高宪申（广东黄埔水师学堂第十届，清光绪三十三年
毕），军事委员会海军军令处海军中将处长陈策、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黄振兴及黄
埔海军学校海军少将校长李庆文（以上三人均系黄埔海军学校第十五届，民国五年毕），贵阳警备司

Page 5



《民国广东将领志》

令部中将司令余华沐（广东海军学校第十六期，民国八年毕），西南兵站统监部交通处少将处长黎尚
武（广东海军学校第十七期，民国十年毕）等多位前辈。 抗战末期，我黄埔海军学校复校后之先期同
学，亦渐露头角。民国三十三年，根据美国国会第五一二后租借法案，借予我国主战舰八艘，在美国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港训练我国接舰官兵，然后移交我国。其中有永胜军舰中校舰长徐亨，永宁军舰中
校舰长麦士尧（两人均系黄埔海军学校第十八期，民国二十一年毕）；永字号同型舰少校副长何炳才
、黎永年（两人均系黄埔海军学校第十九期，民国二十四年毕）。以上四人官阶虽然不高，但首批美
援八舰却奠定了中华民国新海军的基础，八舰之舰长及副长均为重要军职。 民国三十八年政府播迁来
台后，在台黄埔海军学校同学中以第十九期冯启聪学长职位最高；他曾担任海军上将总司令凡四年另
九个月（民国五十四年九月至民国五十九年六月），任满后调任训练部主任及总统府参军长，乃至限
龄退伍。同时黄埔海军学校同学中，有七位晋升海军中将（含海军轮机中将一人），另有十六位同学
晋升海军少将（含海军轮机少将两人），总计在台将官者有二十四人之多。 P169-171. 同班同学。 我
班第二十二期同学，在民国二十三年七月招考时录取了三十名，其中四人因在燕塘军校入伍时嫌苦，
弃学潜逃，又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淘汰三人，同年底退学一人。其余二十二人均能熬到民国二十八年
六月毕业。及后海军各校统一学资，计算我班受训长达五年；为求公平起见，我班全体同学，蒙被提
早学资为海校民国二十七年六月班（航），实则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才开始派职。除我一人派往四川
万县青岛海军学校任职外，余均派赴广西鸡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江防之水雷制造厂实习；该
处后改称为粤桂江防司令部，住节广西梧州，其前线指挥所则设在广东肇庆厂排。同学实习期满后，
派职水雷队服务，经常在珠江三角洲实施敌后布雷，累建奇功。抗战中及抗战胜利后有四位同学英年
谢世，远道闻耗，不胜哀悼。另有四位同学于大陆馅共后，定居香港及美国。余十四人均随政府来台
，继续服役海军： 陈庆坤，民国三十八年于永嘉军舰少校舰长任内，在南京江面带引各舰，实施长江
突围至上海返台湾，荣获总统蒋公亲颁青天白日勋章，积功升任舰队指挥部中将指挥官，任满后调为
海军总部作战督察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限龄退伍后不幸罹患癌症辞世。 李北洲，曾任海军舰队指挥
部中将指挥官，后再获升任为海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退伍后出任花莲港务局局长，文官届龄退休后
定居花莲。 刘定邦，曾任海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后调任三军大学海军学院中将院长。退休后出任
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远洋渔业开发处处长及鱼管处处长，文官届龄退休后出任蒋纬国将
军主持之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执行长，最近荣任该会会长。 阮绍霖，曾任国防部第三厅海军少将副厅
长及副局长，军职外调任内政部兵役司司长，文官届龄退休后定居台北。 谢炳烈，曾任金门防卫司令
部海军少将副司令，后调任左营海军第一军区海军少将司令，退伍后定居左营。 蔡惠强，曾任海军总
司令部通信处海军少将处长，退役后定居台北。 方富捌，曾任海军总司令部勤务处海军少将处长，退
役后定居台北，后因脑溢血辞世。 黄思研，曾任国防部俞大维部长办公室海军上校参谋主任，退役后
定居美国。 赵慕西，曾任国防大学海军上校主任教官，退伍后定居美国。 谭祖德，曾任海军上校处
长，退伍后定居左营，在校原为足球名将，至今丰采犹存。 刘干次，海军上校退伍后，定居台北。 
卢珠光，原为海军总司令部人事署海军上校科长，民国四十六年因癌症病逝于基隆海军第三医院，享
年仅四十岁，令人不胜哀悼。 林乃荣，海军上校退伍，移民美国，不久在美病逝。 钟汉波，曾任海
军专科学校海军少将校长，退伍后转业担任国内外轮船公司商船船长，六十二岁后不再飘洋过海，定
居高雄。

Page 6



《民国广东将领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