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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将》

内容概要

《哀将(国民党的100位末代军长)》讲述：1946年6月26日，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起初，国民党统帅部乐
观地认为三个月内就能结束战事。但经过两年鏖战，国民党军队不仅没能消灭共产党军队，反在全国
各大战场上接连败北。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被蒋介石寄予希望的江防防线
瞬间瓦解。23日，南京解放，一天后，太原守军全部覆灭，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濒临崩溃。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将军们在面对越“剿”越多，甚至要倾覆其政权的“匪军”时，又都在想些什
么呢？他们有的选择坚持三民主义信仰死战到底；有的选择投向人民阵营，为新中国的建设做贡献；
有的选择逃离是非之地，远避他乡。人生百态，此时此刻尽显无疑。《哀将(国民党的100位末代军长)
》笔者胡博特别选择了国民党军队中1949年5月到1950年5月间的军长作为叙述主角，介绍这些普通将
领的人生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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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将》

作者简介

　　胡博
　　上海市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员。业余时间致力于搜集
整理国民政府军史人物资料，以十年研究成果，先后在《军事历史》、《国际展望》、《武汉文史资
料》、《东方早报》等刊物发表多篇作品。并先后纂写《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一师师史》（为上海市
黄埔军校同学会收藏）、《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军军史》、《傅作义集团军事史略稿》（与王戡合著
）、《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传略》（与王戡、齐勇合著）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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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将》

书籍目录

第一军军长 陈鞠旅
第三军军长 盛 文
第四军军长 薛仲述
第五军军长 高吉人
第五军军长 李运成
第六军军长 戴 朴
第七军军长 李本一
第八军军长 曹天戈
第九军军长 徐志勖
第九军军长 孙进贤
第十军军长 张世光
第十一军军长 马光宗
第十二军军长 舒 荣
第十四军军长 张际鹏
第十五军军长 刘 平
第十七军军长 杨德亮
第十七军军长 周文韬
第十八军军长 高魁元
第十九军军长 刘云瀚
第二十军军长 杨汉烈
第二十一军军长 王克俊
第二十二军军长 左世允
第二十三军军长 刘仲荻
第二十四军军长 刘元瑄
第二十五军军长 陈士章
第二十六军军长 余程万
第二十六军军长 彭佐熙
第二十七军军长 李正先
第二十七军军长 刘孟廉
第三十军军长 鲁崇义
第三十二军军长 赵 琳
第三十六军军长 刘超寰
第三十六军军长 朱先墀
第三十七军军长 罗泽闿
第三十八军军长 李振西
第三十九军军长 程 鹏
第四十军军长 李振清
第四十一军军长 张宣武
整编第四十二师师长 赵锡光
第四十四军军长 陈春霖
第四十六军军长 谭何易
第四十七军军长 杨熙宇
第四十七军军长 严 翊
第四十八军军长 张文鸿
第四十九军军长 王景渊
第五十军军长 胡家骥
第五十一军军长 刘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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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将》

第五十二军军长 刘玉章
第五十四军军长 阙汉骞
第五十六军军长 马拔萃
第五十七军军长 徐汝诚
第五十七军军长 冯 龙
第五十八军军长 鲁 元
第六十二军军长 张光琼
第六十三军军长 刘栋材
第六十三军军长 莫福如
第六十四军军长 容有略
第六十四军军长 张其中
第六十七军军长 刘廉一
第六十八军军长 刘汝珍
第六十九军军长 谢义锋
第七十军军长 唐化南
第七十一军军长 熊新民
第七十三军军长 李天霞
第七十四军军长 劳冠英
第七十四军军长 余建勋
第七十六军军长 薛敏泉
整编第七十八师师长 叶 成
第七十九军军长 龚传文
第八十军军长 唐守治
第八十一军军长 马惇靖
第八十二军军长 马继援
第八十五军军长 吴求剑
第八十七军军长 段 沄
第八十九军军长 刘伯龙
第八十九军军长 张 涛
第九十军军长 周士瀛
第九十一军军长 黄祖埙
第九十三军军长 龙泽汇
第九十六军军长 于兆龙
第九十七军军长 蒋当翊
第九十八军军长 刘劲持
第一〇〇军军长 杜 鼎
第一〇三军军长 王中柱
第一〇六军军长 王修身
第一〇九军军长 邓春华
第一一〇军军长 向敏思
第一一一军军长 刘万春
第一一二军军长 赵秀昆
第一一四军军长 沈 策
第一一八军军长 方 暾
第一一九军军长 王治岐
第一二〇军军长 周嘉彬
第一二二军军长 张绍勋
第一二四军军长 顾葆裕
第一二五军军长 陈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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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六军军长 张湘泽
第一二七军军长 赵子立
第一二八军军长 卢忠良
第一二九军军长 马步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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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将》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军属于国民党军队中的嫡系主力部队之一，也是胡宗南赖以起家的政治资本。
这支部队虽然没被列入“五大主力”之中，但其官兵素质以及武器装备都属上乘。不过自从参加过抗
战的初期作战后，第1军就很少有参加作战的机会了。这就导致了第1军基层官兵在内战爆发前严重缺
少实战经验，在与中共军队交锋时是屡战屡败。尽管如此，胡宗南还是对第1军爱护有加，视为最后
的王牌，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易使用。 陈鞠旅是广东惠阳人，字民力，生于1904年4月3日。他在黄埔
军校第五期毕业后被派到第22师当下级军官，成了时任师长胡宗南的部下。此后第22师编入第1师，陈
仍在胡麾下效力，并参加过军阀混战和对红军的围剿。1936年11月，时任第1师2旅3团中校团附的陈鞠
旅随部进入甘肃作战，当部队推进到同心城时，突然遭到红28军伏击。激战中第3团团长刘超寰、第1
营营长陈文杞先后负伤，第3营溃散，第2营则被压制在一条深沟内动弹不得，全团军心涣散，随时有
被红军歼灭的危险。陈鞠旅此时果断处置，命令各营连所属轻重机关枪集中使用以阻挡红军的连番进
攻，并规定连长以下带兵官都高呼“第一师不打败仗，第一师不当俘虏”的口号，把已经涣散的士气
又重新鼓舞了起来。第3团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终于等到了第4团的援兵。陈鞠旅以此战得到胡宗南的
青睐，并被提升为第3团上校团长。 1949年5月首都南京丢失后，国民党军队统帅部对于战局已经回天
乏力，西北地区国民党军队也被迫放弃西安退守汉中，继又被迫退入四川。在这种情况下，陈鞠旅虽
然被战地提拔为第5兵团副司令官兼第1军军长，但他把蒋校长、胡长官常说的“誓将共匪剿灭”的口
号早已当成是种幻想了。本来第1军还保存有相当战力，并且当蒋介石亲临重庆时，胡宗南还特地调
第1军去当卫队。但是由于联勤第44补给分区的指挥者早有起义之心，对于第1军所需汽车始终迟迟不
拨，陈鞠旅无奈只得将已有汽车拨给78师先行出发，命令第167师徒步前进，第1师最后行动。其结果
是，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只得带着残兵败将退守成都。第1军这一跑，把个蒋校长给扔在了重庆，幸
亏保密局使用所谓的“特种战术”打开一条通往机场的道路，要不然蒋校长就得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陈鞠旅这一次差点丢了自己的命，好在“党国”值此用人之际，陈也没受到追究。1949年12月22日，
为了保存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最后一点血脉，胡宗南在新津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中决定成都地区
守军应尽全力向西昌突围，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这次会议中，陈鞠旅的第1军奉命协同第3
军、第36军向南突围。本来这个计划准备在23日晚22时开始行动，但没想刚一行动，友军第15兵团和
第20兵团就在24日先后宣布起义。突围部队只得调整部署，要第1军作为左兵团先头部队单独行动，并
接应后续部队第3军和第36军一个师突围。陈鞠旅明白他的军人事业快到头了，但作为一名军人，他还
是得执行上级所分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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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将》

编辑推荐

《哀将:国民党的100位末代军长》选取了国民党军队中1949年5月到1950年5月间的军长作为叙述主角，
介绍了普通将领在抗日战争中的功与过，以及国共内战中的遭遇和内战结束后的不同命运。讲述客观
，史料真实，发人深思。目前图书市场和影视市场关于军事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哀将:国民党
的100位末代军长》不仅切合热点，而且有助于读者了解国民党普通将领的真实人生，能够使读者以客
观理性的眼光审视国民党军队的功与过。作者胡博为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会员，十年来一直致力
于搜集整理国民政府军史人物资料，先后纂写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一师师史》等书，并为上海市
黄埔军校同学会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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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将》

精彩短评

1、作者还是做可很多的调查。探寻了那一段段历史痕迹中的一些些命运。
2、这本书是写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后一年多的战争情况，选取了100位军长，对他们面对这种大势已去
的局面，各人内心的思想都十分复杂，其中，有的人坚持顽抗到底，效忠党国至死；有的对国民党大
失所望，投入人民的怀抱，参加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这是一本了解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很好的史
料书。
3、刚拿到，大概翻了下，不错，了解下那段历史中的人物和结局。就是写得太简单了。
4、一百个军长，一百段被尘封的往事！
5、作为资料收藏，对民国各将领感兴趣的，不可或缺。作者胡博在2013年6月出版《碧血千秋---抗日
将军阵亡录》了，我联系作者买了签名本。
6、胡博的书绝对值得一看
7、就像流水账一样 也许是我的期待比较高吧 闲来无事看看到也还可以
8、简单一看
9、看得我亚历山大 历史就是这样没有如果 走到今天谁也不知道当初推动的原因究竟是对是错
10、买过很多史书，这本书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业余阅读，对我的帮助都很大，其作用不容小觑。值
得一提的是，书中不带个人评判的纪实描写，不但介绍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生平事迹的同时，而且展
现了国民党的发展史，对研究国民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很有参考价值，可作为工具书使用，各位喜欢
历史的朋友，不妨买来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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