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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埔军校的创办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果之一，对国共两党均有着深远及重大的意义。
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中究竟有多少中共党员，这是学界探究几十年难以搞清楚的历史问题。
经过多年深入研究发现，黄埔一期学生中有110多位先后加入中共。
这110多位中共学生在关系错综复杂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在国民党右派突然叛变革命把屠刀
劈向昔日盟友的时刻，在血雨腥风和中共内部又产生极“左”错误的第二次国共革命战争时期，在中
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们的表现不尽相同，最后的结局也不尽相
同。
但是大多数黄埔一期中共学生党员能牢记入党誓言，克服人性的弱点，经受革命低潮和高官厚禄诱惑
的考验，坚定革命意志和信念，跟着党走，服从党的指挥，保持革命气节，在烈火淬炼下，始终是闪
光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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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育钢，福建泉州人，1958年生，1992年6月结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现为泉州经贸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
出版过《回归初衷：黄埔名将李量默庵之路》《魂惊上海滩：记中共早期情报安全保卫工作》等，在
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有2篇关于黄埔军校的论文在近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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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致力革命败多成少痛下决心创办军校
　1.武装斗争是为革命之手段
　2.组织武装起义败多成少
　3.从善而流　改组国民党和创办黄埔军校
第二章　中共全党一齐动员　选送精英奔赴黄埔
　1.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
　2.会议决议多派同志进黄埔军官学校
　3.选送的党员都是中共的精英
　4.边际效应投考黄埔军校热潮兴起
第三章　黄埔舞台个个楷模危难之处身手大显
　1.蒋先云入学考试成绩榜首　学术两科冠于全校
　2.李之龙当选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
　3.陈赓关心爱护帮助同学和学生
　4.侍卫总理和平定商团　黄埔学生军初露锋芒
　5.第一次东征英勇善战
　6.棉湖之战大显身手
　7.视死如归血洒东江
　8.平定杨、刘　陈赓、郭一予、李之龙表现不凡
第四章　组织功能发挥效应党员队伍越来越大
　1.建立中共黄埔军校支部
　2.周恩来直接领导黄埔军校组织
　3.天时地利人和，黄埔一期中共学生队伍越来越大
　4.他们的经历不尽相同
　⋯⋯
第五章　忠实践行三大政策　热血浇灌主义之花
第六章　反共浪潮愈演愈烈　革命意志严经考验
第七章　跟随中共擎举义旗　武装斗争是为中坚
第八章　沧海横流彰显本色　大浪淘沙结局多元
第九章　征途道上也有暗箭　人间正道充满沧桑
第十章　身在曹营心在汉　历经曲折回归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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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北伐先锋征程路上血染着他们的姓名 通过北伐统一中国是孙中山振兴中华的必经
途径，也是他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最后因他过早去世而成为他的遗愿。
对于中共来说，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解放人民，则是她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政
纲。
进行军事北伐，只要条件成熟和时机得当，则合力支持和积极参与。
中共以最积极的行动响应北伐，首先主动投入。
当广东国民政府尚未正式宣布北伐，中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已于1926年5月20日出师
北伐，挺进湖南。
充当先锋。
叶挺独立团旗开得胜，在6月3日和4日的湖南安仁渌田、龙家湾之战中，在唐生智部第39团一部分兵力
的配合下抗击并击溃敌军4个团的进攻，取得渌田、龙家湾之战的胜利。
 此役胜利意义非常重大，它与左翼国民革命军第7军钟祖培旅的洪罗庙、金兰寺之捷遥相呼应，扭转
唐生智部被敌进攻节节败退、军心动摇的局势，坚定了国民党中央要人出师北伐的信心。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李宗仁曾说：“便是我们自动人湘作战的部队已取得决定性的初期胜利之
后，中央诸公，才决意北伐。
” 此后到攻克武昌城，独立团几乎无役不从，其中如醴陵、平江、中伙铺火车站、汀泗桥、贺胜桥、
武昌城诸役。
该团战攻卓著，为第4军荣获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先后在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的黄埔一期中共学生有： 周士第，团参谋长、代团长。
 曹渊，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教导1团任学兵连党代表、3营8连连长，参加第一次东征。
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3师9团1营营长。
中山舰事件后调任叶挺独立团，出师北伐到广州时接替周士第任第1营营长。
 贺声洋，叶挺独立团成立后从黄埔军校调任该团2营上尉副营长，后营长许继慎调国民革命军总政治
部高级政治训练班第2大队长，其职由他接替。
时任第2营营长。
 许继慎，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到教导团任连党代表，后任国民革命军少校干事，参加东征诸役。
叶挺独立团成立后任首任第2营营长，后调广州任高级政治训练班第2大队大队长。
醴陵之战后赴浏阳接任第2营营长。
 张伯黄，第3营营长。
 张际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教导团连党代表。
第一次东征攻打淡水城时任奋勇队队长。
第二次东征任第1军第3师第8团党代表。
中山舰事件后离开第1军到独立团，时任第2营副营长。
 董仲明，先任独立团参谋，曾任第2营营长。
 刘明夏，独立团到浏阳时任特别大队大队长。
 孙一中，曹渊在武昌城战死后接替第1营营长。
 胡焕文，黄埔军校肄业期间参加第一次东征，担任教导2团见习排长。
回师广州后到东莞、宝安担任农民自卫军军事教官。
参加第二次东征，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2师第5团参谋，后改连长。
“民国15年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第4军独立团奉命出发，为伐前驱，君慨然请缨”。
被任命为第3营第9连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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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黄埔军校崛起于上世纪20年代初的广州黄埔岛，在大陆创办了23期，后在台湾继续办学，培养了许许
多多国共军政人才，被誉称为东方的“西点军校”。
黄埔军校的人和事沉浮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之中，涉及炎黄子孙的千家万户，笔者在讲课中提到黄埔军
校，一位刚入学的高校女生居然告诉我：“我外太姥爷是黄埔学生”；笔者在台湾桃园慈湖参观蒋介
石灵柩置放处，不经意开了一声玩笑说“蒋校长，您好”，警卫居然问我“你是黄埔几期的”。
黄埔军校是沟通海峡两岸的精神桥梁，是能对接起隔阂几十年海峡两岸同胞许多共同语言，是许多炎
黄子孙百讲不厌的话题。
《黄埔一期的红色传奇》的写作只是黄埔军校史记中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把先后加入中共的
黄埔一期学生的历史初略地给予披露而已。
尽管如此，在参考或撷取行家的研究成果之外，还是呕心沥血，付出大量的劳作，除了查资料写作，
还到过不少主人公的家乡搜寻资料和考证史实。
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热心人的帮助，特别要记住的是：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陈宇研究员、中共
广东省委党史办原主任曾庆榴教授、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陈予欢同志、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陈汉彪
先生、河北省南皮县委党史办韩树军同志、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办原主任胡锦昌同志、耒阳市委党史办
李运生同志、醴陵市档案史志局李卫东同志、湘潭大学曹木清教授、湖南省民政厅双拥办张姝同志等
。
团结出版社张阳同志大力支持给予出版，泉州经贸学院陈伟峰、小易、小陈、小吴等同志帮助打印书
稿及其他工作，值书稿付梓之际，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涉及的人和事很多，当事人全都不在人世了，海峡两岸的有关资料尚未公开，因此许多史实尚
未一一澄清。
这使笔者力求的客观准确难以达到。
但笔者是以严肃客观，公正准确的态度写作的。
有些观点仅是笔者的一家之言，如有不妥不敬之处，请批评指正。
对参考的资料作者也不能一一知照和感谢，请有关作者及其家人海涵！
    作者刘育钢    2011年4月20日于福建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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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埔一期的红色传奇(110多位先后加入中共的黄埔一期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生之旅)》视角独特地写出
了这几位人物的另一番故事。
《黄埔一期的红色传奇(110多位先后加入中共的黄埔一期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生之旅)》兼具客观思辨性
和故事性，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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