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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六十年代初，我就听说文史单位一再要求父亲写个自传，后来我也在信里询问过父亲进展如何。
但他总是回答说心情欠佳，还未动笔，直到辞世。
    子女给自己父亲写传，并非最恰当的选择。
亲情、偏见常常会影响记述的客观和公正。
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情形。
在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已经走过了自己人生最辉煌的岁月，而当我长大成人之际，历史环境又使父
亲对旧事不愿多谈。
    1970年，当我从一个大学教师成为一个农场工人之后，一种十分单纯的、想更多了解自己前辈的欲
望，使我开始了搜集与父亲生平经历有关资料的工作。
在父亲去世将近十年之后，我第一篇有关父亲的文章“‘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蒋光鼐将军”，发
表在1986年第二期《纵横》杂志；1987年《民国春秋》第六期又发表了我的另一篇短文：“从辛亥一
兵到孙中山警卫团营长——记先父蒋光鼐早期革命活动”。
    从那时开始至今，又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上述两篇文章的资料反复出现在不同作者所写的我父亲的
传记里，我也陆续完成了记述父亲征战生涯的短文“铁军儒将”、“碧血干戈统一梦”；发表了“蒋
光鼐与福建事变”(《北京政协》1993年第二期)、“虎门医院筹建纪实”、“张景陶回忆蒋光鼐”(《
东莞文史》第三十二期)等数篇有关文章。
    二十年来，鉴于接触资料的增加，视野的开阔，使我对一些史实能有机会重作分析与思考。
尽管我始终不满足所掌握的史料，但是岁月催人，时不我待。
我有一种要将手中这些散乱资料作一次归纳的急迫感，好留给家族后人，也以告慰在天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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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父亲蒋光鼐(插图珍藏本)》为“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总指挥蒋光鼐将军的传记，由其
子撰写。
从江西讨袁到辅佐孙中山，从东征北伐到抗敌于淞沪，从卷入福建事变到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从支
持中共建政到出任新中国第一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直至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郁郁而终，蒋光鼐颠簸起
伏的人生就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缩影。
蒋光鼐是一位历史人物，穿越过无数的重大事件，其全部人生都承载了历史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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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庆渝，1939年生于香港，1950移居北京。
1957年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以第一志愿考取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后遵父蒋光鼐嘱从军，并深得当
时国防部长彭德怀赞许，特准入读大连第二海军学校。
1962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海军工程学院电机工程系，留校任教。
“文化大革命”中蒙不白之冤于1970年复员回北京，随即失业。
后来当过农场工人、工厂技术员。
平反后于1979年任北京工业大学自动控制系讲师，主讲计算机控制系统、系统仿真、人工智能等课程
。
1989年应德国学术基金会（简称DAAD）邀请，以高级学者身份到德国访问，继而受苏格兰一家公司
邀请，以访问工程师身份从事软件设计工作。
1991年回香港定居，1999年移居美国，从此为求医、谋生、治疗在洛杉矶、西雅图、新加坡、香港、
北京、广州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流离往返，居无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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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自序 序二淞沪保卫战的现实价值 序三珍贵的礼物 第一章从辛亥－兵到孙中山警卫团营长 一、家
世渊源 二、投笔从戎 三、辛亥一兵 四、江西讨袁 五、流亡岁月 六、痛失良师 七、出任大总统警卫团
营长 第二章“铁军”儒将 一、讨陈东征 二、中山剿匪 三、单水口之战 四、北伐武昌 五、凯旋马回岭
，铁军扬名 六、宁汉分裂，相煎何急 第三章碧血干戈统一梦 一、重建十一军，回师广东 二、以德治
军，驻防北海 三、拥护中央，为统一而战 四、保卫广州，花县血战 五、粤边告急，北流喋血 六、衡
阳大捷，痛失良将 第四章血戮中原 一、统领十九路，飞兵克济南 二、挥戈鲁豫，新郑哀思 三、统一
梦断赤城西 四、霏霏暮雨意，蔼蔼晚霞情 第五章“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九·一八”事变后国
民政府的对日方针 二、十九路军的抗战决心 三、一月二十八日午夜的枪声 四、从闸北巷战到死守吴
淞 五、被绑住手脚的战斗 六、第五军参战 七、第三任日酋“中央突破”计划的破产 八、从孤军奋战
到全线撤退 九、心力憔悴，擐甲哀鸣 十、被歪曲的历史 第六章“红荔黄蕉是吾乡” 一、悠悠故乡情
耿耿赤子心 二、己立立人 三、筹建虎门医院 四、还愿六榕寺 第七章“闽变” 一、激流勇退，却欲罢
不能 二、无奈的抉择 三、修明政治，建设模范省 四、矛盾重重的“闽变”前夕 五、知不可为而为之 
六、孤立无援，昙花一现的“福建人民政府” 七、附记 第八章抗战岁月 一、无官一身轻 二、回国参
战 三、痛哭暮雨 四、香港沦陷 五、逃难 六、胜利光复 第九章西山夕照 一、北上 二、血夜嘶声 三、
部长生涯 四、送子参军 五、又是月圆时 第十章念天地之悠悠 一、红色风暴 二、上海求医 三、我和父
亲在一起 四、叮咛 五、独怆然而涕下 六、尾声 附录蒋光鼐生平大事年表 后记蒋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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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局势迅速左转，统领着十一军的父亲悄然离开武汉，避居庐
山。
不久，二十四师师长戴戟也离开军队到了庐山，他对革命队伍的分裂十分不满，带着满腔悲愤，一见
父亲就痛哭流涕。
后来，他们一起投向南京政府，父亲在上海出任南京政府第二十二师师长。
自从陈铭枢、戴戟和父亲出走后，第十一军由张发奎代管，父亲的第十师由蔡廷锴接任师长，副师长
为许志锐。
所属二十八团团长是黄质胜，二十九团团长是张世德，三十团团长是范孟声。
戴戟的第二十四师则由叶挺接任师长。
第十师参加了后来的北伐，在河南与奉军作战。
宁汉分裂后，驻武汉的第三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想进一步争取汪精卫合作，在五月三十一日向汪精卫
出示一份第三共产国际的指示文件，其中有改组国民党、武装共产党员、组织新军等多项。
 为此，汪精卫立即召集秘密会议，并于六月五日正式宣布解除前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合同，并继而在七
月十五日以中政会主席团名义发表声明，指责共产党破坏联合战线，将各级政府的共产党员一律解职
。
这时汪精卫也已经和蒋介石一样与共产党彻底决裂了，但是他继续坚持反对蒋介石，并在第二天再次
下令讨蒋。
他一面反共，一面反蒋，自称这是“在夹攻中的奋斗”。
 蔡廷锴率第十师在张发奎指挥下东进讨伐蒋介石，军次九江时，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和他密商，认为即
使攻下南京，也只是互相残杀，于革命无益，不如率部回粤休养，两人商定待机进退。
 军队到达南昌后，共产党突然发动了“南昌起义”，蔡廷锴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军副军
长。
在起义部队到达进贤县城时，他将师里的共产党员礼送离队，其中包括三十团团长范孟声。
然后他率部经贵溪、弋阳，到达闽赣边界的江西铅山县河口镇，脱离了起义部队。
 父亲受南京政府委派，于八月下旬辞去二十二师师长职务，携款十万元，从上海经杭州启程，搭小船
沿富春江到江西境内，经玉山到达铅山河口与蔡廷锴会面。
他对蔡廷锴表示此行代表军长陈铭枢前来劳军，得到蔡廷锴的拥护。
蔡廷锴在自传里写道：“我对蒋副军长本甚拥戴，即请示今后如何行动，他表示坚决服从‘中央’。
” 父亲回到第十师的时候，蔡廷锴所率领的第十师的副师长是黄质胜，所辖二十八团团长是沈光汉（
原团长陈芝馨去职找张发奎去了）、二十九团团长是张世德、三十团团长是刘占雄。
 几天后父亲就和蔡廷锴一起带领部队到达上饶，此时蔡廷锴将第十师的特务营、独立营和各团的侦察
队编成了七十团，由区寿年担任团长；将收编的浙江警备师六七百人编成七十一团，由符岸坛担任团
长，并建议恢复第十一军。
开始父亲有些犹豫，但是见蔡廷锴已经编配完毕，木已成舟，也就表示了同意。
他们在上饶中学设立第十一军军部，父亲复任第十一军副军长职。
 恢复军部后军队驻扎何处，就成为当时急需决定的问题。
他们认为赣东乃弹丸之地，不宜久驻，决定假道入闽回广东。
于是全军分成两纵队，张世德率第二纵队（二十九、七十两团）作前锋，军部率七十一团居中，蔡廷
锴率二十八、三十两团殿后，经铅山、崇安、建瓯、延平进入福州。
 当时闽北驻有地方武装卢兴邦师，人称“闽北王”，拥有数千兵力。
为防万一，第十一军以战备行军。
不料刚刚到达建瓯，卢兴邦就派代表前来表示欢迎。
第十一军将抵延平时卢兴邦亲自率其部众，徒手在二十里外迎接。
 在延平逗留期间，第十一军军容整齐，纪律严明，深受百姓欢迎，地方各界犒劳不绝。
蔡廷锴接到新编第一军谭曙卿部的电报，询问第十师去向，颇有挡驾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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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和父亲商量后，复电谭曙9即，声明取道福州。
他们下令，全军向福州进发，在闽江边的水口镇集中待命。
 据探报，这时谭师已经退至福州城外严密戒备。
第十一军刚到水口，福州的民众团体就已经派来代表，欢迎第十一军进入福州，谭曙卿师也派员前来
联络。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当由水口向福州进发时，他们仍然密令各部备战行军。
当抵达洪山桥时，接前卫团长沈光汉报告谭师已经撤回城内，遂命令各部在城外扎营休息。
军部、师部及直属部队入城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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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总是不能忘记二零零六年的盛夏。
那是新加坡举国同庆的日子，绚丽的烟花绽开，落下。
也就是在那一刻，爸爸因患癌症而变得枯瘦的手，从我手中慢慢地滑落，冰凉⋯⋯    爸爸在弥留之际
，仍然挂念着这本反映爷爷生平的传记《我的父亲蒋光鼐》的编辑出版事宜。
    也许是我出生在“十年动乱”之中，爸爸那时从不跟我提及爷爷的辉煌历史，我还是在课本中才知
道爷爷的事迹。
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爸爸开始收集整理爷爷的资料，节假日里更是忙个不停。
到八十年代中期，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爷爷的文章。
从那时起，在很多谈及爷爷生平事迹的文章和书籍中，时常见到引用爸爸的文字。
    爸爸一直为没有一部能够比较切实地反映爷爷生平的传记而感到遗憾，一直希望能够在他的有生之
年撰写一部爷爷的传记。
为了实现这一心愿，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广州、上海、虎门等地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查阅了
大量的文献资料以核证史实细节；他走访了很多与爷爷一起共过事的老前辈，听他们回首前尘往事。
他常常只带着简单的食物，一整天一整天地泡在图书馆、档案馆，查找、翻拍、复印资料，这些工作
烦琐而枯燥，他却甘之如饴。
从爸爸留下来的笔记、书稿、图片、信件中，不难看出，他当年为了真实再现爷爷的生平所付出的艰
辛与努力。
    为了撰写这本传记，爸爸不仅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收集和整理资料，去进行研究，更要与病魔搏斗
。
爸爸在一九九七年不幸身患癌症，先后遭受两次原发性癌症的折磨，其后长期接受化疗，健康状况急
转直下，尽管如此，他却不曾放弃这本传记的写作。
出版社在二零零五年初审书稿后，建议爸爸再做一些补充。
这个建议虽好，但对于爸爸来说，真是雪上加霜。
因为当时，化验结果已经显示，爸爸的时间不多了。
从那时起，爸爸开始与时间赛跑，他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赶写书稿，清晨五时就能听到他开启计算
机的音乐声。
当书稿基本完成，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全身，胆管堵塞导致他全身发黄、精神恍惚。
    二零零六年三月，爸爸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从温哥华来到新加坡接受紧急救治。
当他知道自己只剩“三个月”的时间时，完成书稿的心情更为急迫。
主治医生建议他接受脑部放射治疗，病榻上的爸爸平静地对医生说：“如果脑部放射治疗能延长我的
生命，使我清醒地把书写完，我就接受治疗，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从此，病房就是爸爸的书房，病房里的小餐桌就是爸爸的计算机台，他每天和专程从温哥华、济南
赶来看望他的家人一起审阅书稿。
此情此景，是多么温馨，但是我们内心却更加的酸楚⋯⋯    爸爸匆匆地离开了，但他却给我留下了人
生最宝贵的财富——正直、善良、坚毅、乐观。
    除了撰写爷爷的传记，爸爸还创作了很多诗词、歌曲、散文、小说。
他兴趣广泛，除了写作，还喜欢摄影、唱歌、拉小提琴、弹钢琴、手风琴⋯⋯虽然爸爸一生经历了许
多磨难，晚年又身患不治之症，但他依然享受生活给他带来的快乐。
他热爱生活，总是把欢笑带给身边的人，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病人。
他常对我说：“我觉得我什么病都没有，你看我不是很好吗？
”他在给同窗好友的信中写道：“什么是享受人生？
我想现在的我，就是想所爱想，思所若思。
让人回到自然，适其自然状态中，这就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生活。
”这本书正是爸爸再次患原发性癌症，在香港医院做癌细胞切除手术之后所写；散文诗集《吐露港随
想录》也写于同一时间，身受病魔折磨的爸爸在吐露港海边的长椅上，以乐观的心情构思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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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爸爸的意愿，他写的三本书：《我的父亲蒋光鼐》、《吐露港随想录》、《我眼里的世界》先
后出版发行。
读了《我的父亲蒋光鼐》，不仅让我感受到爸爸对爷爷的崇敬，更深刻感受到爷爷这一代人的家国情
怀，他们为了实现民族富强、国家民主和人民自由，几十年来上下求索，苦苦追求，饱尝种种悲苦、
无奈；读了《吐露港随想录》，我才知道，原来爸爸的内心世界是如此宽广，如此浪漫；看了摄影集
《我眼里的世界》，我才了解，爸爸对大自然的热爱是那么的真挚，而我对他的了解竟是那么的少。
    二零一二年是淞沪抗战八十周年，值此之际我们再版《我的父亲蒋光鼐》一书。
正如杜平先生在序言所说，“其意义就不止于为纪念而纪念、为缅怀而缅怀”，而是希望能够让更多
的人珍视爷爷那一代人的家国情怀和报国之志，让更多的人继承当年十九路军全体官兵的英雄气概和
民族精神。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爸爸喜欢用陈子昂这句诗来形容爷爷的一生，这其中所蕴含的
苦涩，大概要从书中慢慢体会。
    感谢亲朋好友为此次再版付出的辛勤劳动，谢谢你们！
    明明    二零一一年冬于香港何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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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蒋光鼐是一位历史人物，穿越过无数的重大事件，其全部人生都承载了历史的印迹。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杜平    这部书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冷静客观地揭去了层层观念障蔽，反
映出近代历史中许多大事的本来面目。
    ——团结报社社长王秉默    当他(本书作者)知道自己只剩“三个月”的时间时，完成书稿的心情更为
急迫。
主治医生建议他接受脑部放射治疗，病榻上的爸爸平静地对医生说：“如果脑部放射治疗能延长我的
生命，使我清醒地把书写完，我就接受治疗，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从此，病房就是爸爸的书房，病房里的小餐桌就是爸爸的计算机台，他每天和专程从温哥华、济南
赶来看望他的家人一起审阅书稿。
此情此景，是多么温馨，但是我们内心更加的酸楚⋯⋯    ——作者女儿、新加坡新和平文化企业有限
公司董事蒋明明    日本投入了整整三个师的兵力，中国军队以极大的勇气和顽强意志予以抵抗，他们
在炮火下表现出的勇气，使外国人恢复了对中国军队作战能力的尊敬。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寻找当代中国》    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
今者也。
原其制胜之道，诚由将帅果断，发于至诚，亦以士卒奋厉，进退无不如节度，上下辑睦，能均劳逸。
    章炳麟曰：自民国初元至今，将帅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民闻兵至，如避寇仇。
今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围其所也。
    国学大师章太炎《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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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父亲蒋光鼐(插图珍藏本)》其意义就不止于为纪念而纪念、为缅怀而缅怀。
从江西讨袁到辅佐孙中山，从东征北伐到抗敌于淞沪，从卷入福建事变到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从支
持中共建政到出任新中国第一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直至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郁郁而终，蒋光鼐颠
簸起伏的人生就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基本咏络和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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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自甲午战败以后；中固军队在历次御外作战中都从未展现过如此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战斗力。
遇强敌而不属服，处劣势而更坚韧，这就是淞沪保卫战的特殊意义之一。
 无论现在的中国看起来如何强大，当年十九路军全体官兵所表现出的精神都值得珍视和继承。
若无英雄之魂，徒有强国之躯；若无民族脊梁，枉有强国之形。
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我的父亲蒋光鼐》，其意义就不止于为纪念而纪念、为缅环而缅怀。
 从江西讨袁到辅佐孙中山，从东征北伐到抗敌于淞沪，从卷入福建事变到投身于抗日统一战线，从支
持中共建政到出侄新中国第一任纺织工业部部长，直至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郁郁而终，蒋光鼐颠
簸起伏的人生就是当代中国历史的綦本脉络和缩影。
 蒋光鼐是一位历史人物，穿越过无数的重大事件，其全部人生都承载了历史的印迹。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杜平 这部书在太羹史料的基础上，冷静客观地揭去了层层观念障蔽，反映
出近代历史中许多大事的本来面嚣。
 ——团结报社社长王秉默 当他（本书作者）知道自己只剩“三个月”的时间时，完成书稿的心情更
为急迫。
主治医生建议他接受脑部放射治疗，病榻上的爸爸平静地对医生说：“如果脑部放射治疗能延长我的
生命，使我清醒地把书写完，我就接受治疗，否则就没有意义了！
”从此，病房就是爸爸的书房，病房里的小餐桌就是爸爸的计算机台，他每天和专程从温哥华、济南
赶来看望他的家人一起审阅书稿。
此情此景，是多么温馨，但是我们内心更加的酸楚⋯⋯ ——作者女儿、新加坡新和平文化企业有限公
司董事蒋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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