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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1924 年入党的曹石泉等共 14 名

中共党员，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

1921 年春加入中共巴黎小组的周恩

来——1924 年 11 月，周恩来出任黄

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的到任，与张申府推荐

有关。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张

申府是“南陈北李”之间的联络者，

后由李大钊推荐，参与黄埔军校筹

建工作，并担任蒋介石的翻译。在

黄埔军校成立之际，张申府担任政

治部副主任，并在首任政治部主任

戴季陶离去后，代理主任。作为最

早加入黄埔军校领导层的中国共产

党人、“中共黄埔第一人”，张申

府向校方开列一张 15 人海外优秀学

子名单，其中列首位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到任后，充实了政治部

机构，建立起一套政治部的正常工

作秩序和工作制度，重订政治教育

计划，加强政治课的教学，丰富政

治教育内容。军校还经常邀请国共

两党领导人来校演讲，讲解有关革

命的各种问题。后来，共产党人恽

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人

也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他们授课

很受学生欢迎。

就学员来说，中国共产党从全

国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

到军校学习。

按《第一期同学姓名籍贯表》，

进校前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 1921

年 10 月入党的蒋先云、1923 年入党

的宣侠父、1922 年入党的陈赓等 28

人。其中陈赓的传奇之处在于 1925

年 10 月国民革命军东征讨伐军阀陈

炯明时，蒋介石前往前线督战，遇

到部队溃散，急得这位黄埔军校校

长对警卫连连长陈赓说，自己要开

枪自杀成仁。陈赓告诉蒋校长：“这

个部队的军官不是黄埔军校训练出

来的，不是你的学生。我们撤退到

安全地点，再收拢部队，还可以再

打。”蒋介石听了陈赓的话，借坎

下台阶，不自杀了。当时脚上的伤

口还没好的陈赓背着蒋校长，跑到

一条河边，送上一艘船。这算是救

了蒋一条命。

在校期间，则有进步青年徐向

前、左权等 99 位黄埔一期生加入中

国共产党。其中当然也有诸如侯镜

如、李默庵这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

失败后渐渐脱离中共，却在日后又

回到人民怀抱者。

回看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中，

还有诸如聂荣臻、恽代英等著名共

产党人曾留下足迹。

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为阵地，以

师生中的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

团团员为骨干，周恩来指导成立中

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崭新的政治制

度、丰富的政治教育，有力地激发

了师生们的革命热情，校园内革命

空气也空前高涨，出现了新的气象。

1924 年 8 月， 军 校 根 据 孙 中

山的命令，扣押广州商团私运军械

9000 多支。黄埔军校先后成立教导

第一、二团。1925 年 4 月，经廖仲

恺提议，决定以军校教导团第一、

二团成立党军第一旅。1925 年 7 月，

广州国民政府将所属各军一律改称

国民革命军，党军与军校分离，被

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与军校教导团成立几乎同时，

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要骨干的另一

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也建立了。

“这支革命武装，是周恩来和中共

广东区委向孙中山建议并征得他同

意后，从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

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建立起来的。

它的番号全称是‘建国陆海军大元

帅府铁甲车队’。中共从黄埔军校

第一期师生中选调了一批人担任干

部，又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

青年充当队员，也有一部分队员来

自大元帅府的卫士队，全队人员 150

人左右。”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

教研部卢毅教授分析，“这其实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力量。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以铁甲车队全部和

从黄埔军校抽调的一部分人为骨干，

组建了又一支革命军队——叶挺独

立团。这支军队的正式番号是‘国

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1925 年

11 月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独立团

连以上干部大都是共产党员。全团

设立党支部，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

领导。叶挺独立团迅速成为一支有

高度政治觉悟、有坚强战斗力的革

命军队。”

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曾经说

过：“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至

一九二四年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

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
命者来”。1924 年 6 月 16 日，进入贴有这副对联的木质牌坊

的热血青年，迎来了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并聆听了孙中山宣布

黄埔军校训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