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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百年

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

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

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

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

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

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

统一，民族复兴之基

黄埔军校之成立，很大程度上

在于孙中山希望中国统一。无论在

南京出任临时大总统，还是此后三

次开府广州，孙中山多次表明要用

北伐武力统一中国。如他在 1912 年

初表明：“北伐之举，有进无退……

临时政府所以枕戈不遑者，方在破

虏一事”；其 1918 年春，几度要求

滇军各将士拥护军政府的北伐，“一

致进行，排除障碍，统一中国”。

在 1921 年以后，孙又多次强调 :“北

伐之举，吾等不得不行，……能出

兵则可以统一中国”；“统一南北，

必以革命之道行之”——“打破武

人专制，是我向来的主张，欲贯彻

主张就不能不出兵北伐”，“舍此

实无良策”；吾辈“最终的高于一

切的目的，是举行北伐，统一全中

国”。

然而，回看黄埔建军前后，孙

中山还曾多次表达了和平统一中国

的美好愿望。1918 年 10 月，孙中山

曾称：护法各省为“求根本之统一

与和平”，虽“不得已而用兵”，

但战祸不可再延，和平急待恢复，

故余定“以求和平之根本解决为救

国之唯一方针”。1922 年，他再三

强调：“余素来主张中国南北和平

统一”，“解决中国问题，余之政

策在以各种和平方法统一国家”，

故“对于北廷，仍主张以和平促进

统一”。他甚至提出：应以“化兵

为工之策，……为今时救国不二法

门”——主张通过“废督裁兵”手段，

来让各省军阀服从民意，以便实现

国家和平统一。

在黄埔军校成立，且完成二期

招生之际，在北京，冯玉祥于 1924

年10月23日发动“首都革命”。之后，

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先后电邀

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

遂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

之统一与建设”的主张，于当年 11

月离开广州，先到上海，后于 12 月

底扶病抵达北京。由此可见，坚持

和平统一中国，其实也是孙中山的

一贯思想主张。1924 年冬，在北上

途中，孙中山曾郑重宣布：这次“我

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

意思，去向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

然 而， 直 至 1925 年 3 月 12 日

于北京病逝，孙中山并没有见到中

国之和平统一。之后的北伐，黄埔

师生战功卓著。特别是叶挺独立团

作为北伐先遣队，攸县、醴陵、平江、

中伙铺车站、汀泗桥、贺胜桥、武昌，

每战必胜。

令 人 发 指 的 是， 蒋 介 石 发 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上海开

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导致第一次

国共合作破裂。可之后，按照汪朝

光的说法，黄埔师生在抗日战争中，

仍发挥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立下赫赫战功。

其 中 值 得 一 书 的 是 1937 年

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率领“八百

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黄埔四期生

谢晋元。近日，据谢晋元孙子谢伟、

孙女谢骏透露，谢晋元曾在 1938 年

11 月下半月入住当时的法租界宏恩

医院治疗。“祖父 1937 年 10 月 26

日接到孙元良手令之后，五天五夜

不眠不休，甚至连续一两天粒米未

进。这样的情况，使得撤出阵地后

的他感到身体出现状况。”谢伟、

谢骏称，“开始因长期饥饿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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