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李金铮

在民国北洋政府时代
,

名气较大的军事院校有 所
,

其中规

模最大
、

最正规化
、

培养人才最多
、

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
,

当首推保

定陆军军官学校 以下简称保定军校
。

笔者不揣浅陋
,

试从保定军

校的演进过程
、

办学特色及其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三个方面略

作论述
。

谬误之处
,

敬请匡正
。

一

保定军校的创办
,

是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的产物
,

是清末袁世

凯在保定创办军事学堂的延续和发展
。

保定拱卫京瓷
,

清初以来
,

一直为直隶督府驻所
,

是直隶的政

治
、

军事中心
。

年 月
,

直隶总督李鸿章病逝
,

曾以天津小站

练兵和镇压义和 团闻名的山东巡抚袁世凯晋升此职并兼北洋大

臣
。

袁世凯抵保后
,

首办之事就是继续编练新军
,

短短几年
,

陆续建

成北洋六镇
。

由于新军的激增
,

军官不足的矛盾决出出来
。

光绪皇

帝对此也很着急
,

他在谕旨中说
“

练兵必先选将
,

而将才端由教育

而成 ” ,

但
“

各省学成之员
,

现 尚不敷分调 ” ①
。

在这种情况下
,

袁世

凯于 年 月在保定创办了行营将弃学堂
,

此为保定近代军事

① 《兵部档 》,

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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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滥筋
。

该学堂八个月为一期
,

共招三期
,

名学生
。

同时
,

袁世凯还创办了练兵营
、

参谋学堂
、

测绘学堂等
,

但都是短训班
,

旋

办旋散
。

、

年陆军学堂学制的议定
,

对 以后保定军校的建立

有着直接的
、

重要的影响
。

年 月
,

袁世凯参考各国兵法
,

上

奏清政府
,

认为中国军事学堂应分陆军小学堂
、

陆军中学堂和陆军

大学堂三等
,

层层递进
,

培养将才 ①
。

但他又强调 目前尚无基础
,

只

好设速成学堂
,

以为救时之用 ②。

应当说
,

袁世凯所奏颇有见地
,

开

陆军正规学制之先声
。

年 月
,

清政府
“
酌采列邦学制

” ,

正式

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 》
,

规定陆军学堂分为小学堂
、

中学堂
、

兵官

学堂和大学堂四等
,

并称为正课学堂
。

清政府也承认
,

正课学堂层

累递进
,

取效较迟
,

可以别设速成学堂
,

但特别强调
“

侯各正课学堂

办有成效
,

速成学堂即行停办
” ③

。

《陆军学堂办法 》的颁布
,

标志着

比较完备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学制的正式形成
。

翌年初
,

清政府就

通伤各省建立小学堂 ④
。

年又令在直隶
、

陕西
、

湖北
、

江苏设立

四所中学堂 ⑤
。

也正因这一时期陆军小学堂和 中学堂次第举办
,

才

为后来保定军官学校的生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在袁世凯奏议陆军学制之后
,

年 月在保定东郊修筑

校舍
,

开办陆军速成武备学堂
,

隶属北洋军政司练兵处
。

尔后又陆

续创办了北洋陆军师范学堂
、

军医学堂
、

马医学堂
、

军械学堂
、

经理

学堂
。

不久
,

这些学堂划为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的师范班
、

军械班
、

经

理班等
。

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学堂
,

共招

生三期
,

余名学生
。

年 月速成武备学堂更名为通国陆

军速成学堂 或称陆军协和速成学堂
,

改隶陆军部管辖
。

① 参考《袁世凯奏议 》中册
,

天津古籍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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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
,

袁世凯
一

直想控制大学堂办学权
。

, 。 年 月
,

他

致函练兵处
,

想
“

本大学堂之意 ” , “

设立军官学堂
” 。

他虽然承认这

并 不符 合 陆军 学 堂 办法
,

然辩 解说
“

变 通 尽 利
,

固 自无 庸过 拘

也
” ①

。

但清政府一再强调
,

陆军大学堂须待小学堂
、

中学堂
、

兵官

学堂次第设立之后
,

干京师开办
。

袁世凯上奏提出不同看法
,

说按

照定章
, “

恐缓不济急
”

大学堂按照章制是应设于京师
,

但选择高

等教习必须借才异地
,

在京延订多有不便
,

所以应
“

略事变通
” ,

设

立军官学堂
,

授以各种高等兵学
,

是
“

则虽不居大学堂之名
,

而 已著

大学堂之实也 ” ②
。

练兵处
、

兵部认为袁世凯已声明
“

侯京师大学堂

设立即行停办 并非经久常行之举 ” ,

故上奏光绪
,

准令试办 ③
。

袁

世凯遂暂借原将弃学堂房舍
,

开办军官学堂
。

年
,

通国陆军速

成学堂与之合并
。

军官学堂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
、

设备最为完善的

高等军事学校
,

共招三期
。

年
,

该学堂改陆军预备大学堂
,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又更名为陆军大学
,

迁往北京
。

同年夏
,

陆

军部决定
,

在原保定军官学堂址开办陆军军官学校
, “
为造就初级

军官之所
,

专收各兵科军官候补生
,

教以初级军官必修之教育
” ④

。

尔后下令
,

已经毕业的陆军中学堂第一
、

斗两期学生升入保定军

校
。

保定军官学校于 年 月 日正式开学
,

到 年结

茱
,

丙时 年
,

共 九期
。

二

与清末保定军官学堂相 比
,

保定军校
“

其程度之增高
,

组织之

《练兵处档 》
,

转引自《清末新军编练沿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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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政府公报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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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
,

则诚不可同年而语
” ①

。

保定军校在办学方法上形成 了一 系

列鲜明的特色
,

这对于培养众多军事人才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
、

师资力量比较雄厚

与清末军官学堂不同的是
,

保定军校教职员基本上聘 自国内
,

多为 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
,

而非德 日籍教习占主导地位 ②
。

日本士

官学校留学生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
,

对中外军事差距有切身感触
,

他们严于律 己
,

教学有道
,

鼓励学生奋发学 习
,

争取早 日赶上外国

先进水平 ③
。

这是教职员构成的重大变化
。

校长是学校的最高领导
,

在教育管理中把握全局
,

尤为关键
。

张治中在求学时曾说
“

吾人求学来兹
,

当然望一完全 无缺之 校长

负管 理
、

教育之责
,

直接 使 吾 等受其 裨益
,

间接 使 军 国蒙 其 影

响
。 ”④表现了孜孜学子对校长的殷切期望

。

保定军校校长共八任
,

第一
、

第四和第七任校长赵理泰
、

王汝贤
、

张鸿绪均 出 自北洋武 备

学堂
,

是旧式军人
,

教育经验欠甚
,

以致保定军校毫无生色 所幸他

们任期都很短
,

加在一起还不到两年
。

另五任校长都毕业于 日本士

官学校
,

现代军事素质较高
。

如蒋方震
、

曲同丰
、

杨祖德和贾德耀

等
,

都经验丰富
,

办学有方
,

深受学生敬仰
。

教育长是负责学校教学事务的中坚
,

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保定军校教育长毛继承
、

张承礼
、

程长发 杨祖德亦 曾任教
一

育长

等
,

都毕业于 日本士官学校
,

受过系统的正规化军事教育
。

张承礼

曾与蒋方震同学
,

能力过人
,

蒋上任后大胆改革
,

迅见成效
,

与张的

得力相助不无关系
。

程长发当步兵科长时就深受学生欢迎
,

他精通

战略战术
,

擅讲四大教程
。

至于科长
、

队长
、

区队长及一般教官
,

除

了赵理泰任内的两个月聘了一些速成学堂毕业生
,

其余时间聘任

静观 《纪军官学校 》
,

《东方杂志 》第 卷第 期
,

年
。

参阅江向荣《日本教 习 》
,

三联书店 年版
,

犷 页
。

参阅王桂主编《中 日教育关 系史 》
,

山东教育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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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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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 《保定军校求学记 》
,

《全国文史资料 》第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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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者较多
。

如蒋方震任内
,

炮兵科长谭学夔
、

步兵

科长邱志龙
、

骑兵科长邹志权以及教官涂永
、

杨言昌
、

减式毅等
,

都

毕 日本士官学校
,

是蒋方震精心挑来的军界新秀
,

他们教学认

真 叮责
,

学生受益匪浅 ①
。

杨祖德任内
,

队长刘风池
、

刘振川
、

徐适

彦
、

安俊才都是留 日或陆大毕业生
,

也是经过认真挑选才任用的
。

步兵科长王若任
、

炮兵科长霍原壁
,

工兵科长崔洪辰等都有深厚的

军事教养
,

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②
。

保定军校到第九期尽管 已大不如

昔
,

但教官队伍仍比较齐整
,

留 日和陆大出身的仍较多
。

在中国近

代史上声名卓著的方鼎英
、

何柱国
、

钱大钧
、

朱缓光
、

陈调元
、

张翼

鹏
、

楚溪春
、

欧阳震等
,

都曾任保定军校教官
。

由上可见
,

保定军校的师资力量的确不凡
,

从而为培训军事人

才奠定了良好的师资基础
。

二
、

物质条件比较优越

保定军校在资金
、

教学设备和学生待遇方面
,

虽然有过困难的

时候
,

但因其一直隶属于陆军部
,

所以与其他军校相 比还是较好

的
。

孙中山 年创办黄埔军校时
,

也曾自叹弗如 ③
。

陆军部规定 保定军校的经费
,

不管额支
、

活支均 由陆军部批

发
,

马匹
、

枪弹等也由陆军部发给 ④
。

军校的各类物质条件的确是

比较优裕的
。

如教育设备比较齐全 术科上需用的体操器具及劈刺

场的器械
,

应有尽有
。

步科使用的步枪多是上海兵工厂制造的六八

口径步枪
。

骑兵科配备有相当数量的军马
、

马鞍
、

马刀
、

马枪
,

军马

大多是优质的蒙古马和新疆伊犁马
。

炮兵科使用的大炮
,

有德国克

鲁伯厂制造的
,

法国克鲁苏厂制造的
,

有 日本制造的
,

还有上海兵

、

②

③

史 射陵 《保定军官学校沧桑史 》
,

载《蒋百里年谱 》刘萃园 《记保定陆军军官学

校 》
,

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
。

齐向明
、

刘海波 《回忆保定军校第八期 》,

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
。

孙 中山 《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 》
,

《孙 中山选集 》
,

人 民出版社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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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



工厂仿造的
,

都 比较先进
。

工兵科用的定式架桥材料船只
,

轴重科

用的大车
、

挽马等也都比较齐备 ①
。

学生完全官费
,

《陆军军官学校

条例 》规定
“

学生在学时所需被服
、

书籍
、

笔墨
、

纸张及必不可少之

用具
,

皆由校中分别贷与支出 ” ②
。

学生用的学 习用具
,

日常生活用

品及饮食
,

都比较丰富
。

所有这些都为保定军校的发展奠定了物质

基础
。

三
、

严格的递进招生制

保定军校生源素质之高是它最具特色的一点
。

在清末
,

军事学堂的生源都比较简单
,

一般直接来 自军营或来

自从未接触过军事教育的学生
。

如 年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

学堂
,

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行营武备学堂
,

学生都是从官

弃中挑选的 ③
。

后来袁世凯在保定创办的行营将弃学堂
、

陆军速成

武备学堂和保定军官学堂
,

学生也选 自带兵员弃 ④
。

年孙中山

创办 的黄埔军校
,

规定考生必须有中学文化程度
,

实际上参差 不

齐
,

有的连小学都未毕业 ⑤
。

相对而言
,

保定军校的生源素质比上

述学堂或学校好得多
。

清政府在 年颁布陆军学堂办法以后
,

陆续创办了陆军小

学堂和陆军 中学 堂
,

到 。年前后共建陆小 所
,

陆中 所
。

年 民国成立后
,

陆小停止招生
,

年陆中也合并为清河第

一陆军预备学校和武昌第二陆军预备学校
。

但在学的陆小
、

陆中

或预备学校 学生仍继续升学
,

形成严格的递进招生制度
。

陆小
、

陆中先后升入保定军校的有一
、

二
、

四
、

五
、

六
、

七期
。

陆小
、

陆中的入学考试非常严格
,

录取率很低
。

如 年湖南

参见刘萃园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生活回忆 》,《文史集萃 》第 辑
。

政府公报军第气 号命令
,

年 月 日
。

《清末新军编练沿革 》
,

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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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

第 吸 页 《王鹤雄忆父亲就读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 》
,

《保定地方志通

讯 》, 丝 年 才撼。

伏卿剪
,

火恩烈草埔军校 》包惠僧 《大革命时代在黄埔 》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

黄埔军校 》
,

文史资料 出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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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岗县 余名高小学生报 考湖南陆小
,

经过体格检查及学科考

试
,

仅取 名送省参加复试
。

到省后
,

复试合格者才 人 ①
。

又如

年四 川陆军小学招考
,

各县经过考试
,

将 万余名高小学 生

送去省城复试
,

正式录取 名
,

录取率仅为 ②
。

陆小学生入学

后
,

学习不合格者将逐渐淘汰
。

湖南陆小第一期学生 余人
,

最

后取得陆军中学升学考试资格的才 人
,

淘汰率达到 ③
。

可

见
,

保定军校生从高小升入陆小
、

陆中
,

就经历了激烈竞争和严格

筛选
。

学生经过陆小
、

陆中
,

为升入保定军校做了军事理论与实践的

充分准备
。

陆小期限 年
,

课程分学科
、

术科两类
。

术科主要练习

劈刺
、

器械操练及野外演习
。

学科方面
,

既有军事学课程
,

又有普通

知识课
,

军事学主要是步兵操典
、

射击教范
、

阵中勤务令
、

野外勤

务
、

测绘学等 ④
。

陆中期限 年
,

其教育宗旨与陆小是一致的
,

只是

所设课程比陆小深些
。

陆中毕业合格者
,

编成保定军校入伍生队
。

入伍生分散在连

队
,

在实践中体验士兵的生活及职责
。

从最基本的步伐动作到复杂

的野外演习
,

都经过严格的训练
。

半年后
,

入伍生经各种考试合格

后才能升入保定军校
。

在正式编队之前
,

为了防止 冒名顶替
,

校方

还要做最后的鉴定检查
,

名考官认为无误才算通过
。

总之
,

保定军校一
、

二
、

四
、

五
、

六
、

七期学生都是经过逐级的严

格训练
、

考核
,

最后精选上来的
,

军校毕业生黄绍娥对这种体制十

分赞赏
,

他说
“

由陆军小学至军官学校毕业需要整整七年的时间
,

中间几经选拨和淘汰
,

最后才造成一个下级军官
,

自然健全可用

了
” , ’‘

这种制度
,

不但满清承数千年积弱之后
,

应该如此
,

就是现

戴风翔等 滚湖南陆军 小学 》
,

《湖南文史资料 》第 辑
。

王少海 《在四 川陆军小学的 一 段 回忆 》
,

《四 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辑
。

截风翔等 《湖 南陆军 小学 》
,

《湖南文史资料 》第 辑
。

王少游 《在 四 川陆军小学的
一

段 回忆 》
,

《四 川文史资料选辑 》第 辑
。

勿②③山



在
,

我也主张如此
” ①

。

这种评价是 比较中肯的
。

第三期学生的素质也是相当高的
。

年
,

很多在校的陆 ,

学生
,

高小学生及中学学生等
,

组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
。

民卜成

立后 孙承山命令各地学生军至南京会考
,

合格者编为陆军部人伍

生团
,

数万人会考 、共取 加 人
,

意在训练三 个 月后升人保定军

校
。

孙中山先生认为
,

入伍生团经过三个月的训练
,

陆小
、

陆中的 它

要课程全都学过
, “
甚至 已超过其程度

,

实为不可多得的优秀军官

生 ”
吼 但陆军部未批准入伍生团升入保定军校

,

而是让他 们转 人

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
。

入伍生在此学 习两年
,

受益 下弓
、

成

绩优秀 ③
。

毕业后
,

又经过了半年入伍生训练
,

最后才进入保定军

校第三期
。

第八期学生的素质也是不错的
。

年保定军校第八期招

生
,

因为已无陆军预备学校毕业生
,

只得招考普通中学生
。

报名的

很多
,

考试科 目除术科外
,

其他均与预备学校相 同
,

考试也相 当严

格
,

有严密的防弊措施
。

考取者编成入伍生队
,

训练时间延长至 九

个月 ④
。

第九期的学生入学前也有较好的军事教育基础
。

这批学 生

是 由中学 生考入清河陆军预备学 校
,

然 后 经 过 入伍生训 练
,

于

年 月升入保定军校的 ⑤
。

无疑
,

学生素质的优 良是保定军校培育军事人才的重要保证
。

四
、

内场与外场
、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

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与其他社会领域一样
,

是学习强 国
,

仿效

强国的过程
。

保定军校的校长
、

教育长及教职员多留学 日本
,

在教

学方法上也基本上承袭了 日本那一套
。

黄绍站 《五 十回忆 》上
,

云风出版社 年版
。

杨樵谷 《回忆第三期进步学生片断 》
,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
,

第 页
。

见《张治中回忆录 》
,

文史资料出版社 年版 《黄绍 站回忆录 》广西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齐向明
、

刘海波 《回忆保定军校第八期 》
,

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
。

刘万春 《清河陆军预备学校散记 》
,

《文史资料选编 》第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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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军校的课程
,

与陆小
、

陆中一脉相承
,

仍设学科和术科两

大类
。

学科主要有战术
、

兵器
、

工程建筑
、

地形
、

交通
、

通讯
、

典范令
、

马学
、

卫生等军事学课程 也有理化
、

数学
、

史地
、

外语等普通知识

课程
。

术科包括器械
、

体操
、

刺枪
、

劈剑
、

马术等
。

所有课程中最重

要的是战术学
、

战术训练学
、

工程建筑学
、

地形学
、

兵器学和通讯

学
,

教材多译 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最新出版物
。

教授方法
,

是由教官 口讲指画
,

或用实际动作一点一滴地注入

学生脑中
。

教授地点分为内场和外场
。

内场就是课堂教学
,

每天至

少有半天
。

外场是在操场或野外实地演习
。

以战术学为例
,

教官讲

授完基本原则以后
,

由教官出题
,

假想一种敌情
,

让学生们根据所

学原理
,

用军事符号在地图上标明敌我情势
,

并将作战方法绘制成

图
,

最后 由教官评改
。

最初是一个连的兵力
,

随着讲课的进度
,

逐渐

加到一营
、

一 团
、

一旅
,

还 由单纯的步兵不断加进骑兵
、

炮兵
、

工兵

等
,

成为混成支队
,

直到一个师为止
。

然后
,

再定期到野外去做几个

星期或几个月的实地战术演习
。

每期学生毕业时
,

还要进行各种联

合军事演 习
。

又如工程建筑学
,

也是先由教官将课本中的原理与附

图讲解一番
,

学生再拿起标杆
、

测尺
、

三脚架
、

水准仪到野外去测量

实习
,

绘制出地形图来
。

至于术科课程
,

大都是在室外进行
,

各个科

目都有专门的训练场地
。

一般先在操场进行各种制式训练
,

翁到各

教练场和野外演习
,

由简入繁
,

逐步进入全面联合演习
。

这种注重

内场与外场
、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

对于丰富学生知识
、

提高学生技能是十分有效的 ①
。

五
、

严格学生管理

学校建立了产格的值勤制度
、

检查制度
、

考试制度和放假制

度
。

值勤制度分军官值勤和学生值 日两种
。

学生值 日
,

主要是负责

连排集合
、

检查人数
、

维持课堂纪律
,

包括武器检查
、

服装检查
、

身

① 刘萃园 《保定陆军军校生活 回忆 》
,

《文史集萃 》第 辑 《黄绍兹 回忆录 》
,

广西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体检查以及检阅后 的综合性检查
。

放假制度规定
,

星期 日放假一

天
,

逢节也放假
,

还有暑假
,

除此以外
,

学生必须在校学习
。

考试制

度规定
,

考试形式有临时考
、

月考
、

季考
、

期考和毕业考五种
。

考试

相当严格
,

如第一期学生毕业考试
,

由陆军部组成一个 人考试

委员会来校监考 ①
。

校方还制定了各种惩罚制度
。

如在训练中
,

对达不到要求的学

生
,

往往要打军棍
,

关禁闭
,

搞疲劳训练
。

对犯有以下错误之一者
,

则勒令退学
,

即学术欠缺
,

无毕业之望者 紊乱军纪
,

屡犯规则者

品行不正
,

无悔改之望者 带有伤病
,

不堪修学者 考试落第者
。

其

中
,

对屡违军纪
,

品行不端者
,

还特别规定退学后必须将历年学费

及所领津贴
、

衣服
、

书籍
,

乃至陆小
、

陆中 或预备学校 毕业证书一

律追缴 ②
。

由上可见
,

师资力量的雄厚
、

物质条件的充裕
、

学生素质的优

良以及有效的教学方法和严格的学生管理
,

相互作用
,

相互制约
,

形成了一个培育人才的有机整体
。

三

如何评价保定军校
,

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如何
,

它对中国近千屹

历史进程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现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分析
。

一
、

保定军校是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一 所具有明显资产阶级教

育性质的军事学校
,

在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过程中有重大的进步

作用
。

在 中国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里
,

军事学校不可避免地带有半

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特点
,

既有封建糟粕掺杂其 间
,

又有依赖外

国
、

模仿外国的半殖 民地化色彩
。

在晚清军事学堂中
,

封建性和半

①

智

刘萃园 《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
,

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
。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条例 》
,

见《政府公报 》第 号
,

年 月 日
。



殖民地化的表现尤为强烈
。

然而
,

保定军校是在满清帝制灭亡
,

中

华民国成立 以后创建和发展起来的
,

封建性质和依赖外国的倾向

都有所减弱
。

由于大批具有先进资产阶级思想的受过系统军事教

育的留 日学生在校任职
,

并完全使用 日本式教育法
,

从而使保定军

校具备了明显的资产阶级教育性质
。

另外
,

保定军校学生从辛亥革

命开始
,

就不同程度地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影响
,

有的还直接

参加到这个革命运动中去
,

这更增强了军校的资产阶级性质
。

二
、

保定军校是一所人才辈出的学校
,

其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

保定军校学生经历过清朝
、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三个时期
,

受时代变换
、

新旧交替和内忧外患的影响
,

他们毕业后所走的道路

不尽相同
。

其大多数曾在北洋军部队里任职
,

后来又成为国民党军

队的骨干
。

有的则一开始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

后

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军政要员
。

也有少数成为中共党员和 民主人

士
。

还有个别人在抗战时期充当了汉奸
。

保定军校毕业生在国民党军界的表现最为突出
。

从获得国民党将级军衔的数量来说
,

保定军校毕业生甚为可

观
·

其中一级上笋“个
,

二级上将 ‘。个
,

上将 包括追赠上将

个
,

加上将衔 个
,

中将 包括追赠
、

加中将衔 个
,

挂中将衔

个
,

少将 个
,

挂少将衔 个
。

在国民党最高军事统率机构

中
,

其主要成员多有保定军校毕业生
。

各时期国民党军队中领导职

位
,

保定军校毕业生所占比例一直很大
,

一般为 一
,

这是

其他军事学校毕业生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

从北伐战争直至解放
,

保

定军校毕业生不仅参加了每次重大战役
,

担当主要指挥官的比例
,

一般也占到 一
。

另外
,

保定军校毕业生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
、

经济及外交方面

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

有 多人担任过国民政府的重要行政职

务
,

包括行政院副院长
、

代理行政院院长
、

内政部部长
、

经济部常务

次长
、

监察院副院长
、

交通部部长
、

副部长
、

航政局局长
,

驻外公使
。



还有十几个重要省份的省政府主席
。

更多的人担任过 民政厅长
、

实

业厅长
、

农业厅长
、

建设厅长
、

财务厅长
、

土地厅长
、

省公安局长
、

市

公安局长等等
。

很多人还当选过多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

这些人都参与了国民党中央及地方政府方针政策的制定
,

对国民

政府时期的政治经济起过一定作用
。

三
、

保定军校毕业生对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产生 了重大影响
。

北洋军阀时代
,

保定军校毕业生就在全国许多军事院校担任

校长
、

教育长及教官等职务
,

如东北陆军讲武堂及其北京分校
、

东

北陆军炮兵军官教育班
、

湖南陆军讲武堂
、

浙军讲武堂
、

广西滇军

千部学校等
。

到国民政府时期
,

保定军校毕业生在各类军事学校 中担当重

任者就更多了
。

以黄埔军校为例
,

邓演达
、

沈应时曾任筹备委员
,

为

筹建黄埔军校东奔西走
。

黄埔军校的教官也主要是保定军校毕业

生
,

如黄埔一期开学时
,

战术
、

兵器
、

教授部等教官
,

几乎全被保定

军校毕业生包揽
,

有的还担任了教练部副主任
,

学生队总队长
、

队

长等职 ① ,

都深受同学们的拥戴
。

在军事学课程的设置上
,

黄埔军

校也基本上延袭了保定军校那一套
,

没有什么变化 ②
。

总之
,

黄埔

军校受保定军校毕业生及其教学方法的影响是很大的
。

据笔者统

计
,

在国民党政府开办的 所主要军事学校中
,

保定军校毕业生

在其中 所担任过校长
、

教育长等重要领导职务
。

比较著名的有

俞作柏
、

夏威
、

张治中
、

万耀煌
、

钱大钧
、

陈诚
、

周至柔
、

白崇禧
、

刘文

辉
、

邓锡侯
、

邹作华
、

徐庭瑶
、

罗卓英等
。

在其他临时性的二十几所

军事训练机构中
,

也有很多保定军校毕业生担任领导职务
。

可以

说
,

保定军校毕业 终是国民党进行军事教育的骨干力量
。

保定军校毕业 中
,

有的不仅能征善战
,

还对军事学进行了深

①

②

《陆军军官学校最初组织官长名录 》
,
《黄埔军校史料 》

,

广东人 民出版社 年版

宋希谏 《参加黄埔军校的前前后后 》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 》
,

文史资

料出版社 年版
。

黄埔军校与保定军校的最大不同是增设了革命政治课
,

这是

它比保定军校进步的显著表现
。



入研究
,

撰写并出版 了大量军事著作
,

涉及到军事哲学
、

国防常识
、

军官心理
、

精神教育
、

将校修养
、

步兵操典
、

后勤业务
、

机械化作战
、

漠型战术
、

防空知识
、

游击战术诸多方面
。

无疑
,

这些都丰富了中国

近代军事理论的内容
。

责任编辑 王也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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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生
,

河北大学历史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