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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30 炎陵县档案馆存原件之拍摄，王云虎辨认，杨晓哲校正，蓝字为注解

一、我的一般 【名字《家谱》中为荣筎（荣字辈）、字年栋、号仁山，在三师改经武】

张经武原名仁山，入党时用张经武名字，在社会上以张经武名字较普遍，

现年三十五岁，汉族，湖南酃县人，住东乡下馆芒头垅村【现夏馆垅下组。该县

分东、南、西三乡、东乡客家人居多】。自七岁【1912】入初级国民小学，四年毕

业，即继住本区（十一区）文华高等小学于沔市【现沔渡镇】，三年毕业后，

【虚岁 14 岁】秋季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于衡阳【衡阳师范《校友录》记载：1919

年考入】，四年本科、一年预科，于 1925 年春毕业【《曾希圣传》记载：6 月 24

日】。这一时期完全过学生时代生活，因此出身是学生。师范毕业后适值内忧

外患大革命前夜时期，遂抱投笔从戎之志，于 1925 年秋到北平投考黄埔与河南

建国军军官学校，年底到河南许昌【临颍县，现归周口市】樊钟秀所办的建国军

沪案后援军官学校，【1968 年写给中央专案组《自述》中选军校的想法，“因为建国

军军官学校是第一期”，黄埔是第四期】在旧军队共有六年，过军人生活。因此在

这一时期，我是在社会上过军人生活时代。自 1930 年于许昌加入党以后，因有

CP 嫌疑，被排斥于旧军队之外，遂于 1931 年底由河南到上海中央，经中央介

绍于 1932 年初春【公历 1932.2.1 为农历 1931.12.25；故 1940.12 自传和所填表格不一

致的缘故】到中央苏区之瑞京【瑞金，同曾希圣一路】，一直到现在参加抗战止，

这一时期，我是完全过革命生活。担任军事工作的革命生活时期，我的身体平

常无残疾，僅在军阀混战时期右腿受过一次伤，除吸纸烟外无其他嗜好。

二、我的家庭。

我离家时（1925 年秋）所知到的家庭经济状况。祖父时代是一个大地主家

庭【家谱中祖父张光凤，“应试外场，屡拨前茅，后例授大学生”】，田山连绵，佃户

很多。到我父亲【次子德源、字千厚】、伯父【长子德澜、字千良】、叔父【三子德

洋、字千胜】时代，因嫖赌将家产逐渐卖尽，走到殁落【败落之意】的时代。除祖

父时代建造的大房子尚在外，我家只剩稻田十陆担，其中有祖母养老田拾担在

内，茶梓山一塊，房子七八间。当时家里有五口人吃饭，即祖母，父亲，弟及

弟妇和妻子【张第一个妻子郑氏，后改嫁到江西宁冈县一大地主家，解放后该地主被镇

压、房子被没收，郑氏住到庙里直至病故】，田地除农忙时雇请短工外，多靠亲友

帮助。我弟【荣笛、字年樑】当时到本乡碗厂去学徒（本地出的土碗厂），家父

有时开小菜店，在县政府任警备队等职，在薪金少聊可帮助家庭，家庭经济是

中农。我叔父家剩三口人【千胜】，无田地为最苦，靠砍柴卖过活，伯父【千良】



家人口、田地较多，其长子张海渟【张经武的堂兄，其子张华崑、号仲申，是张海渟

的弟弟张荣竺的二儿子，过继给了他。1950 年，张千厚同张海渟、 海渟侄孙张振邦到重

庆。张振邦的父亲张华嵩是张荣竺长子，张经武安排张振邦（1935.2-2020）参军、后上

学，五十年代在军委炮兵司令部当医生，“文革”中因叔爷张经武“案件”被关押、1971

“九一三”事件后，军委炮兵司令员张达志、副司令员吴信泉等为其平反，后为正师级待

遇】常在县府及学界任职，家庭比较富裕，属于富农阶级。我的生活在读书时

代，初小、高小用费不大，住师范时，每年旅费、衣服费等亦不过四、五十元，

尚依靠家族祠堂津贴，外出到北平考军校时，是伯父家賣完两枝步枪合二百元

给我，以后生活完全自给自足，与家庭经济无关系。

注解补充：

（1）张考入衡阳三师的时间，按三师档案为 1919 年。

毕建忠、王锡堂所写《解放军高级将领传 第 26 卷》（2013 年 8 月版）也是 1919 年，

并说只读了一个学期，因家庭生活困难就辍学了，后来在家族祠堂的赞助下，重回学校。

其内容，依据为王锡堂在沔渡采访张经武侄子张仲申和姐夫叶上林记录。

虽然张《自传》中未提辍学，学制是五年。从 1919-1925 共六年。

不过《自传》中写道：“住师范时，…尚依靠家族祠堂津贴”。此说法与张仲申、叶

上林说法匹配。

（2）《曾希圣传》记录毕业时间因“五卅运动”提前到 1925 年 6 月 24 日，曾本人

1920 年考入，和张经武“辍学一年”说法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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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人，伯父、父亲均读过私塾。伯父、伯母据说已死，大哥【号海渟

1886 生，光绪乙酉年 6 月】五十七、八岁【虚岁】，比我父亲年长【1887，光绪丁亥

年 11 月，大一岁】，是当地豪绅，與亲友贾族【《家谱》：堂嫂的父亲贾荫堂是清朝

的“增生”，即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 “增广生员”简称之一，地位次于廪生】及学界、

政界有来往。对我参加革命态度不好，已不通信。我父五十五、六岁【虚岁，实

岁 53，他不知道父亲的准确出生年月】，民国元年反正【1912 年，意：归于正道】时，

因家庭殁落，母亲去世【许氏，1911 年 5 月殁，张经武仅 5 岁】后外出当兵数年。

当时我们年小，回家后，遂與祖母抚养我兄弟姊妹四人成人，我离家后，约在

1928 年时我父曾带领本地民团数十与红军作战，逃到山上一月餘。当时我曾去

信（在武汉），【1928 年，樊部王鼎洛的第 5 师投靠了武汉桂系胡宗铎，并被改编】要

父亲不要干公事，据回信已谢绝一切公事，在家整理田园过活。现今家中仅剩

后母及前妻三人【罗芸香和郑氏】。我在武汉办事处时【1937.12 至 1939.10 台儿庄

战前，张在武汉八办任少将高参，代表 129 师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的全国

师以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八路军共派出 8 人，另七位是总部彭雪枫少将、

115 师周昆少将、120 师边章五少将、总部政治部罗瑞卿上校、115 师政治部张爱萍上校、

120 师政治部欧阳毅上校、129 师政治部谭政上校】，我父来信向我要钱，说家里生

活困难，欠钱过多，对我参加八路军尚未加批评。以后来信说我万一不能回家，

可以在外结婚，因我弟已死，弟妇已经改嫁，恐绝后代，这是我家庭的一般，

详细情形现今我亦不详。我家庭情形僅现在一二Ο师任旅【新 358 旅】政委之张

平化可知概略。

三、革命前的经历

从七岁在本区国民小学校读书到廿一岁【虚岁 21，实岁 19】。在衡阳湖南省

立第三师范毕业时止，均为读书时代，当时思想仅希望毕业后能在教育界任事。

因家贫升学无望。当时是一个好学生，思想用功读书。即三民主义及一般革命

书籍均未看过。在三师的同学有伍永福【伍云甫】、曾希圣、张际春等可以证明。

快要毕业时，当时思想有些改变，因看到广东要北伐及外患日出，感觉从军才

能有出路，即可救国救民，自己可以升官发财，羡慕一般军人有为之英雄主义

思想。故毕业后到家即提出投考军官学校，为家庭赞成。遂于一九二五年秋到

北平投考黄埔与河南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当时我县有郭春涛（住北大）、

贾鸿猷（住民大）等介绍，为要考黄埔曾在北平翠花胡同八号加入国民党。当



时是左派国民党，发了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五权宪法【孙中山创立的】幾本書看，

可谓我开始参加政治生活，同时在北平又值建国军军官学校招考学生，我便去

考，结果两处均已考取，在北平等车船。最后决定去河南许昌住军官学校

【1968 年 3 月 3 日写的《自述》说：因为建国军军官学校为第一期，建国军也是支持国民

革命军北伐的，黄埔已是第四期】。当时我有一亲戚，同时又是我高小的教员贾纡

青是共产党人【烈士 1898-1933】，以后我在武汉时遇见他与曾希圣在一塊，曾

为我活动派到孫大【莫斯科 1925 为纪念孙中山成立，简称“孙大”】去住学未成功，

这一段历史现在一二九师之姚亮（济民）【姚继鸣，百度词条】尚清楚。1925 年

底到河南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校址在许昌所属的临颍县文庙】当学生，校长

是王鼎洛，河南偃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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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1月 4日】樊钟秀攻山西【1925年 11月，樊攻阎锡山】失败回来，

同时湖北之吴佩孚、靳云鹗【靳云鹏弟，初隶皖系，直皖战争后转投直系，1926 年春，

兼任孙传芳所率五省联军第一军军长。靳云鹗接收了在山东省的原直军三个师，击破了驻

开封岳维峻所率国民军第二军。此后，他被任命为河南省长。1927年，吴佩孚被北伐军

打败后，靳被直系残部推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与奉军作战。战败后，逃往南京，被蒋介

石任为上将参议】、寇英杰【1880-1952。为直系吴的心腹将领。1927年 2月后，投张

作霖，后辞职】等军阀攻河南国民二军岳维峻，樊部在驻马店一带参加作战被压

退到鲁山、宝丰、峡县地区【平顶山地区，在许昌西，3.18，樊通电下野，6月下从

鲁山又复出，7月总司令部设于南阳】。当时学生逃散不少，我随军到宝丰，学校

学生担任守城勤务。参加讨吴战役：1927 年攻克南阳，我随学校到南阳，仍担

任守城任务。与孙连仲【原冯玉祥部，后投靠蒋】、马文德【河南南召人。绿林出身。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先后投奉军、镇嵩军、国民军；1928年后，任国民

革命军第四十二军军长、陆军新编第十七师副师长兼第五补充旅旅长】等部队作战多次，

当时樊率所部到武胜関【1926.9，信阳与湖北交界，现属湖北】、平靖関【1926.10

现属信阳】配合北伐军作战获胜。吴佩孚退守信阳、郑州、洛阳，学校遂毕业

【履历表为 1928毕业，实际为 1926年 10月】，我在学兵队任排长，以后扩充为

第五师，师长王鼎洛（即过去校长）调我到师部任参谋，因讨冯失败，退到随

州【湖北，西邻枣阳，北与信阳、南阳交】、枣阳一带驻防，樊钟秀当时与唐森智

勾结，唐失败后【1927.11 唐桂战争】，樊下野【因讨冯，1928.3 石友三火烧少林

寺】。王率第五师到武汉投降桂系李、白、胡宗铎、陶钧【武汉卫戍副司令】改

为教导团【第五师缩编】，我任排长，以后调往武汉军官补习班，三个月毕业后，

调任湖北警备军任副营长及连长，蒋桂战后【1929.3 月开始，6 月结束，武汉战事

4.3 结束】，桂系失败，我们部队归蒋，改编开汉水一带住防，不久，将干部调

成黄埔系。失业，曾与八连连长孔某到河北保定，准备到东北找于学忠，介绍

住东北军官讲武堂，未成，适当时【1929 年 4 月，蒋桂战争】唐森智部由开平【封】

开郑州，五十三师有某【第 5路军 53师 158 旅】旅旅长凌兆尧【1893-1986，酃县

客家人，保定军校毕业，后投唐生智，1929 年 1 月，该旅曾在河北唐山驻防，帮助过黄克

诚，建国后被打成右派，详见《六易阵营的唐生智军事集团》，1929 年 4 月，蒋命唐组建

第 5路军，他北上平津一带召集已投桂系的旧部，有 51 师李品仙、53 师刘兴，开往河南

与冯玉祥部作战，把冯军赶回陕西。1929 年 12 月，唐又联合冯、阎、韩二次反蒋，193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BB%E5%8F%B8%E4%BB%A4/41588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B4%E4%BD%A9%E5%AD%9A/320973


年 1月失败后潜逃东南亚，51、53 师团以上干部全部遣散，参考《曾希圣传》、《黄克诚

自述》】系我同乡，其弟系我同学，邀我到郑州去参加该部，其弟凌旭，过去在

本县亦是进步分子，被土豪劣绅排斥出来才到军队，由其哥掩护。我到后【履

历表上 1929.8】，找一排长【履历表为：53 师 158 旅 6 团 2 营 5 连】缺给我，因讨冯

【唐部第五路军 53 师】开到洛阳驻防，当时遇到同学曾希圣、伍云福（甫）亦在

五十三师工作（但不知是共产党）【本文第 8 页为 51 师，1941.1.8 伍云甫写给总政

证明中：为 51 师】。我因作战负伤到徐州医院休养。1930 年春回到武汉【2 月前

后】，又遇到曾希圣与贾纡青等在一块，我才知曾已加入共产党，当时曾谈一

些政治问题，如中东路事变、如何解决革命出路问题，他们主张我仍回到河南

做军队工作，适当时樊回到河南成立陕西剿匪指挥部【1930.3 蒋任命樊“豫陕边

防军总指挥”】，姚亮任副师长兼干部学校教育长，干部多係过去的同学，我到

后，即委学生队第二大队队长，等于一个营。于 1930 年四月经过学校的同志姚

進（日蒸）江西人、刘同德（河南人）介绍入党，当时即由学校组织校委发展

组织，我当时是校委委员之一，我入党的动机，因在樊部是国民党无组织，共

产党员即有秘密活动，过去我们同学曾看共产主义 ABC 等社会科学理论书籍，

半公开讨论江西红军战术，在武汉时代，曾有我们同学的共产党员被捕去枪毙，

正感同情，当被蒋系压迫撤换我们同学时，如姚济民（亮）等曾秘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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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如何到鄂西去找贺龙，并因切身经过多年军阀混战，感到政治上无出路，家

庭经济受压迫以及受到革命潮流及同学曾希圣、伍永福等影响，乃决心加入党。

蒋冯阎大战时【中原大战开始于 1930.5】，樊钟秀被炸死【6.4】，邓宝珊任总司

令【冯玉祥任命邓继任，6.11《民国历史》大事记,10 月 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刘峙为河南省

政府主席，张钫为民政厅长】，部队被蒋收买【第 18 师师长焦文典哗变】，学校学生

与蒋军作战，一昼夜于许昌，因被包围乃改变为新编第五军【国民革命军系列，

1930 年 9 月在太康改编；11 月缩编为新编第 20 师】郜子擧【军长，1897-1982】部教育

团，西西【CC 系，国民党陈果夫兄弟为核心的派系，以组织部和中统局为根基】胡伯翰

任团长，我仍任大队长，驻防太康【现周口市太康县】（被围时党内曾讨论决定

随冯玉祥军退陕西为根据地，以学校为我党骨干，当时邓之秘书长葛继雲等均

同情我党【实为地下党员，张不知情】，津贴我党经费。旋【不久的意思】因退却不

及，邓又被扣【焦文典扣留邓、葛】，计划未实现。乃改变仍保存党的力量，求

后隐蔽发展，待机谋变）因我党决定我们与军队实行发动士兵斗争，乃于 1931

年发动士兵年关斗争【指农历 1930 年 12 月底，阳历为 1931 年 2 月 16 日之前，2.19

新省委在开封组成，曾斯廷任书记，5 月被杀】，将标语散发到全团及贴到军部门口，

领导者为我与政治教官管梓材（湖北人）【1968 年《自述》把管写成入党介绍人，

而不是刘成德，因此被中央专案组怀疑为“假党员”】，为团长胡伯翰怀疑，搜查我

们住地无证据（因当时与太康地方党取得联系，标语由地方机关印发）结果将

管扣留一天，我即被压辞退大队长职，乃到开封与省委方某接头【1930.10 省委

设开封，书记卢福坦，31.2 改曾斯廷，31.5 改吉国祯。河南军委书记方继刚】，暂时担

任交通，待机入鄂豫皖苏区。不久，曾希圣同志由上海来巡视工作，乃决定我

到上海受训，再入苏区。遂于 1931 年秋到上海，不久宁暴发生，遂由上海中央

介绍到中央苏区，在上海与朱瑞同志发生关系，与曾希圣一路到江西，这是我

在旧军队过旧生活与革命生活的概略情形。

四、从参加革命到现在的经历

我入党已如上述是在 1930 年四月于河南许昌樊钟秀部之干部学校，是经

过贾纡青（党内名字不知道，仅知他在上海及唐山做过工运）及曾希圣两同志

的谈话（是否给河南省委有秘密介绍信不知道）到校旋不到二月，因我站在革

命的观点上做工作，由校内干部姚进、刘同德两同志介绍入党。入党的动机客

观上受革命的影响，主观上因受经济压迫，连年军阀混战感到社会上的黑暗，



个人及社会无政治上的出路，认识只有加入党才能解决问题。

在白军工作时期我是中校大队长阶级，月薪津贴逹数十元不等，我是按照

党的规定帮助党，在开封时帮助党任交通及接济受困的同志，在学校任校委，

归编新五军郜子举部时组织樊部工作，做兵运工作。我参加豫东军委负樊钟秀

【部负】组织责任。据四方面军消息以后樊部归张钫【见注释】指挥之十七个团

有王学聚部等剿四方面军时有譁变的。吉鸿昌部亦动摇投到革命方面。在太康

时直接领导了士兵年关斗争。这时期能看到党内油印的报纸刊物、理论书籍很

【多】，介绍入党的两个人，我 1931 年在到上海去时，姚進在刘峙部任

注释（1）

张钫-国民党上将，回忆录《风雨漫漫四十年》 1986 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31 年，

任河南全省清乡督办， 写过回忆樊钟秀的文章，评价甚高：“以军为家，不置私产，又

无私蓄，不赌博，不嫖妓。豫西山林中出了不少草莽英雄，而立身正大，持己简约者，实

无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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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军记者，刘同德同志任地方工作，现在不知，常与省委老方发生关系，其真

名我已不知【时任省军委书记方继纲，夫人为烈士史兢之】，现在只有 129D 之姚亮

【即 129 师】知其大概，因当时他还不是党员，而是个人感情好【拜把兄弟】，可

以谈共产党的事情，有公开知道的党员<地方的>,姚还给送路费与掩护，我未暴

露我是党员，河南省委及我入党的情形曾希圣知道较深详。1932 年【阳历，阴历

是 1931 年底】到中央苏区后，在红校一二三期任连长、队长、营长及军事团长。

1933 年任第三师师长，直受军委指挥，在建黎泰【江西黎川、福建建宁、泰宁三地

简称】参加反对敌人围剿，因管理部队、指挥部队作战无特殊成绩，部队分散

筑堡打土围子减员很大，受到调职处分，调到广昌任基地司令员，政委叶季壮，

我负责筑堡及军事责任，李德及朱总司令去检查，因兵站设立我初到不很清楚，

受到李德的批评。以后调回军委五局【即训练局副局长，局长刘伯承】工作一时期，

旋派到會昌办教导团，训练新兵及负责修碉堡。长征前半月奉命组织教导师，

我任师长，何长工任政委，归军委纵队罗迈同志【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即李维

汉】指挥，因长征深夜间行军，给养不足，新兵沿途减员很大，及稳下【？】

战斗后【广西全州湘江战役？】，部队遭受敌机轰炸等原因，后编散补充一、三

军团，由出发 4000 余人队伍到湖南、广西还剩一千余人【苏区出来的民夫和新兵

大量逃亡】。消耗极大，这时期主观上领导固有缺点，但客观上指挥欠当，行军

环境等原因亦很重要，战士要帮助抬笨重机器，日夜不断的行军。长？征太大

等。教导师改编后【1934.12.18 黎平会议后】调到军委纵队任参谋长，到陕北后

任总部【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二科长，叶剑英任参谋长，经过东征回到陕北，住

红大一期，二个月后调往山东、河北做统战工作，推动韩复榘、宋哲元等抗日

八个月的时间。回到延安住抗大二期一队。两月后，适七七事变后到山东做统

战工作，敌人攻到黄河边时才回到延安，旋随周副主席到汉口办事处任参谋。

布置河南、湖北游击战争，负责分配干部与一般统战工作。1938 年奉命调到山

东领导游击队，组成山东纵队，开展山东游击战争一直到现在。

在革命过程中，经过长期的锻炼自感军事上、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对党

始终是忠实，战绩虽不大，但亦未犯过严重的政治上、原则上的错误，最大缺

点是自己军事、政治理论基础差，缺乏有系统的信息与整理，自参加革命一切

服从于党，贡献给革命，从未动摇与悲观过。

五、参加过国民党

1925 年到北平投考黄埔时，曾经一度加入国民党，原因是入黄埔必须入国



民党。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所谓国民党左派，我知道的共产党员贾纡青曾为

我活动到孫大去受训【英文翻译：Sun Yat-sen University，可看出名字是用的是孙逸

仙的译音。中山大学的前身是孙中山创立的国立广东大学。 又：1925 年 3 月 12 日，孙

中山在北京逝世。其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都与苏联打得火热。为“纪念”孙中

山，也为了更好地“支援”中国的革命，苏共决定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大学，

为中国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年秋，学校开学，首批有三百多名中国学生入学。学

校开办时，全称是“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孙逸仙大学”或“孙大” ，是由

国民党抽派去的，我县去有贾鸿猷【十都乡人，烈士，1900-1928】、何瑞祺【琪，

《文史资料选辑第 60 辑》】及孟某【即孟湘鉴，1898-1931，1922 年何孟雄介绍三个酃

县人入团，次年转党：贾纡青、贾鸿猷、孟湘鉴。《北京大学校史》北大出版社 1988 第

73 页，酃县烈士：何孟雄、李却非、贾纡青、贾鸿猷、孟湘鉴】是当时去的。以后在

冯玉祥部任政工人员，贾、孟已死，何【瑞琪】仍在国民党内，我在武汉办事处

时【1937-1938】，何在旅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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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间曾到办事处【即武汉八办】找我一次，一般谈话，多系家乡情形及过去同学

情形，现在不详，另有同乡贾衡【即贾振南，十都人，黄埔第五期 1926.10-1927.7】

在别动队任政指【政治指导员】，曾与我遇着一次，传达我父亲探听我的消息，

并向我道苦，同时问我结婚否，要我给信回去。另外要我给他一些书籍看，以

后开到蔡甸【现属武汉市西郊一个区】去，我亦未给他去信。参加国民党后未任

什么职务，不到一月到河南许昌军官学校，即无形与国民党脱离。1928 年在武

汉任连长、副营长时，当时蒋系与桂系冲突，军官均为照例的当然党员听过陶

钧【1892-1974，桂系集团要员，1927 年 11 月进占武汉，时任武汉卫戍副司令，屠杀共

产党人，1929 年蒋桂战争，桂系失败，陶下野，先后去香港、北平、上海寓居】的反共

报告，当时看到逮捕同学中的共产党员颇愤恨，并常与同学知己如姚济民（亮）

谈共产党的情形，只感到无法参加党与加入红军。

（六）、我的几点意见

（1）中国革命是长期的，武装斗争主要的，对于干部的培养上党已经注意到了，

唯对于军事上的高级干部及特种技术干部尚嫌不足，并落后于政治，党要懂远

处着想，准备培养一批军事和技术人材。（如炮工、唐克、机械和骑兵等干部）

干部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并须加强对军事队的组织领导和绝对统一指【挥】

指正规的、高级的？

（2）对干部分配与使用上，我想党要做到绝对统一支配，不容许有不按组织调

动与分配，更不容扣留组织上分配的干部，要给以条例规定，给予适当处罚，

以免本位主义的发展，以及妨碍党对干部分配与使用的计划使某一地区、某一

工作为局部的利益而使大的全面的受到削弱与损失。

张经武 （盖章）1940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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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武 补充报告

一、由七岁起至 1925 年上半年在三师范毕业止，纯是学生生活时期，初小、高

小无同学，只有现在 120D【Division 师的缩写】独二旅政委张平华（原名楚材）

是我的近同乡，可以知到。在三师的证明人，在西安办事处之伍永福，住【八

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之曾希圣，抗大总校政治主任张际春（现任边区银行副行长

伍永福）均可以证明。

二、 加入党的情形及其证明人

1930 年我由徐州伤愈出院后，回到汉口。当时适樊钟秀由上海回到河南许

昌成立陕西剿匪司令部，同学姚济民（亮）、现在 129 师随营学校任参谋长，

抗大二期毕业生，当时在樊部任副师长兼办干部学校任教育长，校长樊自兼。

派人到汉口找我，并在报上登启事，偶然在街上遇着派来的同学安养斋，找我，

要我即刻到许昌去，恰好当时我在武昌遇见我的同乡贾纡青与曾希圣、曾子唯

等（两曾均是由唐森部退出来在武昌工作，【《曾希圣传》记载：1925 年曾子唯同

曾希圣一同毕业】）过去我已知到他、贾是党员，以后他们到武昌斗级营旅馆上

来与我谈话【位于武汉武昌区近司门口的斗级营街区，“营”原是清末的一座军营。20

世纪初，湖北最早的照相馆、福隆澡堂、马应龙眼药分店等纷纷聚集于此，成为武昌的经

济中心之一】，并指出中东路事件及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与政治上出路，我将河南

樊部情形及干部学校要我去任事情形告知他们，结果他们均同意我回到河南去

做军事工作。约于二月间到河南，因我行动言论均表现进步与革命性，当时干

部学校已有党的组织，四月间经过同学（在樊部同学姚进和刘同德两同志介绍

入党，组织校委三人，我是校委之一，另二个是政治教官管梓材及一大队一个

学生，我担任干部支部工作，姚进、刘同德当时在公开行政上是任军需官及襄

理之职【副经理】。姚济民任教育长，与我个人感情最好，曾经换过贴，但因他

地位不同，组织上决定要我以第三者地位影响其进步，对党的组织严守秘密。

邓宝珊之秘书长葛继云（现在苏联南汉宸知道）津贴我党经费，组织和工作他

们不知道，介绍人已不知到，僅曾希圣同志了解我入党的情形及离开河南由上

海到中央苏区均在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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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入国民党的情形，因为要考黄埔必须加入国民党，手续很简单，

填了一个表，照了二寸相片，经贾鸿猷（住民国大学，是我的同乡。）以后即

交文凭投考黄埔，因我到河南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无国民党的组织，有一

个政治教官刘某是四川人，讲了几课三民主义而已，因此等于无形脱离国民党，

证明人姚济民同志很清楚。介绍人贾鸿猷到苏联住孙大，回来后在冯玉祥部任

政治部主任，其时闻已被士兵枪杀，同时，刘伯坚、贾纡青等共产党员被驱逐

（这是以后听说的，【1927 年 6 月 20 日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开会，决定合作反共、

反苏，并促成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合作会后，1927 年 6 月 22 日，冯徐州会后回到郑州，

即命徐谦制定“清党”章程】）别无人知道。

四、在旧军队生活的证明人 从 1925 年底到河南樊部至 1928 年止这一段，

姚济民同志很清楚，1929 年讨蒋战役在唐森智部五十三师任排长时,曾希圣在

五一师旅部任少校参谋，曾子唯任国民党干事，伍永福爲文书，他们可以证明。

1929 年【笔误，应为 1930】回到樊部任大队长时到离开河南到上海（1931 年）

姚济民、曾希圣均可证明。到上海后现在山东工作之朱政委瑞【一纵政委朱瑞】，

延安统战部老柯【庆施】均可证明。1932 年二月【《曾希圣传》记载为：1931 年

12 月，1941 年总政审干表上也是 1931 年】到中央苏区直到现在，军委机关各级首

长均能了解。

——完——

张经武 补写

注解补充：胡伯翰、郜子举

主持驻豫军官教育团，参与西安事变善后， 参阅《胡伯翰与黄埔军校》

《高树勋的新编第八军》

… 胡伯翰（1900－1973）是高树勋的盐山县同乡，保定八期步科毕业，在国民二军、国

民三军干过，后长期担任黄埔军校教官、钱大钧第 89 师起家时的主要干部之一，后在河

南长期追随刘峙。

黄埔军校第一期区队长郜子举

2018-05-08 09:35:46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郜子举，男，原名超，字子举。

1897 年生于河南鲁山。国民党陆军中将。

北京崇德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科毕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98%E5%B3%99


1924 年任黄埔军校第一期区队长、少校战术教官，第二期步兵科第二队队长，黄埔军

校教导第一团连长。

1925 年任建国豫军(樊钟秀)部军事特派员，第八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

1930 年任新编第五军军长。

1931 年任新编第二十师师长。后任北路“剿匪”第二纵队指挥官。

1935 年 4 月授陆军少将，1936 年 10 月授陆军中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黄河河防指挥官、第九十一军军长兼洛阳警备司令。

1939 年任中央训练团第一大队大队长、军政部第一新兵补训总处中将处长兼内江警备

司令，参加豫北会战和武汉会战。

1945 年起任军政部驻东北军事特派员、联勤总部第六补给区司令。

1946 年 7 月退役，任东北屯垦局局长，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9 年任豫陕鄂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

1949 年去台湾。1982 年 10 月 26 日病逝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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