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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兩黨黃埔將領後代：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
兩岸交流的 「黃埔品牌」活動，第四屆 「中山黃埔兩岸情」論

壇，日前在武漢舉行，來自台灣的50多名高層退役將軍和專家學
者，來自全球的120多位黃埔師生後代，國家各級領導，兩岸問題
著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並發表真知灼見。

全國政協副主席齊續春宣布論壇開幕，黃埔後代、鄭庭笈將軍
之子湖北省政協副主席鄭心穗主持會議，湖北省委常委張岱梨，台
灣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將軍，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林上元，大陸黃
埔後代代表、開國元帥徐向前之子徐小岩將軍，香港黃埔後代代
表、胡靖安將軍之女、全國政協委員胡葆琳，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
先後在開幕式上致辭。

許歷農將軍首先感謝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先生對論壇的支持。
當他表示，我老了，今生一無所求，唯一的希望，就是有生之年能
夠看到國家的統一時，聽者無不感動。他還呼籲，黃埔族群當前的
使命，就是 「發揚黃埔精神，完成國家統一」，我們要誓死完成使
命，朋友們！加油！此時，全場爆發熱烈的掌聲。

林上元會長指出，天下黃埔是一家，兩岸同胞一家親。兩岸黃
埔同學要以同窗情、袍澤情為紐帶，共同弘揚中山先生 「統一中
國、民族復興」的愛國信念，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
奮鬥。

王在希：特別感謝兩岸發起人許老爹
聶力 胡葆琳 杜青

前海協會副會長王在希將軍在總結發言時說，論壇辦得非常成
功，非常精彩！有這麼多重量級的人士、這麼多台灣的上將、中
將、少將和擔任重要職務的黃埔後代致辭發言，很少見！這說明我
們這個論壇已經成為具有特色的兩岸愛國主義教育平台，聯繫兩岸
黃埔子弟的重要管道，有知名度、有影響的兩岸學術交流高端論
壇。他還特別提到，要感謝論壇的兩岸發起人，台灣的許老爹，大
陸的聶力將軍和香港的胡葆琳委員，還有因病住院的杜青女士。

台灣著名學長張麟征、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侄女周秉
德、武漢分校校務委員董必武之女董良翬。4期生洪水之子陳寒
楓、5期生臧克家之女鄭蘇伊、鄭庭笈之子鄭心校、6期生黃蔚南侄
子于本城將軍，羅援將軍和黃迎旭將軍等做了專題發言。

（本報記者張萍 徐婭丹）

湖北省省長王國生接見黃埔後代一行
又訊；論壇前，湖北省省長王國生在武漢東湖賓館接見黃埔後

代代表，湖北省委常委張岱梨設宴款待與會代表。黃埔後代，全國
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劉凡、開國元帥聶榮臻之女聶力將軍分
別致詞。許歷農聶力徐小岩陳廷寵王在希等主禮

經歷一整天腦力震盪的黃埔人，在第四屆 「中山、黃埔、兩
岸情」論壇閉幕當晚，舉辦了一場充滿兄弟情姊妹誼的 「兩岸黃
埔一家親」聯歡晚會。歡聲笑語中，台灣許歷農將軍，陳廷寵將
軍，著名學者張麟征和大陸聶榮臻元帥之女聶力將軍，徐向前元
帥之子徐小岩將軍，原海協會副會長王在希將軍，黃埔軍校同學
會總會會長林上元、秘書長杭元祥，郭沫若之女郭平英，陳庚大
將之子陳知建將軍等主禮晚會的啟動儀式。

黃埔軍校副校長李濟深孫女李藹君，1期生侯鏡如之子侯伯
文、李仙洲之子李德強、浦承鋼之子浦江，3期生戴安瀾之子戴
澄東，4期生肖克之子肖星華將軍和5期生之子羅箭將軍向主辦方
湖北省海聯會副會長蔡藻鮮、湖北海促會副會長徐元宏、湖北省
黃埔軍校同學會秘書長李志康，以及來自台灣的嘉賓致送紀念
牌。晚會還特別向16期許老爹，17期李頌卓，18期傅應秋和19期
譚天健四位九軼高齡的黃埔同學致送慰問獎，場面溫馨感人。

晚會由黃埔將領後代胡葆琳擔綱總策劃
鄉愁 望大陸 深深打動每一中國人心靈

「兩岸黃埔一家親」聯歡晚會由來自香港的黃埔後代胡葆琳
擔綱總策劃。晚會由兩岸同唱一首歌、同寫一幅聯、詩文朗誦和
競猜等環節組成，高潮迭起，精彩紛呈。許歷農將軍之女許綺燕
和台灣陳興國將軍同唱黃梅曲；兩岸黃埔人大筆同書 「共築中國
夢，同繫黃埔情。」等三幅對聯表達共同的心聲。

詩文朗誦環節，台灣著名詩人余光中的《鄉愁》，以及大書
法家，國民黨元老于佑任先生的《望大陸》深深打動了現場每一
個中國人的心靈。

有獎競猜一個 「親」 字緊扣晚會主題
兩岸黃埔人依依惜別更期待來年再聚！
有獎競猜環節緊扣大會的主題，主持提示七字答案最後1字

是 「親」，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侄女周秉德率先脫口而
出， 「兩岸黃埔一家親」，全場一起大聲重複，高漲的聲浪把晚
會氣氛推向了高潮。進入尾聲，兩岸黃埔人依依惜別，更期待着
來年再聚！ （記者張萍 徐婭丹發自武漢）

武漢是辛亥革命首義之地，參觀參觀軍校舊址，尋訪先輩足跡是國共
黃埔將領後代在武漢的重要旅程之一。在聶榮臻元帥之女聶力中將、徐向
前元帥之子徐小岩中將的率領下，來自台灣、大陸、港澳及海外的100多位
黃埔同學、黃埔後代親屬一行踏訪了 「武漢黃埔」軍校舊址，現今的武昌
實驗小學。一進校園，聶力中將和徐小岩中將就拉起小講解員、該校女生
田橄萌的小手，親熱地說： 「孩子，我們的父輩和你是校友！」

武昌實驗小學原為1926年設立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這座當
年聲名赫赫的 「武漢黃埔」軍校，不僅走出了羅瑞卿、許光達、程子華等
一批叱咤風雲的開國元勳，還破天荒招收女兵，首開中國現代軍隊女兵建
制先河。聶榮臻元帥的妻子張瑞華、徐向前元帥的妻子黃傑，都曾在此就
讀。

軍校舊址紀念館裡陳列着一張當年全體女兵的合影照片，200多位女兵
英姿颯爽。湖北省政協委員盧綱的祖父盧立群曾在軍校擔任政治教官。他
介紹，武漢黃埔女生大隊的創舉傳到蘇聯，受到史達林的讚賞，他通過蘇
聯駐漢口大使轉告黃埔軍校，要女生大隊拍一張集體照片送給他留念。於
是，1927年3月5日，校方請攝影師在校內為女生大隊拍下了這張具有世界
歷史意義的照片，這也成為軍校女生大隊輝煌時期唯一的一次集體亮相。

「年輕漂亮。」1935年，斯諾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這樣描述聶榮
臻的妻子張瑞華─她也是第一批女兵中的佼佼者。年逾八旬的聶力中將
走到母親一幅晚年照片前，感慨萬千： 「媽媽總是那麼漂亮！」

「母親出生於湖北江陵大戶人家，為了逃婚，跑到武昌唸書，聽聞軍
校召考女兵的消息，她就報了名。」徐小岩將軍回憶說，母親黃傑生前談
得最多是她在武漢考軍校的故事。

與他們一起緬懷父輩的還有董必武之女董良翬、郭沫若之女郭平英，
以及臧克家之女鄭蘇伊。董必武曾在該校講課，郭沫若曾在此任教官，臧
克家也曾是軍校的學生。 （記者張萍 徐婭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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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歷農
陳廷寵
王文燮
李楨林
夏瀛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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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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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錦龍
杜學斌
關先輝
李培堯
于 璇
張彝霖
樊楚樵
張寶全
鄭禮國
洪文波
張少康
趙立年
倪銘鎮
梅道岡

重要經歷
總政戰部上將主任、退輔會主委、新同盟會會長
陸軍總司令部上將總司令參軍長
聯勤總部上將總司令、副部長中華戰略學會理事長
陸軍總司令部上將總司令三軍大學校長退輔會主委
空軍上將副參謀總長、國防大學校長
總政治作戰部上將主任、黎明基金會董事長
國防醫學院畢業、教授、新黨主席
台灣大學資深教授、民主團結聯盟副席
湖北文獻社社長、台灣大學教授
東亞綜合研究中心執行長、台科大教授
國防大學教授
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中將副司令
陸軍成功嶺訓練中心中將指揮官
總政治作戰部中將副主任執行官
空軍軍官學校中將校長
通訊指揮部中將指揮官
陸軍金門防衛司令部中將副司令官
政戰學校中將校長、黃復興黨部書記長
後備司令部中將副司令
空軍司令部中將副司令
國防部採購局中將局長
陸軍空特司令部中將司令
政戰學校中將校長
陸軍司令部中將副司令
國防大學中將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
陸軍少將副師長
陸軍裝甲兵訓練指揮部少將副指揮官
聯訓部少將督察官
空軍東部指揮部少將副指揮官
總政治作戰部軍眷管理處少將處長
陸軍裝甲兵訓練指揮部政戰部少將主任
海軍總部政戰部少將副主任
陸軍空降旅少將旅長
金門防衛司令部政戰部少將副主任
陸軍軍官學校政戰部少將主任
陸軍總部政戰部少將副主任
國防部部長辦公室少將副主任
情報學校少將校長
陸軍南部軍團司令部少將副司令
裝甲旅少將旅長
新生‧新聞日報社上校社長
聯勤總司令辦公室上校主任
陸軍司令部政戰部上校處長

劉 凡 王在希 聶 力 齊續春 許歷農 張岱梨 徐小岩 郁慕明

林上元 陳廷寵 劉凱春 李楨林 董良翬 王文燮 胡葆琳 夏瀛洲 周秉德 曹文生

羅 援 張麟征 傅鐵生 李德強 杭元祥 陳知建 肖星華 羅 箭 于本城 鄭心穗

李藹君 汪大華 齊 儀 陳興國 陳寒楓 郭平英 宋雲龍 浦 江 侯伯文 周 勇

汪朝光 黃迎旭 蔡 翼 吳傳國 周康生 鄭蘇伊 鄭心校 李貴發 陳 宇 鍾華衛

陳吉棋 李志康 傅應秋 許琦燕 盧 剛 黃慧南 李碧茹 周小奇 劉豫陽 劉江平

戴澄東 戴茗磊 謝繼民 韓京京 曾祥煒 王慧玲 許 念 龔志星 張 斌 喬育新

黃埔軍校政治部教官聶榮臻之女聶力中將，原全國人大常委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侄女周秉德，前全國政協委員，原中新社副社長
黃埔軍校副校長李濟深孫女李藹君，民革中央聯絡部部長
黃埔武漢分校校務委員董必武之女董良翬，前全國政協委員
黃埔武漢分校教官郭沫若之女郭平英，原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
黃埔軍校2期生、6期政治部主任胡靖安之女胡葆琳，全國政協港區委員
黃埔軍校1期生徐向前之子徐小岩中將，全國政協委員
黃埔軍校1期生陳 賡之子陳知建少將，原重慶警備區副司令員
黃埔軍校1期生侯鏡如之子侯伯文，全國政協港區委員
黃埔軍校1期生宋希濂之子宋雲龍（美籍華人）
黃埔軍校1期生李仙洲之子李德強，全國政協委員，山東省民革主委
黃埔軍校1期生浦承鋼之子，鄧小平內侄浦 江，全國政協港區委員
黃埔軍校1期生周士第之子周 勇，原駐西班牙大使館武官
黃埔軍校1期生黃 維之女黃慧南，北京市政協委員
黃埔軍校1期生李默庵之女李碧茹
黃埔軍校1期生周振強之子周小奇，香港高勁公司董事長
黃埔軍校2期生劉子奇之女劉豫陽，前全國政協委員
黃埔軍校2期生劉鳳鳴外孫龔志星，中科院基建辦主任
黃埔軍校3期生戴安瀾烈士之子戴澄東，原江蘇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黃埔軍校3期生戴安瀾烈士之孫戴茗磊，中江國際（澳門）工程有限公司副總
黃埔軍校3期生喬茂材之孫喬育新，四川綿陽黃埔同學會會長
黃埔軍校4期生肖 克之子肖星華少將，原武警總部紀檢書記
黃埔軍校4期生洪 水之子陳寒楓，全國政協委員
黃埔軍校4期生謝晉元烈士之子謝繼民，上海市黃埔親屬聯誼會副主委
黃埔軍校4期生韓 偉之子韓京京，原駐蘇聯大使館一等秘書
黃埔軍校5期生羅瑞卿之子羅 箭少將，原國防科工委某部副部長
黃埔軍校5期生張宗遜之孫張新俠，原中國長城工業總公司總經理
黃埔軍校5期生鍾 瑛之子鍾華衛，曾任王任重同志秘書
黃埔軍校5期生臧克家之女鄭蘇伊，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黃埔軍校5期生鄭庭笈之子鄭心校，上海同濟大學特聘教授
黃埔軍校6期生黃蔚南侄子于本城少將，原九泉衛星發射基地副政委
黃埔軍校7期生王玉剛之女王慧玲（美籍華人）
黃埔軍校8期生劉善本之女劉江平，原空軍34司專機部隊主治醫生
黃埔軍校10期生曾繁梯之子曾祥煒，原四川省科協副會長
黃埔軍校16期生、第十二任校長許歷農之女許綺燕，湖北省政協委員
黃埔軍校16期生、第十二任校長許歷農外孫許 念，湖北省政協委員
黃埔軍校17期生李曾溢之子李文國，湖北咸寧市咸安區政協主席
黃埔軍校17期生張建斌之孫張 斌，湖北咸寧市政協常委

出席第四屆論壇的黃埔軍校領導、教官及學生的後代（部分）

九十五歲高齡的徐老爹等兩岸退役將領自始自終都在會場九十五歲高齡的徐老爹等兩岸退役將領自始自終都在會場，，場內氣氛熾熱場內氣氛熾熱，，掌聲此起彼伏掌聲此起彼伏

黃埔後代的姊妹們可以留念黃埔後代的姊妹們可以留念

兩岸退役將領歡聚一堂為兩岸退役將領歡聚一堂為 「「兩岸和平統一兩岸和平統一」」 建言獻策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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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 「武漢黃埔」舊址憶母親當年
聶帥之女聶力 徐帥之子徐小岩訪武昌實驗小學

「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已經連續舉辦了四
屆。有人好奇，黃埔師生和後代，分布在海峽兩岸和世界
各地，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信仰，甚至分屬國共兩黨。
為什麼還甘願承受壓力，不為名、不為利，年復一年，一
次又一次的不遠千里彙聚到一起，共同研討兩岸關係，為
兩岸的和平獻計獻策。

黃埔軍校學生中第一個擔任校領導職務的胡靖安將軍
之女胡葆琳在致辭時表示，因為，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
叫中國。我們之間有一條非常非常特殊的情感紐帶，就是
黃埔精神。我們還有一個共同的歷史使命，就是傳承和發
揚黃埔精神，共同反獨促統。

多年來，胡葆琳一直跟隨許歷農將軍和聶力將軍，積
極參與論壇籌辦。今年8月底，她99歲高齡的老母親胡嚴
淑銘返滬時不慎跌倒住院手術，期間，胡葆琳一面盡心照
顧母親，一面穿梭於武漢和滬港之間，為論壇的籌備奔
忙。論壇開幕前，曾出席過前幾屆論壇的老母親一再叮囑
女兒，務必代她向兩岸黃埔人問好。

胡葆琳告訴記者， 「中山、黃埔、兩岸情」系列論壇
是在黃埔軍校16期生、第12任校長許曆農將軍的倡議下，
在黃埔早期教官聶榮臻元帥之女聶力將軍的號召下，在黃
埔1期生徐向前元帥之子徐小岩將軍的關心下，在中華海
聯會，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國務院台辦，中華戰略
文化促進會，北京、上海、湖北的海聯會和海促會，黃埔
軍校同學會總會和各省市黃埔軍校同學會，以及全球黃埔
師生和後代的熱情參與下，先後在台北、北京、上海和湖
北四地連續舉辦了四屆，影響很大，已經成為兩岸乃至全
球黃埔師生和後代大交流的平台，充分顯示了黃埔精神的
巨大凝聚力。

胡葆琳自豪的表示，黃埔精神不僅僅屬於我們，他屬
於整個中華民族。回顧波瀾壯闊的八年抗戰，正是黃埔精
神團結和激勵着國共兩黨的黃埔師生和全體軍民共赴國
難，為民族的尊嚴和領土的完整作出犧牲。今天，黃埔精
神再放光芒，又再次團結和激勵着國共兩黨的黃埔師生、
黃埔後代，和中華兒女一起為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統一作
出奉獻。 （記者張萍 徐婭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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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協會副會長、浙江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王在希為第四屆
「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做結語時指出，論壇辦得非常成功，非

常精彩。今天在開幕式致辭及下午發言共有20位領導和嘉賓，很
少見。特別是大家的發言是有感而發，真情流露，我參加過很多
次兩岸舉辦的各種論壇，坦率講，今天的論壇是辦的最好的、最
精彩的。參加這樣的論壇，本身就是一次很生動的愛國主義教
育，我本人是很受感動的，受益匪淺。大家的一些觀點，對進一
步開拓兩岸關係良性互動，尤其是促進兩岸政治性議題的商談，
一直到推動兩岸的統一，都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影
響。

黃埔論壇是民間的，是自發的。現在，它承載著黃埔精神和
黃埔子弟統一的歷史重任。黃埔精神的核心，是愛國犧牲。當年
陸軍官校門口的16個字， 「貪生怕死莫入此門，陞官發財請走它
路」，體現了黃埔的精神。因為當年北伐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孫中
山先生提出來的 「統一中國」這樣一個宏願。所以不僅黃埔的子
弟要有愛國的精神，也應該是中國人都要具備的。

第二，就是犧牲奉獻的精神。四屆黃埔的論壇開展至今已成

為兩岸學術交流的知名平台，成為一個具有鮮明特色的兩岸愛國
主義教育的平台，成為聯繫兩岸黃埔子弟的一個重要管道，也成
為兩岸乃至海外一個有影響的高端論壇。

不是說有多高級別的領導參加就重要，關鍵是參加此論壇，
並在上面發言的有這麼多重量級的人士，這是少見的。台灣來的
上將就有六位，很少見。許老爹是領軍，此外還有幾位好朋友，
陳廷寵、王文燮、李楨林、夏瀛洲、曹文生幾位上將，還有很多
中將，有很多擔任重要職務的黃埔後代，這說明我們這個論壇具
有超強的吸引力。

我參加的有些論壇，虎頭蛇尾，前面場面非常熱烈，但是最後
都寥寥無幾，我們這個論壇，所有人都沒有離席。特別是95歲高齡
的老將軍許老爹，自始自終都在會場。這種精神讓我非常感動。

從許老爹、參與創辦的將軍，及發言的各位將軍身上，我看
到一種精神，這種精神與他們的年齡是很不相符的，很難相信90
多歲、80多歲，仍有激情。在他們身上，還保留着當年黃埔軍校
的革命精神，一種崇高的使命感，這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精神！

（本報摘編）

王在希將軍：中山 黃埔 兩岸情論壇
非常成功! 非常精彩!

言者觀點對推動兩岸統一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

羅援將軍：兩岸政治議題
不能一拖再拖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羅援將軍發言時強調，兩岸政治議
題不能一拖再拖。

他以 「十大迷思需破解」為題做了詳細闡述。羅援指出， 「和平統一」的道
路就在我們腳下， 「和平統一」進程就應從我們這一代人手中起航，黃埔軍人向
以 「不怕死」、 「不貪財」著稱，在 「和平統一」的道路上，兩岸黃埔承人也應
該不計個人名利，敢為人先，承擔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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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劉建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