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与军事专科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与军事专科学校>>

13位ISBN编号：9787503425578

10位ISBN编号：7503425571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中国文史出版社

作者：文闻 编

页数：2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与军事专科学>>

内容概要

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是中国20世纪前半期著名的三大军事院校（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国民党中央
军校）之一。
1924年由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岛创建，故又名“黄埔军校”，1924年即招生三期，吸引大批立志投身革
命的知识青年和国共两党党员报考军校，投身北伐革命，曾设步、炮、工、辎等科。
1927年底随北伐成功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而迁往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往成都，1946年复归南京
，1949年国民党中央军校迁往台湾高雄凤山，后成为台湾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军事院校。
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自1924年至1949年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
共招生23期，在北伐战争时设有惠州、武汉等地分校，抗日战争后更设有分校10余处。
共为国民党军培养了4余万人的军事骨干。
    国民党政府1927年定都南京后，为强化其法西斯统治，发展其军事干部队伍，开办了大量的军事专
科学校。
如炮兵学校、骑兵学校、通讯兵学校、机械化兵学校、宪兵学校等等，形成了陆军各专科学校，中央
陆军学校和陆军大学三级军事教育体系。
为日后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培养了技术核心骨干力量，为当时中国军队的逐步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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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军校成立十周年校庆。
　　1934年6月，军校建校十周年。
早在半年前，即组成校庆专门机构做筹备工作。
校庆活动共3天，在校庆日（6月16日），南京政府的要人除林森外全部参加，还有外地来京的要员和
外地来京的军校毕业生代表。
庆祝仪式上先由蒋介石“训话”，接着汪精卫等人讲了话，之后由毕业生代表关麟徵、黄杰等4人抬
着精致的铜鼎，向校长蒋介石献礼。
礼毕，在众要人的簇拥下，蒋介石步行阅兵，然后举行分列式。
　　在校庆期蒋介石和张治中还分别在励志社和学校的工字堂举行盛大庆祝宴会。
在庆祝晚会上，邀请京剧名演员马连良演出苏武牧羊等剧。
　　这次校庆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高集“校长”、“总裁”、“委员长”于一身的蒋介石的
威望，加强军校学生效忠“校长”的思想。
　　（4）复兴社和CC在军校的斗争。
　　蒋介石集团内的两大派系——复兴社与CC——在南京军校时期，特别是在十期和十一期时期，斗
争是相当激烈的。
主要表现在各自扩大势力。
　　复兴社是黄埔系干将组织的，军校自然是他们活动的基地。
当时，军校各连队的指导员和军事干部，多半是复兴社成员。
他们不公开身份，主要的活动是在学生中找对象拉人，让这些学生为他们做情报工作，监视所谓异已
同学。
　　CC有个干将齐世英（铁生），是辽宁省铁岭县人，是我的小同乡。
当时，他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干事长和立法委员。
齐在南京组织个东北协会，表面上是东北同乡联谊的社团，实际上是CC的外围组织，为CC拉人。
南京军校十期和十一期东北籍的学生很多，由于乡土关系，他们在节假日常到东北协会去玩，久而久
之，有的人便被拉进CC，并在军校发展组织。
　　CC打进军校后，引起复兴社的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有大力发展组织与CC抗衡，以致发生利
诱欺骗强制拉人等丑剧。
CC自不甘示弱，也以开同乡会、聚餐和请客许愿等手段大肆拉人。
在我们毕业前夕，两派拉人的斗争进入了白刃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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