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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埔系是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内部一个最重要的军政派系，是蒋介石及其政权的重要支柱，在中国
大陆横行二十余年，1949年退居台湾后，仍在各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黄埔系的首领胡宗南，则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其一生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
内战、“剿共”、抗日战争，直到1947年指挥进攻占领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转战西北，官至第一
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
西北王”；但曾几何时，他随着国民政府的冰山崩塌，也迅速从其“事业”的顶峰上跌落下来，从陕
北败退到关中、从关中败退到陕南，从陕南败退到四川，从四川又败退到西昌，最后，其部几十万军
队土崩瓦解，烟消云散，胡宗南只身逃回台湾，遭弹劾，受冷落。
但他又挣扎着站起来，先后出任大陈岛与澎湖岛的国民党军“司令官”，直至1962年2月油枯灯尽病死
台湾。
无疑，胡宗南是民国史，特别是民国军事史上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
要深入研究民国军事史、北伐战争史、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国共关系史乃至台湾近现代史，都
不能不研究黄埔系，也不能不研究黄埔系的首领人物胡宗南。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黄埔系以至胡宗南，都一直是民国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时至今日，无论是大陆地区，还是港台地区，都还没有出版详尽科学的学术专著，甚至有关的研究论
文也很少，有的只是一些零星片段的回忆文章，以及台湾地区出版的年谱、纪念集之类，既缺乏史料
的翔实性，又失之于判断评价的感情偏颇。
因而使得广大读者对胡宗南等黄埔系人物缺乏系统、真实而深刻的了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胡宗南大传>>

作者简介

经盛鸿，江苏盐城人。
先后从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与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
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在社会上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太平
天国史研究学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与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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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军宜瓦丧师　（十二）胡宗南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　（十三）逃离延安——“重点进攻”
的彻底失败第九章　兵败关中　（一）西府之战“围歼”彭德怀功败垂成　（二）渭北三败　（三）
被中共宣布为“战争罪犯”　（四）不战而弃西安　（五）胡马“联合”反扑的失败　（六）被赶出
关中的扶郿之役第十章　汉中徘徊　（一）退守秦岭——“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二）与宋希濂密
谋移军滇缅边界　（三）反扑宝鸡再遭失败　（四）蒋介石拒绝了胡宗南的撤军方案　（五）经营大
巴山防线　（六）拒绝周恩来的说降　（七）“西北王”永别西北第十一章　川康覆灭　（一）反对
蒋介石的“川西决战”计划　（二）“西北王”变成了“西南王”　（三）镇压刘文辉与邓锡侯的“
反叛”　（四）成都陷入重围　（五）胡宗南军事集团的覆灭　（六）徒劳的西昌挣扎第十二章　海
岛暮年　（一）败退台湾后的弹劾风波　（二）改名换姓赴大陈　（三）看海听涛守澎湖　（四）油
尽灯枯病逝台岛附：胡宗南生平简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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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从小学教员到黄埔学生（一）少年时代浙江省地处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
境内山水秀丽，物产丰饶。
一条清澈明净的钱塘江自省区西南流入，穿省而过，向东北经杭州湾入海。
钱塘江将全省划分为两个地区：浙东与浙西。
在钱塘江东岸，浙东宁绍平原的尽头，有一个镇海县，在清代属宁波府。
在镇海县的陈华埔朱家塘楼，自明宏治以来，就世代定居着一胡姓人家。
在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农历四月初四日，即公历1896年5月12日，从这胡姓老宅里传出了新生儿的呱呱
哭声。
胡家又新添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本书的传主胡宗南。
胡宗南原名胡琴斋，字寿山（亦说无字）。
后来他踏上社会后，才改名为胡公明、胡宗南。
胡宗南祖上几代，都是社会下层的中小知识分子。
胡宗南的父亲胡敷政，字际清，是国学生；母亲王氏是镇海县小巷人。
胡宗南是他们的长子，也是第一个孩子。
胡宗南出生后的第二年，胡敷政为谋生计，受族兄胡汉政之邀，到浙西湖州府属的孝丰县（今此县境
并入浙江安吉县）鹤落溪村经营药业，并学习从事清丈田亩的技术与知识。
胡宗南4岁那年本书关于胡宗南的纪年，采中国传统的以虚岁纪年法，实足岁数当减去一年。
下同。
，即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旧历六月二十九日，胡宗南的生母王氏夫人病逝。
幼年失母，父亲又远在异乡，胡宗南孤苦伶仃，其处境与心境是颇为凄凉的。
但也磨炼了他较为坚韧果敢与吃苦耐劳的个性。
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历1902年，胡宗南虚龄7岁，他的父亲胡敷政续娶了一位吴氏夫人，并在孝丰县鹤
落溪村定居下来。
这年年底，胡宗南被其父带到孝丰一道生活。
从此，胡宗南就从浙东来到了浙西。
胡宗南孝丰故居孝丰县位于浙江省西北部，为湖州府辖，西与皖南相接，北与苏南相近，境内多低山
丘陵，属莫干山与天目山，盛产林木，尤以竹多，满山苍翠，如竹海然。
胡宗南到孝丰的第二年，已虚龄8岁，被其父送进本村的私塾，读《四书》《五经》等。
中国封建社会中“君贤臣忠，文治武功”等传统政治思想，给胡宗南留下了深刻影响。
在这一年，胡宗南继母吴太夫人生其弟胡仲。
胡宗南在私塾中读了六年书以后，到了1909年，清宣统元年，新的时代潮流也冲击到偏远落后的浙西
农村。
这年胡宗南14虚岁。
他的父亲于2月间将他送入孝丰县高等小学堂学习。
这是一所新式学堂，课程内容、教学方法与作息制度多受西方影响，有许多新时代的特点与内容。
胡宗南进入孝丰县高等小学堂之前一年，他的继母吴太夫人去世。
隔年，其父再娶章太夫人。
1910年章太夫人生其二弟胡琴宾。
章太夫人将胡宗南弟兄三人抚养长大。
胡宗南进入孝丰县高等小学堂后，学习勤奋刻苦，努力吸取各种新知识。
即使在寒暑假他回到鹤落溪家中时，也不放松学习。
当时他全家赁居村人储亿千家，房屋狭窄，两家人口与小孩又多。
胡宗南为避喧闹，就将侧屋一间无人居住的房间打扫干净，携书读其中。
夏天蚊多，胡读书为避蚊咬，乃仿古人，将双足放入两只空酒瓮中。
胡宗南少年时代养成的读书习惯，不仅使他后来戎马一生中始终爱读史论文，而且也是他后来在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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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军人中能见识超群、独树一帜的原因之一。
胡宗南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在他进入孝丰县高等小学堂读书的第二年，在学校以才能与成绩甄
别学生时，被列入甲班。
正当胡宗南在孝丰县高等小学堂读书近三年、即将毕业之时，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偏僻的
浙西小县城孝丰也激荡起来了。
1911年11月12日，在同盟会会员王立三等人的策动下，孝丰宣告光复。
年方16岁的胡宗南与同学们一片欢腾。
他们采取的第一个响应革命的行动就是剪辫子，剪去这满清专制王朝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耻辱。
在全校学生中，胡宗南的同班同学章云第一个剪掉辫子，胡宗南则是第二个。
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民主革命。
孝丰县光复后，像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未能建立起强有力的革命政权与革命秩序。
四乡土匪蜂起，驻军横行无忌。
胡宗南所在的高等小学堂校舍也被驻军占驻。
胡被迫回到鹤落溪家中。
当时有号称“爬平王”的土匪林金魁啸聚孝丰北乡郭孝山，四处抢掠。
鹤落溪村人谋以护村自卫，乃先发制人，集合丁壮“追剿”。
年方16岁的胡宗南不以自己年幼文弱而退缩，愤然参加前列行动，随村人携枪深入郭孝山，与土匪激
战数小时，终将土匪赶走。
费云文：《模范军人胡宗南》，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2期，第36页。
这可算是胡宗南第一次参加军事作战行动。
在这兵荒马乱中，胡宗南所在小学堂提前为他们举行毕业考试。
胡宗南在孝丰县立小学堂毕业后的第二年，即民国元年，公历1912年的春天，他又考入了设在湖州的
公立吴兴中学校。
他在经济上得到了在孝丰高等小学堂的同学章云的资助才得入学，入学后所用名仍是胡琴斋。
湖州，又称吴兴，位于太湖南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水乡名城，境内河道纵横，商业兴盛，丝绸
业尤称发达。
湖州的文风更是千年相传不衰，城内有许多著名的学校与藏书楼。
胡宗南所就读的公立吴兴中学校位于湖州城中心爱山书院原址。
关于这所中学校的建立还有一段可记载的历史。
清末，西方基督教会势力在上海及其毗邻的江浙地区迅猛发展。
教会学校在各地纷纷建立。
湖州为三吴名城，外国教会自不会放过。
他们通过湖州一些人，将湖州文庙前的一大块废地购去，然后就在这里建造教会学校——东吴第三中
学。
这所教会学校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校址直逼湖州文庙，简直是在向孔夫子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示威。
这使得湖州地方士绅大哗，认为有辱邦国，有辱斯文。
他们推举湖州地方著名人士沈毓麟等人为代表，与教会方面交涉，要求收回这片土地，未成。
双方乃对簿公堂。
腐败胆怯的清政府地方官以事关外国教会，乃将此案件推给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堂去审理。
沈毓麟是湖州城内一位著名的进步士绅，曾中过清政府的举人，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思想开明，富
有爱国爱乡热情。
他代表湖州地方，到上海租界会审公堂与外国教会打官司。
几经周折，最后，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会审公堂判决湖州地方可将所售于外国教会的土地赎回半数
。
外国教会的“东吴第三中学”仍然在湖州文庙前创办起来了，只不过规模略小了些。
湖州地方士绅不甘心外国教会学校在湖州城内向国人示威，乃由沈毓麟出面，与湖州府所辖的七个县
士绅会商，决定提取全府丝、绸捐中的两成，创办“公立吴兴中学校”，招收七个县籍的学生读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胡宗南大传>>

以与教会学校“东吴第三中学”相抗衡。
吴兴中学校就这样创办起来了。
校长就由沈毓麟担任。
教员则延聘了当地一些硕德饱学之士与国内外各大学的一些毕业生。
如国文历史教员朱毂荪，为德清县士绅，是清末名儒戴望的入室弟子，曾中过举，工诗，长于考证词
章之学，且富于民主思想，是柳亚子、陈去病等人创办的著名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成员；兵式体
操教员陈其采，湖州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一期，其兄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党领导人
之一，民国初年曾任上海军政府都督与北京中央政府农商总长。
其他教员也多是当地一时之望。
吴兴中学校是湖州地区的最高学府，师资素质较高，学校设备齐全，中西学问兼设，学习风气浓厚，
为胡宗南的深造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胡宗南从1912年春入学，到1915年夏毕业，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了三年多时间，受到这所学校反帝爱国
思想的熏陶与近代文化知识的系统教育。
他的“功课以国文、史地较优，其中尤其以地理最好。
”他除勤奋学习外，还特别喜爱体育。
胡宗南长得不高，但身体结实壮健，尤擅长器械体操。
他入校不久，就被推举为这所学校的学生组织——“爱山同学会”的体育股长。
“爱山同学会”是由校长沈毓麟一手组织的学生组织。
沈毓麟在辛亥革命期间曾组织各校学生成立了一支学生军，准备参加对清廷的北伐。
后来革命风潮平息，沈乃将这支学生军改组为经武学校。
不久，经武学校也被解散。
于是，沈乃在其所长之吴兴中学校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爱山同学会，在课余习武练艺，以使学生
强健身体，陶冶性情，增强技艺。
爱山同学会内设文艺、游艺、体育三股。
其中体育股负责每天课余操练学生兵式体操一小时，由一名日本籍教练与一名中国教师唐贯经担任教
练。
参加体育股的学生以孝丰、安吉、长兴三县籍的学生为多。
胡宗南则以擅长器械体操为全校500多学生之冠，担任体育股股长达两年半之久，直到他毕业离校才结
束。
这项社会工作不仅加强了胡宗南对体育运动的浓厚兴趣，而且加强了他的组织指挥才能及对军旅生活
的向往。
胡宗南在湖州吴兴中学求学期间，系统接受了近代新式中学的课程教育，奠定了自己的近代文化科学
基础，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1915年7月，胡宗南从吴兴中学校毕业，成绩名列全校毕业生前茅。
这一年，他虚龄刚好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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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胡宗南大传》写的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显赫一时的“西北王”。
胡宗南是黄埔学生的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堪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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