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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情仇》

前言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决定中国社会走向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支配着这三十余年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在异彩纷呈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际会风云、推波助澜的
双方出身黄埔军校的决策人物和高级军事将领之间的交往恩怨，则成了严肃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图解和
脚注。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党携手创立了黄埔军校。这所独特的军事学校是诞生和养育中国现
代史军事人物的子宫和摇篮！　　就是这些黄埔的师生，在两次东征中肃清了地方军阀，巩固了广东
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　　也正是他们，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八年中，以民族大
义为重，捐弃前嫌，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共同抵御外侮，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而
在两次合作之间和之后，国共两党又站在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两端。这是中国独特的历史现象。　　张
治中、陈诚、卫立煌、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陈明仁、胡宗南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与共产党
方面的瞿秋白、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陈赓、许光达、阎揆要等，这些当年黄埔军校的师生或同
窗，是东征北伐的战友，是抗战中在同一战壕中抗击侵略者的兄弟；而在土地革命和第三次国内革命
战争中，他们又都擎着自己信奉的主义旗帜在战场上厮杀。　　这些贯穿于中国现代革命史全过程的
国共高级将领之间的交往，折射着现代民主革命进程的艰难曲折，同时又把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斗争点
染得颇有几分意趣。　　许多黄埔将领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残酷斗争中纠结出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
其中的许多细节，又都湮没在重大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　　本书在搜集、考证大量史料的基础上
，在保持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以尽可能文学的笔法，在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上，真实地凸显了发端于黄
埔军校的两党高级将领们沿着“同学、战友、敌手、朋友”的变化轨迹表现出来的独特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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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情仇:黄埔将领恩怨录》在搜集、考证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在保持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在政治斗
争的大背景上，真实地凸显了发端于黄埔军校的两党高级将领们沿着"同学、战友、敌手、朋友"的变
化轨迹表现出来的独特交往。同一座军校，同一个宿舍，同一个食堂，同一个训练场，为国共两党、
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近现代史上声名显赫的军事人才。蒋介石把他们视为命根子，周恩来对他们更是
爱护有加，然而，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聚于团结，终于纷争。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些黄埔精英们半个多世纪以来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带给
我们太多的感慨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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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明。湖北人，生于黑龙江，长于北京。下过乡，当过工人。1982年毕业于湖北大学历史系。现
任湖北省地方志学会秘书长、总编室副主任、副主编、调研员。　　历年除工作中份内的编辑出版业
务外，有《海空军抗战纪实》、《近代中国演义》、《壮怀激越古荆州》、《武汉旧日风情》、《武
汉掌故集粹》、《荆楚群星》、《湖北省情概览》等十余部著述问世，并发表人物传记、报告文学等
数十篇，共约三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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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楔子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军校军校的灵魂：蒋介石和周恩来大时代的将才孵化器声名显赫的教员和学员
黄埔岛今昔第一章　时代的召唤第一节　携手创黄埔多方力量的凝聚校长人选风波国共精英黄埔共事
蒋介石容不下的政治教官蒋介石笼络周恩来“我反蒋没有个人恩怨”“红色教官”几名黄埔名将的命
运纠葛光彩熠熠四期生第二节　优秀师生　共聚黄埔蒋介石与他的救命恩人陈赓陈赓为宋希濂挑担结
谊陈诚赢得蒋介石的青睐影响杜聿明一生的人和事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看中胡宗南晋升最快的关麟征王
尔琢、贺声洋、黄鳌协助郑洞国林彪曾与他同学第三节　分歧初显矛盾的激化“青军会”出风头“孙
文主义学会”的火药味黄埔两派的明争暗斗杜聿明投奔蒋介石第四节　东征、北伐共生死学生军初露
锋芒周恩来筹建铁甲军队东征中的齐心协力陈明仁赢得蒋介石的赞赏陈诚一炮“走红”周恩来选中叶
挺携手北伐与潜在危机第二章　分道扬镳第一节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蒋介石对共产党动手了“到底
打不打国民党的旗”火中涅榘第二节　各为其主陈诚不敌林彪宋希濂选择了蒋介石誓不两立黄埔生红
军中的黄埔生遭劫难第三节　“围剿”与“反围剿”跳出包围圈庐山，“剿共”训练营蒋介石与陈诚
的相互依存胡宗南得宠蒋介石利用卫立煌宋希濂和瞿秋白第四节　相会古城请战风波恢复往来陈诚的
固执与卫立煌的转变第三章　同仇敌忾第一节　捐弃前嫌共御外辱抗战还得谈判！壮哉，黄埔师生陈
诚助蒋下决心黄埔精英联手血战淞沪宋希濂亲兵爱将卫立煌与中共高层的往来朱德肯定卫立煌同祭名
将戴安澜关麟征遭冷落李弥的升迁第二节　互敬互重　携手同仇政治部主任和校长的恩怨纠葛卫立煌
的“入党”风波礼尚往来“我不能打八路军”第四章　谈判桌上的较量第一节　祥和与机锋新一轮的
较量蒋介石欲摆“鸿门宴”毛泽东重庆访友赢声誉夹缝中的张治中第二节　共绘“蓝图”停战令及其
他马歇尔的介入三委员耿飚与陈明仁“打赌”“就用这个欢迎老同学？”“你也是黄埔生？”第三节
　谈判破裂纸上的蓝图“学生是三期的”和平烟幕下的针锋相对告别第五章　战场上的较量第一节　
硝烟再起历史不可逆转胡宗南“打不过”老同学陈赓杜聿明执行蒋介石最后的命令“卫”道士的悲哀
陈明仁让林彪吃了“亏”郑洞国投诚二十年一致后的背叛陈诚惹众怨第二节　与蒋决裂曾泽生率部投
诚傅作义英明抉择陈明仁岳麓山举义第三节　愚忠的代价宋希濂与陈赓的重逢杜聿明被俘出尽洋相的
李弥第四节　大一统“共产党的”代表肱股之臣“恩来像是变了个人”周恩来为张治中化忧第五节　
对峙最是仓皇辞庙日绝望的乡愁剑拔弩张第六章　相逢一笑第一节　混沌初开卫立煌与蒋介石翻脸遭
软禁卫立煌秘密出走毛泽东器重张治中第二节　艰难的转变“四望楼”里的改造生活脱胎换骨特殊学
堂悔过的特务与固执的将军被俘将领获释第三节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卫立煌回归故里关麟征思念
故土、旧友渡尽劫波　师生重聚杜聿明受到尊重和帮助诤友张治中海峡那一边转机回到出发点久违了
，黄埔岛结语——携手未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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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林徽因：绚烂人间四月天　　她被胡适誉为“一代才女”，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她拥有建
筑家的眼睛，诗人的心灵。她才艺出众，风华绝代，令很多同时代优秀人物为之倾倒；她隶属于“五
四”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民族灾难和国家战乱的艰难困窘，在辞
世前的建国初期，用最后的生命光热，在自己的领域留下了不朽建树。　　林徽因，她诗意而理性的
一生，丰饶繁复，绚烂至极。　　1904年，林徽因（早年写作徽音）　　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官僚知
识分子家庭。少女时代，她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就表现出了卓然不群的超人颖悟。16岁那年，林徽因
的父亲林长民携她赴西欧访问，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在这次难得的旅行中，增长见识，开阔胸怀，“
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同年九月，林徽因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英国圣马
利学院。在伦敦期间，女房东是一位建筑师，林徽因常和她在假日里一起出去写生、作画。她脑海里
的建筑与艺术在相互契合中，迸发出一道道强光，照彻着她绮梦的天空。　　在一个雾蒙蒙的初冬，
林徽因与前来拜会自己父亲的徐志摩，在伦敦的寓所里初次相见。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北
大读书时就相识。那时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林长民是教育总长，两人过从甚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入
室弟子，常在梁府见到林长民。林长民很有个性，锐气逼人，能言善辩，谈锋极健。他和徐志摩一见
如故，并成忘年之交，常以“小友”称志摩。那时，这位日后声名赫赫的诗人，刚从美国转学到剑桥
不久。起初，徐志摩只是把林徽因当作一个俊秀可爱、思维活跃、识见明澈的小姑娘，谈济慈，雪莱
，萧伯纳⋯⋯慢慢地，在冬天的壁炉前，在暮春的剑桥畔，诗人爱上了比他小8岁的林徽因。他一面
解除与妻子张幼仪的婚姻，一面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大胆向林徽因展开凌厉的爱情攻势。　　沉静
下来后，当时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教育的林徽因，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没有对徐志摩的热情给予同
等的回应，悄然将这份感情珍藏于内心。1921年秋，林徽因随父亲乘海轮回国。斯人已去，徐志摩写
下那首著名的诗篇《偶然》——　　“我是天壹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是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三年以后，印度诗人泰戈尔应邀来
华访问。林徽因参与接待，始终伴随在泰戈尔的身边，与作为翻译全程陪同的徐志摩再次相会。当时
有报刊这样记载：“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
苍松竹梅～幅三友图。”　　新月社同仁用英语演出泰戈尔的剧作《齐德拉》，作为给诗翁祝寿的压
轴戏。林徽因饰演剧中的公主齐德拉。演出结束后，泰戈尔走上舞台，慈爱地拥着林徽因的肩膀赞美
道：“你的美丽和智慧，由爱神馈赠，将伴随你终生，放射出光辉。”　　1931年11月，已是离婚再
娶的徐志摩，在京、沪两地的奔波中，不幸坠机遇难。事故发生的前半个月的一天晚上，与陆小曼结
婚后一直心情抑郁的徐志摩，曾来过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的住所，适遇主人不在，便留下一张字条：
“定明早六时飞行，此去存亡不卜⋯⋯”未想到，十几天后，一语成谶。林徽因在徐志摩遇难半个月
后，发表《悼志摩》；四年之后，再写《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悲哽之情，依然不能释怀，亦于众
目睽睽，更见其坦荡胸襟。当初，林徽因叮嘱梁思成捡回一片飞机残骸，悬挂于卧室直至自己病逝。
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谈到自己的写诗经历时说：“整10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
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又说，这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
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
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问散作缤纷的花雨。”这篇序文是1931年写的，整10年前正是徐和林在伦敦
热恋的时节。林徽因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新诗，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徐志摩的影响。徐、林二人
是生活上的挚友，更是文学艺术上永久的知音。　　“康梁维新”的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和林徽因
一家，素有来往。林徽因从英国回到北京后，已出落得亭亭玉立，光彩照人。梁启超慧眼识珠，对林
徽因颇为喜爱。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那时已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科班。在父辈的安排下，两个一
见倾心的年轻人，由相识而相爱了。多年以后，成为中国著名建筑师的梁思成，仍记得当年见到林徽
因的第一印象：“⋯⋯梳两条小辫子，双眸清亮有神采，五官精致有雕琢之美。左颊有笑靥，浅色半
袖短衫罩在长仅及膝的黑色绸裙上；她翩然转身告辞时，飘逸如一个小仙子⋯⋯”他俩共同受过西方
民主思想的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对造型艺术，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然而，就在林徽因
和梁思成爱得如胶似漆的时候，一次飞来的横祸，给梁思成带来了终生莫大的痛苦。1923年5月7日，
北京的学生举行“五四国耻日”游行，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驾驶着大姐梁思顺从菲律宾给他们买来的
摩托车，离家去追赶游行队伍。当他们转入长安街时，冷不防被高官金永炎乘坐的轿车撞倒，重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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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倒在地，梁思成被压在摩托车下面，梁思永被甩到远处。肇事的司机扬长而去。梁思成的右腿断了
，住进了医院。　　闻听车祸的消息，林徽因心如刀割，每天下午，她都到医院里陪护绷带一直缠到
腰间的梁思成，安慰他，帮他擦汗、翻身、说话、开玩笑，没有丝毫的矜持。患难见真情，梁启超对
这个未来儿媳的表现非常满意，但却没有得到梁思成母亲的赞赏。梁老太太认为一个未婚女子的表现
太出格了，有失大家闺秀的风范，甚至认为梁思成娶这么个女孩子不会幸福。当然，日后梁老太太改
变了自己的看法。　　出院后的梁思成，右腿比左腿短了一截，一辈子都要跛着走路。由于脊椎受伤
，他还要穿着协和医院给他特制的金刚马甲。林徽因并不嫌弃梁思成的残疾，但对于一个日后经常出
去做实地考察，穿越荒村野岭、攀爬屋顶梁架的人来说，却要忍受终生的痛苦。　　1926年6月，梁思
成、林徼因一同赴美留学，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本来计划一道入建筑系，因当时该系不收女
生，林徽因只好改入美术学院，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学生，但她选修的都是建筑系
的课程。　　1928年3月，他们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了婚礼。珠联璧合，比翼双飞，一
对新人婚后的欧洲蜜月之旅，成了他们学习西方建筑史之后饱览各国建筑的一次见习考察。　　在梁
启超的推荐下，他们夫妇同年来到沈阳的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东北寒冷的气候损害了林徽因的健康
，她少时得过的肺病复发，不得不迁回北平。1931年春天，在香山的“双清”养病期间，她开始发表
自己的诗作。除诗之外，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剧本，她的卓越才华，很快引起文坛的关注
。　　北总布胡同3号，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在这里，夫妇二人开始了营造学社的工作。早在
留美期间，他们夫妇就确定了以中国建筑发展史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平日里，热心、健谈的林徽因喜
欢交朋友。每当和朋友们在一起，她就思路洞开，妙语如珠，艺术和思想的灵感如电光石火般熠熠闪
亮，耀人眼目。金岳霖、张奚若、陶孟和、邓叔存、沈从文、萧乾等人，这些日后大名鼎鼎的名家名
流，都是他们夫妇当年的座上客。他们的住处，因而也形成了一个经常有朋友聚会的文化沙龙。朋友
们都把能走进林徽因那有名的“太太客厅”，享受“精神会餐”，当作一件莫大的快事。林徽因在《
大公报》上读到一篇小说《蚕》，立即托沈从文约请小说作者萧乾来家里见面。见了面，林徽因握着
萧乾的手说：“用感情写作的人不多，你就是一个。”萧乾备受鼓舞，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拾，成
为京派小说家中的一个代表。萧乾说过，这次见面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　
　林徽因真是文学全才，诗歌、散文、小说，作品数量不多，却都能以质量取胜。林徽因20世纪30年
代初才开始涉足文坛，短短几年中，奇峰突起，才华毕现，她一生只留下6个短篇小说，却不失为篇
篇珠玑，这当然太少，但它是京派小说不可忽略的组成，京派作家萧乾说：“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
灵魂。”　　林徽因有一个只发表了三幕的剧本《梅真同他们》，全剧四幕，因抗战杂志停刊而发表
了三幕。即使这个未完篇的作品同样为人称道，当年有人追问第四幕的下落和人物结局，林徽因以幽
默作答：“梅真抗战去了！”就是在这种聚会中，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成了“太太客厅”中的一
位常客。他被林徽因的才华风姿所打动，逐渐萌生爱意。让金岳霖备感苦恼的是，自己在现实中遇到
了逻辑学之外的哲学命题，他深深地爱上了林徽因。　　金岳霖，1895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14年毕
业于清华，获赴美留学的奖学金。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到英国留学，深
受英国著名的经验派哲学家休谟、新实在论和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摩尔和罗素的影响。1925年回国
后，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系主任。清华文学院成立后，任文学院院长。当年张申府曾说：“如果
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当是哲学界第一人。”冯友兰称赞金岳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据“三个
第一”，即“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近代逻辑学的人”，“中国第一个懂得并引进现代逻辑学的第一人
”。他的三部重要著作《论道》、《知识论》、《逻辑》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林徽因他
们这个圈子里，大家都亲切地叫金岳霖“老金”。他个子很高，喜欢打网球，既内敛又能说会道，天
性浪漫，乐观幽默，爱交朋友。在国外，他曾经和几个西方女孩谈过恋爱，但都没有成功。面对林徽
因，金岳霖遇到了可以让他珍爱一生的人。有一次，梁思成去河北考察古建筑，林徽因留在家里，老
金对她表白了自己内心的爱慕。林徽因感到进退两难，非常困惑、苦恼。她对这位看上去很古怪的大
个子，才华横溢的哲学家也很有好感。　　梁思成考察归来，林徽因很坦诚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并
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那一夜，梁思成彻夜未眠，辗转
反侧。第二天，梁思成对眼睛也是红肿的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
永远幸福”。他边说边哭，林徽因也边听边哭。　　林徽因把梁思成的决定告诉老金，老金听后沉吟
良久，缓缓地说道：“看来思成是真的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只有品行高洁和境界超拔的人，才会将这场“三角恋情”的危机成功化解为圆满的结局。老金和梁思
成夫妇继续保持着真诚的友谊，关系不但没有疏远，反而加深了，梁家的孩子们也都爱着他。金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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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不娶，不近女色，成了梁家的一位家庭成员。老金晚年与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同住，梁从诫喊他
“金爸”，并为他送终。　　林徽因平息了感情的波澜，安下心来，仍然是丈夫事业上最得力的助手
。　　从1931年到1937年，作为梁思成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林徽因强撑病体，陪丈夫在河北、山西
、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穷乡僻壤，坐颠簸的
骡车，住床铺上满是跳蚤的鸡毛小店，寻找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荒寺古庙。作为一个古建筑学家，林
徽因不是那种仅会发思古之幽情，感叹“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古董爱好者，但也不是一个仅仅埋头于
记录尺寸和方位的建筑技师。在她眼里，古建筑不仅是技术与美的结合，同时也是历史和人情的凝聚
。她为梁思成所编《清式营造则例》撰写的“绪论”，成为日后这一领域必读的经典文献。截至1941
年，梁思成所主持的营造学社已经踏访了15个省份里的200多个县，实地精细地研究了两千座古建筑。
凡梁思成探寻过的地方，也大都留下了林徽因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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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他们是黄埔军校的师生或同窗，是东征北伐中并肩作战的战友，是抗日战争中共御外辱的兄弟，
是为信仰分道扬镳战场厮杀的对手，是为民族复兴一笑泯恩仇的朋友⋯⋯在异彩纷呈的中国政治舞台
上，际会风云、推波助澜的出身黄埔军校的国共两党决策人物和高级军事将领之闻的交拄恩怨，构成
了复杂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图解和脚注。　　这是一本从某个角度填补国共两党关系正史之不足的
纪实性专著，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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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主观性强
2、外人看笑话，我看却心寒。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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