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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哭”进黄埔军校
胡宗南是浙江镇海人，国民党陆军一级

上将，深得蒋介石的宠爱和器重，指挥 !"余
万精锐部队，人称“西北王”。一生戎马 #"年，
经历了黄埔建军、东征、北伐、第一次国内战
争、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内战争等中国现代史
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

但是，当年胡宗南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
试，因为个子比别人矮，身体又较瘦弱，差点
在体检时被淘汰出局。幸好他及时施展“哭”
功，硬是“哭”进了黄埔军校。

$%&!年，黄埔军校在上海秘密招生，进行
初试，合格后再到广州复试。上海初试的主考
官是毛泽东，胡宗南顺利通过，可接下来在广
州复试就没有这样简单了。

体检复试，考官让考生站成一排检查身
高。胡宗南身高不足 $'(米，一下子就被拎了
出来。考官不客气地说，“你根本就不是当兵
的材料。”这就意味着，还没进入文化考试环
节，胡宗南就被“咔嚓”了。

这个结果是胡宗南无论如何没有想到
的。他怔了怔，突然蹲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
在举目无亲的地方，这个 &%岁的男人第一次
体会到了“绝境”两个字的含义。
哭了一阵后，胡宗南醒悟过来。他猛然站

起来，大声责问把他拎出来的考官，“为什么
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
义务，个子矮怎么了，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
总理孙中山先生只有 )'(*米，廖仲恺先生更
矮嘛，国民革命怎能以相貌取人呢。”

这时候，在旁边一间屋的黄埔军校党代
表廖仲恺被惊动了，他出来后对胡宗南说，
“这位同学，我批准你参加考试”。当即写了一
张纸条交给胡，上书“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
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也是
应该录取的。”

凭着廖仲恺的纸条，胡宗南参加了文化
考试，成为黄埔军校一期的一员。当然，那时候
的廖仲恺没有想到，这个差点被淘汰的小个

子，日后会成为国民党最著名的将领之一。

“灵不过陈赓的腿”
“既生瑜，何生亮？”这是三国东吴大将周

瑜的一句名言。对此，胡宗南有很深体会。他
这辈子与无数对手过招，最难忘的一位可能
就是陈赓了———这位老同学与他从黄埔军校
就开始争斗，直到解放战争还没停息。

两人都是黄埔军校一期生。陈赓是青年
军人联合会成员，而胡宗南则加入了孙文主
义学会。两派经常因为思想和立场的不同而
发生冲突，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有一回，在
一次集会上，两派又起争斗，闹成一团。陈赓
开始和李仙洲对阵，胡宗南跑过去帮李仙洲
的忙；陈赓一时火起，操起一只板凳追赶胡宗
南，把后者赶得狼狈逃窜，帽子都跑丢了。

陈赓成名很早，被称为“黄埔三杰”（另两
人为蒋先云和贺衷寒）之一。当时还有一首打
油诗说：“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
赓的腿。”说的是陈赓在第二次东征中救蒋介
石一命的事情。

)%&+年秋，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
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在华阳镇一役中遇险，
陈赓背着蒋介石，靠着两条长腿健步如飞，最
终在枪林弹雨中让蒋过河脱险。

)%,,年春天，因为叛徒告密，陈赓在上海
被国民党当局抓获。后来送到南昌。蒋介石见
到陈赓时说：“陈赓，你瘦了。”陈赓回答：“瘦
吾貌而肥天下。”陈赓说：“校长也瘦了。”蒋介
石说，“国家如此，生灵涂炭，寝食不安哪！”陈
赓说，“身为一党一国领袖，校长瘦而天下更

瘦，这是为何？”蒋介石无言以对。
陈赓性格非常豪爽，行事不拘小节。)%!,

年的一天，陈赓等军政干部在听毛泽东作报
告。听了一阵，陈赓突然站起来，直接往主席
台而去。毛泽东愣了，问：“陈赓同志，有何急
事？”陈赓也不回答，取过毛泽东的杯子，喝了
一大通后才报告：“天太热，借主席一口水。现
在没事了！”在场的干部哄堂大笑，毛泽东也
不禁笑起来。
令人痛心的是，)%()年，年仅 +*岁的陈

赓病逝于上海，共产党痛失良将。当年考试时
与陈赓并排而坐，后来一同进入黄埔军校的
宋希濂，经常想起老同学：“陈赓给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解放后的几次会面，他没有一点以
胜利者自居的神气，令我心折和怀念。”

杜聿明：同时收到国共两
党“入党登记表”

)%!*年，淮海战役快要结束时，毛泽东曾
以人民解放军中原和华东两司令部的名义，
写了一篇 *-"余字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
投降书》，让杜聿明几乎家喻户晓。杜聿明也
是黄埔一期出身。

杜聿明是陕西米脂县人，书香门第出身，
可他却老想着投笔从戎，干出一番可歌可泣
的事业。$%&,年，杜从榆林中学毕业后，一次
无意在《新青年》上看到黄埔军校的招生广
告，同时，也在另一份报刊上看到吴佩孚办洛
阳军官学校的招生广告。经过慎重考虑，杜聿
明选择了黄埔军校。

$%&!年 ,月，杜聿明与堂兄杜聿鑫，同乡

青年阎揆要、关麟征等 $$人，从北京取道天
津，搭乘英轮南下广州。他们在陕西会馆住下
后，随即上街打听招生情况，获悉军校还在招
生，但报名者超过 $"""多人。为了保证被录
取，他们决定由杜聿明执笔，给国民党元老、
原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先生写了封信，
请求他帮忙做个介绍。原来于右任是杜聿明
父亲的同窗好友，又同是早期的同盟会员，感
情很深。半个月后，爱惜人才的于右任回信，
不但请他们吃饭，还慷慨地写了一封介绍信
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说这里有 $$位陕西
有志青年，前来报考黄埔军校，希望破格录
取，以便将来到北方开展工作。

据称，蒋介石收到于右任的介绍信后很
高兴，专门找来负责录取工作的人员，当面交
代说：“于先生送来的学生理应全部收下！”

!月下旬，黄埔军校举行最后一次补考。也
许是因为运气好，也许是于右任的介绍信起了
作用，总之 !月底放榜，杜聿明等 $$人全部榜
上有名。入校后，杜聿明收到了国民党和共产
党的入党登记表。那时候，他对于什么是国民
党、什么是共产党一无所知，只好从字面意思
来理解。他想，“共产”大概就是把家里的财产
拿出来分给大家。杜聿明家中比较殷实，有些
舍不得“分财”，所以就填写了国民党的表格。

当然，杜聿明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加
入国民党的当儿，他的妻子曹秀清正在陕西
榆林中学，举着右手向共产党党旗庄严宣誓
呢。他更没有想到，后来他能当上国民党的大
官，$%!%年却成了共产党的俘虏，$%(! 年又
担任了人民共和国的政协委员……

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国共将领!上"

! 何仁勇

1924年6月，孙中山在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
于广州黄埔长洲岛创建“中国
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这个学
校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黄
埔军校。

从 1924年到 1949年
底，黄埔军校在大陆开办了23
期，包括各分校、训练班在内，
培养出了23万多名毕业生。其
中，不少毕业生成为共产党与
国民党的知名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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