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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铭枢同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是德高望重的爱国将领。在民主主义革

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漫长过程中，他一贯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同反动政权进行了不懈的

斗争。他是我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为民革的建立和发展作出

了卓越的贡献。值此陈铭枢同志一百周年诞辰将届之际，我们深切地怀念他，并对他爱国

的一生表示衷心的敬意。

陈铭枢同志字真如，广西合浦县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仰慕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

为了救国救民，投笔从戎，先后进入广东陆军小学和南京陆军中学，并成了当地同盟会支

部的会员。1911 年武昌起义后，陈随同宋教仁先生等革命首领去武昌，在革命斗争锻炼中

深受教育，这时，他投效姚雨平部队，包围张勋于南京并追击至徐州，大震军威，而后他

被送入保定军官学校深造。1915 年因参加策划谋杀袁世凯的亲信、广东都督龙济光的活动，

被捕入狱，后越狱逃亡日本，在日本学习政治经济。

陈铭枢同志回国后，于 1924 年重回军队，在李济深先生率领的粤军第一师任第一旅

旅长，参加了东征战役，晋升为第十师师长。1926 年初北伐之前，陈和白崇禧将军奉命去

湖南劝说唐生智参加革命行列，此举获得成功，为北代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北伐开始，

陈率部和张发奎将军的第十二师一道进军湖南，并在鄂南汀泗桥战胜吴佩孚，引起全国注

目。同年 10 月，陈率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及唐生智同志属下的两个团攻克武昌。北

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后，陈任武汉警备司令，并在邓演达手下任总政治部训练部部长，后升

任第十一军军长，为北伐胜利屡立军功。

1928 年，李济深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陈除继续担任第十一军军长外，还担任中央政治

会议广州分会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职。李济深卸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后，由陈继

任，不久，陈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东省政府主席任内，陈颇有政绩。

1931 年 5 月，蒋介石拘捕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引起反对蒋介石的军政首领的愤慨，他

们聚集在广州开会，决定在广州成立反对政府。陈铭枢同志早就反对过内部纷争，所以拒

绝参加这次分裂活动，毅然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职务，离开广州去了香港。在香港，他

住的旅馆发生火灾，他从窗口跳下脱险，不幸腿部受伤，从此行走不便。

1932 年 1 月，日军多次派日本浪人在上海挑衅闹、事，提出要中国军队从闸北撤走等

无理要求，南京政府却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助长了日军的侵略野心。1月

28 日深夜，日军海军陆战队分三路进攻上海闸北的十九路军阵地。十九路军原是由陈铭枢

所率第十一军缩编的两个师（由蒋光鼐和蔡廷锴任师长）改编而成的，“一，二八”淞沪

战役时，陈担任这一部队的总指挥，同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将领一道率部奋起抗日。

当时日军拥有飞机、大炮等先进武器，而十九路军只有陈旧的步枪，官兵们凭着满腔爱国

热血，在上海各界人民支持下英勇杀敌，和日军展开肉搏战，以两万之众抵御了四倍于我

的强敌，打死打伤日军一万多人，迫使日方多次增兵，四度更换司令官。淞沪抗战激起全



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进一步高涨，同时，它作为中国抗击日军侵略的一个新起点，引起了国

际上的重视。然而南京政府由于妥协苟安，反而与日方签订了屈辱的停战协定。

1932 年下半年，陈铭枢同志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因十九路军的抗日业绩昭著和

全国军民要求抗战的呼声日益高涨，引起当权者们的猜疑，迫使陈离职出国去欧洲游历。

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调往福建“剿共”。正值国难当头之际，十九路军将领不愿“围

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毅然掉转枪口，和李济深先生合作，联合陈友仁、徐谦、章

伯钧、黄琪翔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提出政纲，公开谴责南京政府，

号召抵抗日本侵略和成立民主政府。由于指导思想激进，所想要达到的革命目标超过了当

时的实际情势，以致福州新政权未能获得外界的广泛支持。在南京政府的军事镇压下，仅

两个月，“人民革命政府”即告瓦解。

陈铭枢同志不但是一位英勇爱国将领，而且是一名出色的政治活动家。早在 1931 年

间，他就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社会民主党，又出资创办了“神州国光社”，出版介

绍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书刊。1933 年初，他回国后在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敦促下，决定着手

开展反对南京政府的活动——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项活动遭到失败后，陈潜往

香港，仿效孙中山先生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精神，又与李济深先生发起组织政治团体“人

民革命同盟”，再次申言抗战无罪，指斥南京当局的对日妥协行径。1944 年，他和谭平山

同志一起在国民党内活动，着手组织一个反对派集团。1945 年 10 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

会（简称“民联”）成立，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

许家驹、于振瀛、马寅初、潘震亚、孙荪荃、于志侯、秦德君等均为该组织的负责人。“民

联”宣布，“接受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主张中国

国民党应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后来，陈在上海负责“民联”

工作，主张“停战第一，和平第一”，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直到 1948 年秋，陈到香港参

加了民革的筹备工作，民革成立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49 年 5 月，陈铭枢同志积极拥护迅速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离港北上，参

加第一届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陈铬枢同志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及常委、人

大法案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兼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他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热心民革工作，善于团结同志一道为祖国统一战线勤奋工作，

受到我们的尊重和敬佩。

陈铭枢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年了。现在祖国政通人和，经济繁荣，海峡两岸的人

员来往和经济交流也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十年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更加深

切地怀念陈铭枢同志，他的逝去，确是我们民革工作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和发扬陈铭

枢同志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的奋斗精神，在贯彻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

的方针中竭尽全力，为实现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作出新贡献，用以告慰陈铭枢

同志等已故的革命前辈。

（张子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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