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生爱国 典范永存

——纪念陈铭枢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屈 武 朱学范 侯镜如

陈铭枢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人士、抗日将领、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是值得缅怀的。

陈铭枢同志是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人，少年时代即关心国事，立志救国。17 岁考入

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在校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三年后，与蒋光鼐

同志一起转赴南京陆军中学，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成为该校同盟会对外联络负责人，辛亥

革命爆发后，他因参加讨袁斗争被通缉。

1915 年，陈铭枢同志在广州策划暗杀广东都督龙济光，事泄被捕入狱，后在同志的营

救下越狱逃往日本。1920 年，他出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当时邓演达先生为该师直属

工兵营长，两人志同道合，交谊很深，并于 1922 年春一道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一

次北伐。同年夏，陈炯明叛变，陈铭枢同志闻讯回救，途中部队被瓦解，他不甘附逆，辞

去团长职务，改名真如，前往南京。

1923 年初，经邓演达先生说服，陈铭枢同志重回粤军第一师李济深部担任第一旅旅长。

1925 年，他率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以战功卓著升任第四军第十师师长，接着

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和南征邓本殷的战斗，一直打到海南岛。

1926 年夏，北伐战争开始，陈铭枢同志所在的第四军以共产党人叶挺领导的独立团为

前锋，由粤入湘；直下两湖，击败吴佩孚主力。特别是在汀泗桥等著名战役中，他与叶挺

同志、张发奎将军并肩作战，屡建战功。攻克武汉后，陈铭枢同志任武汉警备司令、总政

治部训练部部长，以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他任军长。

“九·一八”事变后，陈铭枢同志正担任京沪卫戍总司令，他同驻沪的十九路军蔡廷

锴、蒋光鼐、戴戟等将领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2 年初，日军对上

海发动侵略，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震撼世界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此后，由于

国民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陈铭枢同志被迫辞职，十九路军也被调赴福

建地区“剿共”——这就引起了该军广大官兵的强烈不满。1933 年 1 月，在陈铭枢等同志

的支持下，十九路军同中央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之后又缔结了联合反蒋抗日的军事协定，

从此同共产党建立了合作关系。

1933 年 11 月，陈铭枢、谭平山、梅龚彬等同志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一道，

并联合李济深、冯玉祥、陈友仁、李章达以及第三党的黄琪翔、章伯钧等人发动“福建事

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举李济深同志为主席，并发表宣言，号召“打倒

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国民党”。陈铭枢同志是这次事变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担任人民政

府委员兼文化委员会主任和经济委员会主任，在事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福建事变”后，陈铭枢同志避居香港，组织了社会民主党。1935 年，社会民主党改



组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积极响应共产党发出的团结御侮主张和《八一宣言》的主张。抗

日战争时期，陈铭枢同志担任军事委员会参议，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和世界反侵略大会中

国分会的领导人。他赞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还不断向全世界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呼吁

各国支持抗日。

1943 年 2 月，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下，陈铭枢同志与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杨杰、

郭春涛、朱蕴山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以座谈时事的形式，

联系和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7 年 11 月，陈铭枢同志

应李济深、何香凝同志邀请，赴港参加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 年 1 月 1 日，民

革在香港成立，宋庆龄当选名誉主席，李济深当选主席，陈铭枢同志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随后，陈铭枢同志受民革指派回到上海，为配合解放军南下做了不少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陈铭枢同志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

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政府工作提

出了不少中肯的批评和有益的建议，体现了同共产党人肝胆相照、坦诚相见的精神。

陈铭枢同志为人公正、性情坦率，而且勤于学问，举凡哲学、军事、政治、文化以至

佛学等方面的著作，他都广为涉猎并有较深的造诣。他交游广阔，．生前好友遍及海内外；

他长期活跃在中国的军界、政界，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很有影响。

陈铭枢同志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我

们在纪念陈铭枢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应当学习他坚定的爱国精神，为振兴中华、统

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张子伊记录整理）

（转载 1989年 11月 4日《团结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