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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世將無黃埔

我生活的這座城市，叫做廣州。提起這兩個字，人們馬上聯想到的，

是它那濃濃的商業氣息。南國的都市，開放的前沿，在這個以經濟論英雄

的時代，這座城市也由此雄矗在國人的心目之中。於是太多的人逐漸並且

已經形成了另外一個共同的認識缺位。他們已經看不見或者想不起這樣的

事實：這是一座英雄之城。這裡是中國革命的真正策源地。而且，就在這

裡，有過一座舉世聞名的—黃埔軍校。

九十多年以前，災難深重的年代，廣州是滿目黑暗中的一柄耀眼火

炬，那時就已然湧現過一股舉國注目的「南下」熱潮。「到黃埔去」，便是

當年熱血青年的捨身報國之途，一個個由此注定彪炳青史的棟樑之材，跨

進了那道標著奪人心魄之美的「陸軍軍官學校」字樣的大門。於是，中國就

是從這裡開始改天換地，以至改朝換代。「這是革命的黃埔」！黃埔建軍，

國民黨如此，共產黨亦然，國民黨靠五百黃埔學生起家平定天下，共產黨

最早的建軍骨幹，也是大批的黃埔師生。黃埔軍校，自當是「中國」這個名

義下的所有軍人們心中共同的聖殿。對於這所世界著名軍校，我們不能忘

記，也絕對不應該忘記。於是，在這個似乎是善於忘卻的年代，一份重任

便歷史性地落在了我的頭上。

因為，我在廣州。

因為，我曾經是一名陸軍軍官。

我在收藏黃埔。我在守望著黃埔。當年黃埔今安在？早在1938年它就

已被日本鬼子的炸彈變成了廢墟。如今那裡只是一棟按圖復原的新的建築，

除了些複製的器具和照片，可說一空如洗。真正的黃埔，是那些鳳毛麟角般

尚存於世的當年遺物。這種已被冠以文物名稱的東西，只在博物館裡，或

星散於極少數人的手中。其中的一個部分，就曰成體系地到了在下的手中。

幾近二十年來，在華夏，在南國，有一個我在孜孜以求地尋覓黃埔。於我來

說，這是一項人生的工程，它出於一種由衷的情愫。我也算得舉國的收藏愛

好者中的一個，但我驀然回頭吃驚地發現，這號稱的八千萬大軍中，黃埔收

藏作為專題幾乎無人涉獵，環顧海內外，稱得上「家」的更是一個也無。原

因所在，首先是黃埔特別是早期黃埔能留到今天的東西太少太少，即便這方

面最權威的北京軍博和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甚至包括擁有黃埔頂尖藏品的

台北國軍歷史文物館，這類東西也是稀寥可數，於是就算有心者也難免面對

這樣的境地：一個是藏品的體量遠遠不夠，再一個是手中完全沒有精品。

這就決定了不成氣候。而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大多的人們自身的「道行」不

夠。無心者特別是無識者無緣。對於黃埔，那可先得做到「一讀騷經一肅

然」。秋瑾有詩：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我覺得，這就是浸淫在

收藏中的我。但「收藏」二字又何能足以涵蓋全部。我搜求上下找到它們，

又有多少個靜靜的夜晚，我在和它們默默對話。它們是真的歷史，它們也就

會真的說話。我相信，它們最終會大聲地，對著所有的、認同「中國」這個

字眼的中國人說話。

其實我也是在以我的方式說話。我這就先要大聲告知大家：黃埔已與我

們漸行漸遠。並且，黃埔正在加速退出當今歷史。在台灣，歷來秉稱黃埔

純正血脈的那座軍校的面目已經全然模糊，曾經折騰的台獨分子在前些年

提出「去中國化」以後，近乎瘋狂地鏟除著各種中國印記，還公然打出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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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具體的、也更具實質性的「去黃埔化」；旋復登台的國民黨新生代那閃爍

容顏令人難釋如此心懷：廟堂尚在神已走遠，黃埔遺脈氣若遊絲。於今台島

之色再次生變，兩岸形勢陡然臨險。而在大陸，即便是當年最後的最年輕

的黃埔學生們，也都已進入垂暮之年，如同被宣告「功能性滅絕」的珍貴物

種，他們正無可挽回地融入歷史，曾經活躍於各地的「黃埔軍校同學會」，

就要變成一個歷史名詞……

世將無黃埔矣。

此刻，在這個靜靜的冬夜，在開始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刻，面對眼前這

些跟我說話的文物，我無語凝噎……

然而黃埔終將要完成自己的涅槃，由此它將擁有一段完全的歷史。它

也將由此定格，開始凝固，最終物化。它將永遠定格在歷史的長河裡，而

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最後地定格在不才如我的手掌中。

那麼，如果，您知道黃埔，如果，您想知道黃埔，如果，您想真切地

看看黃埔……

請跟我來。

謹以此書，獻給逝去的以及在世的黃埔師生，獻給我所在的這座黃埔

的母親城，獻給隔絕著又連接著兩岸的台灣海峽。

開篇：以血灑紅花  一盆育黃埔 
   — 一隻黃埔軍校「司母戊鼎」的世紀歸程

2007 年 12 月 19 日晚上，一個再普通不過的時刻。我如慣常打開

電腦，開始漫不經心的黃埔遺物的搜索。這一回，我刻意換了一個別字：

「浦」。只見不一樣的東西出來了—「發一個黄浦軍校紀念的花盆（可轉

讓）」。發帖人是一個叫「神雕俠侶」的，發佈時間是 2005 年 10 月 31

日。帶著仍舊的不經意和參半的疑惑打開一看，我基本上傻眼了。我的電

腦往往顯示不了人家的帖圖，而這次真的爭氣，一連串全方位的拍攝，看

得那叫一個真切。我的腦袋被血脹得嗡嗡直響：這是黃埔的一件頂級文

物！它在哪裡？它還在嗎？巨大的沮喪隨之襲上心頭：兩年多了，我早幹

甚麼去了，這千載難逢的寶物肯定早已花落別家，不知所終……

懷著卑怯而無望的心思，我試著撥了「神雕俠侶」留在帖子上的一個

手機號碼。真通了，是個開古玩瓷器店的姓王的寧波商家。果不其然：早

都賣啦，兩三年啦。第一次通話如想像中絕望地結束。當夜基本無眠，決

定無論如何次日再打個追蹤電話。這「神雕俠侶」真是個有德之人，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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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煩，來路和下落說得明白：它是三年前國外流回的東西（問哪個國家？

答曰實在說不上來隨口亂說一個也不好），一個專做海外瓷器營生的上海

人弄到，轉手經寧波一個古玩商賣給此位「神雕俠侶」，其時國外寄來的

外文包裝皮還在，發出那個「黃浦」帖後不久就兩萬多連原包裝讓給了

山東淄博的「古玩江湖」（此位也是那一大串古瓷行內跟帖讚美者中的一

個，而很有價值的包裝皮也就在他這裡失落江湖），眼下東西已到了福州

古玩城的「開心堂」一個姓陳的老闆手裡，並說有此人電話號碼只是不在

手邊，讓我晚飯後再通話一次。果然是個俠侶，我衷心感謝滿懷期待。聽

聽這些堂口，都是些玩瓷的高人（「神雕俠侶」名下被冠以近代民國瓷之

「頂級專家」），又同在一個圈裡聲氣相通，對此物都一致予以了民國精品

瓷的確切定位和相應待遇，但是對於黃埔這個概念，基本上屬於棒槌。接

下來，如此這般聯繫上了福州的陳老闆，按「神雕俠侶」的囑咐我須客氣

地稱他「陳總」。這位一開言就一股暖流湧上我的心頭。他說正欲出掉此

盆，因為他準備清場而專玩三代瓷器，接著說到有一位報社的人物已打探

多次正在磨價。事急矣，我慌忙討價還價一番，說定四萬。在我看來，這

個數他絕對是賣「漏」了，因為這是我無論如何志在必得之物。惟恐有

變，第二天我即打去一萬五定金，幾天裡忙著找過去的部下借錢。12 月

25日，我飛赴福州—

現在，讓我們好好端詳一下，這個絕對的國家級寶物。

外徑 37.5 公分，高 28 公分，是一件大器，直如一尊畫缸。純淨肥

厚的甜白地，釉下黑字略加紅彩描金，景德鎮窯口的一眼貨。

正面，交叉的黨旗和國旗的官家標準圖案，工楷大書「和平奮鬥救中

國」，下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和篆書紅印，再下是中山先生「校訓」全文。

◆◆ 陸軍軍官學校成立紀念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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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一排隸書大字令人心旌搖蕩：「陸軍軍官學校成立紀念」，其

下竪書「陸軍軍官學校校歌」全文。

盆沿作十二瓣凸起繪描金勾連紋，盆內下部規整露胎，滿釉的盆底

環列金水楷書：「民國十三年省立窯業學校製」。

這件物品，沉重墜手，彈之嗡嗡如同洪鐘，完美明淨又似剛出窯一

般。所有的信息精準無誤：最早被認為的校訓不光是「親愛精誠」，還有

正面這篇「黃埔軍官學校訓詞」，以後更演進為國歌。最早的校歌也不是

「怒潮澎湃黨旗飛舞」，而是背面這首戴季陶所作的「莘莘學子」，從這隻

盆所見，原始開篇應為「軍事學子」，並且不止四段而為五段，多出原第

四段歌詞如曰：「紀律神聖，重於生命，服從遵守，革命軍人本性」。這

首原詞不見經傳，此物的現身填了一個史料空白。可以判定：這是黃埔籌

備之際，那個專門的籌備委員會從江西定製的禮慶物品。因為當時贛省是

孫傳芳的地盤，連從這裡招生都只能暗為，屬地決無何人有何可能去慶祝

或紀念甚麼黃埔；即使廣東內部，各方對這所軍校多懷鬼胎，只有覬覦何

來慶賀（賀禮的東西也自有行文的路數），這類檻外之人又何知甚麼校訓

特別是根本就未發佈使用過的原始校歌，設其自置或受贈則更無來由：您

家的甚麼校訓何事供在某的廳堂？加之此物是皇皇官府氣貌，決非一般授

受如「某兄雅玩」可比。所以，這隻花盆的物主，只能是黃埔自己，而且

只能是黃埔校方，又而且只適合擺放於黃埔校內。款識上的那所窯業學校

位於江西波陽，基地則在景鎮，堪為此際的「官窯」，在當時那種奇特的

既割據又相安而且該二孫兩方關係倒還不惡的政治背景下，這當是一樁

「公事公辦」往來的產物。還能看出，肯定是主人方事先提供要求而製作

方照貓畫虎，是故有一個字錯得離譜：「咨爾多士」，成了「咨爾多柒」，

◆◆ 陸軍軍官學校成立紀念花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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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隨手寫的「士」和「七」太容易相混了，這首日後婦孺皆知的國歌那

一刻尚無人認得，書法著實不俗的畫工又聰明過頭，便兀自來了個大寫。

此一誤處反倒印證了史實的正確。如許，即使單從美瓷美器的角度，這件

東西也屬同類極品無可挑剔，而況如此明確的紀念與紀年主題，如此富有

價值並且熔於一爐的信息，在黃埔軍校的收藏中，絕無僅有。它就是一尊

黃埔軍校存世文物中的「司母戊鼎」。經手的莊家都有一個判斷：這般下

功夫的東西不可能批量生產，原物應為一對，此為碩果僅存。今天，它終

於在閱世八十三年有半又長相遊歷海內外之後，再次回到老家，誠可謂得

其所哉。迎到此物，我還在暗自驚怵：好險！假如我不突發奇想打了那

個「浦」字，假如我碰到的不是一位俠士而這位大俠又幾年沒換號碼，假

如我不是在貨主正要清場、別人下手之前趕上，假如此物不是只在小圈子

內打轉而這些上家兒又只沉迷於專業全然無趣於黃埔，再假如不是那個只

能用百度搜到的帖子幸未被人刪除又幸未被更多的人發現，或者那天見了

帖子而碰上「您所在的用戶組不能下載附件」，一切的一切都將會另當別

論。我只能深深感嘆：這是天意。而僅此一件，便足以抵得我的全部收

藏，亦足以令我快慰平生。

等因奉此，本書特以這一黃埔軍校的最早的、又是本人收藏的殿後

的珍貴文物，領銜開篇—

「碾冰為土玉為盆」。這是一隻黃埔軍校留傳到今的孤品花盆。它的

真正價值，當然不應僅僅以一隻花盆的器物概念來作判定。然而令人稱絕

的恰恰又在於，它是一隻花盆。

有識者深曉：「花」，是黃埔的一個重要意念。「以血灑花，以校作

家」，是黃埔誕生之際的鮮明告白（亦恰是此盆上的鮮明印記）。血者，

先烈之血；花者，主義之花。故而「血花」，即為黃埔的著名的當家品牌。

血花劇社、血花雜誌、血花書社、血花世界，在那個年月裡盡展風采。有

花者豈可無盆，好盆中綻放好花。我道是先有盆而後有花，黃埔這樹燦爛

紅花，又何不正是在此一盆中孕育，發芽，長葉，開花……

它和黃埔一起誕生。有黃埔就有了這隻花盆。它，見證過血，承載

過花，見證過所有的一切，承載過一切的所有。它聆聽過中山先生的開學

演講。它看見過「陸軍軍官學校」的牌匾掛上校門面對珠江。那個時候，

列隊通過檢閱台的黃埔一期的名將們，還是一群青澀的毛頭小伙。那個時

候，周恩來還在歐洲，蔣校長倜儻鷹揚。那個時候，還沒有林彪、張靈

甫，更沒有許光達、廖耀湘……

一隻花盆，不，一隻司母戊鼎。凝著黃埔全部歷史，將和黃埔永遠

同在。黃埔參天地兮，此盆期垂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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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心頭，那第一抹曙色

言歸正傳。從哪裡說起呢？

當然是黃埔一期。

這是提起黃埔就會生發的一種自然聯想。「黃埔一期」這四個字是用金

子打造的，即使單就這個學歷的概念而言，它的高度在中國亦將再也無人

企及，儘管其就學時間只有半年。黃埔一期這個屬於學生的名頭之大，甚

至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教官。從收藏上來說，黃埔一期留下來的物品，都是

國家的一二級文物，也無疑是藏家的夢寐之想。

黃埔一期留存至今的文物—我指的是標誌性文物而不含何人使用過

的一般生活物品—至為稀少。目前發現的，可以扳著指頭數得過來。

一是畢業證書。存世七張，全在博物館裡，北京，廣州，湖南，台

灣。二是同學錄，不超過五本。知道的，一在北京軍博，是鎮館之寶之一；

一在高雄的現在的陸軍官校，為董釗將軍所贈；還有一本十幾年前擺在台

北的牯嶺路某舊書店，當時叫價八千元，現不知所蹤。三是畢業合影原

照，更加稀有，我知道的一張，是在廣東革博。

再就是說到徽章了。

先得說幾句題外的話。徽章是收藏的一個新興大項，藏友甚眾，名家

比肩，已是昂然自立的一個藏類。徽章的文化含量、信息量以及品位都較

一般藏品為高，講黃埔的系列收藏，其徽章收藏是必然要進的一道門檻，

是故這裡把它列為第一方隊。

黃埔軍校一期學生的畢業證章，是 2004年才浮出水面的品種。這是一

期第六隊學生張穎的遺物，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遠赴湖南益陽從張的養子

手上徵集，同時取到的還有張的另外三枚徽章。當時媒體還對這件事進行

了一番宣揚。這枚章的編號為「717」。同樣形制的證章還有一枚，不能確

認物主，所以也不好斷言期別，只敢判為前三期之物，現在為上海寶山檔

案館的館藏，是 1986年吳淞四中有個叫孫徵的學生在蘊藻浜河灘撿到的，

該章的編號為「2027」。另外，還有確切的一枚黃埔一期畢業證章，現就在

我的手上。

廣州西關古玩城，有家姓李的梅州人開的「文遠堂」，不時冒上些民國

軍事文物精品，小有的名聲在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都掛上了號，我是那裡

的常客。現在西關古玩城已經沒有了，廣州市為恢復「一灣溪水綠，兩岸

荔枝紅」的舊景觀，重又把它改造成河道了。話說是 2006年三四月間，有

天我又拐去「文遠堂」，見那夫妻二人正在電腦前踅摸著甚麼。我往電腦上

掠了一眼，心頭猛然打了個激靈：那上邊一溜五六個章子，其中有一枚黃

埔一期畢業證章！我曾經無數次在電腦屏幕上細察過張穎的那枚徽章，該

章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正面那個書有「親愛精誠」的地球圖案，著色十

分特別，是一種淡淡的紅，一似桃紅，或類曙色。就是這一點紅顏，令我

常作「桃色的遐想」。天料這點縈繞心頭的紅色今日此刻真的碰上，怎不血

脈賁張！當下盯住不放。掌櫃的告我：這是一套章，還在梅州一個也開古

玩舖的手上，惟其人善變，本來說好一萬轉讓，交接時卻翻了一倍，沒拿

得動。我讓他趕緊替我搶下。掌櫃的幾天後跑了一趟一身晦氣回來了，說

那人再次變卦，死活不賣了，給了個號碼讓我自己跟他直接商量。電話打

去，那人果然各色，並非不賣，而是吊起來賣，一勁說這枚章的主人如何

了得，先在國民黨裡供職，又成共產黨的大官，我聽來不像，便料章的主

人無考，最不屑這古董行裡常玩的「講故事」，心說跟我擺弄這些你還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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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錢，只急切逼向底線，而想要人東西怕就怕攤上只知道自戀的主兒，雙

方最後一句話是：「你這樣我就不要了」，「你不要那我就算了」。碰到這等

大爺你就是神也沒咒念，一氣之下再不理睬，偶到李掌櫃店裡，兩人一起

罵上幾聲神經病，天天惦記而徒喚奈何。一直到了第二年的 6月的一天，

李掌櫃打來電話，說那堆章自己拿下來了，因那人女兒考大學要錢用，發

誓不賣的東西因為急著變現價格回落，當然也不會是早先那個價位，並讓

我一個月內錢物兩清，否則就要招標另賣了。我趕緊打主意取還沒動過的

公積金，那叫一個麻煩加窩火，光是往白雲路的一家工商支行，前後就跑

了五遍。終於，2007年 7月 19日，歷盡波折，痴相懸望，我得到了這套

徽章。

黃埔建軍，破曉的曙紅。那群獨步天下的第一期學生的畢業證章真是

一枚好章，僅從製作上看，也稱得至為精良。瞧見左下角那個凸起沒有？

那是一個槍托，對角線那頭的細紋，就是槍刺；相反的對應位置，則藏著

一柄斧頭。最下邊的半圓內，就勢橫躺著一把鐮刀。背面上半部是弧形排

列的「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畢業證章」諸字，下邊竪排「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須努力」，疏密有致，陽文蠅楷鑄工不凡。而最吸引眼球的，還是

得數正面那一團別緻的紅。國民黨部隊裡有「見紅就立正」一說，因當年

將官胸前所佩布標的邊框，是正紅色的。可想，黃埔的徒子徒孫們若見了

如此這般的一團紅色，恐怕不光是立正，那得頂禮膜拜，屏氣凝神……

那麼，這枚黃埔一期畢業證章的主人，究竟是誰？

他叫梁錫祜。黃埔一期二隊學生，正是廣東梅縣的松口鎮人。與張穎

（1927年戰死江西會昌，時為錢大鈞部二十師一名營長。此戰便是著名的國

共雙方黃埔同學正面交手的第一次，一方是八一起義南下部隊，一方是黃

◆◆ 黃埔一期生、後犧牲於皖南事變的共產黨高級將領梁

錫祜的編號為 1804 號「學」字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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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嫡傳第一軍起家的部隊，國民黨方死了一期的張穎，共產黨方則死了三

個一期學生）不同的是，這是一名我軍將領。他是黃埔一期 645名學生中

的 99名（一說 88名）共產黨員之一，參加過東征，當過教導二團輜重隊

長，投身過廣州起義，任過東江根據地紅十一軍參謀長，更在 1932年與軍

長肖克搭檔，當過名義上的江西紅二十二軍的政委（未到職）。如此說來，

他留下來的這帶著夢幻般曙紅的徽章，還是正經八百的「紅色收藏」。關

於梁錫祜其人的資料甚少，一則是中山艦事件後蔣又向共產黨示好，舉個

例子就是把梁錫祜調回黃埔任了輜重教官；一則是 1931年梁在任蕉平尋中

心縣委書記時抓 AB團而亂殺人被撤職，與繼任者交接班之際大家提議意

思一下迎來送往，被上級領導小平同志否了。奇怪的是，這個黃埔一期生

官是越當越小，竟然終至無聞。他是以軍政委名義調到紅大當參謀培訓班

主任，參加長征（多數資料如此，《中國紅軍人物志》則稱其留在蘇區參加

三年游擊戰爭）以後又調到新四軍，據說在教導總隊當領導，皖南事變犧

牲了，時年 39歲。但我遍翻教導總隊的資料，根本見不到這個人，怎麼犧

牲的也全無記載，甚至在新四軍皖南陣亡的營連幹部名單中都找不到他。

這點十分讓人嗟嘆，歷史竟然如此容易簡單地被湮滅：一個紅軍的高級將

領，絕對的一級八一勳章的超級獲得條件，就這麼隱入歷史不見了。有一

個資料，提到我軍抗戰時期犧牲的黃埔出身的將領共有五人，按期別和犧

牲時間排列，第一個就是梁錫祜，下邊是馮達飛、左權、袁國平，以及趙

尚志。那麼看來他犧牲在皖南是個確論。1983年民政部開始統一全國的烈

屬證，他的家人是當年就獲准領取的對象之一（直到我終於拿到這套章的

那一刻，同時竟意外地得到作為搭頭相送的梁的私章，以及烈屬證複印件

與其家人保存的好多年前的報道，我才驚喜交集地搞明白章主是誰）。他這

◆◆ 梁錫祜家人所藏的介紹烈士事跡的老報紙

◆◆ 1983 年 11 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佈發給梁錫祜家屬的革命烈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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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應是控制在隊官手裡，給需要者臨時使用。另有一種可能，是僅發給

官長的憑證。根據黃埔前輩回憶，當年一到星期天，學生外出是成群結隊

的，在校門口有專門的班船到軍校駐省辦事處碼頭，上岸只花一兩個銀毫

吃點河粉叉燒包之類，逛逛書店是少不了的，共產黨員還趁機碰頭組織活

動一下，下午再到原碼頭登船返回。想來這些出現在廣州街頭的「武裝同

志」，胸前都該掛著這樣一枚徽章。該枚章的編號是「1208」。這個數字比

較大，而已發現的黃埔早期章，包括一期畢業證章，號碼均超過實際人數，

不知是如何開列的（朱德的那枚該是天字第一號的一級八一勳章，開頭竟

是「02004」，更匪夷所思，不過可以想像到前三位是毛劉周）。該章為八角

形，同樣精良之至：直徑僅為三公分，中間的黨徽嵌著一個「學」字（一期

畢業證章同樣有這個標記，這個話題我後邊再講），黨徽的外圈，上邊環列

「出入證」三字，下方是分在兩邊的很細微的鐮刀和斧頭，幾乎看不出來。

背面鑄「陸軍軍官學校」六字。這無疑是黃埔建校那會兒就使用的東西，個

人猜測，梁錫祜不是還當過黃埔的教官嗎（挑他當輜重教官，應是因為他 

當過教導二團的輜重隊長），手中掌握著這麼個物件，也不算多麼奇怪。

黃埔作為當時中國的一所嶄新軍校，校方特別是蔣介石本人，對紀

律極端重視，在這方面有一系列的法規，甚麼禁閉室、連坐法，蔣校長更

是聲嘶力竭幾乎無時不作強調。這個話題太笨重，本書就此打住。要說的

是，這枚出入證就是軍校強化紀律的一個物證。根據黃埔校史記載，1924

年 5月 30日，軍校的行政會議作了一個決議，規定嚴禁學生吸煙，另外還

作了一項決定，注意這幾個字：「並製出入證」。這個時間，學生才剛剛到

齊，離開學那個標誌性的 6月 16日還差半個來月。所以有理由相信，梁錫

祜留下來的帶著最原始的「陸軍軍官學校」字樣的這枚出入證，就是因了

◆◆ 左為梁錫祜遺照

幾枚章曾經埋在地下多年，2006年初被其親屬出售給常跑鄉下上門收購的

那位梅州的店主。回頭想想，那人倒還算是沒說瞎話。

梁錫祜的這枚證章，編號「1804」。他隱入了歷史，然而也就是他留下

了這枚珍貴的徽章。我想，歷史不管再如何忘卻，只要記住了一點：他曾

是黃埔軍官學校的第一期學生，僅此一點，足矣。

1 - 2   縮龍成寸是紀律

前邊說到，梁錫祜留下來的是一套徽章。除了那枚一期畢業證章，還

有三枚其他徽章，一枚臂章上的徽記，以及他個人的一枚象牙的私章。這

裡邊最重要的，是這枚—早年黃埔軍校的出入證。

從珍稀程度上說，這枚出入證還要高於那枚一期章。因為這可能是迄

今為止的僅見。嚴格來說，這不應是個人擁有的東西：每人都發個出入證，

豈不和沒有一樣。這個東西是外出的憑證，對門衛和值星官以至糾察隊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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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決議誕生。革命軍人紀律如鐵，可觀於掌中這寸許之物。要論黃埔最

早的徽章，它毫無疑問是其中之一，因此佔有極高的地位。

一併說說另外幾枚。一枚「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證章」，編號為「3343」，

這種章編號都很大，留下來的也不算特別稀少，軍博藏有一枚，品相比這

一枚好不到哪裡去（同樣的章筆者藏有兩枚，另一枚品相頗好，編號竟然

到了「6248」）。由此看來，是從黃埔四期往後的這個時段，梁錫祜在軍校

任職，當為輜重教官。一枚屬於部隊章，正面為「國民革命軍東路軍」，

背面地球圖案鑄有「第三路」字樣，編號「356」。這是個北伐的東西，東

路軍是蔣的嫡系第一軍等部，推斷梁當年在當教官以後的經歷應是參加過

這個方向的行動。還有一枚不能算是徽章，這是個標識，四方銅片衝壓而

成，乃軍銜上的物件，當時的軍銜佩在左臂，這個黨徽位於軍銜臂章的左

上區域。一期張穎的遺物裡就有這種標識，被誤認為領章，他那枚中間有

個「學」字，是正宗黨軍的東西，梁錫祜的這枚是個「粵」字，看來他還

在第四軍待過，那正是被清出第一軍的共產黨員們扎堆的地方（應在任教

官之前）。再就是那枚他的個人印章了。說是象牙的，我看不懂這種玩意的

質地。這個東西應該很珍貴，單獨也夠得上一件文物，至於是他在黃埔時

代用的，還是當縣委書記或當軍政委的時候用的，和他的個人形跡一樣，

也是個歷史之謎了。

◆◆ 梁錫祜所留黃埔

軍校出入證

◆◆ 梁錫祜所留東路軍第三路證章

◆◆ 梁錫祜所留中央軍事

政治學校證章

◆◆ 梁錫祜所留粵字臂章標識 ◆◆ 梁錫祜的個人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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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金佛莊胸前佩著甚麼？

金佛莊大名鼎鼎，黃埔一期的隊長，軍校

著名共產黨員，死得很早，1926年就在南京被

孫傳芳逮捕殺害了。這裡不講他的生平，只是

引一個話頭。看這張照片：他胸前佩著甚麼？

一枚橢圓形的證章。

這種證章，可以說是黃埔軍校徽章的鼻

祖。這個紅銅材質的章造型非常洗練，就是個

長長的橢圓，正面是深藍琺瑯地，一個黨徽，

中間一個「學」字；背面，是孫中山半身浮

雕像，上方弧度很大地環列「陸軍軍官學校」

幾個頗壯觀的陽文楷字，下方是編號「1069」。這個最早的章，強調的是

該校的孫總理，尚未受工農標誌和世界革命的地球圖案的複雜設計思想的

影響，手法相當簡單。這種章，是黃埔教職員所佩，乃黃埔軍校身份的標

誌，在當時各色人等佩戴徽章蔚為風尚的廣州，亦是黃埔人員對外往來的

一個必要的行頭。那麼早逝的金佛莊那張戎裝標準照，只能是黃埔早期所

留，也正為這枚徽章的來路作了一個有力的註腳。

這裡就要說說那個「學」字了。有人以為那是代表「學生」的意思，

故這枚章的賣家引了一個還頗為在行的說法，猜它是第三期學生的，因為

編號到了一千多，那麼前兩期均幾百人，後一期改校名，只有第三期才對

路。這當然不對。這個嵌在黨徽中的「學」字，是表示國民黨黨立學校的

意思，為早年黃埔軍校的專有標誌，相當於今天說的所謂「摟狗」。比方軍

◆◆ 金佛莊遺照
校改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之後，這個標誌隨之改變，中間的字換成了

「中」，那麼如果也照此演義，豈不更退為「中學生」之意了。所以，凡是

帶「學」字的黃埔徽章，必是最早的珍貴之物。筆者收藏三枚。所知道的

其他尚存於世的，就是張穎的那個一期章和所謂的「領章」以及寶山那一

枚了。

1 - 4   教導團：「國軍」祖宗的官佐標誌

這是一枚珍稀的黃埔軍校教導團的徽章，並明確標示為「官佐證章」。

其使用年月可準確判定為 1924年底。

黃埔教導團，「國軍」的祖宗部隊。黃埔成軍即以此作為標誌。其籌建

於 1924年 9月，正式成立於 1924年 11月 20日。最早只叫教導團，稍後

擴為兩個則分稱教導第一團和教導第二團，又以此兩個團於 1925年 4月成

◆◆ 金佛莊所佩的黃埔學字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