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年前，我的父親就是

在上海參加黃埔軍校的初

試，可以說，上海這座紅色

城市，是他走向革命道路的

起點。」在紀念座談會上，

黃埔軍校同學會首任會長、徐向前元帥之

子徐小岩的發言，讓很多人第一次了解上

海與黃埔軍校的深厚淵源。而根據後續發

掘的史料記載，毛澤東就是上海與黃埔情

緣的「締造者」。

上海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中

共黨史學會會長忻平在會上介紹，史料記

載，1924年，黃埔軍校在上海和廣州都設

有初試考場，在上海的初試考官，毛澤東

就是其中一位。1954年毛澤東還清晰地回

憶過，他在滬為黃埔招過第一期學生，地

點是上海環龍路（今南昌路）44號。

毛澤東為黃埔軍校招生，源於國共第一

次合作結成革命統一戰線的大背景。1924

年，毛澤東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候

補執行委員，2月中旬後，他被中國共產

黨派到當時華東地區國民黨領導機構上海

執行部工作，先後擔任代理文書科主任、

組織部部長等，正是這個時期他參與了黃

埔軍校招生。當年3月，毛澤東在上海主

持黃埔軍校第一期上海考區秘密招生事

宜，另一位考官是惲代英。經過上海的篩

選考試，被毛澤東錄取進入黃埔一期的學

員，有山西籍的徐向前（當時名字叫徐象

謙），還有國民黨將領桂永清、黃維，以

及後來因故未去廣州入學的方志敏。通過

上海考試的學員獲發證明和五塊錢路費，

由上海黨組織秘密送往廣州。

從 1924 年至 1949 年，黃埔軍校先後培

養了 23 期學生，連同後來各地舉辦的分

校、訓練班、戰幹團等共約 24 萬餘人。

他們為抵抗外侮、民族獨立作出了卓越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

毛澤東曾在上海擔任黃埔軍校初試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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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黃埔精神 推動反「獨」促統
港澳台黄埔後人齊聚上海 出席紀念黃埔軍校建校百周年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我今年105歲了，

我深深感謝黃埔軍校對我的教育。我也下定決心，儘管我年紀

大了，但我要為祖國統一、振興中華奮鬥一生，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23日上午，黃埔16期學生、上海市黃埔軍校同學

會副會長夏世鐸鏗鏘有力的聲音迴盪在上海友誼會堂，令全場

動容。當天，由黃埔軍校同學會、上海海外聯誼會指導，上海

市黃埔軍校同學會主辦的紀念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座談會在

此舉行，來自內地及港澳台的黃埔校友、黃埔後人和專家學者

200餘人匯聚一堂，緬懷黃埔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準確把

握黃埔精神的時代內涵，引領海內外同胞涵養家國情懷，秉持

民族大義，廣泛凝聚統一共識，繼續以黃埔情緣為紐帶，為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貢獻黃埔同學及親屬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凱雷 北京報道）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
部、司法部日前聯合發布《關於依法懲治「台獨」
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多位台青昨日對香港文匯
報表示，「意見」出台非常及時，令很多台胞對台
灣未來充滿信心。兩岸進入依法有效遏制「台獨」
勢力蔓延新階段，國家更有力地維護統一，依法有
效遏制對國家安全產生的分裂威脅，必定能給台灣
同胞一個新的繁榮穩定、有序安全、安居樂業的台
灣社會。

體現國家打擊「台獨」堅定決心
在國家出入境管理局支持福建建設兩岸融合發展
示範區十項出入境政策措施實施後，在華僑大學任
教的博士後張立齊是首位在福建定居的台胞。他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一位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對島內「台獨」分裂勢力長期毒害和侵害台灣人民
合法權益、挑撥兩岸中國人內部矛盾、以武力挑釁
大陸、破壞兩岸關係、勾結外部勢力、出賣台灣利
益深惡痛絕。「這次『意見』發布，我和身邊很多
台灣同胞都感到非常及時，大快人心，也相信『意
見』將對兩岸關係產生重大和積極的影響，相信未來
台灣和兩岸關係一定會變得更好。我們是台灣同胞，
也是中國公民，有維護憲法和愛國的權利與義務。」
張立齊說，「意見」體現了國家懲治和打擊「台

獨」頑固分子的堅定決心與強大意志，其中依法治
理等相關程序正確適當。

「台獨」分子會感到恐慌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台灣籍博士、台灣問題

研究學者王裕慶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

示，「意見」13條載明「全球通緝令」相當有震
懾力，很多「台獨」頑固分子會因此感到恐慌，
「他們中不少人喜歡到海外旅行，甚至家人都在
海外生活。這些人只在島內撈好處，根本不為台
灣老百姓福祉負責，所以才大肆在島內炒作『台
獨』。是次發布的『意見』對這些人而言猶如晴
天霹靂，說不定哪天他們在海外遊玩或探親時，
會被依法通緝，以中國公民身份遣返大陸，接受
『台獨』罪行審判。」
王裕慶說，「意見」13條規定，「應當逮捕的犯

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可以
發布通緝令，採取有效措施，追捕歸案。」足見
「意見」對「台獨」頑固分子「很有辦法」。
對於「意見」在具體實施落地方面，王裕慶說：

「我個人還建議針對迫害統派的島內檢察官、法官
與執法人員作出起訴與判決。可以讓島內明白，為

『台獨』當打手說話辦事沒有前途，甚至還會賠上
身家財產安全。」此外，他還建議除依法懲處外，
相關部門可以建立舉報獎賞機制。凡是揭露「台
獨」組織、「台獨」陰謀，提供「台獨」頑固分子
行蹤或分裂計劃的，給予不同程度獎勵，相信會鼓
勵更多台胞站出來反對「台獨」，與國家司法機構
一起解決「台獨」頑固分子。

台青：「意見」載明「全球通緝令」懲治「台獨」有震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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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上，黃埔1期學生、黃埔軍校同學會第一任會長徐向前元帥
之子徐小岩，上海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

會長忻平，黃埔4期學生謝晉元將軍之子、上海市黃埔軍校同學會顧
問謝繼民，黃埔2期學生胡靖安將軍之女、香港大中華會主席胡葆
琳，澳門辛亥．黃埔協進會創會會長朱月霞，台灣黃埔組織代表分別
交流發言。

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6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為黃埔軍校建校百年發來賀信，引起黃埔
校友的熱烈反響。黃埔軍校同學會秘書長路曉峰表示，要切實把賀信
精神轉化為推動反「獨」促統事業發展的強大動力，轉化為全體黃埔
同學及親屬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路曉峰對於黃埔精神的現實意義談了四點體會。他認為，新時期一
是要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二是要共同反對「台獨」分
裂和外部勢力干涉。三是要共同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要傳承、弘
揚「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團結凝聚海內外一切力量支持一個中
國原則，特別是做好年輕人工作，爭取更多的台灣青年同胞，共創祖
國統一和民族復興的美好未來。四是要共同增進台灣同胞利益福祉。
進一步發揮橋樑紐帶作用，更好地與台灣同胞分享祖國大陸發展機
遇、發展成果，共同增進台灣同胞利益福祉，共享中華民族發展壯大
的偉大榮光。

「黃埔精神．青年傳承」計劃啟動
座談會現場，還舉行了「百年新征程：黃埔精神與祖國統一」主題活
動，來自滬港台三地的四對嘉賓，圍繞「傳承」這一主線，聚焦「品讀
初心」「勇擔使命」進行主題交流，分享黃埔先輩「愛國、革命」的事
跡，講述以黃埔情緣為紐帶促進兩岸交流、繼承先輩遺志投身中國式現
代化建設、服務上海高質量發展和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故事。
在主題活動上，「黃埔精神．青年傳承」計劃正式啟動。這一計劃
旨在讓更多滬港澳台青年成為同心同行、攜手奮鬥的好朋友好夥伴，
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大業不斷貢獻青春力量。滬
港澳台四地黃埔青年代表共同宣讀倡議書，立志要做黃埔精神的傳承
者、兩岸融合發展的推動者、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實踐者。

上海為台商台企提供更好服務
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上海海外聯誼會副會長王玨在會上表示，
上海與黃埔軍校淵源深厚，與黃埔師生情緣綿長。上海要深刻學習貫
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賀信的精神，永遠銘記這段歷史，鞏固團結奮鬥
的思想根基。
王玨指出，上海市黃埔軍校同學會成立近40年來，始終秉持建會的
宗旨，開展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營造了兩岸一家親黃埔一家人
的生動局面。新征程上，上海更要廣泛地團結海內外黃埔同學及親
屬，共同把握歷史大勢，堅守民族大義，堅定反「獨」促統，強化
「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裏事，當然也應該由家裏人商量着辦」的
認知。還要深入研究這段歷史，弘揚愛國革命的黃埔精神，加強對黃
埔史料的挖掘、黃埔歷史的研究、黃埔人物的宣傳和黃埔精神的闡
釋，讓黃埔精神感染人、影響人、激勵人。
王玨表示，上海要以黃埔情緣為紐帶，推動兩岸一家親黃埔一家人的

理念深入人心，厚植支持和追求國家統一的民意基礎，以台灣同胞福祉
為念，與台灣同胞分享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機遇。上海將一如既往地為
兩岸青年交流互鑒，創造出更好的條件，為台商台企在上海投資興業提
供更好的服務，營造更優的營商環境。「我們熱烈歡迎台灣同胞，特別
是青年朋友來大陸來上海工作學習生活，讓兩岸人民心靈更加契合，親
情更加增進，共同參與到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
報道）23日在上海舉行的紀念黃埔
軍校建校100周年座談會，有很多來
自港澳台的黃埔軍校學員的二代、
三代出席。江山和他的母親胡葆琳
來自香港，他的外公是畢業於黃埔
軍校2期的胡靖安將軍。雖然他從沒
有見過外公，但從小就聽母親講述
外公的故事，黃埔精神的種子早早
就在心中扎根。「外公的愛國心和
為國爭光的氣節令我敬佩，也一直
指引着我在學習和工作中迎難而
上。」
談起從母親那裏聽到的外公的事
跡，江山如數家珍。「黃埔軍校舊
址重建後，母親帶我去參觀，才知
道黃埔軍校是中國第一所培養軍隊
革命幹部的學校，我為外公曾經在
黃埔軍校學習和工作過感到無比光
榮和自豪。」江山介紹，他的外公
去德國留學時，已經是少將了，但
為了掌握德國的先進軍事知識和管
理方法，不惜「降格」為普通士兵
重新接受嚴酷磨練。畢業典禮時，
胡靖安身穿中國陸軍少將軍服走進
禮堂，受到在場外國官兵全體起立
敬禮。儘管沒有親眼所見，但每當
聽母親講起這段往事，江山都會熱
血沸騰：「他為中國人爭了光！」

海外求學注重維護國家形象
外公的志氣激勵着江山，讓他在
海外求學時也非常注重維護國家和
民族的形象。在美國上中學時，一
次，學校組織各國文化交流活動，
要求學生分別布置自己國家的攤
位，他在攤位上插上中國國旗和香
港區旗，還特別擺放介紹中國經濟
發展的資料。
在江山看來，黃埔精神也是激勵
他們這一代港青創業奮鬥的強大力
量。在美國學成後，江山就回到中
國內地工作。2009年，他創辦匯勤
資本，專注投資內地優質企業。目
前，他的企業正與清華大學電子工
程系合作，在上海落地人工智能大
模型產業化基金和孵化器。
江山還認為，當前的香港青年，
因為背靠祖國而有了更多發展機
遇，他也將繼續發揮自己的優勢，
推動更多港青融入祖國發展，為祖
國統一和民族復興貢獻自己的綿薄
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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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上午，紀念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座談會在上海舉行，來自內地及港澳台的黃
埔校友、黃埔後人和專家學者200餘人匯聚一堂，緬懷黃埔精神。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105歲的黃埔校友夏世鐸（中）表示，要為民族復興、祖國統一終身奮鬥。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在紀念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座談會主題活動上，「黃埔精神．青年傳承」計劃正
式啟動。滬港澳台四地黃埔青年代表共同宣讀倡議書，立志要做黃埔精神的傳承者、
兩岸融合發展的推動者、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實踐者。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