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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军事留学生群体生成探析

陶德臣

摘 要 :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各地方实力派、各种伪政权均向海外派遣过军事

留学生。他们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知识各有差异，知识背景具有多层次性。留学地区较为广阔，多为日本、英国、法

国、德国、美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印度、苏联等地，但不同军种的留学生及不同时期留学的重点地区有所区

别。学习内容涵盖陆海空三个军种的知识，尤以学习陆海军种知识为主。民国军事留学生群体的生成对中国军

事变革产生了一定影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派遣管理混乱、留学生群体规模不大、主要是学习模仿西

方等问题。对民国军事留学生群体发挥的作用，应具体分析。
关键词 : 民国政府 北洋政府 中国共产党 地方实力派 伪政权 军事留学生 日本士官学校

中图分类号 : K25 ; E296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9 － 3451 ( 2014 ) 03 － 0131 － 12
作 者 : 陶德臣，解放军理工大学人文教研室教授 ( 江苏南京 210007 )

民国军事留学生群体在晚清基础上继续扩大，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各地方

实力派、各伪政权均向海外派遣过军事留学生。此外，仍有一部分自费赴国外学习军事的留学生。
学界关于民国留学生研究起步较早，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① 相对于民国留学生研究的大量成

果，民国军事留学生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缺少全面系统研究的论著，②更未见关于这一历史阶段

军事留学生群体生成的专题性研究文章。其实，民国军事留学生与其他社会群体具有显著的区

别，这一群体构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体系。分析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成情况，有利于更好认识其特质

及其对近代中国军事变革发挥的特殊作用，对当前军事留学活动的开展也具有启发意义。

一、军事留学生的来源

民国军事留学生群体比晚清时期更为复杂。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各地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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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有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 : 中华书局，1927 年 ; 林子勋: 《中国留学史》，台北 : 台湾华冈

出版有限公司，1976 年 ; 黄新宪: 《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成都 : 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年 ; 王奇生: 《中国留

学生的历史轨迹》，武汉 :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年 ; 王奇生: 《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桂林 :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 ; 谢长法: 《中国留学教育史》，太原 : 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年 ; 李喜所: 《近代留学生

与中外文化》，天津 : 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年。
相关论文有田久川: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该校中国留学生》，《辽宁师院学报》1982 年第 2 期 ; 麻建科: 《留

学美国( 1872—1881 ) ———中国近代军事留学的发端》，《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 ; 孔令岭: 《抗战前南

京国民政府的军事留学教育》，《东方论坛》2003 年第 1 期 ; 元青: 《演进与变革 : 留学生与近代 中 国 军 事 航 空》，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4 期 ; 唐艳香: 《试论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留苏军事教育与中国革命》，《军事历史

研究》2007 年第 4 期 ; 徐健: 《晚清第一批官派留德军事生 : 动因、表现及影响》，《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 ; 张泽宇: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党员留学苏联述论》，《党的文献》2010 年第 4 期。但以上论文仅从一个侧面

或一个历史阶段研究了军事留学生，未对民国军事留学生进行系统研究。



力派、各伪政权均向海外派遣过军事留学生。此外，仍有一部分自费赴国外学习军事的留学生。
一是北洋政府派遣的军事留学生。1914 年，因辛亥革命而中断的中国陆军留日工作得到恢

复，第十期学员入学日本士官学校，①至 1926 年，日本士官学校共招收 10 期 243 名中国军事留学

生。② 一些因辛亥革命回国的海军留学生陆续返回所在国继续学习。1912 年，海军总长刘冠雄向

英国派遣海军留学生 25 人，向日本派遣 55 人。③ 除此外，北洋政府又向国外派遣了一些海军留学

生，其中包括辛亥革命中的有功人员。3 月，向英、法派出海军留学生 25 人，④9 月，派杨砥中等 13
人赴英学习海军。⑤ 1914 年，将因辛亥革命中断学业回国的原留学日本学习海军的 25 名轮机生派

回日本完成学业。⑥ 1915—1916 年，海军部 派 6 人 赴 欧 洲、26 人 去 美 国 学 习 海 军。⑦ 1918 年 11
月，海军部颁布《驻外公使馆海军武官管理留学员生规则》，12 月，又颁布《英美海军留学员生规

则》，海军留学步入正轨。当年，北洋政府派出 4 人转赴日本海军大学深造。1920 年 5 月，再派 3
人赴日本无线电工厂及电台实习。⑧ 此时期派往国外留学的所有海军留学生超过 180 人。同时，

北洋政府又派遣了一些航空留学生。1915 年，海军部向美国派出 4 人学习飞机制造和驾驶技术，

向菲律宾派出 4 人学习航空飞行技术。⑨ 1920 年，派出 6 人到英国学习航空机械、考察航空事业。
1921 年，这 6 人中的沈德燮、蒋逵转赴美国学习军事飞行技术。瑏瑠

二是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的军事留学生。这是民国军事留学生的主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

事留学活动始于 1927 年，盛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嗣后有一段时间曾停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空军

以派遣官兵到国外接受军事教育训练的方式维持了军事留学的存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留学生由

学员和学生组成，瑏瑡分别前往有关国家学习陆海空三军军事，前者是现役在职军人，具有官阶，后者

是一般学生，尚 无 官 阶。南 京 国 民 政 府 时 期，日 本 士 官 学 校 招 收 了 10 期 682 名 中 国 留 学 生。瑏瑢

1930 年，南京国民政府向英、法、德、意、奥、美等国派出陆军留学生 45 名。瑏瑣 陆军大学曾派出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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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士官学校从 1900 年 12 月至 1901 年 11 月招收第一期中国军事留学生开始，每年招收 1 期中国军事留

学生，1910 年 12 月至 1911 年 11 月招收第九期中国军事留学生。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一活动一度停止。1914 年

2 月至 1915 年 5 月，日本士官学校再次招收中国军事留学生，是为第十期。
郭荣生校订: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370 种，台北 : 文海出版

社，1977 年，第 57—83、159、164 页。
杨志本主编: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北京 : 海洋出版社，1987 年，第 388 页。
杨志本主编: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第 394—395 页。
杨志本主编: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第 408 页。
杨志本主编: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第 418 页。
教育部总务厅统计科编: 《中华民国第四次教育统计图表》“附录”，北京 : 教育部总务厅统计科刊，1916 年，

第 1—6 页。
杨志本主编: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第 515 页。
巴吟轩、巴钟奇: 《巴玉藻生平简介》，《福建文史资料》第 15 辑，福州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刊，1986 年，第 98 页。
蒋逵: 《旧中国航空界见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 27 辑，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1 页。
南京国民政府派出的军事留学生来源有学员、学生两种，学员是指国内正式军事学校毕业的现役军人，学生

是指高中以上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及曾受过军事教育的人。这两种人的知识背景、阅历不同，因而选拔出国留

学时的要求也不同。
郭荣生校订: 《日 本 陆 军 士 官 学 校 中 华 民 国 留 学 生 名 簿》，《近 代 中 国 史 料 丛 刊》第 370 种，第 84—146、

159—161 页。
文闻编: 《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与军事干部训练团》，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 年，第 206—207 页。



名毕业生赴国外各陆军大学深造，其中赴日本 35 名，美国 12 名，意大利 8 名，德国 5 名，法国 3
名。① 1929—1938 年，海军部派出 10 余批约 100 名海军留学生出国学习。1943—1944 年，海军部

又分 2 批向英、美派出海军留学生 100 名。② 此时期的海军留学生总数大约为 300 名。据有关资

料统计，南京国民政府向德国、意大利、美国派出空军留学生超过 65 名。③

三是中国共产党派遣的留苏军事生。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盛于大革

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时期，止于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这些留学生层次不同，有党的高级干

部，也有一般青年甚至战士等。他们有的进入正规军事院校接受系统教育，更多的只是军事短训

班学员，这些人主要学习陆军，学空军的人极少，学海军的人几乎没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产

党派遣的留苏军事生总数在千人以上。1922 年，莫斯科东方大学根据中国学生愿望，选派肖劲光、
任岳、周昭秋、胡士廉 4 人，转赴苏联红军学校学军事。④ 1925 年 2 月，共产国际从莫斯科东方大学

抽调聂荣臻、熊雄、范易、颜昌颐等 23 人，转赴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军事。⑤ 1927 年，莫斯科东

方大学附属军事班招收中国共产党军事留学生，据在当时苏联留学的王凡西回忆 : 该年中国共产

党选派六七百人进 入 该 校 附 属 军 事 班 学 习，6 个 月 期 满 后，少 部 分 人 转 入 苏 联 正 规 军 事 院 校 学

习。⑥ 伍修权回忆: 先后来到莫斯科学习军事的中国学员，总数达到 300 多人，他们在莫斯科东方

大学附属军事班学习 3 个月后，有 100 多人被选送到莫斯科步校继续学习。⑦ 1927 年大革命失败

后至 1928 年夏，屈武、左权、刘云、陈启科、黄济红、刘伯承等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⑧ 莫斯科

国际列宁学院、列宁格勒军政学院( 又称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 、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等院

校都招收过中国共产党军事留学生。中国共产党军事留学生无疑是民国时期军事留学生的精华，

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四是军阀、伪政权及其他政权派遣的军事留学生。军阀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和四川等地的

军阀及伪满洲国、蒙古伪政权、华北伪政权、南京汪伪政权等都或多或少地派遣过军事留学生，甚

至有不同伪政权派遣的军事留学生同在一个国家的同一所学校留学。1923 年，东北军有 21 人被

选送入日本各类军校学习，1925 年 3 月，东北军有 7 人赴法军事留学，1926 年 5 月，东北军又选送

62 人赴日学军事。⑨ 日本将蒋介石政权派遣的留学生及中国各地方军阀派送的学生，“混合编在

士官学校中华留学生队、陆大以及各军事专科学校内”。瑏瑠 空军的留学情况，1923 年 12 月，张学良

领导的东北军航空处选拔徐世英等 12 人赴法国端厦航空学校学习。1925 年 3 月，又选拔高志航、
白景丰等 28 人赴法学习航空。瑏瑡 嗣后，张学良从东北航校选派 4 人赴日本下志津航空学校学习。
1922 年，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军政府选派杨仙逸、张惠长等 10 人赴美国寇蒂斯航空专科学校学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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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南京: 《江苏文史资料》第 79
辑，《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刊，1994 年，第 348—3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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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驾驶理论技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广东国民政府分别于 1925 年、1926 年、1927 年向苏联派出

23 名航空留学生。① 伪政权派出的军事留学生以伪满洲国为最多。据统计，1932—1945 年，伪满

派遣约 200 名士官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②

五是自费军事留学生。北洋政府解除了清末的自费军事留学禁令，不少青年自费出国学习军

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民国军人拥兵自重。握有兵权的人呼风唤雨，叱咤

政坛，这些权重位显的军人，很大部分是军事留学生出身; 二是就业压力大。出国留学，选择学军

事最为明智。学“法律、工业、文学都不足糊口，倒是一旦成为将校，就为立身的捷径”，即使富家子

弟“也志愿为军人”。③ 1931 年，日本的中国自费留学生有 3064 人，其中军事科 339 人，航科 23
人，两共 362 人。④ 1935 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取缔私送军事留学员生办法》，⑤再次把派遣军事

留学生的权力收归政府，明令禁止赴海外自费学习军事。

二、军事留学生知识背景

民国军事留学生的知识背景具有多层次性。一般而言，国内军事院校毕业的学生及已有相当

职级的职业军人，军事、文化知识储备较好，他们需要通过较为严格规范的考试等入学手续才能出

国留学。当然也有一些人靠关系进入外国军事院校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北洋政府时期相当部分军事留学生具有学习军事的基础。由于废除自费留学军事的限制，大

批青年选择出国学习军事，日本士官学校录取八九十名学生，中国青年报考者竟多达四五百人，录

取率仅为 20% 左右。这些报考青年不少还是大学毕业生。出国留学的人中有辞官校长、县长，甚

至还有旅长、师长，这种“高职”留学生学军事的现象，在清末则不多见。而军阀选送自己的部属出

国学军事，其部属主要也是两种人: 一是现任军官; 二是军校毕业生。这些人具备相当的军事知

识，为留学学军事打下了一定基础。而民国初年的海军留学生主要有两种人 : 一是在辛亥革命中

立有奇功，作为一种奖励被派遣出国深造; 二是因为辛亥革命爆发，留学经费断绝而回国的海军留

学生，这次出国是继续完成学业。这两类人，前者有相当官阶，后者有学习海军军事的知识基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事留学生知识背景也各不相同。不少高官及军校学员出国学习军事。

如 1928 年底，前海军舰队司令欧阳格携妻带子到英国海军大学进行为期 5 年的海外游学。⑥ 1934
年，更有黄埔第一期、第二期毕业生邱清泉等人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黄正成等赴德留学。这些

毕业生中还有 60 多人赴美、意、德、法、日等国陆军大学学习。从相关章程看，南京国民政府对军

事留学生的知识背景都有明确要求。1928 年 7 月 20 日颁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遣陆海空

军留学生章程》，规定军事留学生必须具备下列资格: “一、年龄在二十岁以外三十五岁以内者。

二、精通某一国之语言文字，能以直接听讲者。三、在本国高中以上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及军事知

识，经军事委员会认为合格者。四、品行端谨确无嗜好者。五、学术劳绩俱优，经长官考查认为堪

资深造者。”⑦这些规定除第一条、第四条与知识无关外，其余 3 条均强调留学生知识背景。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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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12 日公布的《考选留学国外陆海军大学条例》，对军事留学学员的知识背景要求更高: “一、
国内外正式陆海军学校毕业，其修业期间在一年半以上者。二、毕业后曾赴国内队服勤务两年以

上，确有现任底差者。三、勤勉强健品行端正，确有成材之希望者。四、精通某一国之语言文字者。
五、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者。”该条例提出，留学国外陆海军大学的学员，“每年考选

1 次”，名额为 20—30 名。其中“军政部占总额五分之二”，从中央直辖陆军各师旅及海军各舰队

中选拔。“训练总监部占总额五分之一”，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及各陆海军军事学校中选拔。“参

谋本部占总额五分之二”，从陆军大学校中央直辖陆军各师旅及海军军事机关参谋人员中选拔。①

1929 年 4 月 9 日颁布的《陆海空军留学条例》规定学员应具备的资格为: “一、曾在本国正式军事

学校毕业，学术优秀，合于留学学校入学之程度。二、现充军职 ( 其须经在职年限之长短按学校另

定之) 。三、通留学国之文字语言，能直接听讲。四、年龄在二十五岁以上，三十五岁以内。”规定学

生应具备之资格为: “一、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二十五岁以内。二、精通留学国之语言文字，能直接

听讲。三、在本国高中以上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及曾在本国接受军事教育。四、品行端谨，确无

嗜好。”②该条例首次分别规定了出国军事留学学员、学生的知识背景。1929 年 12 月 16 日公布的

《军政部考选留学员生细则》，具体规定了留学项目和考试科目。留学项目为: 航空( 学员 20 名，学

生 20 名) 、兵工( 学员 20 名，学生 30 名) 、军需( 学员 10 人，学生 10 人) 、交通( 学员 10 人，学生 10
人) 、军医兽医( 学员 20 人，学生 10 人 ) 、宪兵 ( 学员 16 人 ) ，笔试内容为党义 ( 建国方略、建国大

纲、三民主义) 、国文、留学国语文、各别科目。③ 依据这些要求选拔军事留学生，录取率还是比较低

的。如 1929 年 4 月，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共有 3200 人，要求各兵科各队毕业生前 30 名，政治考

试 90 分以上，年龄 25 岁以下者才准保送、考选，经英文、数学、物理、化学考试，仅正取 32 名，备取

15 名。④ 可见录取不易。
当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些军事留学生的军事、文化知识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尤其是各地

方实力派和军阀保送的留学生，军事、文化素质更低，有的甚至根本谈不上有多少知识。如 20 世

纪 30 年代的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四期 120 名中国学员中，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选送的不足 20 人，其

余都是中国各派军政要人直接保送的。这些保送生不少人“在录取上，所谓入学考试只是做样子，

并不凭成绩，完全是按保送人的关系，从收训目的上考虑，来分配录取名额”。⑤ 据留日军事生李昊

回忆，他认识由四川军阀保送到日本的 3 个军事留学生，准备报考日本士官学校，但“他们因为不

会日语，怕考不取”，便请李昊帮助说情，李昊找到日本人山田疏通。山田与日本军部有密切联系，

专为报考日本军校的中国留学生包揽打听情况、代办手续等事，借以收取一定费用。山田交了底:

3 个人中，“有个是郭汝栋的弟弟，有个是邓锡侯的儿子，关系不同，大概是可以录取的，但另一个

没有特别关系，不好向军部说话，录取是成问题的”。考试前，山田让李昊及请李昊说情的那 3 人

到他家去一趟。在山田家，山田拿出题目和答案，对他们说: “我判断考试不外这些题目，你们把这

些记熟了就行。”考试那天，果然就是那些题目。最后，李昊和郭姓、邓姓这两个有军阀家庭背景的

考生都录取了，另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考生，只送了 100 日元，也被录取了。第二十四期日本士官

生中有个姓高的，此人“是有名的对日本人歌功颂德的，为许多留学生所不耻，也被录取了。秋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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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联队有个叫李世庚的，是汤玉麟保送的，年已 40 多岁，还带着大烟泡每天吞服，满口‘大日

本’。还有一个叫于连文的，是张作霖部一个下台军长保送的，写不了几个字，连中国有几个省都

不知道，也是满口‘大日本’。像这样的人，几乎每个联队的中国留学生中，都有一两个”。① 这样

的军事留学生，军事、文化知识储备可想而知。
中国共产党军事留学生基本上是留苏生，一部分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的转学生，一

部分由国内党组织所派，知识背景较为复杂。原留苏学生转学前主要是学政治的，语言文化和政

治素质较好，为他们转学军事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所派的留苏生，有中国共产党高级军政领导，

也有一般干部战士，他们大都经历艰苦环境磨炼，具有丰富的斗争实践经验，其中少数人毕业于国

内著名军校，但大部分人的军事、文化知识储备不足。这也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建军决定的。
这些人需要通过学习补充新知识，提高自身素质。如十年内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军事留学运动的

高潮时期，虽然许多人有实际斗争经验，但缺少文化知识、军事技能。伍修权回忆道: “我们作为莫

斯科步校的第一批中国学员正在学习时，国内又陆续派出几批人，先后来到莫斯科学习军事，到一

九二八年夏季，总数达到三百多人。他们中有‘四一二政变’后跑出来的斗争骨干，有八一南昌起

义后转道来到苏联的军队干部，有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人积极分子，又有受到党影响的河南

农民起义组织‘红枪会’中的进步分子，还有一部分来自冯玉祥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②

三、军事留学生留学地区

民国军事留学生的留学地区具有鲜明特点，多为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奥地利、瑞士、
意大利、印度、苏联等地。不同军种及不同时期留学的重点地区有所区别。

九一八事变前，军事留学生所去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其次是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再其次如

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德国。
去日本的留学生最多。据统计，1914—1931 年 18 年间，日本士官学校招收了 15 期中国留学

生，共计 806 人，其中 1927—1929 年每年都超过 100 人。③ 南京国民政府的留学计划中也将日本

列为重要的留学目的地。1929 年 8 月，训练总监部公布军事留学计划，拟定“自本年度起，每年考

选欧美日留学军事员生 60 名”，学员、学生各 30 名，其中赴日本的学员、学生各 20 名，占总数三分

之二。④ 1931 年 2 月，训练总监部公布《考送陆军留学员生办法》，计划选送 70 名，其中留日 60
名，所占比重更高。⑤ 在海军留学方面，1912 年、1914 年、1918 年、1920 年，北洋政府也派出 87 人

赴日本学习海军。⑥

英国是中国留学生第二大选择地，尤其是海军留学生的主要留学国。1913—1925 年，北洋政

府派 51 人去英国学习海军。英国是同时期中国海军留学生数量仅次于日本的国家。为管理在英

国的海军留学生，1913 年，北洋政府海军部留英学生监督处成立，“专管海军留学生事宜”。⑦ 同年

9 月，任命海军部军学司司长施作霖上校为驻英海军学生监督，派海军毕业学员杨砥中等 13 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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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英国学习海军。①

美国是中国海军留学生新的留学目的地，陆军留学生前往美国的较少，当然还有航空留学生

前往美国学习。据统计，1909—1919 年，赴美国的所有中国军事留学生约为 60 人。② 1929 年，南

京国民政府选拔 45 名中央军校毕业生出国留学，其中 8 名赴美国。③ 这说明赴美军事留学生数量

并不多。但与欧洲相比，中国赴美海军留学生较多。1915—1916 年，北洋政府海军部派出 6 人赴

欧洲学习海军，派往美国的海军留学生为 26 人。④ 此外，北洋政府于 1915 年派出 4 人、1921 年派

出 2 人赴美国学习空军相关知识。
苏联是中国共产党军事留学生的大本营，仅 1927 年冬，第一批派往苏联的中共军事留学生就

达 200 人左右。莫斯科中山大学到 1930 年结束时，有中国军事留学生 500—600 人。⑤ 同时期还

有广东国民政府派往苏俄学习的 3 批 23 名航空留学生。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在民国军事留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下降。1932—1936

年，日本士官学校招收中国留学生 118 名，除 1933 年招收 18 名外，其他年均也仅有 20 多名，⑥这

一数量已大不如前。
与此同时，德国在中国军事留学中的地位迅速上升。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选拔 45 名中央军

校毕业生出国留学，其中报名赴德国 15 名( 后因病死 1 名，退学 1 名 ) 、法国 12 名、英国 11 名、美

国 8 名。⑦ 报名赴德国留学的人数最多，“1934 年希特勒任国家元首，大肆扩军备战，成立各种军

事学校，应允中国政府之请，大量接受中国军事留学生”，⑧无论是陆军留学生还是海军留学生，都

把德国视为留学主要选择地。据海军留德生高光佑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德国学习的中国海

军人员还有 32 人，分别是监造室 4 人、航海军官 14 人、轮机军官 4 人、航海学生 10 人。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事留学生比较多的国家还有英国、美国、意大利、苏联。英国仍然是海

军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据《海军沿革史初稿》资料统计，1928—1938 年，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派

海军留学生 99 人，其中留英 61 人，留德 20 人，留日 8 人 ( 均为 1930 年 ) ，留意大利 6 人，留美 4
人。瑏瑠 60% 的海军留学生前往英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是中国的盟国，中国去英国特

别是美国学习军事的人员较多。1943—1944 年，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又实际向英国派出海军留学

生 50 名。1943 年，向美国派出海军留学生 50 名。瑏瑡 1941 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分批派人赴美国空

军基地接受飞行训练，同时美国在印度培训中国军事航空人员，也可视作中国军事航空人员留学

美国的开始。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又在本土培训中国军事航空人员。此外，意大利则是中国军

事航空人员留学的另一重要目的地。1929 年 9 月，从中央军校选拔出来留德的 13 人中，有 3 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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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转赴意大利空军学校学习。① 20 世纪 30 年代，至少有 65 人赴意大利学习飞行作战、航空工程、
航空器制造等内容。② 中国共产党军事留学生一如既往地前往苏联。卢冬生、刘亚楼、谭家述、杨

至成、钟赤兵此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还有不少人赴苏联边治病边学习，如林彪等。

四、军事留学生学习内容

民国军事留学生主要学习陆海空 3 个军种的知识，尤以学习陆海军种知识为主。陆军留学前

期以赴日本为主，后期以去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为多。海军留学前期以赴日本、英国为多，嗣后

留学美国的人数增多。意大利、美国是航空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军事留学生学习内容，不同军

种有不同的内容。即使学习同一军种，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特点。
( 一) 陆军留学生学习内容

由于民国陆军留学生九一八事变前主要前往日本，嗣后主要前往德国，因此陆军留学生在这

两个国家的学习内容具有典型意义。
民国陆军留学生在日本的学习内容与晚清在日本的留学生学习的内容大致相同，但也因时代

的变迁有所变化。九一八事变前，一般日本军校仍对中国留学生开放，这些留学生基本都是先在

“成城补习学校补习日文，以后分别考入士官、步专、炮专、骑专、户山、明治大学等校”。③ 即先在

成城学校接受陆军士官学校的专门预科教育，毕业后入日本陆军联队实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入士

官学校学习。士官学校的培养目标是中下级军官。中国留学生从士官学校毕业后，进入陆军大

学，但能入该校学习的人很少。陆军大学的培养目标是中高级军官。此外，还有培养各种陆军人

才的专科学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除士官学校之外，其它军校都停止招收中国留学生”。④ 中国

学生考入士官学校后，先要分配到联队入伍半年，即见习士官，期满后才正式入学。据士官学校第

二十八期毕业生赵一雪回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把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联队当兵实习期缩短为 2
个月，且大部分时间在校内，与其军队完 全 隔 离，其 中 只 有 约 两 个 星 期 是 在 东 京 近 卫 师 团 见 习。
1936 年 5 月，他所在的炮兵科学生被分配至近卫炮兵联队见习，但日方故意把中国学生与日本士

兵隔离。由于“无法接触实际，缺乏实践，因而对驮马的驯养和火炮的拆装、操作等技能，都是一知

半解的”。⑤ 入伍期满后，放假约 1 个月，到 9 月，士官学校就开学了。学习科目有: 战术、战史、兵

器、筑城、交通、地形、航空等。术科方面( 包括演习) 科目有: 炮术、驭法、现地战术、测图演习、野外

演习( 包括炮兵实弹射击) 、马术野外骑乘、跳障碍等。学科重点放在战术方面，分为基本战术、图

上战术、现地战术。教官都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比较优秀的学生，他们已经成为部队大队长以

上有实兵指挥经验的军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留学生讲授战术有所保留，特别是后方勤务方面，几乎没有讲，但

对攻、防、追、退等主要战术原则的讲解比较详细，特别是应用战术的图上作业做得比较多，而且认

真”。这样，“日本人达到了他们把中国留学生训练得‘半生不熟’的目的”。赵一雪认为，日本军

官愿意在战术方面教中国留学生一些东西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一是让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传授给中

国军校学生与部队军官，使中国军队的战术日本化。一旦中国与日本打仗，日军就能确实掌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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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队和指挥官的作战规律。二是日本教官教中国留学生时都保留了一手。他们认为日本军人

对于战术方面的研究比中国军人高明得多，同样是一个战术，“应用之妙存乎一心”，相信中国军人

不会运用得比他们强。三是日本利用教中国留学生战术机会掌握每一个人的战术思想，特别是

攻、防、追、退中的惯用战法以及中国留学生的性格和特长等等，将来中国留学生回国当了指挥官，

一旦同日军作战，知己知彼，他们就有打赢的把握。四是为了使士官学校毕业生在中国军队中占

有一定地位，就不能不教一些作战理论给中国留学生。日本人认为，中国留学生今后在中国的地

位，关系到日本在中国的利益。① 因为在这几年前，留学日本 士 官 学 校 毕 业 生 的 口 碑 已 不 太 好。
1929 年，蒋介石宴请中央军校第六期考选即将赴英、美、德、法留学的学生时就说: “你们不论在军

事学校受训练还是到部队去见习，总要注意学习，不要像留日士官学校那些军官一样，部队战斗都

不会指挥，只想当大官，有什么用处?”②这当然影响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生地位的上升，在日本看来

这是不利的消息。
赴德国陆军留学生的学习内容，大体可参看法国的情况，而“英、美、德留学学习情形亦大都相

似”。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分别向英、法、美、德等国派遣军事留学生，其中留学法国的学生 12
人于 7 月 13 日到达巴黎，由于法文基础差，先补习法文 1 年，1930 年 9 月分别进入沙麦逊步兵专

门学校、骚姆机械化骑兵专门学校、枫丹白露炮兵专门学校、凡尔赛工兵专门学校、圣西门陆军军

官学校学习。他们在校学习 2—3 年，部队见习 1 年，游历考察 1 年，包括补习法文 1 年在内，五六

年时间完成学业。这 12 人中的蔡仁清在骚姆机械化骑兵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有 10 个班，每班学

员二三十人，“法国骑兵学校世界闻名，欧美各国都派军官来学习”。主要科目有: 战术、马术、机械

三科。战术课除实兵指挥外，还有图上作业。马术课，每个军官都备有 4 匹马，其中军用马 1 匹，

用以操练，经过战场训练，不畏枪炮声音; 马场乘马 1 匹，专用在马场内练习马术，训练各种动作;

障碍超越马 1 匹，专用于野外跑和跳障碍; 调教马 1 匹，是才入伍的马仔专备调教用的。机械课则

在工厂进行，专备实习修理各种装甲车、机踏车，教官有时讲解各种机械原理和制造。对学会驾驶

技术的学生，学校还发给一张军用驾驶证。中国学生考试与法国军官一同举行。③ 可见，当时留学

欧洲的陆军生也不外乎进步兵学校、炮兵学校、骑兵学校、工兵学校、陆军军官学校，与日本士官学

校中的科目门类区别并不大，且均要经过学校学习理论、部队入伍见习、游历考察这样的程序。
中国共产党派赴苏联留学生的学习内容军政兼顾。这一点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大

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列宁格勒军政学院、莫斯科步兵学校、列宁学院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课程中

可以看出。莫斯科中山大学课程主要有: 俄语、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苏联及东西各国革命史、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党的建设、联共( 布 ) 党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军事知识课、校

外劳动实习等。莫斯科东方大学基础班教学侧重军事课程，包括军事理论、武器操作、实践演练

等，政治理论课程有联共( 布) 党史、列宁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政治经济学等，学校为文化层次较

低的学员开设汉语、数学、地理、自然知识等。④ 伏龙芝军事学院开设战略学、合同战术、总参谋部

勤务、兵种战术、地形学、军事工程学、军事学术、军制学等军事学科，以及战争哲学、国际法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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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各民族文明史、逻辑学、科学研究法、外语等课程。① 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军

事学习主要包括战术学、战役学、指挥学、各种战斗条令条例等，政治学习主要学习政治工作条例、
政治委员条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工作方法等，此外还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

著作以及政治经济学、哲学等政治理论课。② 莫斯科步兵学校军事课包括步兵战术、兵器学、射击

学、地形学、炮兵及工兵课目，还有队列、打靶、投弹、马术、野外攻防演习等，政治课有政治经济学、
政治工作等。③ 列宁学院开设马列主义教程、联共 ( 布) 党史、西欧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哲学、
历史、地理、军事课等。④

( 二) 海军留学生学习内容

民国初年，中国派赴日本的海军留学生主要学习航海、机关、轮机等内容。而且“清末至民国，

中国的海军建设完全是照搬英国海军全套制度”，⑤日本海军也是学自英国，因此，民国时期的中国

海军留学生主要留学英国。赴英中国海军留学生学习内容比较广泛，主要有: 新式鱼雷制造、轮

机、内燃机、涡轮机、水管涡炉工程、驾驶( 包括航海 ) 、无线电、潜艇制造、枪炮、监造、测量制图、鱼

雷快艇制造、坦克车、自动步枪及制造、Ⅹ光线、轻榴炮及制造等。一般情况下，理论学习结束前后

均安排登舰实习。如 1929 年 7 月，南京国民政府向英国派出学员 8 名、学生 12 名共 20 名第一期

海军留学生，进入格林威治海军大学学习。学习期限 5 年，头 2 年到舰队实习，然后回到大学学习

专业。自第三期起，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因订购军舰的付款方式与英国产生分歧，不向英国订购军

舰，引起英国不悦，因而英国就取消了中国留学生登舰实习的相关内容。⑥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海军消耗殆尽。为了打好重建海军的基础，从 1941 年起，海

军赴英美留学主要侧重于实习作战、潜艇见习，并重视学习造船、航海、轮机等，以增进海军军官学

历与知识。
( 三) 航空留学生学习内容

主要学习飞机制造和驾驶技术、航空机械、飞行理论、飞行作战、航空通讯、航空医务、空中摄

影、空中射击、空中轰炸、空中运输、防空、气象、化学等。
民国初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无论是北洋政府、东北军，还是广东国民政府，航空留学的

侧重点在于学习飞行技术、飞行理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航空留学生，在学习原有飞行、作战技

术、航空工程技术的基础上，开始专攻飞机结构、发动机制造、航空材料等，学习机械、仪器、螺旋桨

等技术，以适应空军兵种发展的新要求。抗日战争后期的 1941 年至 1949 年前，南京国民政府派

空军留学生赴印度、美国接受空军军事教育训练，主要是为学习美军飞机驾驶技术，以适应作战及

接收美式作战飞机的需要。
此外，中国共产党赴苏军事留学生，除学习苏联陆军外，也有些留学生在苏联学习航空技术，

如后来在新中国人民空军担任领导工作的常乾坤、王弼，20 世纪 20—30 年代曾在苏联航空机械学

校学习过飞机制造专业。
概括地说，军事留学生的学习领域比较广泛，学习内容比较丰富，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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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三个基本特点:

一是从主要学习陆海军到越来越重视学习航空。航空武器作为一个新领域，产生于 20 世纪

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用于作战的威力日益显露，空军作战功能日益完善，这就为民国

军事留学提供了一个新领域。制空权理论的出现和意大利等空军强国空军学校、空军参谋学院的

建立，促使民国军事留学决策者越来越关注航空留学。随着中国航空机构、航空学校的建立，其对

各类航空人才的需要日益迫切，派员赴西方航空强国学习，是必然选择。
二是各军种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学习内容有所不同。同样是陆军留学，中国留学生在日

本、法国、英国、奥地利、瑞士、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在苏联的学习内容就有相当的不同。由于军事留

学生的来源性质、培养目标的不同，中国共产党赴苏军事生的学习内容包括不少政治理论，主要

有: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各种专门历史课、党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政治委

员条例、国际法和国家法。当然，苏联招收中国共产党军事生的不同学校，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程也

不完全相同，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即使在欧美国家，中国陆军留学生的学习内容也有所区别。
美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只允许中国军事留学生在一般大学里而不是在正规军校里学军事，直到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这一限制才得以放松。① 英国规定，在军校学工兵要有英国大学工学院学历。
三是军事留学生的学习内容明显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前，中日关系尚未恶化，

日本军校招收中国留学生没有多大限制，中国军事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比较方便。九一八事变后，

中日关系恶化，除士官学校之外，日本其它军校都停止招收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的中国军事生人

数大减，学习内容也仅限士官学校的步、骑、野炮、山炮、辎重等科及与培养初级陆军军官相关的科

目。与此同时，中德军事合作进入密切时期，中国军事留学生以德国为主要目的地，学习内容以陆

军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德军事合作走向衰退，军事留学生不再以德国为目的地。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中美军事合作日益升温，美国成为民国海军留学生的重要目的地，同时美国在印度和本

土为中国培训了大量空军飞行人员。

结语

通过对民国军事留学生的派遣来源、知识背景、留学地区、学习内容等四个方面的考察，从中

可概见民国军事留学的四个显著特点:

一是军事留学生群体派遣来源的多样性。民国军事留学生的派遣主体主要有北洋政府、南京

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各地方实力派、各种伪政权，这是民国军事留学生的主要来源。自费军事

留学生在民国军事留学生中居于非主流地位，且主要存在于民国初年，嗣后被南京国民政府取缔。
二是军事留学生群体知识背景的层次性。无论是不同派遣主体正式派出的军事留学生，还是

自费前往国外学习的军事留学生，他们的知识背景参差不齐，既有军事素质、知识储备较好的国内

正规军事院校毕业学生或相当职级的职业军人，也有军事素质、知识储备一般甚至很差的军事留

学生。
三是军事留学生群体留学地区的广阔性。民国军事留学生的留学地区比晚清广阔，包括日

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苏联等军事强国，其中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是

传统军事留学目的地，美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苏联则是新兴军事留学地。当然，不同时期、不

同军种的军事留学重点地区也有所不同，呈现动态性。
四是军事留学生群体学习内容的丰富性。民国军事留学生除了学习传统的陆海军种外，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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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空军这一新兴军种。即使是传统的陆海军种，由于时代的发展，也增添了不少新装备，如潜水

艇、新式鱼雷、坦克车、生化武器等，这就为军事留学生学习新内容提供了必要和可能。
总的来说，民国军事留学生群体的生成对中国军事变革产生了一定影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军事留学在某种程度上开阔了中国军人的眼界，增进了对世界军事现状及发展趋势的了解，

更新了中国军人的知识结构，改善了军事留学生的军事素质，形成了一批日后活跃在民国甚至新

中国军事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对中国军队建设产生了诸多影响。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军事留学也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军事留学派遣管理混乱。民国初年，此问

题更加严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但未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是因为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决定了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二是军事留学生群体规模不

大。受多种因素影响，军事留学生人数不多，且来源不同。这就带来数字统计上的困难，大体为

4000—6000 人，年均仅 100 多人。三是军事留学主要是学习、模仿。旧中国是一个军事落后的国

家，军事留学缺乏自身的军事理论、军事制度与先进武器装备的支撑，因此军事留学主要是循着外

国军事发展的路子进行学习模仿，谈不上自主创新。
对民国军事留学生发挥的作用应作出具体分析。大体而言，北洋政府、各派军阀、伪政权派出

的军事留学生无论从动机还是从效果看，都是非正面的，他们主要服务于维护反动统治、进行军阀

混战、出卖民族利益的目的。当时有国人谴责道: “军阀如此横行，留日陆军学生应负重大责任。”①

自费军事留学生人数少，受制于当时的时代条件，影响也不大。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的军事留学生

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他们中的一些人积极维护反动统治、屠杀共产党; 也有一些人在抗日战争中为

中华民族的利益作出过贡献。中国共产党军事留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

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为人民军队的

高级将领，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人民军队各军兵种的创建和发展，为人民军队军事院校的

创建和发展，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刘伯承、萧劲光、聂荣臻、朱瑞、伍修权、刘亚楼、李卓然、刘

伯坚、熊雄、左权等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留苏军事生的杰出代表。

( 责任编辑 张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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