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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陈铭枢军政职官任免筒辑

韦奇才(辑)

陈铭枢(1889—1965)，号真如。广西(原广东)北海市合浦县璋嘉村人。

1925 年 2 月 1 日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当时，广东军政府组织黄埔军

校学生军和粤军许崇智部，讨伐盘踞在广东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3 月底陈炯

明部被击溃。第一次东征结束)

1925 年 7 月 26 日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师师长。

1926 年 9 月—10 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在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

(这一战役，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四军军长陈可钰。1926 年 8月，国民革命军

突破北洋军阀吴佩孚部的湘鄂防线，逼近武汉。9 月初，北伐军总攻武汉 3镇，

6 日攻克汉阳，7 日占领汉口，10月 10 日最后攻克武昌。至此，基本上消灭了

吴佩孚的主力，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1926 年 9 月—11 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军长陈可钰。此时，

是北伐南昌战役)

1926 年 11 月 27 日任(1927 年 3月 10 日免)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副

军长蒋光鼐，该军由第四军第十师扩编)

1927 年 1 月 10 日任“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委员。

1927 年 3 月 10 日免武汉卫戍司令。

1927 年 3 月—1928 年 2 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广东分会委员。(辖两广

军政事务)

1927 年 4 月 26 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

1927 年 4 月 26 日任(1927 年 5 月 11 日免)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

1927 年 6 月 27 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训练部主任。

1928 年 1 月—6 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辖第十、二十四、二十五

各师，补充师、新编第六师。属第八路军)。

1928 年 2 月 7 日推选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 年 6 月 28 日任(1929 年 7 月 8日免)广东省政府委员。

1928 年 6 月后任第三师师长。(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北京后，军制整编，取

销集团军、军编制，改为师)

1928 年 11 月 27 日指定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1928 年 12 月 4日特派任两粤账灾委员会委员。

1929 年 3 月 2 日特派任国民政府账灾委员会委员。

1929 年 6 月 12 日替代广东省民政厅厅长。

1929 年 7 月 8 日任(1931 年 4月免)广东省政府主席。

1929 年 7 月 22 日任广东治河委员会委员。

1931 年 6 月 14 日选任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931 年 7 月—9 月在第三次“围剿”参战部队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1931

年 7 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再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至 9月 15 日方石

岭一战，第三次“鼹剿”被粉碎)

1931 年 9 月 30 日任淞沪(上海)警备司令。

1931 年 9 月 30 日任(1931 年 11 月 11 日免)京沪卫戍总司令官。(京沪卫戍

司令长官公署成立前)。

1931 年 11 月 11 日任(1932 年 1月 6日免)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司令官。

1931 年 12 月 15 日代理(1931 年 12 月 29 日免)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1931 年 12 月 28 日推选任(1932 年 1月 29 日辞)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1931 年 12 月 30 日特任(1932 年 10 月 28 日免)交通部部长。

1931 年 12)2 国民党“四大”选任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2 年 1 月 28 日选任(1933 年 12 月 15 日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2 年 5 月 30 日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委员长蒋中正)

1933 年在职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委员长汪兆铭)

1933年11月22H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中央政府委员兼文

化委员会主席。(1933 年 11 月 22 日驻闽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联合国民党内

反蒋的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亦称“福

建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委员 12人。公开反蒋，宣传抗日。1934 年 1 月 15

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内部分裂和蒋介石的军事“围剿”而失败)



1934 年春以后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重新编组后的军队，

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蔡廷锴，参谋长：邓世增)

1938 年 1 月 15 日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4 年 8 月以前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

(本文辑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及有关方面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