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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嵩事略

·欧发仁·

张君嵩、字岳宗，广西(原广东)合浦人，国民党军中将。素好古籍，尊前

贤、有古贤者之风，其友常以“张古老”称之。张氏青年时期便投身军旅。毕

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先后经历北伐战争，淞沪抗战，“福建事变”，抗日战

争和内战，最后被其所辖部队起义击毙、时年 51岁。

张君嵩出生于 1896 年农历五月初七，黄稍村外白坟边，世居合浦营盘乡青

山头村，家素渔农。其父张有发家境贫困，十余岁仍衣不蔽体，后蒙其六兰村

姑母接去抚养，初为姑家放牛，继而参与各项农活，以勤劳能干，颇受姑母一

家疼爱；为其娶妻林氏、(南康登颜场村人系善良贤慧妇女)，张、林结婚后互

相协作，克勤觅俭，从事渔农，直至张君嵩发迹，仍不辍劳作，他俩也不以将

军门第而显耀于人，既不欺凌乡里又不虐待佣工、侍婢。张有发生有三男一女，

张君嵩居长，次子张君仑、女三妹，嫁本村黎家、四子君岩。

张君嵩天资聪慧，反应敏捷，幼时就读于村里周家明私塾，后转至岳塘村

邓鉴秋学舍，旋就读于南康高等小学毕业。张博览群书，当张辍学时，邓屋村

就聘其开馆为师，尔后卖罗山村、里头塘村也相继聘请，各处对张颇为赞誉，

时因入学者不少人比张君嵩年长，故人们对张有“先生仔”之称。

张君嵩于 1920 年在里头塘村任教时，适遇匪风泛起，著匪罗汉初、温德甫

“打单”青山头村“开角”，扬言要三百白银，倘若拒交即纵火焚村，鸡犬不留，

张君嵩为了父老妇幼生命财产安全，毅然出面与匪周旋，此事为当时清乡督办

卢燮兴获悉，便以张君嵩有通匪之嫌，通令捉拿查办，张君嵩在军匪胁逼下，

正设法逃避，恰遇国民党粤军杨鼎中部少校副官邓益物色人员护送其眷属往阳

江，其家属推荐张君嵩护送，张君嵩趁此机会到了阳江便不再回乡了，只函告

学塾董事另聘贤能接替，张自此辍教从军，初在粤军第一师第四团一营二连充

任司务长，张在职期问，颇具进取心，每天在完成本职工作后，自动参加列兵

训练，所学科目无不娴熟、教官常以他为标兵，时加赞许，并以其为人机警，



办事认真，体魄素质尚符合军人标准要求，遂建议上级送他进军校受训，获准

后，张君嵩初在师部短期训练班学习、成绩为全从之冠，结业后调任排长。1924

年考进黄埔军校，在学期间曾参加北伐，1925 年春于黄埔军校毕业后，在蔡廷

锴部任连长，任内奉命清剿徐闻山土匪有功，擢升为香斡屏部第三营营长，驻

军东兴，防地与越南毗邻，一水相依，当时越南为法国统治，法军不受任何约

束，大摇大摆随时进入我东兴街，而我军人员进入越方的芒街，却要接受岗哨

全身搜查才能入境。张君嵩目睹中国军人受此侮辱而愤愤不平，即向对方提出

严正抗议，行文法国驻芒街当局，要求法国当局取消该项不平等的做法，否则

中国队亦对法军采取相应的措施，结果法国驻芒街当局被迫就范，在此期问，

张君嵩还支持、参与学生的抗日宣传，抵制日货，查缉私货等爱国运动，每当

缉获烟土即就地销毁。一次张氏风闻陈维周家里藏有大量烟土、即派兵搜查却

无所获，嗣后被陈维周控告，陈济棠得悉，大发雷霆，以陈维周为其兄长，张

乃其部属竟不为留颜，因此张被斥后即撤去营长职务。

张君嵩 1927 年在东兴被革职后，即奔赴广州、投靠当时任第八路军总指挥

参谋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和公安局长要职的邓益能(世增)蒙邓委充卫戍团团长，

致力于治安。1931 年冬邓调任十九路军参谋长时，张君嵩随之任十九路军 446

团周长。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对中国加紧侵略、企图并吞整

个中国，竟于 1932 年 1月 28 日制造事端，于深夜 23点 30 分进攻上海，在闸

北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翁照垣旅袭击，军长蔡廷锴自发下令守军进行自卫还

击，痛歼来犯之敌，时任十九路军 466 团团长张君嵩身临前线，率先指挥全团

向侵略者打响第一枪，在他的英勇行动激励下，全体官兵视死如归，经昼夜忘

我奋战，短兵反复拼杀，歼敌无数，终将敌寇拒于防地之外，与敌针锋相对，

持续两旬有余，使敌无法越雷池半步，打破抗日必败的悲观论调，树立全国人

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并引起了国际重视，认为中国不易轻侮，造成“一·二八”

历史的光荣事绩，深受举国上下的赞许，纷纷捐钱、物慰劳十九路军。宋庆龄、

何香凝等各界爱国人士，组织慰问团赴前线慰问，使前方官兵身受极大鼓舞，

张君嵩因战功卓擢升为 156 旅旅长。淞沪抗战结束不久，同年三月，蒋介石阴

谋借刀杀人，妄想达到其“一箭双雕”之目的，遂强迫十九路军离开抗日前线，

限令五月间开赴福建“剿共”。



1933 年 11 月 22 日，驻闽十九路军将领联合部分爱国将领、名流、在福建

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宣言抗日，十九路军扩编，张君

嵩于 1933 年 11 月 24 日就任第三军第三师师长，重新编组后，任人民军第一方

面军第六师师长。福建事变失败，1934 年 1月 30 日，十九路军余部被迫接受改

编，其中部分军官资遣回籍，一部分则改编留用；另一部分送入中央军校高等

教育班第二期受训，考取入校的少校以上军官七、八十人。被送入洛阳军分校

的尉级军衔以上军官约三百人，他们当中只有张君嵩一人被送入陆军大学特一

期学习，从此张氏始投靠蒋介石参加中央情报机关之地下工作。戴笠对他很信

任。陆大学制三年，时因粤局波动，张受训将近结业时，便奉蒋介石之命、与

李节文、李崇诗等蓝衣社骨干，在广东行营的掩护下发展蓝衣社组织，当时广

州市长曾养甫指派张君嵩任社训处处长，社训处开班训练四期，后将参训结业

的三千余人，调配公安系统。1936 年张君嵩被委为广东全省水陆缉私处处长，

兼税警总团团长，所有广东出口孔道均由该团驻守，一时私枭敛迹，漏扈大塞。

1938 年日军南犯，10月 12 日的拂晓在我南海大亚湾澳头附近强行登陆，张君

嵩率团掩护广州市及省属机关人员及物资经三水、四会公路转移四会，阻击日

军北犯，全团官兵苦守马房沿岸凡一年，将日军所占的三水阵地控制，敌我对

峙一年中，击沉日军汽艇、橡皮艇甚多，发生大小战斗几百次，其中红旗岭一

役尤其悲壮惨烈，我军营长李其林，连长彭东源、钟国华、周仕兴等几位军官

和百许健儿在战斗中为国捐躯。1939 年春，税警总团奉命改编为暂八师，张任

师长，归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挥，1939 年 12 月 20 日至 1940 年 1 月 10

日参加粤北第一次会战，张守芦包、克清远给日军以严重的打击，受到当地人

民的盛大慰劳，获奖两次。并蒙(蒋介石)传令嘉奖；授海陆空甲种一等奖章。

后张部奉命驻守湖南长沙，1941 年九月十七日至 10月十八日参加第二次长沙会

战，张部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薜岳指挥。中国投入战役十个军，约 27万人，中

国军队采取正面逐次抵抗，双方伤亡较重，后日军终被包围，日军见态势对它

不利而退回原阵地，此役张君嵩部所处阵地不利加以部队复杂指挥不灵几乎全

军复灭，张君嵩与参谋长李伯颜，卫士周家光化装从长沙南面方向潜逃，走至

山坡一口白坟处拟暂休息，可瞬问回首见有日军衔尾追来，张君嵩向周家光开

玩笑说：我出生于白坟边，而今日本仔非要我死于白坟处不可?周家光负起卫士



的责任，事不宜迟，即促两位主官择路潜逃，由他断后掩护，周家光弯山曲水

掉脱敌人后追，经六昼夜才转回到株洲，行至株洲桥遇着本国军队派兵守桥警

戒，周家光接受了岗哨搜身检查，给对方发现有驳壳枪外还有人参数两，身上

也裹藏着大量纸币，对方明知周是该战区所属，但见其孤身无助，骤起谋财害

命的邪念，周家光自想着这次没有死于敌人的枪口下，恐怕无辜死于同行，幸

得此时桥头的那一端有几个说广州话的军人，周家光籍此大声呼喊；兄弟请过

来相助一下，这几个兄弟听到广州话的呼喊声即跑过来问个究竟，即允许周家

光过桥回到司令部收容处，找到张君嵩、张见周时几乎认不出其人，周家光受

尽几昼夜的饥寒折磨，艰难地回到收容处共约 80余人，事后张君嵩被免师长职，

去中央军官训练团学习，周家光回到北海另谋职业。1944 年 5月 22 日长衡会战

开始，日军分三路向湖南长沙进攻，长沙守军经抵抗后纷纷败退，日军 6 月 19

日夺取长沙、株、遂一线以众寡悬殊相继失守，军长方先觉固守衡阳 47天，给

日军重大的打击，最终由他下令向日投降，衡阳于 8 月 7日陷落。6月 22 日敌

军进攻衡阳，中国军队开始著名的衡阳保卫战，张在此时复职，参加衡阳保卫

战，激战数昼夜，击溃日军一联队于来水之滨、克肥江、解郴、永之危，此役

乃张师最光荣之一役。十月奉军事委员会令：铨奖字第二四六七号令颁赠云麾

勋章乙座。十一月奉命晋升暂二军副军长并仍兼师长职。

1945 年抗日胜利后，张调任中训团军官总队长，后任中训团将官班第二组

组长。1947 年秋调任(天津)水产班主任，1947 年 9月 19 日宋子文任广东省主

席时，议增设第十清剿区于湛江，辖五县市：(湛遂徐海廉)使第七、八两清剿

区不致有鞭长莫及之难，在物色人选时，张君嵩经广东省保安司令黄镇球建议

调任该清剿区司令，但迟未落实。1948 年七月十日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攻打湛

江后，国民党增设第十清剿区即在短期内宣告成立。新任清剿区司令张君嵩即

在广州招兵买马，并向宋子文力争以实力支持，经广州绥署核拨他御林军警卫

第二营一个营，并另准其就地组织一个独立十二营，再由合浦保二团调一一个

营归张君嵩指挥。张氏到湛后，增设一个前进指挥所，由邓伯涵兼主任。张在

职任内亦兼粤桂南剿总指挥部副指挥、后为中将代总指挥，张到任后并非单纯

军事行事，他还懂得政治策略的重要，所以提出清剿的计划中实行一分军事，

九分政治的措施，他到任后，立即整顿党政军，雷州半岛三县都调换了县长，



当了十几年徐闻县长陈桐、调长海康、海康薜文藻，调长遂溪，新任徐闻县长

廖国彦。还通过地方势力，保甲长流氓分子组成广泛的特务网，每保找两个地

方特务做其耳目，他把保十团六个连长撤换，并俟机找陈一林团长之错过，将

其赶走。时在 1948 年 12 月 19 日张偕同广州绥署视察点验组主任颜伟清等 20

余人，驱车六辆经过一番伪装，由湛江出发遂溪县城，点验其部属粤保安第十

团时，被陈一林起义部队在驻地预伏机枪将其击毙、张死后，蒋介石特颁零 311

号令追赠上将军衔。

张君嵩在国民党内掌兵有年，由司务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

师长、副军长、中将司令、戍马一生，不事生产，身后萧涤。遗下梁、宁两房

妻室，一女三男、各有生计，梁氏为南康镇小马头村人，系殷实妇女，一生勤

劳、耕耘于农村，1952 年病故。宁氏璧珍，防城县东兴籍，随夫在外。个性倔

强、厌恶邪恶诡行。于 1948 年驻湛江时，同乡商入郭兆荣夫妇，被张瑞贵军令

部余贵华以公报私仇关押在狱，宁氏获悉后、遂排除邪恶权势，鼎力主持正义，

将郭某夫妇营救出狱，宁氏之举，为人所赞许。长女张海汝，建国后，投身于

新中国建设，今退休定居于广州市。子张海济，建国后，为新中国卫生事业献

计出力，曾为海南省某医院大夫，后调广东省防疫站工作。张容(即海涵)，张

安、均毕业于大专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