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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崇武 (1899—1978)，字广忠 , 是清华

学校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允文允武，在清

华时是体育健将，学生领袖，成绩优异。

他来自革命的家族，父亲、叔父辈都是晚

清湖湘革命组织华兴会的骨干，同盟会的

坚贞会员。留美时 , 他在著名的大学和军

校完成了文武课程，既拥有土木工程的专

科知识，又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如很

多清华同学一样，他有强烈的报国使命感。

父辈革命的血脉和同学间相互砥砺，塑造

了他义无反顾以生命来振兴中华的不凡志

向和坚毅决心。这样一个优秀的爱国青年，

回国后应该有大展抱负的机会，但在近代

史册上他好像没留下什么墨迹，在上世纪

中国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究竟遭遇到怎

样的命运呢？.

满门忠烈之陈氏家族

陈崇武原籍湖南湘阴，从小跟随父亲

寄籍在长沙。他来自清末的革命家庭，父

亲陈嘉会 1902 年与黄兴等赴日本法政大学

深造 , 回国后参加了黄兴创立的华兴会，

1905 年华兴会与兴中会、光复会合并为同

盟会后，复为同盟会会员，投身革命事业。

辛亥革命成功后，被选为国会议员，出任

南京留守处秘书长、黄兴秘书。其后的二

次革命、护国、护法、北伐各战役均参与

其中。陈崇武的叔祖父陈季藩也是 1902 年

选送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参与黄兴领导的

甲辰起义（1904）。陈崇武的四个叔叔均

为同盟会会员，叔父陈嘉勋曾考入清华学

堂，1911 年赴美留学，1917 年获哥伦比亚

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陈崇武的哥哥陈崇

法，是 1918 年清华留美学校放洋同学，在

美国理海大学获采矿工程学士。陈崇武在

有着这样的革命传统和留学氛围的家族里

成长，自然养成一份炽烈的爱国精神和追

求先进知识的志向。

清华之全能领袖

陈崇武入读清华学校的时候，正是辛

亥革命后学校的变革时期，在周诒春校长

主政下，推行德智体群美五育并举的全人

教育。在辛酉级同学中，陈崇武是全能学

生的佼佼者。在清华园的学习中，他表现

出卓越的体育才能和领袖风范。根据《清

华周刊》所载，在 1917 年的辩论比赛中，

陈崇武担任国语组的主席，辩题为“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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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现今中国较军国民教育为尤要”，

英文组主席是闻一多。在体育方面，无论

田径和球类比赛他都是优秀选手。他参加

远东运动比赛，创造了撑竿跳的全国纪录

(10 英呎 6 吋 )，在 1919 年 4 月 5 日的北京

联合运动会上，他更创出 10 英呎 9 吋的新

纪录。他是清华篮球校队的主力，学弟梁

实秋回忆清华篮球队比赛的雄风时亦历历

在目：“清华的阵容主要是以时昭涵、陈

崇武为前锋，以孙立人、王国华为后卫。

昭涵悍锐，崇武刁钻，立人、国华则稳重

沉着。五人连手，如臂使指，进退恍忽，

胜算较多。”陈崇武健硕雄伟，有 1 米 80

身高，加上脸孔轮廓分明，面色红润，一

身古铜肤色，肌肉结实，是一众清华同学

公认的文武全才。陈崇武很喜欢与学弟们

一起打球，他认为将来要留学美国，学成

回国建设国家，所以激励学弟在运动之余

要用功学习。癸亥级（1923）的李先闻曾

在忆述中说：“陈崇武是我们运动场上的

龙头，他本人是代表远东的选手，是中国

去菲律宾参加撑竿跳的，同时也是学校篮

球足球等项目健将，足球是‘守门’的，

球艺相当高。记得有次化学大考，我陪他

熬了一夜，温习功课，眼睛睁不开时，用

冷水洗脸，我们之间感情很不错。可是后

来当我英文不及格时，有天我照常和他去

玩手球，将到运动场，他说：‘你功课不

合格，不配同我们玩。’他这两句话使我

听后觉得比老师给我不及格还难过。从此

就用功读书，一改以前得过且过的态度。”

陈崇武与一些辛酉级同学都是清华学

弟眼中的领袖，如闻一多、时昭涵、罗隆基、

何浩若、萨本栋等都是活跃分子。五四运

动爆发时，他是学生领袖之一，领导和组

织同学参与了游行。陈崇武与同是湖南籍

的何浩若志趣相投，大家都认为将来到了

美国，除了要学习专科学问，还要学习军

事知识，回国后以军事救国。由于擅长打

篮球的关系，陈崇武与孙立人十分友好，

感情如兄弟一般，孙立人在学校遇到烦恼

时，也会向他倾诉，征求他的意见。二人

想法一致，都认为国家内忧外患，必须以

军事来振兴中华，尤其到了美国留学时，

要维护中国人的尊严。

美国之文武教育

陈崇武是清华辛酉级 (1921) 毕业生，

但到 1922 年才到美国留学，因为他参加了

北京学生抗议“六三惨案”的罢考斗争，

被学校惩处延后一年才出国。根据美国的

入境纪录，陈崇武和何浩若等同学在 1922

年 7 月 16 日乘坐美国提督邮轮公司麦甘理

总统号从上海出发，7 月 31 日抵达美国西

岸的西雅图，8 月 1 日经海关检查入境。

当年毕业的壬戌级的同学，则在 8 月 20 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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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中国邮船公司的南京号到美国。

到了美国后，陈崇武首先在麻省理工

学院修读土木工程，在 1924 年毕业。他在

麻校读书时，同年到美国的清华同学朱世

明（1898—1965，1922 壬戌级）也在麻校，

他比陈崇武年长，是湖南双峰县人，来自

有名的军人家庭。朱世明的祖父朱程宗曾

跟随老师罗泽南创立湘军，对抗太平军。

父亲朱继绎在甲申中法战争台湾战役中以

孤军对抗法军而著名。他们二人的家庭背

景相近，又有同省籍之谊，二人都有学习

军事的意向，所以相约到美国军校深造。

毕业后，陈崇武到了威斯康辛大学进

修水利工程，当时何浩若正在该校修读博

士，而另一湘籍好友赵君迈也在大学里，

赵君迈的堂兄赵恒愓是湖南军政界握有大

权的人物。赵君迈也喜爱运动，尤善于摔跤，

是威斯康辛大学的常胜冠军。大家走在一

起经常讨论中华民国的前途，对军阀横行、

列强侵凌都十分愤慨，认为在完成大学课

程后要进修军事，商议后选了有美国后备

军官摇篮称誉的诺维基军校。壬戌级的湖

北籍同学曾锡珪到美后即入读此校，读了

一年才转到弗吉尼亚军校深造，他本来希

望入读西点军校，但西点要两年后才有空

额。曾锡珪经常向清华同学介绍美国的军

校情况，所以陈崇武等同学对这所军校亦

有认识。这所军校除有本科课程外，军事

训练里尤重骑兵训练。学生不单要控制马

匹在陡坡地形行走，还要以骑兵队形冲刺，

这对于没有骑马经验的学生来说，是很大

的挑战。陈崇武知道已有清华湘籍学弟齐

学启和孙福麟在诺维基就读，他们都有军

事救国的志向，所以大家便一早通了信息。

诺维基每年批准中国学生入学的人数很少，

除了本科生外，诺校也会收录一些已获得

美国大学学位的中国学生，接受短期的军

事学习，属于特别班。陈崇武和何浩若到

了诺维基军校，一武一文，不久便成为诺

校的注目人物，在诺校的周刊上经常见到

关于二人的报导。这份周刊是由学生编辑

的，当时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人有很大的歧

视，在军校中尤为明显。但陈崇武的运动

才能受到诺校同学的高度称赞，使他们对

1926 年威斯康辛大学 Chinese Club 同学合照，陈崇武站在第 4排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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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观感有所改观。陈崇武在诺维基

亦展现了剑击和射击的天份，他是诺校这

两项运动的校队成员。在诺校同学录中这

样描述陈崇武：“在只有3个月的训练下，

他成为爱德华上校的剑击队里的一名正规

队员，而且他也是一名出色的射击手。在

射击运动里，陈轻易便击中公牛。”

陈崇武、赵君迈、何浩若等中国同学

因为体育表现甚为出色，所以备受诺校的

同学注目，而他们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和

如何贡献建设国家的看法，也在刊物上有

所报导。在中华民国成立 15 周年 (1926) 纪

念日上，陈崇武和何浩若、赵君迈、朱世

明、姚楷在枫林区的葡萄街举办了一次独

特的晚宴，邀请了诺维基军校的主任、军

官、教员及家眷和诺城的著名新闻记者等

近四十人出席，陈崇武和同学下厨烹煮了

四道中国菜，包括炒面、鱼菜卷、炒粉丝

和杏仁酥。何浩若和陈崇武、朱世明都是

一年特别班的学生，他们会在第二年回国。

在席上，由何浩若以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为题作演讲，他和陈崇武等同学认

为民族主义运动应针对吴佩孚和张

作霖两个军阀，因为他们向英国和

日本寻求帮助，这使中国未能摆脱

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无法建立真正

的共和国。

1927 年陈崇武怀着奉献的心，

离开异国美利坚回到祖国，致力帮

助国家建立真正自主的共和国。

建设国家 从军救国

根据诺维基大学的纪录，陈崇

武在诺校读了两个学年（1926—

1928），主修土木工程，但他未完

成课程便离校，所以属于“未毕业学生”。

陈崇武在 1928 年初回到中国，可能和何浩

若一样，因为国内的家人或友人召唤他们

回国服务，所以提早回国。何浩若是因为

受聘到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而离校，

陈崇武的原因是什么，他在自传中和诺维

基大学的纪录中都没有交代。

陈崇武回国后便到叔父陈嘉佑的第 14

军担任骑兵团筹备处主任兼交通处长，这

可能是他提前回国的原因。但两个月后，

由于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成立骑兵团无

疾而终，也只好到其他部队寻找发展机会。

从美国军校毕业回国参加军队的清华学生，

除非有人介绍，否则很难在军队找到带兵

的机会，因为一般带兵军官的职位都是由

保定、黄埔毕业生占据，他们如要加入军队，

多做技术军官。

陈崇武在美国修土木和水利工程，他

希望学以致用，因此在 1928 年 9 月由内兄

余籍传介绍，到新设立的湖北省建设厅鄂

北省道工赈工程处出任主任工程师。余籍

 陈崇武 (左 2) 和余蕙传 (右 2) 在美国与友人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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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是公路工程专家，当时正担任长沙市政

筹备处长。陈崇武的主要任务是要勘查鄂

北公路的路线，特别是建造老白公路（由

湖北老河口至陕西白河县城）中襄郧省道

部分路段，这条公路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

值。1928年10月，湖北省政府以“救灾为名，

治安为实”，组建了鄂北工赈工程处，任

命鄂北行政委员林逸圣兼工赈工程处长，

陈崇武担任工程主任，筹集工赈款250万，

用以修建襄郧省道未完成的工程。

为了解公路的地理状况，作为公路建

造规划的参据，陈崇武先对各路线进行勘

察。老河口至白河之间的公路选线十分艰

难，陈崇武曾两次踏勘襄郧及均县白河诸

线，经比较结果，他建议以老白公路为干

线，为便利均县及郧县两县城，另筑草（店）

均（县）和十（堰）郧（县）两支线。对

于勘探工作，陈崇武必亲历亲为，他将在

美国麻省理工和威斯康辛大学所学的工程

知识，应用在国家的建设上。据余亚士所

记，陈崇武只身携带必要的仪器和工具，

跋山涉水，在三天内步行了 540 华里（约

为 270 公里），这非有过人的体能不能完

成。1928 年冬天，陈崇武勘测完老河口至

均县的路段，遂即“以工代赈”，召集当

地灾民由保甲长带队到工地。工赈处派技

术人员指导，当地驻军督修。第二年5月，

老河口至花街段落成通车。由于财力不济，

鄂北工赈处施政困难，陈崇武便在 7 月离

任，10 月间由余籍传介绍到汉口市工务局

担任工程科长。据陈崇武《自传》，他先

后担任过湖北省政府水利局工程科科长、

建设厅技正兼湖北省会工程处主任等多个

技术职位。

1928年 8月国民政府结束军事行动后，

开始进行都市规划和建设，正需要工程人

才。陈崇武在汉口任职时期，参与城市建

设的工作，曾设计并督造汉口盐业银行大

楼、中山公园内一幢西洋式大花厅。大花

厅于上世纪 80 年代还存在，盐业银行后来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重新修造。

1931 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水灾，自 7

月 20 日起，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发生

了大水灾；28 日江、汉水涨，汉口全市被

淹。为了统筹救灾，南京政府在 8 月 14 日

设立救济水灾委员会。当时汉口市工务局

局长陈克明推荐陈崇武参与工作，陈崇武

被委任为救济水灾委员会总工程师。当洪

水威胁武昌市时，陈崇武巡视水患至城外

的赛湖堤时，发现堤身出现险情，监修军

警为了保命已经撤离，数千民工见监警走

了，便随之下堤。陈崇武见没有民工做护

堤工程，堤身如崩坍，洪水将淹没武昌城。

于是想出一计，命监工人员搬一张竹床放

在堤上，然后当众在床上睡觉。见总工程

师不怕死，要以身护堤，于是数千民工再

度蜂拥上堤。陈崇武亲自指挥加固工程，

紧急抢险，最后赛湖堤顶住了大洪峰，武

昌市避过一劫。陈崇武为这次抢险护堤作

了一首七言绝诗：

五百勘程三日完，披荆斩棘意犹欢；

长堤醉卧蛟龙静，首义城台磬石坚。

重穿戎装 踏上军途

陈崇武最后由技术官僚转变为专科军

职，是由担任财政局淮北盐务稽核分所上

校税警课主任开始。宋子文在 1930 年担任

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鉴于国民政府

在军政费用上支应困难，为了保障和增加

盐税收入，决定整顿北洋政府留下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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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盐务缉私队，成立一支现代化的武装缉

私部队，1930 年底在苏州海州 ( 今连云港

辖区 ) 组建税警总团。1934 年 2 月，老同

学赵君迈时在税警总团任职，介绍陈崇武

到财政部辖下的两淮盐务稽核分所，担任

淮北盐务稽核分所上校税警课主任，这虽

是分所职务，但事关庞大的盐税利益，所

以权责尤重。陈崇武在分所任职至 1935 年

5 月，然后开展一段短暂但对他意义重大

的军旅生涯。

陈崇武曾在税警总团担任少将参谋长，

这事较少人知道。参谋长最初聘请了清华

22 级的曾锡珪担任，他留美时先后在诺维

基军校和弗吉尼亚军校学习，获得学士学

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陈崇武担

任税警总团参谋长应该在曾锡珪 1935 年 8

月调任两淮税警局长前后，这个局是将淮

南税警局与淮北稽核分所所属税警合并。

孙立人在 1932 年 1 月加入税警总团，陈崇

武出任少将参谋长时，他正担任第四团团

长，自长沙后二人再次共事。同时赵君迈

在第一团担任团长。这是陈崇武唯一一次

与孙立人、赵君迈两位好友共事。陈崇武

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担任税警总团参谋长，

又为时多久，现在并没有充分的证据。不

过这很可能是曾锡珪向宋子文或总团长温

应星推荐的，曾锡珪极得宋子文和温应星

信任，他的两淮税警局握有极大的权力，

手下有一万多人，实力雄厚。根据陈崇武

的《自传》，他在 1935 年 6 月至 12 月担

任税警总团少将参谋长，时间并不长。他

在 1936 年 1 月调到南京的铁道部简任专

员兼业务司帮办，并兼铁道队警总局少将

副局长，这职务是同学朱世明介绍，直至

1937 年 8 月。

抗战爆发后，陈崇武担任过不同的军

职，主要是战时极为重要的交通运输。

1937 年 9 月，担任交通部平汉铁路管理局

副局长，兼军事委员会铁道运输司令部中

将参谋，兼平汉线区中将司令。战况蔓延后，

国民政府为战略需要将辖地划分为不同的

战区，在 1938 年 2 月为配合“持久作战，

巩固武汉”的战略，重新划分为九个战区。

陈崇武出任在原有职位上兼任军事委员会

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交通处中将处长。陈

崇武受命镇守平汉铁路，负有很大的军事

战略责任。余亚士曾记述陈崇武亲身参与

炸毁黄河大桥阻断日军南下的事迹：

“七七事变，抗日军兴后，他担任平

汉铁路线区中将司令，最高当局为阻止日

寇南渡黄河，决定在必要时炸毁黄河铁桥，

而将这项艰巨的任务责成他去执行。当时

军令极严，日寇未到桥边，炸了桥要军法

从事，日寇如果过了桥，即令桥毁，也照

样要军法从事。为了严格执行命令，他先

行撤走两岸附近的老百姓，运走国家重要

物资，然后亲自指挥部署，安排炸药，同

时也率部坚守桥头。直待日寇先头部队强

行上桥，无法阻挡时才予以引爆，圆满地

完成了上级交付的炸桥任务。在炸桥之时，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尚未过河，他在对

岸找到程潜，用木筏横渡，渡中搁浅，他

亲自下水推舟，总算将长官安全护送过河，

后来更率兵将程长官护送到郑州，才返回

任所。程潜在感谢之余，特明令嘉奖。”

这段历史记载极为重要，因为现在流

传的是由一名新八师的年轻上尉参谋熊先

煜指挥炸毁黄河铁桥，还有些其他记载，

说法不一。陈崇武在 60 年代时，亦曾回忆

这一段往事，尤其是程潜的木筏上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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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河水太浅，木筏搁浅，他走到河中推

动木筏，将程潜等送到岸上。因此，黄河

铁桥究竟由谁指挥炸毁，还需要详细考证。

人生之转折点——西安天水行营负伤

抗战方兴，兵凶战危，他们难免在战

场上遭遇横祸，孙立人在淞沪会战时便不

幸给空中爆炸的炮弹碎片击中，重伤几乎

丧命，陈崇武知道消息时五内如焚，但军

务倥偬，没法探望，但是他料想不到自己

不久也遭遇不幸。

1938 年 11 月，陈崇武由时任交通部

长的老长官张嘉璈引用，到陪都重庆出任

交通部简任专员兼交通部总管理处帮办，

并兼驮运管理所所长。1938 年 11 月底，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桂林和天水行营，

分管南北战区。陈崇武跟随程潜到了天水

行营，出任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运输处中

将处长并兼陕甘军运管理中将处长。1939

年 3 月 7 日，敌机轰炸西安天水行营，炸

塌了防空洞洞口，天水行营上将主任程潜

等一百多名将佐，悉数被埋在防空洞里。

当时陈崇武也在洞内，被土掩埋十多个小

时，他有一名属下不顾危险，走进被埋的

防空洞里，锲而不舍地挖掘，终于将他救

了出来。虽然经过抢救，但因为炸弹冲击

波太强，脑部受到严重震荡，亦因土掩缺氧，

所以脑部神经受损，记忆力下降，伤后不

能正式工作，一直由程潜安置在行营内当

闲职。

陈崇武在《自传》中记述受伤后的境

况说：“厥后主任程潜因念忠脑部经该次

剧烈震伤后不能正式工作，乃于一九三九

年六月十六日调天水行营中将参议以资养

伤（迄今十余年脑力仍未恢复）。在此期

间交通部部长张嘉璈鉴于忠须兼顾事畜及

养伤，生计实极困窘，亦曾继续派给专员

等职，以示体恤。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曾

养甫继长交通部，将忠停薪留资，遂由渝

返湘，幸复承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派为湖

南实业公司业务处处长。长沙沦陷后随同

父母等逃难至湘南东安及湘西靖县，迄抗

日胜利后，经内兄余籍传介绍为安江湖南

省第一纺织厂监察，嗣于一九四六年三月

改任善后救济总署衡阳区督导办事处副主

任，同时经平汉铁路局任为专门委员，迨

善救总署结束后，复返长沙承湖南省政府

主席程潜派任参事。”

由《自传》可见，陈崇武自受重伤后

未能恢复，生活也成问题，父亲亦因避难

奔波，抗战时在靖县逝世，陈崇武带着年

老母亲和家人四处颠沛流离，处境困顿，

这样优秀和热血的人才就因为这件不幸的

事件改写了人生的命运。

据孙立人长子孙安平回忆，孙立人对

这位清华时的好友一直念念不忘。1948 年

夏天，孙立人时任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

练司令，在公务繁忙之余，特别到长沙与

陈崇武聚旧，当时陪伴在侧的还有陈崇武

的儿子陈郅启。他们乘坐军车乘船渡过湘

江，到了岳麓山上的清华中学。孙立人还

在陈崇武父子陪同之下，到清华中学演讲。

这是陈崇武与孙立人最后一次见面。

新中国成立后的境况

1949 年 8 月，程潜在湖南宣布起义，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协定，程潜为照顾

在天水行营负重伤不能恢复的袍泽，在起

义名单上也写了陈广忠（崇武）等的名字，

于是陈崇武成为了起义人士。本来起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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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受到优待，但陈崇武自脑受震荡后，记

忆力受损（特别是短期记忆力），无法正

常工作，家中儿女众多（7 人），生活十

分拮据。虽然他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军政委

员会当顾问，但仍舂炊不继。

为了向新政府交代背景和经历，他在

1950 年 8 月请托住在隔壁的长兄陈崇法帮

忙，由兄嫂起草一份自传，并填写了一份

干部调查登记表。陈崇武在《自传》中表

述：“解放后原任职务解除，遂率妻子赴

长沙北乡伴老母居住，本年因无力退批，

经向各亲友处左借，并将稍佳衣物变卖，

得勉强退去一小部分，而每日家人粥食两

餐，亦皆由亲友处零星借来，现已承钧会

（指军政委员会）提名为顾问，月支薪给

约一百三十九分得以维持。”另外他亦提

到两个子女陈宇启和陈敏启“曾肄业初中，

现因家境困难失学。”幸好得到当时为中

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程潜的帮助，

在 1955 年担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

事，每月工资得以维持家计。

在新中国初期的政治运动中，由于留

学和从军的经历，陈崇武受到一定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经常来陈家调

查，要他交代历史，在家里拍桌子打椅子，

陈崇武感到无奈，唯有命女婿把准备好的

资料多备几份，要交代时就给他们，以减

少骚扰和游街。“文革”开始不久，陈崇

武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发生活费 40 元，

大约到1969年才给予补发。在1968年间，

造反组织外调特别多，陈崇武被街道造反

派以“国民党残渣余孽”之名，抓去关了

40 天。因为与街道流氓关在一起，陈崇武

夫人每天早上送去的包子被流氓抢食，掉

在地上的包子强迫老人家吃下去，不从就

以手打头，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可幸在

十年风暴期间，陈崇武大体上没有受到太

大的压迫，在参事室的工作有工资维持家

计，生活过得平淡宁静。他闲时写日记，

但因为脑部受损，所以已不能写复杂的内

容，只能简单记

事。

陈崇武与很

多清华的同学一

样，在人生旅途

中，在大时代的

波涛里，都无法

掌握自己的命运。

可能因为身体素

质强，平日喜爱

运动，心境平静，

即使脑部一直未

能恢复，但陈崇

武到晚年都不用

拄着拐杖走路，陈崇武夫妇在 1970 年春与家人合影



84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 21辑

人物剪影

生活起居正常。他活到八十岁，可说是坚

强意志创造的奇迹。

1978 年 4 月 18 日，陈崇武在长沙家

中平静地离世。

家庭和后人

陈崇武一生先后有两位太太，共生了

8 个孩子。1926 年，他与第一位太太余蕙

传（1900—1933）在美国结婚。二人回国

后生了三个儿子 ( 运启、郅启和豫启 )，长

子运启在抗战时失踪，没法寻回。次子郅

启在 1930 年在上海出生，三子豫启 ( 现用

玉启名字 )1931 年在河南出生。豫启在国

家多难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

1949 年曾经随军参加湘西剿匪，新中国成

立后一直努力上进，后来担任湖南省湘剧

院党委书记、湖南省电影公司经理、湖南

省图书馆党支部书记等职。余蕙传回国后

投身教育事业，在南京、长沙、上海教学，

任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长，由于操劳成疾，

在1933年初因心脏病去世（33岁）。后来，

陈崇武在武昌认识了在武昌女子师范毕业

的胡静英，两人结婚后生了一子四女(宇启、

敏启、淑启、德启、复启 )。陈崇武的后人

都秉承了陈崇武奉献国家的精神，在不同

工作岗位服务人民。

2015 年 11 月底，在台湾举办孙立人

将军 115 岁诞辰追思会，并到台中大坑孙

立人将军墓园祭奠，我邀请了陈崇武的小

女儿复启参加，由她代表陈崇武后人到孙

立人墓前拜祭，后因她突然身体抱恙，于

是请德启（已殁）的丈夫黄强毅前往。其

在墓前跪拜，孙立人儿子孙安平和孙天平、

齐学启的外甥女李之琚等也为之动容。

陈崇武一生为复兴中华而奋斗，他的

前半生丰富多姿，下半生平淡宁静，同时

他见证了上世纪中国在帝制崩溃后的跌宕

起伏，波折重重。他去世时正是国家酝酿

改革开放的时期，未能目睹大时代的到来，

这是他的遗憾。
注：本文作者刘伟华为香港学者。“一

生宗仰重湖湘”一语出自孙立人送给黄兴
长孙黄伟民的赠言，感谢他襄助找到清华
好友齐学启的墓地和重修墓园。孙立人的
好友、部属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表示宗
仰湖湘人士，这里包括他的清华学兄陈崇
武。作者感谢陈郅启先生、陈曙霞女士、
陈洁女士、陈剑先生、黄强毅先生、黄伟
民先生、孙安平先生、揭钧教授、诺维基
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威斯康辛大学提供
资料。

陈崇武将军女婿黄强毅在孙立人将军墓前
跪拜，孙立人长子孙安平（右 3）深受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