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军队中，相当于司令部的幕僚机构已有之，但
真正具有近代乃至现代意义的司令部在中国的出现，是
自清末小站编练新军开始的。在这之前的湘、淮军和八
旗、绿营、巡防营等，都是以营为基本单位。其军队幕僚
机构，仍旧没有摆脱以往的样式。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
练兵开始到1904年，一个全新的军队编制体制得以诞生，
具有现代意义的司令部，才与新的编制一起相伴而出。

袁世凯所练新军与以往湘军、淮军不同，它是完
全仿照西方军队的编制体制，由步、骑、炮、工、辎等
多个兵种协同作战的合成军队，这与之前的军队主
要以营为基本单位、兵种单一以及作战方法简单的
情况相比，军队编制增大了，合成程度提高了，兵器
有了发展，战术有了变化，指挥难度也随之加大了，
单靠指挥官一人加上少数幕僚用简单的方法实施有
效的指挥已经不可能。因此，在指挥体制上，也有了
一次大的飞跃，那就是在部队各级设置了专司指挥的
业务机关──司令部门。

新建陆军在组织编制上仿照西方做法，而“司令部”
在西方军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是现代军队不可
或缺的。新建陆军在机构上设置了九大处（局），依次
是：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简称参谋营务处，就是

现代军队的司令部）、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教习处
（洋务局）、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转运局、侦探局（作

战时另设）。排在第一位的是参谋营务处，即是现代军
队中的司令部职能，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也就成为中
国军队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正规化的陆军司令部，任总
办的徐世昌也就成为中国军队史上第一任陆军参谋长。

徐世昌由于学识渊博和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被
任命为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也就成为了
小站练兵的第二号铁腕人物和军师。徐世昌于 1897
年8月来到小站，他没有辜负袁世凯的希望，全心尽力
辅佐袁世凯练兵。徐世昌每天除了完成考阅各随营
学堂文卷、考核兵目操法、校订行军阵式图说、改定讲
训各兵官功课这些工作外，还要处理新建陆军在练兵
中出现的问题。为了应付西法练兵带来的困难，他还
开始自学英语。1898 年完成《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编
撰，1899年还参与组织《训练操法祥晰图说》这部军事
巨著。由于他的学识和才能，受到同僚们的尊敬，张
勋还正式拜他为老师。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号为
北洋“三杰”，他们既要带兵又要管训练，还分别兼任
随军讲武堂、炮队学堂、步队学堂总教习等职责。而
徐世昌负责全军的训练和教育工作，是他们的上司，
由于袁世凯称徐世昌为兄，其他将领都尊徐为师。

另外，在小站期间，徐世昌还为袁世凯负责处理
朝廷下达的旨意等。袁世凯刚到小站几个月，就传出

“津门官绅啧有烦言，谓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
授北洋大臣节制”等言论。1896 年 4 月，清廷因监察
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崇尚虚文，营和蚀饷，性情缪
妄，扰害一方”等等过错，特派兵部尚书荣禄及兵部侍
郎陈燮龙来小站查办。袁世凯获悉自己将被弹劾的
消息，内心十分恐惧。因徐世昌与陈为同年会试，又
都在朝廷办差，上下周旋，妥为袁世凯开脱，袁世凯得
以逃过一劫，使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袁世凯对
徐世昌感恩不尽，终使该案平息了事。

▋据《天津日报》

纵观陈云光辉的一生，他始终坚持“不居
功，不自恃”的准则，将党和人民摆在首要位置，
多次强调“不能把功劳记在自己一个人的账
上”。1937 年至 1944 年，陈云担任了 7 年的中
央组织部长。在离任之际，继任者彭真及其他
一些同志问陈云，有没有什么需要交代的。对
此，陈云在 1945 年党的七大上作了明确回答。
他说，7 年中看到了一种不良倾向：“在我们党
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许多人喜欢
人家说他好，不喜欢人家说他坏。有的人只能
升官，不能降级，有功必居，有过必避。”他的交
代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要正确看待

功劳，要摆正个人位置。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功劳呢？陈云认为必

须摆正三个因素的次序：“头一个是人民的力
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这个
次序一点也不能颠倒，丝毫不能含糊。陈云以
党的历史生动阐明了必须摆正个人位置的道
理。张国焘曾经指挥千军万马，做过边区政府
主席，“但是当他离开了老百姓的时候，当他离
开了党的时候，一个大钱也不值。”“他走的时候
单枪匹马，干部统统离开他，警卫员也回到了延
安，他一个人在清明时节雨纷纷中走了。”“这件
事，可以做我们的教训。个人的作用是有的，不
过自己不要估计太大了。任何人离开了人民，
离开了党，一件事也做不出来。”“我们是党员，
在党的领导下，适合老百姓的要求，做了一点
事，如此而已，一点不能骄傲。”

陈云认为，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全党上下
必须摆正个人位置，正确看待功劳，凝聚起强大
的力量。他说，根据世界大势、中国大势，我们
是处在决战的前夜。我们有这样的志向：要解
放全中国，使全中国的人民起来，把政权拿在手
里。现在全党的任务是要增加力量。“如果我们
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
个人主义，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
是无敌的力量。”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广大党员干部要向陈
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学习，客观认识成绩、正确看
待功劳，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积极心态，以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据《人民日报》

在苏州振华女中的校友录上，有一串令人
熟悉的名字，她们是院士何泽慧、文学家杨绛、
革命家陆璀、“月季夫人”蒋恩钿、名记者彭子
冈。其中还包括大家闺秀出身、最终走上革命
道路的蒋宪端。

蒋宪端（1912—1972）出身太仓的名门望
族，是蒋恩钿的远房侄女。她的父亲蒋恩锡与
国民政府外交官蒋恩铠是亲兄弟，蒋宪端下有
四个妹妹、一个弟弟。蒋家家境殷实，父母十
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将他们都培养到大学毕
业，曾对女儿们说：“将来给你们的嫁妆就是大
学毕业证书。”

1926 年 ，蒋 宪 端 就 读 苏 州 振 华 女 校 。
1932 年，她考取清华大学，选择了物理系。时
任物理系主任叶企孙说女生学不好物理，蒋
宪端听后不服气，拿出门门优秀的中学成绩
单据理力争，终于留了下来。然而上帝和她
开了个玩笑，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以致影
响学习，于是听从医生建议，转到心理学系，
想借机了解失眠的原因，不久又转到地学系攻
读气象专业。

1935 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蒋宪端勇
敢地走在游行队伍中，不时拿起相机，记录学
子们抗日救国的历史场面；还拿起笔，手绘宣
传画《日军大演习略图》，以“请看今日之北
平，竟是谁家天下”之言唤醒民众良知。

中共地下党决定成立“平津学生南下扩大
宣传团”，清华、燕京、辅仁三所大学组成第三
团，蒋宪端在团长黄华、蒋南翔的领导下积极
参加各项活动，写标语、贴布告、演话剧，传播
抗日救国火种。她从小喜爱音乐，又弹一手好
钢琴，与几个同学组织海燕歌咏团，自己唱女
高音，每周两次在大礼堂教同学们演唱爱国救
亡歌曲，《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

《大路歌》《救国军歌》等回响在清华园内。
1936年4月，她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1937 年夏天，蒋宪端大学毕业后准备到
南京北极阁气象台工作，恰逢“七七”事变爆

发，于是她回到太仓老家。1938 年 6 月底，她
辞别家人，只身来到重庆寻找党组织，此时她
与清华同学、地下党员罗清相遇，之后两人结
为夫妇。

1941 年，她和罗清调到八路军重庆办事
处（也称红岩村）工作。蒋宪端被分配到外事
组，做秘书工作，她在振华、清华打下的英语基
础在这里派上了用场。考虑到在国统区生活
的家人的安全，她改名金涛，金是母亲的姓
氏。蒋宪端和罗清选取《解放日报》《新华日
报》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
局势的讲话，编译成英文小册子，送给各国使
馆，且通过外国记者和友人带到国外，宣传我
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他们编译出版了二十种
英文宣传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两个中
国之命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为重
要著作得以广泛宣传。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蒋
宪端作为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秘书，参与了谈判
全过程。她和龚澎是主要翻译，她的英语功底
好，可以边听中文边用打字机打成英文，以最
快的速度向外发布信息。

1946年，蒋宪端调到解放区张家口新华广
播电台主持英语广播工作，一年后，她到东北局
担任中央妇委书记蔡畅的秘书，负责与国际民
主妇女联合会及各国妇女组织的联络工作。

1949 年，一封标着三个加急符号的周恩
来亲笔信送到蒋宪端的手上，让她做好从全国
妇联调到军委气象局的准备。年底，蒋宪端担
任中央军委气象局办公厅主任，后军委气象局
更名为中央气象局。至 1957 年，全国拥有气
象台 110 个、气象站 1537 个，建成了地面天气
测报网、高空天气探测网，气候观测网也初见
规模。两年后，蒋宪端被任命为新组建的气象
科研所所长兼党委书记。短短几年，她就像一
个拓荒者，不断开拓新领域，默默耕耘在气象
天地里。

▋据《新华日报》

陈云如何看待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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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宪端：
从大家闺秀到革命志士

徐世昌：

中国近代陆军
第一位参谋长

徐世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