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



张午

（1920—）

原名张继光。陕西省长安（今西安市）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华民族
解放先锋队。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
争时期，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安吴青训班人事科科长、总支书记、处长，
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干部科副科长，八路军留守兵团关中军分区青年营
副政治委员，警备三团营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
治部宣传部宣教科长，骑兵第六师一团副团长，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教导大
队政治处主任，第一野战军四军十师三十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第二兵团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
炮兵师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
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华

（1912—）

江西省永丰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永丰县
区委书记，永丰县儿童局局长，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排长。连长，红三军团
司令部前敌指挥部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
分区政治部锄奸科科长，第三十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军区第
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补训兵团第二旅政治委员，华
北军政大学第二总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航空学校副政治委员，海军青岛基地防空司令部政治委员，北海舰队政
治部副主任，北海舰队航空兵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英

（1914—1984）

原名黄文荃。广西灵川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
期，任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党团书记，中共上海学委组织部部长，京沪线路
东特委书记，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六师十
八旅政治部主任，第五十二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六
纵队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三十一军九十二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驻瑞士联邦公使馆武官，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兼外国语文
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英

（1916—）

辽宁省盖平（今盖县）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
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
兵团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延安炮兵学校第二大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第二团政治委员，第四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炮兵第
一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
兵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学校政治委员，高级炮兵学校政治
委员，炮兵学院政治委员，吉林省军区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
衔。



张明

（1912—）

原名丁永纲。山东省日照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
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一军政治部文化教员。
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治处文化教员、教育干
事、教育股股长，旅政治部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大岳军区武委会第一分会
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三旅副政治委员，十二
旅副政治委员兼鄂陕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第十九军五十五师政治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陕西军区政治部副主
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政治部副主任。
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忠

（1912—1982）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一军排长、连长，红九军副营长，中央军委通
信营营长，警卫团副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
死队第四纵队随营学校大队长，第三十五团参谋长，第十九团副团长，工卫
旅第二十一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
军第五师三旅副旅长，陕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豫皖苏军区第三军
分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十八军五十二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西藏军区筑路部队司令部副司令员，甘肃省军区副司
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四川省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和

（1915—1967）

湖南省例阳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大
庸分区桑庸独立营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四师十一团特派员，第五师十三团
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
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一纵队一大队大队长，冀中军区警
备旅第一团营长、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总兵站政治委
员，晋绥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西北军区后勤部驻晋南办事处政治主任，
西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后勤部政
治部主任兼教导大队政治委员，军区后勤部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部长，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部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政

（1915—）

山西省阳曲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八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一九三九年后任八路军第一纵队
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陇海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四军第三师九旅二十
六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师九旅二十六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
军第四师九旅二十五团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六师十七团政治委
员，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直属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
省军区第八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
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二
大队大队长，福州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后勤部顾问。一九六四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挺

（l917—）

北京市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
期，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侦察科副科长、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张
家口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察哈尔军区副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参
谋长，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参谋长，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代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情报部三局副局长，情报部办公室主任、第
五处处长，情报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部长，南京军区副
参谋长。一九六二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钧

（1919—）

山东省寿光县人。一九三七年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
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一大队政治工作员、政治干事、政治指
导员，决一旅第三十八团一营政治教导员，决一旅教导大队政治教导员，太
岳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科长、三支队政治委员、济源独立团政治委
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三旅三十九团政治委员，豫
西军区南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三十九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野战军军随营学校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
治委员，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二政治委员，云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国防部第
五研究院一分院政治委员，第七机械工业部一院党委书记，第七机械工业部
副部长，航天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衍

（1917—）

安徽省灵壁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教员，大队主任教员，第六分
校政教科科长，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情报处三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民主
建国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豫
西军区第五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原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第二野战军军
政大学政治部宣教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大学政治部
副主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军事电信工程学院政治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技大学校长，
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科技大学校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
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峰

（1922—）

安徽省太和县人。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新四军。抗日
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师十旅二十八团连长，淮阴县保安大队副营长，苏
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四支队教导队队长，新四军第三师十旅二十八团营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师十旅司令部作教科科长兼教导队队长，东北
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五师十三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师长，中国人民解
放军师长、副军长、军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
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张雄

（1908——1963）

江西省瑞金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办公厅秘书，特务营连政治委员，
野战医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司令部第四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第一科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师
政治部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政治委员兼政
治部主任，滨海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第一
军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第十师政治委员，鲁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三野
战军三十五军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七舰
队政治委员，海军舟山基地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干部部部长，海
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瑞

（1909—）

原名张咸祥。浙江省浦江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
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通信学校训练处技术教员、
训练处主任，红三军团、红一军团电台分队长，红十五军团电台中队长。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电台中队长兼师通信营营长和
无线电大队副大队长，一一五师司令部三科科长兼大队长，军委三局业务处
副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第三处处长兼通信学校校长，
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副局长，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处长兼通信学校
校长和华中电信管理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令部第
三处处长兼通信学校校长，军委军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
务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
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翼

（1918—）

山东省诸城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八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滨海支
队第二十七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第二十五团政治委员。解放
战争时期，任滨海支队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十九旅五十五团
政治委员，第一纵队三师政治部副主任，第一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东北
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公安部
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南军区防空部队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防空军政治
部主任，广州军区空军政治部第二主任，空军第六航空学校政治委员，兰州
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副政治委员，空军军副政治委员，
军政治委员，空军学院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乃更

（1914—）

河北省平泉县人。一九三七年燕京大学毕业。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
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
治教员，军区教导团营副政治教导员，团教育股股长，团政治处主任，晋察
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二区队副政治委员，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直属队政治处主
任，晋察冀军区工业部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教导师第
一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教导旅第二、第三团政治委员，
华北军区第一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师政治委员，第十兵团政治部秘书长，防化学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防化学部部长，防化学兵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学部部长、
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
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力雄

（1913—）

福建省上杭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
二军三十四师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红五军
团随营学校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
学一大队二队队长、大队政治处主任，太岳独立大队政治委员，第六分校政
治部主任，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河南军区第六支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三旅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
政治部副主任，江淮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
治委员，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
参谋长，云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福州军区顾问。
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万春

（1914—1971）

河南省郾城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
二师四团排长、副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
四三旅六八五团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苏鲁豫支队一大队营长、游击三大
队队长，新四军第三师七旅十九团副团长，苏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第
三师十九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二十八师副师长，
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一三三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副军长，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



张广才

（1900—1970）

湖北省黄陂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黄冈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
三十团政治委员，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第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川
陕省军区司令员，第四军政治委员，三十三军政治委员，三十军政治委员。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锄好部第三科科长，八路军
总部兵工厂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吉北军分区司令员，吉林
省军区副参谋长，东北军区军工部第七办事处政治委员，湖北军区副政治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张子珍

（1918—1967）

山西省应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山西牺盟会。一九三七年参加山西青年
抗敌决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决死第一纵队连
指导员，第三十二团民运股股长，第三十八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第五十七团
总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
代团政治委员，第三十一团副政治委员，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湖北军区郧
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陕
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陕西省军区干部部副部长，西北军区干部部处长，
兰州军区干部部副部长、部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
军衔。



张子明

（1918——1991）

山西省离石县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入山西太原
军政训练班。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二总队政治部
民运股股长，纵队政委办公室秘书，第二十五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
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解放战
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十旅二十八团政治委员，西北民主联军
三十八军十七师副师长，第二野战军十四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兼中共云南省丽江地委书记，中
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科
教部副部长、教育长、副政治委员，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铁道兵副政治委
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云龙

（1910—）

福建省永定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
三十四师一○○团通信副排长，红一军团总部通信连排长，红三军团保卫局
侦察科科员，第十三团副特派员，军委警卫团连指导员、连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参谋，第一支队参谋，军部特务团参谋长，第
一师三旅七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师三旅八团团
长，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六十
八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
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元培

（1913—1981）

福建省永定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
总部特务团副官主任，总经理部粮服科副科长，红一方面军供给部军实科科
长，广昌警备司令部供给处处长，军委总供给部军实处处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经理科科长，驻衡阳办事处处长，驻
重庆办事处副处长，新四军军需处处长，第七师独立团政治处主任，沿江支
队兼沿江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沿江支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
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师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副
参谋长，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参谋长，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海军舟山基地司
令员，南海舰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天恕

（1913——1985）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皖西北独立团连指导员，红二十五军第
七十四师二二四团营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营长，新编第一旅一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
热辽军区热西军分区副参谋长，哈尔滨卫戍司令部政法处处长，东北军区保
安旅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第十八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热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
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张开荆

（1905—）

江西省吉水县人。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营教导员，团
政治委员，处长，师政治部秘书长，师政治部主任，福建军区司令部通信主
任，游击纵队司令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
二支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江北挺进纵队参谋长，江南指挥部指导大队大队
长，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指挥部参谋长，团长，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纵队参谋长，旅长，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平原军区副司令员，
察哈尔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吉林省副
省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张开基

（1912—）

四川省万源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连长。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南游击大队参谋长、代大队长，山西决死第二总
队营长，四团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三十
六团团长，独立第二旅副旅长、旅长，第一野战军三军七师师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炮兵部副司令员兼军械部部长，陕西省军区副司
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太生

（1913—1981）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
四师十二团排长、连长，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二三四团营长，团参谋长。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游击支队中队长、营长，第六支队一团
团长，第四师十一旅副旅长兼三十一团团长和政治委员，宿东游击支队支队
长兼政治委员，淮北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政治委
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十二旅政治委员，华中军区第八
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封市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公安军学校政治委员，第二人
民警察干部学校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少虹

（1920—）

山东省掖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掖县民众抗敌前进队，次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胶东游击队第三支队二大队政治指导员，八路
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二十一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五旅十五团政治处主
任，第十四团政治委员，胶东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
任胶东军区警备第四旅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六师政治部主
任，山东兵团第九纵队二十六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六军八十师政治
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六航校政治委员，
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空军政治学校校
长，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
部主任。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中如

（1919—）

山西省原平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路军。抗日
战争时期，任山西文水县游击大队训练班副主任，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游击
第三支队中队长，游击第一支队连长，山西新军暂编第一师三十六团连长，
工卫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二十一团营长，晋绥军区司
令部作战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第十一旅参谋长，
西北军政大学晋绥分校副教育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情报部处
长，外国语文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国防部外事
局政治委员，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总参谋部二部政治委员、部长。一九六
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日清

（1917—）

福建省长汀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瑞金红
军学校连政治指导员，信康赣雄游击司令部支队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
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教导总队队长、大队长，新四军第一师
一旅三团参谋长，第二旅六团团长，师参谋处作战科科长，苏浙军区第三纵
队七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第八纵队六十六团团长，第一
师一旅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师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随营学
校副校长，第三野战军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二总队政
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福建分校政治委员，第
十四步兵学校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山西省
军区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武汉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



张文舟

（1912—1986）

山西省沁阳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察绥抗日同盟军第二师排长，红二十六军第
二师副连长，中共陕北省委军书部参谋科科长、参谋长，中共延川县委军事
部部长，红二十九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
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作教科科长、参谋处处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
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副旅长，联防军参
谋长，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第一野
战军四军参谋长，第二兵团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装甲兵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装
甲系主任，装甲兵学院第一副院长，装甲兵副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一
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
委员。



张文碧

（1910—）

江西省吉水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军区建
黎泰军分区司令部特派员，独立师连政治指导员，红七军团营、团特派员，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师特派员，挺进师第三纵队副政治委员，第二纵队政治
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政
治处组织股副股长，江南指挥部苏皖支队政治部调查统计科科长，苏北指挥
部第三纵队司令部军法处主任，新四军第一师南通警卫团政治委员，浙东纵
队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第一纵队三旅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
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五十九师政治委员。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南京
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军区工程兵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司令
员，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水发

（1919—）

福建省连城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军委二局译电员、译电组组长，中共陕甘宁省委机要科科长，省军事部政治
部青年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政
治指导员、大队组织干事，八路军总政治部锄好部干事，军委办公厅政治处
干事、通信科科长、通信处主任，军委总参谋部秘书。解放战争时期，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局科长、处长，第一局二室副主任。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军委一局副政治委员，作战局副局长兼作战部办公室主任，
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军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办公
室主任，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司令部
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书祥

（1911—1986）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二师六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
第十一团营政治教导员，红二十九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二五七团团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参谋长、副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十二军分区
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四十八军一四三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一四四
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学院训练部战术教授会研究员，炮兵系主任，副军长。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



张平凯

（1910—1990）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
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第三
纵队分队长，红三军团炮兵连政治委员，炮兵团政治委员，福建独立十师政
治委员，红十九军第五十六师政治委员、师长，庆阳步兵学校一团政治委员。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大队政治处主任，
第二分校政治部副主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政训大队大队长、直
属政治部主任、军区民运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热河纵队
政治部主任，军区武装部部长，军区后勤部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山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正光

（1916—）

原名张积厚。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
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五军政治部宣传员，团宣传
队长，政治部青年干事、政治教员，红军大学二科队政治指导员，中央红军
教导师特科团政治主任教员，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俱乐部主任。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处主任，第三
分校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宣传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
宣传部副部长，鄂东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兼军事指挥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
期，任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八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军
政干部学校政治委员，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
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干部部部长，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总参谋部第三
部第一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张玉华

（1916—）

山东省文登县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胶东天
福山起义。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一大队中队政治指
导员、大队政治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营政治委员，第六
十三团政治委员，山东纵队特务一团政治委员，第一旅三团政治委员，鲁中
军区后勤处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八旅二十二
团政治委员，第八师政治部副产任、主任，第四野战军四十军一一九师政治
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一一八师、志愿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
部副主任、副军长，沈阳军区炮兵参谋长、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炮兵副政治
委员、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南京军区副政
治委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
员。



张世珍

（1902—1956）

原名张卓吾。山西省闻喜县人。曾任国民党军察哈尔张垣第七师师长。
一九四九年随董其武在绥远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二十三兵团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副军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世盖

（1918—）

四川省巴中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部宣传员，第三十军军部排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太谷县游击队第一大队副队长，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
支队连长、副营长、营政治教导员，冀南军区骑兵营政治教导员，新编第九
旅二十五团营长，三十二团参谋长，冀南军区第四军分区武工队队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十二团副团长、团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十纵队二十八旅八十四团团长，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副旅长，中原军区第五
十八军一七二师副师长，湖北军区独立第四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公安军作战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民警总
队总队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院长，第二炮兵五十四基地司令员，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一九六二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汉丞

（1913—）

原名杨业龙。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连排长，红四方面军步兵学校排长。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新军政卫队第二支队中队长、大队长，山西新
军第二一三旅五十七团团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嫩江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后勤部西线战勤
司令部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第一分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分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部长，海军
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
国委员会委员。



张加洛

（1919—）

山东省掖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入伍。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在东北军做党的兵运工作，任东北军学兵队学员，抗先队连政
治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掖县县委书记，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政
治部主任兼胶东抗日联军前敌指挥部政治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六
十二团政治处主任、二十一旅政治部主任，军委总卫生部政治处主任，军委
直属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兼秘书科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直属政治部办公
室主任、政治部巡视员、秘书处副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政治部
宣传部部长，北海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东警备第五旅政治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
部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江苏军区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
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政治部主任。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
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张吉厚

（1910—1975）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一九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
二十八团排长、连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三十团团长，陕甘宁边
区延安县大队大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志丹县保
安大队大队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教导营队长，保安第二团副团长、代
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独立团团长，东海军分区参谋
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警备
第五旅旅长，农建第三师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新建铁路指挥局副局
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参谋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
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西三

（1905—1976）

河南省南乐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河北成安县县长，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参谋长，
新编第八旅司令部参谋主任，大名分区路南支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部
参谋处处长，第三军分区参谋长，冀南军区独立第五旅参谋长、副旅长，晋
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二十九旅副旅长，桐柏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桐柏
军区副参谋长，第四野战军五十八军参谋长，河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校长，河南军区参谋长，
中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西鼎

（1913—1977）

陕西省扶风县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党军第三十八
军（赵寿山部）历任补充二团通信排长，第九十八团便衣队队长，教导大队
区队长、连长，做党的秘密工作。一九四五年参与组织国民党军第十七师起
义。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七师政治部主任，中原野战军第三
十八军十七师政治部主任，陕西军区安康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陕西省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甘
肃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百春

（1916—1978）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
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部白军工作科科长、民运科科长、组织科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政治处敌
工股股长，营政治教导员，青年纵队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联络科科长，七七
一团政治处主任，一二九顾新编第四旅七七一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吉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吉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十纵
队三十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六航
空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
政治委员，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张光华

（1912—1986）

江西省宁都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连政治指导员，陕北第
三后方医院总支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总卫生部政
治处教育股股长，第一兵站总支书记、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卫生部政治委
员，冀鲁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政
治委员兼军官教导团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七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兼军分区政治委员，西南
军区干部部任免处处长，总高级步兵学校干部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



张廷发

（1918—）

福建省沙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十
三师排长，团通信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
八六旅司令部参谋，东进纵队司令部通信科科长、作战科科长，三八五旅司
令部作战股股长，一二九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太行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第七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参谋长，晋冀
鲁豫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桐柏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汉南指挥部工
委书记兼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襄樊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政治
委员、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一九五五年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张廷桢

（1909—1983）

山西省崞县（今原平）人。一九三一年参加组织原平省抗日义勇军。一
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山西原平县组织委员、
支部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中央教导大队总支书记、政治处组织股股
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办公室总支书记，中央教导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延安中
央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
北平市公安总队总队长、政治委员，中央公安纵队第二师政治委员。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公安警卫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干部
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副部长兼干部部部长，北京卫戍区
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行忠

（1913—）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第三十团排长、连长、副营长，红四
军第十师二十八团营长、副团长，红九军营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第二分校队长，抗大总校第一大
队大队长，河北保满支队支队长，冀中军区第三支队区队长，第二十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随营学校副校长、校长，华北军政
大学第一步校二大队大队长，第十八兵团随营学校副校长、校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校长，公安部队师长，四川省军区
茂县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向善

（1917—）

山东省鄄城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山西民
族革命大学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决死三纵队游击十团连政治指导
员、营政治教导员、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武乡独立营政
治委员，决九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二十三旅六十
九团政治委员兼团长、旅政治部主任，六十军一七九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四川茂县专区专员，中共茂县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
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政治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局长、院顾问。一
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闯初

（1911—）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十六军第七师师部排长，县独立营连长，湘鄂赣军区动员武装部一科科长，
县军事部部长兼独立营营长，湘鄂赣军区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军区独立营营
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教导队队长，
教导大队大队长，特务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三旅副政治委员，
华中野战军第六师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
政治委员，福州军区政治部顾问，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汝光

（1914—）

河南省渑池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医院医生，标本所所长，红军总司令
部卫生科科长，红三十二军卫生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
路军一二○师卫生部医务主任，晋绥边区卫生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卫生部部长，辽西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野战军西线
卫生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部长，
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



张如三

（1915—）

原名郭万镒。内蒙古萨县（今包头市）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华民族解
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平西抗日救国义勇军。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北平镜湖中学支部书记，北平市学委西城区委委员，
义勇军排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连指导员，第一军分区
营教导员，第一、第二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十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
任，冀中军区第二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旅
副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大队政治委员，华北军政大学一总队
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第九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第六
政治干部学校校长，第二政治学校副校长，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兰州军
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志勇

（1916—）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
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任陂孝北军区独立第一师三团班长、干事，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
师三十四团政治处技术书记，三十五团参谋，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红九
军二十五师司令部侦察科副科长、作战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新四军军部执法队政治指导员，一支队一团特派员，新四军第三师苏北盐
城总队独立团政治处主任、总队长，第三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
期，任东北吉江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后勤部政
治委员，西满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嫩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东北野
战军整训第四师政治委员，辽西军区第一七○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空军师政治委员，空军航空工程部副政治委员，国防科学技术委
员会训练基地工程部部长、后勤部部长，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国防科技
大学副校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志毅

（1912—）

辽宁省台安县人。一九三一年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曾任东北军排长、
副连长。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
晋察冀军区炮兵营营长，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营长，延安炮兵学校训练部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第二团团长，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副参
谋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参谋长，炮兵第二师副师长，第五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训练基地司令员，中南
军区炮兵学校校长，中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参谋长，广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
济南军区炮兵副司令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步峰

（1914—）

河南省安阳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四十三师一二七团医生，
红一军第一师卫生部医生，红一军团第一师二团卫生队队长，第二师卫生队
副队长，第四师卫生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
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卫生队队长，独立旅卫生处处长，鲁西军区卫生部副部
长兼黄河支队卫生处处长，鲁西军区卫生部部长，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副部长、
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部长，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副部
长，第十八兵团后勤部第一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卫
生部第二副部长，云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兼
卫生部部长，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秀川

（1919—）

原名张清湖。湖北省深县人。曾于一九三七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支队侦察队长，营教导员，冀中一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冀鲁
豫第三十二团政治委员，第十六团政治委员，联防军二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保四旅副旅长，东北辽南一分区副司令员，辽河支队
司令员，辽南分区副政治委员，辽南独一师兼保安司令部政治主任，辽南军
区政治部主任，辽南独二师政治委员，四纵队十二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过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政治委
员、政治委员，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海军政治部
主任，海军副政治委员，军政大学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过少将军衔。
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张秀龙

（1915—）

湖北省沔阳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第三军九师十七团连长、营长、团参谋长、
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一支队参谋长，
第二支队支队长，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四十五团团长。解
放战争时期，任江汉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旅长，江汉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北
军区野战旅旅长，苏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淮南军区江淮独立旅旅长，
第三野战军三十四军参谋长，二十二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要塞区政治委员、司令员，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司
令员，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



张伯祥

（1918—）

山东省莱芜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中共苏鲁豫皖省委军事部秘书，八路军山东纵队秘书，苏皖纵
队教导队队长，滨海军区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滨
海军区政治部组织部代部长，直属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胶东军区政治部组
织部部长，滨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警
备第四旅副政治委员，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干部部一般兵种任免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特种兵干部任
免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
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
届中央候补委员。



张希才

（1912—1986）

安徽省霍丘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
五军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军供给部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供
给部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直
属队总支书记，六八七团营政治教导员，旅供给部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供
给部政治委员、后勤部部长，教导第七旅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
区政治委员，冀南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
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参谋长，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四十二旅
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第二○七师政治委员，华北
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防空部队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炮兵副政治
委员，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希钦

（1910—）

河南省东明县（今属山东省）人。一九三○年入国民党南京军官学校。
一九三三年在察绥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任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
三四年到西安杨虎城部任训练班炮兵队长。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任杨虎
城警卫营连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参谋，晋西北
游击队第七支队支队长，暂编第一师参谋长、副师长，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
参谋长，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参谋长，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参谋长，第二军参谋长，第一兵团参谋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科学院战争理论部副部长、部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
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
党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张怀忠

（1917—）

山东省荣成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文登县区抗日救国会军事科科长，招远县第三十二大队政
治委员，招远县独立营营长，胶东军区胶济支队政治委员，东海独立营营长，
第五支队三团副团长，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参谋长，东海军分区参谋长。解
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第六师参谋长，北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烟台警备区
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八师副师长、代师长，第七纵队二十师
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
令部队列处处长、军训处处长，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二
分院副院长、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二院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
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包装技术协会副会长，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
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松平

（1907—1966）

陕西省长安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五军四十三师特务连司务长，
第十五军军医处司务长，第三十七团卫生队队长，军团供给部管理科科长、
军实科科长，援西军供给部军实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
路军一二九师供给部军实科科长，新编第四旅供给处处长，冀南军区供给部
副部长、部长，平原省军区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后勤部
部长，中共冀南区委财政经济部副部长、财经办事处秘书长，冀南行政公署
工业处处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
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办公厅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油料部副部长、
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英明

（1918—）

原名张武。山西省灵石县人。一九三六年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
九三七年编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九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
时期，任山西决死队第二纵队连指导员、副官处副主任、副官长，晋绥军区
第八军分区留守处主任，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留守处副主任，晋绥军区政治
部总务科长、第八军分区供给处处长，吕梁军区供给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
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供给部部长，第一野战军二军后勤部政治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供给部政治委员、军区后勤
部副政治委员兼财务部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兼生产部政治委员，军区后勤部
部长，乌鲁木齐军区后勤部部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
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张英辉

（1913—）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军政治部保卫队勤务员，南路军独立团班长，红七军军部电话员、班长、排
长，军委机要科译电员、第四局管理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
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副营
长，警卫营营长，易县支队支队长，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二十四团团长。解
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八旅三十七团、二十三团团长、副旅长，
第七旅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
师长，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贤良

（1908—）

湖北省公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八师卫生部运输员，红二方面军第
四师政治部管理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
旅七一五团司令部副官处副官，独立旅司令部管理科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
军独立第一旅供给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独一旅供给部部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军后勤部部长，西北军区后勤部油
料部部长，兰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明远

（1911—）

甘肃省岷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了宁都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十二军三十八师连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
局特务队队长、侦察科长，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科长，甘肃省岷县
独立团团长，中共中央外交部交通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交通管理局局长，军委军事工业局总务处处长，中共中央党校一部校
务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后勤兵站部部长，合江军区后勤
部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军械部部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大使馆武官，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勤指挥部部长，志愿军后勤部副司令员，志
愿军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车管部部长、军械部部长，总后
勤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国传

（1910—）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团营政治教导员，游击大队队长，独立第二大队政治
委员，新编第十旅三十团政治委员，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
时期，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旅政治委员，鄂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
湖北军区黄冈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干部部副
部长，湖北军区副参谋长兼人武部部长，副军长兼参谋长，工程兵学院副政
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参谋长，工程兵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



张宗胜

（1913—）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北陂孝北
县少共区委书记，红四方面军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连指导员，第十师三十团
营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独立营教导员，第九
军分区二十四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
任，独立旅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兵团六十八军二○四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
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兵团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
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装甲兵副政治委员，军区后勤部副政
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宜步

（1913—）

福建省永定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
军团卫生部书记、参谋处书记；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技术书记，
青年纵队政治部秘书兼总务科科长，新编第四旅供给处政治委员，冀南军区
供给处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后勤部政治处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
鲁豫军区第二纵队供给部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供
给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后勤部部长，
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副部长、部长，海军舟山基地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
升为少将军衔。



张宜爱

（1913—）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曾于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过红
四方面军特务队四大队分队长，鄂东北游击司令部四大队大队长，红二十五
军手枪团副团长，第二二四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十八军特务营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过新四军第四支队七团营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二师四旅
十一团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过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师参谋
长，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师长，海军
舟山基地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一九六一年曾被晋升为少
将军衔。



张实杰

（1922—）

又名赵浩然。山东省邹平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独立营连政治指导员，
山东纵队第三旅八团连政治指导员、连长，渤海军区清西独立营副政治教导
员，特务营政治教导员，渤海军区直属第一团营政治教导员，山东军区第七
师十九团营政治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二十旅五十
八团副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七师四十九团副团长、团长，第
四野战军四十三军一二八师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团长，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广州军区
空军参谋长，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学思

（1916—1970）

又名张■。辽宁省海城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统
一战线工作。一九三九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东北干部队队长，冀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冀中军区副参谋长兼第
一科科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平西军分区参谋长，第十一军分
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兼辽宁军区匍令员，
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一九五
八年于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校毕业。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
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代表
会议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驾伍

（1911—1963）

陕西省米脂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北葭县第六游击队政治委员，陕西游击纵
队经济主任，陕西战斗团营政治教导员，中共陕北省委军事部秘书。抗日战
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营政治教导员，中国人民抗日
军政大学政治指导员，第二分校大队总支书记，第二分校供给处政治委员，
抗大总校政治干部科副科长、科长，组织科副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
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委员，西满分校政治委员，第一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大学江西分校副政治委员、湖南分校政治委员，第
二十二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
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兼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春森

（1907—）

湖北省广济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二十九团连政治指导员，
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副连长，团司令部通信参谋，师司令部通信科
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作
战通信参谋，营政治教导员，旅特务队队长，第十六团政治委员，太岳军区
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第五十九团团长，河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团政治委员。解
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一旅二团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
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十三纵队三十七旅政治委员，第十
八兵团六十一军一八一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
愿军师政治委员，安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安徽生
产建设兵团第二政治委员，安徽省军区第四政治委员兼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第
二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树才

（1914—1969）

湖北省黄冈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土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特务营连副政治委员，红一军
团直属队总支书记，第四军教导团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政治部
副主任，军委后方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直属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副主任，
新四军第二师四旅政治部主任，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
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陕南
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陕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
队政治部主任兼江汉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湖北省军
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
将军衔。



张树芝

（1915—）

湖南省华容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二军团第五师连长、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师警卫营副营长，三五八旅七一六团营长、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绥军区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六军十八师师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兼西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西北军区公
安部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省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
中央委员。



张荣森

（1917—1984）

四川省通江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
第三十一军师司令部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绥德警备司令部
参谋、副科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一旅司令部二科科长，一团连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热辽纵队三十旅六十六团参谋长，热北独立骑兵支队支队长，
热北军分区副参谋长，冀察热辽军区独立六师副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八
军一四二师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师长、师
长、军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校长。
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柱国

（1913—）

山西省繁峙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
繁峙县委宣传部部长、县议会副仪长，中共繁峙县委书记兼县支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雁北行政公署专员，北岳军区后勤部参谋长，第二十兵团
后勤部代部长，兵团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军后
勤部政治委员，东北军区铁道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公安军师政治委员，黑
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兼人民武装警察总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
队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部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
少将军衔。



张贻祥

（1909—）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
第七十三师二一八团副连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二七一团营政治委员，
团政治处主任，军教导队政治委员，援西军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支队政治委员，太行军区独立支队政
治部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参谋处政治协理员，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政
治处主任、军械部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军工部政治
部主任，华北军区企业部兵工厂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
军区军械部副部长、政治委员，军委军械试验靶场场长，训练基地副司令员、
司令员，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显扬

（1915—）

四川省通江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排长、连长。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排长，独立团
连政治指导员，十三团营政治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三纵队九旅二十五团副团长，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四十五团团长，太行军区
独立第二旅副旅长，中原军区二十五旅旅长，豫西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
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四十三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军区昭通
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武汉军区副
参谋长、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济民

（1896—1987）

江西省泰和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赣西南独立四团司务长、书记官，红三军第
八师政治部秘书处长，红三军政治部组织部科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调查
统计科科长，红军大学教育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供给科科长、供给部部长、供给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
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供给部部长、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经理部部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政治委员，沈阳军区
后勤部财务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



张逊之

（1909—1986）

河北省蠡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保定做党的秘密工作。
一九三七年参加冀中抗日游击支队。抗日战争时期，任蠡县抗日游击第五支
队政治指导员，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七团政治处宣传科科长，冀中军区政治部
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
政治委员，中共冀中区委秘书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
区副政治委员，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二十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六十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
主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后勤工程学院政治委员。一九
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晓冰

（1919—）

河北省丰润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司令部教育股股长，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部作战
股股长，第二十三团代理参谋长，饶武献地区队代区队长，晋察冀军区陆军
中学军教股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第二十二旅六十七团团长，
第二十二旅代参谋长，热辽军分区第六十四团团长、军分区参谋长，东北民
主联军第八纵队二十三师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一三四师副师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参谋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海军学校校长，海军工程学院副院长，北海舰队参谋长，
南海舰队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海棠

（1912—）

江西省清江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
军团第八军二师七团副连长，第五师十三团营政治教导员，红军大学校部特
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二团政治处副
主任，山东纵队特务团政治委员，鲁中军区第二军分区独立大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九师二十五团政治委员、团长，第
九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军一二○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兼政治委员，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警备区司令
员，辽宁省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张培荣

（1908—）

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本县游击队。一九三○年编入中国工
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
师二十九团连长，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七团营长、副团长，第二七六团
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队长、第
一分校支队长、营长，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二十三团团长，南进支队第十六
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第二军分区独立第五团团长、第十四旅四十一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六团团长，鄂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
三县指挥长，五县司令员，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第三十五团团长，第一军分区
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十六军四十八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川南军区沪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西康军区副司令员，贵州省军区副
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梓桢

（1913—1982）

山西省灵石县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晋西游
击队独立二营连指导员，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教育干事、教育科科长兼宣传大队政治委员，
师教导大队代政治委员，师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敌
工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东北军政大学辽东
分校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辽东军区独立第五师政治委员，第四
野战军五十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
政治部副主任、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工部
副部长，联络部部长，旅大警备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



张崇文

（1906—）

浙江省临海县人。一九二五年任杭州学联宣传部部长，次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任中共杭州中心区委书记。一九二七年赴苏联入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
学学习。一九三○年回国后，任中共杭州中心县委组织委员，同年被捕，在
狱中任特支委员、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部长，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部长，新四军第一师政
治部宣传部部长，抗大九分校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解
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随营学校校长，雪枫大学副校长，华中军政大学
教育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三野战军军政干部学
校副校长，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高
级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总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
防科学委员会副秘书长，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铚秀

（1915—）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副连长，第十八师五十三团连长，第十六师四十
六团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中队长、侦
察参谋、营长、团参谋长，新四军第一支队新一团副参谋长、团长，新四军
第七师五十六团团长，皖江军区含和支队参谋长，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参谋
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九师参谋长、副师长，第丸纵
队二十六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八十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
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十二届中央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
问委员会委员。



张清化

（1915—）

河北省获鹿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军政大学编译科科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
处参谋，军委一局第二科副科长、报导科科长、材料室副主任。解放战争时
期，任军委一局敌军科科长、一室副主任。作战部一局副局长兼作战室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总参谋部测绘局副局长、代局长。一九五九年于
苏联古比雪夫红旗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测绘局局长兼测绘学院院长，总参谋部测绘局顾问，总参谋部作战部顾问。
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强生

（1916—1977）

江西省安福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
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司号长，游击队分队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连长、营长，新四军第一师二旅四团
参谋长，第五团团长，苏南茅山地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苏南第二支队支
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师十六旅四十八团团长，华中野战军第
十一纵队三十一旅参谋长，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一
纵队三十三旅副旅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九军八十七师师长，第八十六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师长，华东军区空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空
军副军长，济南军区副参谋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缉光

（1916—）

山东省桓台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政治部组训科科长，山东人民
抗日联军第二师政治部秘书科科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秘书
长、宣传科科长、代政治部主任，清河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独立团政治
委员，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渤海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渤海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政治部
副主任，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
东军区吴淤要塞区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装甲兵
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炮兵政治委员，济南军区
政治部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



张献奎

（1916—）

山西省忻县人。一九三六年参加山西牺盟会，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
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十总队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
第十总队政训处代主任，八路军晋西北军区第八军分区五团政训处主任，晋
绥军区第八军分区五支队政治委员，第六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吕
梁军区独立十二团团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四旅十二团团长，第一野
战军二军四师十二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骑兵第八师政治
委员，第二步兵学校校长，总步兵高级学校战术教授会主任，军事学院训练
研究部部长，兰州军区副参谋长，兰州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军事科学院
战术研究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雷平

（1918—1975）

原名邵泽普。江苏省沛县人。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
期，任中共泰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兼城区区委书记，中共江都县委书记兼独立
团政治委员，中共苏中第一地委组织部部长，第二地委组织部部长兼苏中军
区第二军分区台北独立团政治委员和兴化独立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特务一团政治委员，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八十七团政
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三十旅政治部主任，三十四旅副政治委员兼政
治部主任，江淮军区第一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警备第十五旅副政治
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治部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训练基地政治
部副主任、主任。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新华

（1911—）

福建省宁化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军委红星炮兵营连长，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十一团团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参谋长，
独立第二团团长，一二○师第三支队副团长兼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工卫旅参
谋长，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二十一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第三
军分区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二旅
旅长，第一野战军七军二十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炮兵第七训
练基地司令员，福建军区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雍耿

（1917—1994）

福建省宁化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红军永
定大队大队长，第七支队特派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
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政治处调查股股长，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处调查科科
长，第三支队军法处主任，新四军第六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共苏南区委
社会部副部长，苏南行署公安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苏浙军区浙西军分
区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野
战军二十军五十八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
指挥所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济南
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张竭诚

（1917—）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任红二十五军军部交通队排长，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司令部参谋，第六八九团
代营长，团参谋长，新四军第二支队五团团长，第三师独立三团团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六师十八团团长、副师长，东北野战军
第二纵队六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
长兼参谋长、代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新疆军区
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
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



张蕴钰

（1917—）

河北省赞皇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赞皇县游击队队长，平汉游击队副大队长，独立团参谋长，晋
冀鲁豫军区第一游击支队司令部军务股股长，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训
练参谋，第七团副团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十三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
期，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十四团副团长，第一军分区参谋长，北平军事
调处执行部驻安次第二十五小组中共代表，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七旅参
谋长，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参谋长，旅大防卫区副参谋长，第三兵团
参谋长，基地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基
地司令员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
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震东

（1907—1984）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安独立师连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营长、
副团长，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副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团长，
陕北补充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副参
谋长，江苏抗日挺进支队参谋长、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皖支队参谋长，苏
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参谋长，第一师三旅参谋长，第一师兼苏中军区参谋处长，
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华中野战军第一师一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师师长，苏北军区第九
军分区、长江纵队、苏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苏北军区
司令员，安徽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震寰

（1915—1994）

北京市人。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曾任民先北平总部秘书长。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
中共苏皖特委宣传部部长，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政治部
主任，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第四师九旅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九旅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十六团政治委
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炮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第五师政治委员。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马列学院教务处教育科科长、副处长、处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
衔。是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张德贵

（1914—1987）

四川省巴中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一军
第九十三师二一九团政治处组织干事，师政治部组织干事，师直属队总支书
记，师司令部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
六旅七七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营副政治教导员，团组织股股长，旅卫生处政
治委员，旅直属队总支书记，团政治处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黑龙
江省委社会部一科科长，黑龙江军区警卫团政治委员，独立二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组织部部长，
军区干部部部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呼盟军分区政治委员，军区副政治委
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张潮夫

（1910—）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连长、
连政治指导员，第二十七师七十九团营政治教导员，第九军政治部保卫局保
卫科科长，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营政治教导员，江南指挥部挺进纵队第一团政治处主
任，第四团政治委员，第一师二旅六团政治委员，苏中军区特务二团政治委
员，苏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政
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
八师副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第十兵团后勤部政治委员，华东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政治委员，南
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江苏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街。



张耀祠

（1916—）

江西省于都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八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国家保卫局侦察科科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官、招待所主任，延安中央教导大队第三
中队队长、组织干事，延安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参谋、组织股副股
长，供给处副主任，营政治教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
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央纵队第二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中央公安警卫师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
央警卫团团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副局长，成都军区
副参谋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陈力

（1917—1976）

江西省宁都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四师政治部政治指导员、组织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团政治
处主任，一二九师新一旅团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
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北军政大学
炮兵大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政
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陈沂

（1912—）

贵州省遵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北方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
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晋南干校校务部主任，
新华日报太南版总编，冀南日报总编，鲁西日报、冀鲁豫日报社长、总编辑，
大众日报社社长，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社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宣传部部长，中
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
东北民主联军、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宣传部部长，西满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东
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四
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总政治部文
化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陈宏

（1917—）

原名陈嘉惠。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青年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第一旅三团政治委员，鲁
中军区第十一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警备旅副旅长，第九师副
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九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六军参谋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渤海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济南军区参
谋长、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奇

（1910—1956）

河南省罗山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排长、连长、营
长，二十七师营政治教导员、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一团副团长，二团团长，
蒙南支队支队长，第一旅二团副团长，鲁中军区第二团团长兼沂山军分区司
令员，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一旅旅长，淄博卫戍司令员。解
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司令员，胶东军区新五师师长，华东军
区第三十二军九十五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
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波

（1908—）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皖红一师第二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第一师一
团副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三十团副团长，援西军司令部第二科科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特务团参谋长、副团长，
太行军区荣军学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通化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辽宁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参谋长，东北护路军南满指挥部司
令员，东北铁路公安总队副总队长，东北铁路公安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东北铁路公安总队总队长、司令员，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参谋部警备部后勤部政治委员，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挺

（1911—）

福建省福安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东独立三团特务队队长，闽东独立师连长，
福寿独立师特务队队长，第四团团氏，坚持了闽浙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
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营长，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支队长，
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团长，苏中军区特务三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一旅一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一师副师长，三
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军区福安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
解放军师长，福建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参谋长，闽北指挥
部副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江西省军
区副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陈钦

（1915—）

四川省南部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
第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副连长、连长，第八十一团副营长、营长，红九军
教导师司令部作战科长，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教员，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一科科长，渤海军区团
参谋长，第七师司令部参谋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八师参谋长，
东北松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合江省军事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东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华东军区空军参谋长，南京军区空军第二参
谋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南
京军区司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浩

（1914—）

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大庸军
分区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游击一大队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总支
书记、团政治委员，第四师十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第六师十七团政
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一队
队长、二支队支队长、参训队队长、第三分校训练部军教科科长、总队长，
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
独立第四旅政治部主任，补充第五旅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西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江西省
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祥

（1916—）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师通信员。坚持了南方三
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组织干事，第七团营
政治教导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四军第
二师五旅十七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延边朝鲜支队政治委员，东满
军区独立一师一团政治委员，吉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警卫团政治委员，
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一二八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
军区珠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粤中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南军区装甲兵副政治
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军区副政治委员，解放军工程兵副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陈彬

（1919—）

四川省通江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八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
四军十师二十九团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电
台报务员、分队长，山东军区司令部电台区队长，渤海军区司令部电台区队
长、通信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第一军分区参谋长，浙江省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司令部队列处副处长，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军委
军务部兵员补充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组织处处长，军务
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
副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
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陈熙

（1918—）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
补充师第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五军团政治部技术书记、文化科科长，红
三十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
班学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飞行大队政治教导员、大
队政治委员、大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第三航空学校校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校管理部第一副部长，军校部部长，空军学院第一副
院长，空军学院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陈德

（1914—1983）

广东省潮安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野
战医院文书，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政治处副主任，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十六团
政治委员，清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
山东军区第七师二十一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
师二十一旅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八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
四十九军一四五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南军区副政治委
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广东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山东省军区政
治委员，广州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



陈士法

（1911—1992）

江西省会昌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警卫连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随营学校区队长，教导大队政治指导员、队长，师特务营
营长，教导第二旅四团副团长，临沭县独立营营长，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参
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八师二十三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三
纵队八师参谋长、副师长兼参谋长、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二军六十五师师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第一副军长兼参谋
长，舟嵊要塞区副司令员、第二政治委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云中

（1917—）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
四师文书、测绘员，红二十八军作战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参谋，第四纵队参谋，冀热察挺进军第十
二支队侦察科长，挺进军作战科长，第七团参谋长，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参
谋长，第十三团、十六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纵队第二旅副旅长，
热河军区独立第十三旅副旅长，冀察热辽军区军政学校训练部副部长，第十
九军分区副司令员，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补训第一师
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宜宾军分区司令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入苏
联海军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任海军东海舰队第六支队支队长，国防部第七
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副院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陈云开

（1912—）

江西省泰和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曾加入中国共产
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六军团司令部译电员，第五十三团连政治指
导员，游击第一支队政治委员，军团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师晋南工作团副主任，三五九旅炮兵营政治委
员，晋西北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雁北支队政治委员，雁北军分区政治部主
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三旅政治委员，第一旅政治委员，
第二野战军五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军政治
部主任，军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后勤部西安办事处副主任。一九五五年曾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中民

（1918—1987）

山东省济南市人。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鲁西北游击队第十支队
连长，八路军一二九师筑先纵队营长，新八旅二十二团营长，冀南军区第三
军分区二十三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
二纵队五旅参谋长，鄂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五旅副旅长，第二野战
军十军二十八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兼川
南军区宜宾军分区司令员。一九五七年毕业于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回
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军事科学研究部副部长、训练部部长，
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
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陈仁洪

（1917—）

江西省铅山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铅山县独立营政治委员，警卫营政治委员，闽浙赣军区第二纵队一支队政治
委员，第四纵队一支队支队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
任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营长，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五十六团营长，第五十七
团副团长，独立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七师二十一旅参谋长，
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师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师副师长，第
十六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中
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军长、军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济南军区
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陈文彪

（1910—1962）

湖北省汉川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
军第九师十七团排长，第七师十九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军团第五师十五团
政治委员，第六师十六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支队长兼队长，抗大第二分校大队长，第三团团长，陕甘宁
边区警备第一旅一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军区保安司令部副政治委
员，冀热辽军分区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独立第三师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军区
后勤司令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六分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南军区炮兵副司令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军械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军械部
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外欧

（1910—1984）

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
团司令部作战参谋，第十七师四十九团营长，特务团参谋长，第十六师参谋
长，军团教导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
九旅七一七团营长、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三五九旅副旅长，晋
绥军区独立第三旅副旅长，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第一野战军一军参
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校教育长，西北军区第一通信学校
校长，军委测绘局局长兼测绘学院院长，国家测绘总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参谋部测绘局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陈发洪

（1916—1980）

安徽省霍丘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
二一七团连政治指导员，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交通队队长，第三十一军九
十一师二七一团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科长，第三十一军政
治部保卫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
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科长，七七○团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第
三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旅政治部主任，东北
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
四○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
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政治委员、代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
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委员，
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亚夫

（1914—）

原名陈凤元。河北省满城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晋
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十大队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易县支队副政治
委员，第四十五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六旅政治部副主任。解放
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随营学校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华北野
战军第二纵队四旅政治部主任，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一师政治委
员，一九四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
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石家庄步兵学校政治委员，技术工程
学院政治委员，解放军第一外国语学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三部副政治委员兼工程技术学院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陈坊仁

（1916—1967）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兴国县区苏维埃政府儿童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连政治指导员、代营
长，红二十八军第三团政治委员、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
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营长，宋邓支队大队参谋长、大队长，冀热
察挺进军参谋处处长，第七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七
团团长，第三军分区四十二团团长，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
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十一旅旅长，第三纵队九旅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代军长、军长，济南军区副参谋长，山东省
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



陈华堂

（1911—1983）

湖北省天门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
第七师警卫营排长，红六军团特务团连长，第四十六团营长，第五十一团参
谋长，特务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第一分校营长、大队长兼教育处处长，胶东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
员兼第五旅旅长，胶东军区第六师师长，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
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三十一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南京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南京军区
空军副司令员、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陈兴畴

（1917—）

江苏省铜山县人。一九三○年参加反帝大同盟。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绥远地区抗日
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干事、中队副政治指
导员，抗大第三分校政治部干部科股长、副科长，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冀中军区第二纵
队二旅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
长，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补训师政治委员，第四十六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骑兵师政治委员，空军第一航空预科总队政治委员，空军
第七航空学校政治委员兼校长，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福州军
区空军副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陈远波

（1913—1963）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
兴国县城市区少共区委宣传科长兼儿童局书记，少共区委书记，共青团太雷
县委书记，少共川康省委组织部部长，庆阳步兵学校政治教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独立一团营政治教导员
兼营长，第三支队政治委员，独一旅二团政治委员，第五支队政治委员，第
六支队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大青山骑兵一团政治委员、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
第八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干
部部部长，军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克功

（1910—）

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人。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子长县区委书记，县独立营
政治委员，中共子长县委军事部副部长，幡龙游击大队政治指导员。抗日战
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关中军分区保
安纵队副政治委员，警备第三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人民武装处副处长，延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西北
野战军警备第四旅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军后勤
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政治委员，西北军区后勤部军需
部部长，兰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兰州军区生产
建设兵团后勤部部长，兵团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陈志彬

（1917—）

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茶陵县儿童局书记，湘赣省保卫局秘书，红六军团政治部保卫局秘书。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保卫局第一科副科长、总务处
处长，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特务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第二十
二旅政治委员，热东军分区政治委员，热河独立第八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
军十四兵团政治部秘书长，湖南军区长沙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湖
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
任，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是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陈伯禄

（1905—1976）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皖西北商城游击大队中队长，皖西北指挥部交通部大
队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二七九团政治处宣传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
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第一支队营政治教导员，第八支队
二团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
第五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后勤部政治委员，冀南军
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北军区唐山军分区副政
治委员，华北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政治委员，天津市公安总队第二政治委
员，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人民武装警察总队政治委员，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青山

（1919—）

福建省惠安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参加琼崖民
众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第一总
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组织科科长，第四支队政治委员，琼崖人民抗日游击
独立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琼崖独立纵队先遣支队政治
委员，中共琼崖西区地委副书记，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三总队政治委
员兼中共琼崖东区地委书记，琼崖纵队政治部第二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主任，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
将军衔。



陈茂辉

（1912—）

福建省上杭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上杭县
赤卫团排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连政治指导员，福建军区独立营政治委员，
闽西一分区组织科科长，中共上杭县区委书记，永埔县委副书记。坚持了南
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新
四军政治部民运部科长，苏中军区如皋自卫总队总队长，如皋警卫团副团长、
团长，第七师兵工厂政治委员，苏浙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华中野战军特务团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师政治部副主任、
主任、副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六十八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江苏省军区副政
治委员、第三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其通

（1916—）

四川省巴中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
第十一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少共巴中县委书记，县独立团政治委员，红三
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留守兵团烽火剧团中队长，延安艺术学校教员、中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辽南军区武装部部长，军政学校政治委员，东北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兼总
政治部文工团团长，文化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解放军艺术学
院副院长，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陈明义

（1917—）

河南省商城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河南商城县儿童团大队长，六霍县独立营政治委员，川陕省政治保卫局侦察
队队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
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太行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先遣支队参谋
长，新编第四旅参谋长，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冀鲁豫军
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冀南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豫皖苏军区参
谋长，第二野战军十八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进藏后方部队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
员兼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三、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陈忠梅

（1918—）

福建省永定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
军团第二师二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
一五师直属队青年干事，三四三旅六八五团连政治指导员，东进支队第二大
队营副政治教导员，营政治教导员，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十三团政治处组织
股股长，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十三团副团长，山东军区特务团团长。解
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二十四师参谋长、副师长，第二十三师
副师长、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六军七十八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仕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要塞区司令员，
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金钰

（1914—）

湖北省广济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三团副排长，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
团排长、连长，第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副营长、营长，第九十三师特务营政治
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河北冀西游击支队营长、支队司令员，
独立支队大队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四旅政治委员，第三师八旅旅长，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
四师师长，东北军区上干大队队长，辽东军区直属独立第三师师长，华北军
区二○八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步兵学校
校长，石家庄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河北省保定卫戍区副
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陈炎清

（1910—）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
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二二○团排长，红二十八军第五十团连政
治指导员，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
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连政治指导员，晋察冀军
区第四军分区七大队营政治教导员，第九大队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十九团
营政治教导员，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
区第二十一军分区副司令员，独立第八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湖南军区永顺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湖南省兵役局副局长、局长，邵
阳军分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陈宗坤

（1915—1982）

四川省旺苍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
团四师十二团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
抗日义勇队队长，营长，第十团参谋长，第一军分区二十团团长，冀察军区
第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军区第十九军分区
司令员，冀热辽军区独立第七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一五九师师长，
湖南军区长沙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长沙军分区司令员，
湖南军区军政干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文化速成中学校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司
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宜贵

（1914—）

安徽省霍丘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方面军第七十三师二一九团班长，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四团连指导员。团
部书记，师政治部秘书长，红九军政治部保卫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三大队指导员，冀中军区三团政
治处主任，晋察冀军区陆军中学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解放战
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第四纵队十一旅政治委员，第十
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一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宁夏军区政
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政
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绍昆

（1921—）

江苏省宿迁县人，一九三九年入伍。一九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苏皖抗日军政干校干事，八路军苏皖纵队随营学校分队长、中
队长、泗阳县四区区长、中共区委书记、区中队政治指导员，六区区长兼游
击大队大队长，中共七区区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治教导员，县总队副总队长，
县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淮海军分区新一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三师十旅三
十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五师十五团政治
委员，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三四八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青年部副部长，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一九六四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陈信忠

（1915—1989）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排长，红一军团骑兵
团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团连长，晋察
冀军区第一军分区骑兵营营长，第四军分区行唐支队支队长，第三十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三旅一团团长，第十旅二九团团长，
第十旅参谋长，副旅长，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军长，旅大警
备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陈美福

（1914—）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五军第三十四师一一一团排长，中央军委警卫营连长、副营长，警卫团副
团长，陕北独立一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
团警备第五团参谋长，警备第一旅三团参谋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作
战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进干部纵队直属支队支队长，旅大警官学校
教育长，旅大市公安总队总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旅大市公安总
队司令员，旅大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参谋
长，后勤部副部长，后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美藻

（1914—）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第十师三十团政治委员。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营政治教导员，
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政治部干部科副科
长、组织科科长，山东军区特务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警
备第一旅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二十四师政治委员，第十纵队政治
部主任，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渤海军
区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济南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济
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济南军区
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
员会委员。



陈挽澜

（1913—1982）

四川省宣汉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会计、管理科科长。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供给部军实科科长，八路军总
供给部军实处处长，河南军区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
纵队供给部部长，辽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后
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供给部副部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中南军区财务
部副部长，广州军区财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兼财务部
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后勤部部长，通信兵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
副主任、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
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陈铁君

（1917—1961）

浙江省平阳县人。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浙南平阳县游击队队长，浙南独立团团长，
闽浙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闽浙抗日游击总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坚持了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教导队教员、第二科科长，
新四军第一师二旅副参谋长，新四军第一纵队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
东军政大学教育长，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副参谋长，第七兵团副参谋长，第
十兵团兼福建军区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训练部军事计
划训练局第一副局长、代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计划监察部副部
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陈海涵

（1914—1994）

福建省上杭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四师一
○二团连长兼政治指导员，师政治部宣传队中队长，军委炮兵营政治委员，
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营长兼政治教导员，第十团政治处主任，红一军团第
四师十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队长、副大队长，晋察冀军区特务团政治委员，第一团政治委员，第五军分
区参谋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副参谋长、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教导旅旅长，纵队
副参谋长，纵队参谋长，第一野战军六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西北军区空军参谋长，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主任，桂林步兵学校校长，广
州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义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陈锐霆

（1906—）

山东省即墨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一年参加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独立旅旅长，新四军军部参谋处处长、中国人民抗
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副校长，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副参谋长，新四军司
令部参谋处处长兼联络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处
处长兼炮兵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代政治委员。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炮兵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参谋长、副司
令员，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陈福初

（1913—）

湖北省黄陂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无线电台警卫排译电员，红四方面军二局二科代科长，
军委二局二科副股长、股长、副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
军西安办事处汽车队政治指导员，军委二局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总务处处长、
训练班主任、局办公室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二局副局长，中
南军区二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二局局长，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六局局长，三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三部政治
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陈福章

（1913—1982）

四川省通江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朗，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宣传干事、地方工作队队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连政治指
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作
战股股长，独立营营长，第二十八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蚊河县城
防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八十五团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
四十七军一四○师四一九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团长，师长，第一海军学校第一分校校长，海军威海水警区司令员，
威海基地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陈德先

（1916—）

江西省泰和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
军团保卫局交通员，陕北红军大学步兵学校第一团特派员，第三团总支部书
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组织干事，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政治部锄奸科科长，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武装科副
科长，山东军区特务团营政治教导员，特务团政治处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
任山东野战军第八师二十二团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八师政治部副
主任、主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二军六十五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副政治委
员，南京军区炮兵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工程兵第二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后勤
部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陈鹤桥

（1914—）

安徽省霍丘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少共霍丘县委秘书，红二十七军第十三团政治处、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政
治部宣传队队长，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文印科科长，红十五军团政治部文印科
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党务科
副科长、秘书处副处长、党务科科长、组织科科长、上级干部科政治处主任，
太行陆军中学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处处长，冀鲁豫
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副
部长，中原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军政治委员，昆明军区副
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政治委员，第二炮兵政治委员。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林伟

（1914—1979）

福建省武平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一○五团宣传队队长，
红一军团第三师司令部参谋处书记、译电员，红九军团司令部参谋处测绘员，
红三十二军政治部秘书科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
总指挥部作战参谋，作战股股长、通信科副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
豫军区通信局局长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
任，华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通信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副主任。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林真

（1918—）

北京市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
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教导队
政治教员，第十九团政治处干部教育股股长，第四十三团政治处主任。解放
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冀热察军区军工部政治委员、警
卫团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军区炮兵旅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政治
部主任，第五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
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船修造部部长，海军副参谋长，海军装备
部部长，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林浩

（1916—）

山东省牟平县人。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中共济南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工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
一九三八年参加领导山东租徕山起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
四支队政治委员兼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鲁中区委书记兼胶东军区
政治委员，中共胶东区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
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学院政治部教育部部长兼训练部副部长、政治部宣传教育部第一部长、政治
部副主任，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学院院长。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
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林彬

（1916—）

原名熊宗存。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
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排长，红三十军第二六五团连政治指导员、
营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第十八兵站三分站政治教导员，绥德兵站办事处政治委员，军委经济
建设部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五师四十一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挺进
支队司令员。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独立第七
旅二十一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六纵队十八旅副旅长、旅长，第十
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坦克学校校
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林毅

（1917—）

陕西省华县人。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八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参谋，教导第
二旅教育股副股长，鲁南军区作战股股长，第三团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鲁南军区警备第八旅十五团团长，第一军分区参谋长，华东野战军鲁中南
纵队第四十七师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三十五军一○三师参谋长，华东军政大
学第五总队总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教导总队总队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师长，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二
十训练基地副司令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副院长，第七机械工业部第
三研究院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第七研究院院长，第七研究院顾问。
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林遵

（1905—1979）

福建省福州市人。一九二四年入烟台海军学校学习。一九二九年考入英
国皇家海军学院。一九三四年毕业回国。任国民党海军枪炮员、航海官、副
舰长。一九三七年赴德国学习海军潜水艇技术。一九三九年回国，任国民党
海军永绥军舰代副舰长，第五游击布雷大队大队长，国防部研究院海军研究
员，参谋总长办公室海军参谋。一九四五年后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馆海
军副武官，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率海防
第二舰队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教授会主任，海军学院副院
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一九七七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代表，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林乃清

（1915—）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第三
十军通信队排长，八十九师二六五团总支书记，军政治部组织部党务科科长，
红四方面军骑兵师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竹沟留守处特务大队政治委员，第四师二团营
长，四师十一旅三十一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
十二旅九十六团团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九军八十七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兼福建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二政治学校副校长，工程兵工程部副部长，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
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林茂源

（1919——1972）

江西省泰和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三
军第三十八师一团青年干事，军委外交部技术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八路军驻云阳办事处机要科科长，太原办事处机要科科长，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三大队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冀晋军区第三军分
区六团政治委员，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
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冀东纵队第十二旅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骑兵第五师
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辽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军事
法院院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林忠照

（1911—1992）

福建省龙岩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十二军三十六师政治部宣传队队员，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连政治指导员，
江西军区独立四团总支书记，红一军团政治部巡视员，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
一师团政治处主任，红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三团政治处主任，总政治部考察团团员，留守兵团教
导第二旅供给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热中军分区副政
治委员、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四野战军四十
五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粤东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江
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福州军区炮兵政治委员，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林胜国

（1914—）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湘鄂赣军区保卫局侦察科干事，警卫营特派员，保卫局侦察科科长，红六军
团第十六师特派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
一支队一团连政治指导员，丹阳独立支队副支队长，新四军第一师二旅五团
政治处主任，第六师十六旅独立第二团政治委员，浙东纵队第二旅政治部副
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旅八团政治委员，鲁南军区
第二十一团团长，华东野战军后方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军
械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炮兵政治部副主任，南
京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武昌高级军械技术学校副政治委员，炮兵工程学院
副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林接标

（1914—）

福建省长汀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闽西农民起义。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由团转入中国共
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会昌县区儿童局书记，少共区委组织部部
长，瑞金红军大学特派员，军委干部团特派员，红军总卫生部特派员，总卫
生部保卫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政
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支队六大队政治委员，第四团政治处主任，第十九团
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干部科科长、组织部副部长，
华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
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华北军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
部副主任兼直属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范明

（1914—）

陕西省临潼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八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任中
共工委委员、书记，三十八军教导队队长、直属搜索连连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处长，骑兵第六师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
联络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西北
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一副政治委员。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范子瑜

（1914—）

湖南省大庸县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县店员工会宣传部部长，湘鄂川黔省财政部巡视员、
财产科科长，红二方面军供给部会计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师供给部会计科科长，独立第一旅供给部部长，师供给部副
部长，晋西北军区供给部副部长，晋绥军区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晋绥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部部长，晋南军区后勤部部长，西北军区晋南
办事处处长，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第二兵团后勤部部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部长、第二物资计划部
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顾问。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范阳春

（1913—1994）

福建省永定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一军团第一师司令部译电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
五师师部政治指导员，师卫生部政治教导员，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组织
部副部长，运河支队政治处副主任，鲁西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冀鲁豫军
区第二军分区后勤处政治委员、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
军区第八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六军四十六师政治委员。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兼贵州军区铜仁军分区政治
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政治部主任、
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



范忠祥

（1917—1993）

湖北省天门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
师二十七团排长，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湖南慈利县独立营政治委员，红二
军第六师十八团总支书记、代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第四师
十一团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巡视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一二○师独立一支队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特务团政治委员，
晋绥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
华北军区独立第五旅旅长，第一野战军七军二十一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四训练基地司令员，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
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范保顺

（1914—）

湖北省天门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
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八师便衣队分
队长、政治指导员，第八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一二○
师教导队区队长，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二大队政治委员，一二○师三五八
旅独立第四团副政治委员，大青山骑兵支队第一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中原军区第四十四团政治委员，冀中军区独立第七旅十九团政治委员、副
旅长、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兵团六十八军二○二师副政治委
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范朝福

（1915—1993）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
面军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军政治部民运部群众武装科科长，第九
十一师卫生处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
八六旅七七一团卫生队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冀南军区第二军
分区矩鹿县模范大队政治教导员，矩鹿县大队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冀南
军区第二军分区二十五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
队六旅十七团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海军威海水警区政治委员，威海基
地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海军副参谋长。
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范普权

（1910—1991）

山东省庆云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天津市赤色工会工委会委员，中共庆云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冀鲁边
区游击队支队政训处处长、政治部主任，中共冀中第二地委宣传部部长，冀
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副
部长、部长，河北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北
省军区民运部部长兼军区合作总社分社主汪，省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中
国人民志愿军兵团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宣传部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群工
部部长，北京卫戍区副政治委员，山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
为少将军衔。



范富山

（1914——）

山西省定襄县人。一九三六年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八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定襄县自卫队总队部总队长，晋察冀
军区第二军分区自卫队区队长，山西五台县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共山西定襄
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雁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晋军区
独立第二旅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二旅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兵团
六十六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兵团师政治
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委员，北京
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后勤部部长。一九六四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幸元林

（1914—1985）

湖南省醴陵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十九团排长、连长，红九军团第二十二
师六十四团政治委员、团长，第四方面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队指导员、支队协理员，冀中军
区教导团政治委员，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三支队副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鄂东军分区第九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参谋长，陕南军区第五军分区
参谋长，江汉军区参谋处长，湖南军区益阳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军区邵阳军分区司令员，空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后勤学
院队列部部长，新疆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北疆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
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
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欧阳平

（1916—）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央干
部团政治教员，红军大学政治教员、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政治处民运股股长、政治教员，中国人民抗日
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干部科科长，山东纵队第四旅政治部
主任，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四师
政治部主任，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渤海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三野战
军三十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淞沪警备政治部主任，
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上海警备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
部主任，南京军区炮兵政治委员，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
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欧阳奕

（1912—1987）

江西省安福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
军团师政治部宣传员，红军第四预备医院主治军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所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卫生队队
长，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一旅卫生处处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卫生处处
长，太岳军区卫生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
部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五纵队卫生部部长，第十九兵团后勤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后勤部
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军区后勤部顾
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欧阳家祥

（1909—1980）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独立第一师一团俱乐部主任，红六军团
第十七师四十九团通信主任，五十一团团长，第十六师参谋长，红六军团侦
察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八
团参谋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参谋长、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冀察热辽军区热辽军分区司令员，热河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军区空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
军长，第二十兵团参谋长，高等军事学院高级系副主任，防化学兵学院院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欧致富

（1915—）

广西田阳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百色起义。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
军第三军团七军供给部排长，第五师十五团连长，第十三团特派员，红三十
一军教导队营长，援西军随营学校校长，红三十一军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副营长、营长、团参谋长、
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热辽纵队第二十二旅旅长，
热河军区热中军分区司令员，第十七旅旅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一
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一四二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兼师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广西军区司令员，
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郁文

（1919—1975）

江苏省海门县人。一九三八年人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干事，一一五师直属政治处教育股股长，
新四军第三师七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三师七旅二十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
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师四十七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
四野战军四十三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海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政治委员，第七机械工业部三院党委书记，中国人
民解放军空军第六研究院党组第一副组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易耀彩

（1916—1990）

江西省泰和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团。一九三○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
西军区独立团排长，独立第五师十五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八军团第二十三
师连政治指导员，军委一局二科科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
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十四团营长、团长，
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参谋长，第四军分区参谋长，冀察军区参谋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八旅旅长、
第七旅旅长，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
基地司令员，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八年入苏联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任海军
潜艇学校校长，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政治委员，海军军事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罗云

（1900—1968）

湖南省新邵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西北新军保安司令部第一支队参谋长、第三支队支队长，
暂一师第三十六团团长，八路军第十八兵站生产科科长，八路军留守兵团教
导第一旅一团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第二十军分区
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零陵军分区副司令
员、司令员，湘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湖南军区衡阳军分区司令员，湖南省
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文

（1913—）

辽宁省凌源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军事干事，校训练部军事助理
员、东北干部队副队长，冀中军区司令部队训科参谋、股长、副科长，凌（南）
绥（中）青（龙）三县地区队区队长，冀热辽军区冀东第十二团副参谋长，
第十六军分区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东
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副校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副参谋长，第四纵队副
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副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参谋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计划处处长，高级后勤学校教
育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后勤部检查局局长，总后勤部车管部副部长、运输部部长、装备部副部长。
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罗平

（1917——）

河北省涿鹿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抗日游击队。
抗日战争时期，任游击队中队长，中共县委书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四纵
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副政治委
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北岳军区察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华北军区第七十军二○九师政治部
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师政治部主任，中国
人民志愿军空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空军系副主任、副政
治委员，空军学院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顾问，济南军区
空军副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罗杰

（1912—）

辽宁省海城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交际副官，新四军八团留守处参谋、
连长、新四军第六支队特务营副营长、特务团营长，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三
十一团参谋长，旅司令部作战股股长，第三十一团副团长，第三军分区参谋
长，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辽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副师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车师副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师师
长，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济南军区装甲兵顾问。一九六四年
晋升为少将军衔。



罗通

（1915——）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瑞金
特科学校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连政
治指导员，陕甘宁边区关中保安司令部政治科科长，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
四团政治委员，中共豫鄂区委军事部副部长，路西指挥部参谋长，新四军第
五师十四旅四十一团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湘鄂赣军
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鄂东军区参谋长，晋绥
军区第九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原军区补充旅政治委员，江汉军区独立第二
师师长，第四野战军五十一军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
战车学校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济南军区
装甲兵副司令员、政治委员，济南军区政治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罗章

（1905——）

江西省万载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万载县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湘赣军区独立第一师连政
治指导员，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机炮连政治指导员，第五十一团政治处
没收委员会主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副营长、代营长，军团政治部
政治教导队队长兼政治委员，龙永独立团团长，红六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
军团保卫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
政治部锄奸科科长、军法处处长，三五九旅供给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鄂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留守处主任，第一野战军一
兵团留守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驻兰州办事处主任，
新疆军区军事法院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斌

（1914—1967）

福建省武平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人师教导团连政治指导员，赣南南雄南山
游击队政治委员、队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
军第一支队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副营长、营政治委员，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
军法处主任，新四军第一师二旅政治部保卫科科长，一师政治部保卫部科长，
教导团政治处主任，苏浙军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
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福建军区南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参谋部警备部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一
九六二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罗斌

（1915—）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二九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连长，湘鄂川黔军区龙永独立团代政治委员，红六
军团模范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师三五八旅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教员，
晋绥军区第六军分区十九支队政治委员，第五军分区司令员，独立第十四旅
旅长，华北军区第二十三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青岛基地航空兵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海军
后勤部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罗元炘

（1911—）

江西省泰和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第四军二师五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
司令部教育科科员、教导队队长，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三团政治委员、团
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营长，特务
团副团长，警备第三旅九团参谋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
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八十六团团长、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四○
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宁都军分区司令员，南
昌军分区司令员，宜春军分区司令员，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
升为少将军衔。



罗仁全

（1911—）

江西省吉水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赣江独立团连长、副营长、营长，
公略独立营营长，红八军团第七团营长，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
团参谋长、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
长、干部营副营长，冀鲁豫军区湖西军政干校校长，教导第四旅十团副团长、
团长，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六
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冀鲁豫独立旅副旅长，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江西
军区上饶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常德军分区司
令员，湘南军分区司令员，湖南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罗文华

（1914——）

江西省吉水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
军团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科员，第一师十三团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一团政治委员丫第三支队十团政治委员，
山东纵队特务团参谋长，警卫第一旅三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
主联军第三纵队八师二十三团政治委员，辽宁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一二五师政治部主任，独立第九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
四十二军一一五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第七航空学校参谋长，东海舰队航空兵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南海舰队航
空兵司令员，南海舰队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罗文坊

（1916—）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第二
纵队连指导员，军政治部青年干事兼大队长，红三军第八狮政治部青年科长，
军委政治保卫局侦察科科员，红九军团保卫局科长，红一军团保卫局科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锄奸科科长，
冀中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侦察种科长、第五军分区副
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独四旅副旅长、独一旅副旅长，第二
军分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旅长，第二十兵团二○四师师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公安总队总队长，公安部队第二师师长，
公安部队第二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国务院水电部副部长。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有荣

（1914—）

江西省宁都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军大学区队长、副队长，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二师二团连政治指导员。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敌工
股股长，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二十一团政治
委员，淮海军分区第四支队政治委员，第十旅二十八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
时期，任辽吉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第二旅政治委员，独立第二师政治
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一三一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广州市公安总队政治委员，武汉市公安总队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公安军政治
委员，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湖北总队第二政治委员。一九六二年晋升为少将军
衔。



罗成德

（1908—）

陕西省延安县（今延安市）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任延安县交通员，中共延川县区委宣传干事，游击队支队政治指
导员，延川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苏维埃政府粮食部、裁判部、内务部部
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鄜县县委书记兼县长，陕甘宁边区三边专员公署
专员兼城防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热
河省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国务院对外贸
易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局局长，外贸部办公厅主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
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邯郸市副市长，政协河北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一九
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罗华生

（1910——）

湖南省湘潭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安源煤矿工会，参加过工人暴动，任
工人纠察队队长。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彭杨步兵学校政治指导员，
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政治委员、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大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政治委
员，新四军独立旅政治委员，山东滨海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
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师师长，松江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
独立第七师师长，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五二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兼南宁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第四航空学校
副校长，铁道公安部队司令员，海军旅顺基地司令员，防空军高炮指挥部司
令员，铁道兵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罗亦经

（1911—1991）

江西省赣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
产党。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没
收委员会会计，红一军团没收委员会干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供给部财政科
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繁、代、浑、应中心县委书记，
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定襄支队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晋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二十兵团六十六军政治部
组织部部长，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直属政
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河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
工程兵政治部顾问，铁道兵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应怀

（1915—）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二九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
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排长、副连
长，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连长、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政治指导员，军委总后勤部审计处财政
审查科科长，新四军第三师九旅二十六团团长，新四军第四师警卫团政治委
员，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政治部
民运部部长兼后方政治部主任、组织部副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
长、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州军区
后勤部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副
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罗坤山

（1917—）

湖北省汉川（今沔阳）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四师十二团排长、代
连长，师警卫连副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
五八旅特务连连长，第五团营长，晋绥军区雁北支队支队长，塞北军分区副
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第
一野战军一军一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师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吉林省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副司
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罗若遐

（1907—1988）

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色中华通讯社新闻台
台长，红军总司令部电台报务主任，无线电营营长，红四方面军新闻台台长，
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局长，军委三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电台台长兼秘书，党内交通联络处副主任，新四军游击
支队第六支队、第四师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解放战争时期，任旅
大电气工程专门学校副校长，大连大学辅导处处长，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通信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通信联
络教授会主任，高等军事学院通信联络教授会主任、战略教研室副主任。一
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厚福

（1909—1975）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本地赤卫队。一九三○年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东北道
委第三路游击师连长，特务营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营政治委
员，中共河南光山县区委书记、县委书记，鄂东北道委第三路游击师师长。
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黄安县区委书记，新四军
第六游击大队大队长，豫鄂挺进纵队第一团团长，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旅长，
特务旅旅长，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
江汉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湖北军
区孝感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参谋长，军区
干部部部长，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罗洪标

（1918—）

福建省长汀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次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二
师排长，红一军团第三师连指导员，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政治
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
独一旅二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独一旅二团副
政治委员、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二师四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干部部副部长、器材
部部长、科学研究部部长、工程指挥部副主任，工程兵技术学校副校长，工
程学院副院长，兰州军区副参谋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罗桂华

（1907—1984）

江西省萍乡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三军七师二十一团排长，机炮连政治指导
员，福建军区独立第九团营长、团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
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支队四团政治处主
任，新四军第一师三旅八团政治委员，南通警卫团副团长，东南警卫团团长
兼政治委员，第三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
副师长，第三野战军后勤卫生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
区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医院管理局局长，东北军区后勤部油料部部长，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驻沈阳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政治委
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野岗

（1914—1981）

四川省新都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
政大学第一分校二团政治处主任，第一分校政治部民运科科长，抗大第一分
校独立团政治委员，上级干部队政治委员，中共滨海区第一地委宣传部部长，
中共鲁南区委宣传部部长，山东军区警备第八旅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鲁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七师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
十八军五十四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第七航空学校政
治委员，第六航空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部副部长兼修理
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罗维道

（1916—）

江西省泰和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万泰独立营
排长，独立团连政治指导员，湘赣军区游击第二大队队长兼政治委员，中共
茶攸莲县委书记。坚持了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
第一支队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第一师二旅
六团政治委员，一旅一团政治委员，苏南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六师十六旅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
第六纵队十六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八十一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华东空军预科总队总队长兼政治委员，防空军军政治委员，
福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福建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



罗湘涛

（1900—1968）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平江县
南区游击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纵队一大队特务
队司务长，湘鄂赣红军医院总经理，独立师第四团军需长，平江独立团管理
科科长，湘鄂赣军区留守处主任，湘鄂赣军区供给部军实科科长、供给部部
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
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军需处处长，新四军军需处副处长，第一师三旅供给部部
长，第一师海防团政治委员，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第一师军工部
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军工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委员。一九
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国林之

（1915—）

河北省武邑县人。一九三五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一九三七年参加
八路军。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
营学校教员、股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主任教员、宣传科副科
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冀东第十五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兴隆县委书
记，中共冀东第十七地委秘书长，华北军区第三纵队独立第一旅政治部主任，
第八纵队二十三旅政治部主任，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四师政治部主任、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师政治委
员，西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通信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
将军衔。



金世柏

（1907—）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
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交通队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十一军
政治部组织干事，中共南江、宝兴县委书记，大金川独立师副师长。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政治处民运股股
长，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三八六旅十八团
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五十四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
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供给部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六
十二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康军区后勤部政治委
员，西康军区参谋长，成都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金如柏

（1909—1984）

江西省永丰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政治部收发股股长，中共永丰县委军事部秘书、
政治指导员、科长，江西军区独立第三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红二军团
第六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二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参加了长
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政治处主任、政治
委员，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三旅政治委员，
西北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空军预
科总队总队长、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云南军区副政治委员，昆明军区第
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顾问，炮兵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金忠藩

（1917—1989）

江西省莲花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六军团第十六师五十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参加了长
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营政治教导员，七
一八团政治处主任，七一九团政治处主任，七一七团参谋长，南下一支队第
一大队参谋长，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支队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
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六师十七团团长，第一野战军二军六师副师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师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部长，中国人民
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成都军区
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



金绍山

（1915—1957）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
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
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连政治指导员，六八七团营政治教导员、营
长、副团长，冀鲁豫军区新编第二旅四团副团长，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特务团政治委员，水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水
东军分区司令员，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八军五十三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司令员，
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金振钟

（1914—）

辽宁省海城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平西国民抗日军。一九三八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平西国民抗日军第三总队副总队长，晋察冀军
区第五支队二总队副总队长兼第四大队大队长，第六军分区军政学校教务主
任，第三军分区教导大队军教主任，独立第四团政治委员、教导大队大队长，
晋察冀游击军参谋长，冀晋军区司令部作教科科长，第十六军分区十二团团
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独立旅副旅长，辽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
员，辽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五十军一四九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师
长、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员班副主任、训练部副部长，
武汉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总后勤部营房部部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
将军衔。



周涌

（1915—）

江西省永丰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永丰县总工会学徒工会。一九二九年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
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电台报务员、报务主任，
红六军团电台报务员，红三十二军电台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电台区队长，教导第一旅电台区队长，山东军区
司令部通信科科长兼通信营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
兼通信科科长，安东军区参谋处处长，辽东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辽东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辽宁军区副司令员
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参谋长、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
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周彬

（1912—）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
五师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师直属队特派员，骑兵团政治处主任，独立师特
派员，独立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队政治指导员、大队队列主任，抗大总校政治部保卫股股长、保卫科科
长，抗大第五分校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政治部保卫
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江吉军区保卫部部长，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保卫
部部长，西满军区保卫部部长，齐齐哈尔卫戍司令员，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
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军委民航局公安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卫生部政治
委员，空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周维

（1906—1970）

江西省南昌市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信学校教员、无线电
台报务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无线电台报务员，中央革命军事
委员会无线电总队报务主任，红五军团司令部无线电第三分队分队长，红四
方面军第二纵队电台分队长，红三十一军无线电台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无线电台中队长、大队长，一二九师司令部第
三科科长兼通信营营长，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第三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太行军区第四支队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七旅副政治委员兼政
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一军三十一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训练部通信教授会主任，军事通信工程学院院长兼政
治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副院长、院长，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一九
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周九银

（1908—1979）

湖南省湘阴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
第九师二十五团排长，第七师经理处粮秣员，第二十团军需长，红二方面军
第四师十二团供给处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
三五八旅供给部军械股股长，师供给部军械科科长，晋绥军区后勤部粮袜科
科长、军实科科长兼被服厂厂长。解放战争时期，杆西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
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军需生产
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西南生产管理局局长，军需生
产部副部长，军需部政治委员，工厂管理部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
政治委员，总后勤部营房部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周子祯

（1904—1972）

浙江省诸暨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从事工会和互
济会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军委军事工业局工务处处长、兵工厂政治
委员，山西牺盟会太原第四区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
政治副主任，第一纵队队长，第二十一团团长，山西新军总指挥部供给部部
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后勤部部长兼供给部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
军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部部长，西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部部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西安留守处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运输部第二副部长，军需生产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周文在

（1906—1994）

江苏省常熟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人黄埔军校
学习。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二十军学兵营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南昌
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江南人民
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副支队长，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一团营政治教导员、副营
长，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军需处处长，新四军第一师一旅供给部政治委员，
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泰县
独立团政治委员，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
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
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十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兵团兼福建军区干部部部长，福州军区干部部部
长、政治部副主任，福建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周长庚

（1911—1970）

湖北省石首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并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第四师
卫生部部长，第六师卫生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
二○师三五八旅卫生处处长，晋西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卫生处处长。解放战争
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部长，晋绥军区卫生部副部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检查室主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中国协和
医学院副院长，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周长胜

（1913—1987）

江西省吉水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
二师三十六团机枪连排长，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
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副营
长、营长，苏鲁豫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第二团团长，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
二团团长，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二十团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十三
团团长，教一旅一团团长，鲁中军区第四团团长，第四师参谋长。解放战争
时期，任鲁中军区警备第一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二十四师师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苏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
人民志愿军副军长，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周世忠

（1918—1992）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一八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连政治指导员、副营长、营长，
六八九团副团长，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三十二团副团长，旅副参谋长，淮北
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七十三团团
长，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教导团政治委员，第四师副师氏，第三野战军二十
一军六十二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
长，军事学院高级兵团战术教授会主任，高等军事学院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
福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武汉军区副司
令员、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周发田

（1911—）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农民赤卫军，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川陕边区政府丹江、仓
溪、广元县保卫局长、军事指挥长。一九三五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干事、民运科科长，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
政治委员、司令员，东进纵队第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新七旅第十九团团长
兼政治委员，弟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
队六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军二十九师师长兼四川省内江军分区司令员。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五军副军长。一九五○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
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副军长，一九五三年回国后，任湖北省军区第一副司
令员，丹江水库副总指挥、工程局局长、富水水库指挥，湖北省咸宁地区专
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周吉一

（1918—）

原名李松立。河南省许昌县人。一九三七军参加八路军。一九三八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沂水县财政科科长兼征收处主任，八
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教育干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政治教员，
山东纵队政治部民运部社会调查科科长，新四军第三师九旅二十五团政治处
副主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教导营政治教导员，
第九旅二十五团副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六师十六团政治委员，第
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三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部长，军政
治部主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政治部主任、分院副院长，国防科学技
术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一九六四年
晋升为少将军衔。



周则盛

（1913—1981）

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红军独立第一师政治部宣传队大队长，
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五十一团副政治委员，红六军团
供给部出纳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供给部
政治委员，晋绥军区后勤部政治处主任，晋绥军区后勤办事处政治委员，军
区后勤部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供给部政治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
勤部副政治委员兼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东海舰队后勤部政治委员。一九六一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周庆鸣

（1913—1994）

河南省确山县人。一九三七年参与领导本县竹沟镇农民暴动。一九三八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粮秣股
科员，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三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新四军第
五师十三旅三十七团政治处主任，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河南挺进兵团参谋
长，鄂豫皖湘赣军区第四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东北安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十师参谋长，西线政
治部副主任，东北野战军后勤部第一分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治委员、营房管理部部长，后勤部副参谋长，广
州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副部长、部长，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广州
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周志飞

（1915—1988）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央教
导师第三团政治指导员，第二团营中心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连
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
五团连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队长兼教员，晋察冀军区教导团
参谋长，第三十四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五旅参谋长，
冀热察军区热西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副师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参谋长，粤
东军区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周志刚

（1910—）

江西省永新县人。二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三军九师二十七团连长，连政治指导员，
团副政治委员，师教导队政治委员，第九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
巡视团主任，陕甘宁边区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七团政治委员，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三团政治委
员，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十三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第
一军分区司令员，鲁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鲁中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
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鲁中南军区政治委员，第四步兵学校政治
委员，湖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武汉军
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周时源

（1914—1974）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
总部连长，第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四团营长、团长，红四方面军第十一
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兼三团团
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吉林省乾安县县长，辽西军区保安一旅团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南军区西江军分区司令员，江西军区抚州军分区司令
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文化速成中学代校长，福建省军区福安军分区
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
少将军衔。



周纯麟

（1912—1986）

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
面军第三十军军部排长、通信队队长，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委员。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十六团营长、副团长，新
四军第四师骑兵团副团长、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
野战军第九纵队七十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五师副师
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二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
区炮兵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
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
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周明国

（1914—）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九军第二十七师八十一团营长，团部参谋，师司令部参谋主任，军司令邻
第三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团参谋，
先遣支队独立第三大队政治委员，第十一旅三十一团副团长，第十旅参谋长，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上干科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
十五旅参谋长，合江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师参谋长，第四野
战军四十八军一四二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师长，东北军区炮兵副参谋长，华东军区炮兵参谋长，南京军区炮兵副司令
员，舟嵊要塞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周学义

（1912—1964）

湖北省黄梅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连长、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连长、副营长，十八团参谋长，七七二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副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三军三十
七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兼昆明警备司令
部副司令员，军参谋长，副军长，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



周建平

（1919—）

江苏省吴县人。曾于一九三八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常熟人民
抗日自卫大队。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指导员，中队长，新四军六团三营连长，
第一纵队一团三营教导员、营长，新四军第一师一旅作战科科长，特务三团
参谋长，苏中军区作战科科长，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五十五团团长、旅参谋
长，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参谋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总参谋
部二部处长，军委防空军作战处处长、参谋长助理，空军军参谋长、副军长、
军长，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曾晋升为少将军衔。



周家美

（1913—）

湖北省潜江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营特派员，第十团特
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营
特派员，晋察冀军区宋支队第三十四大队特派员，骑兵大队政治委员，冀东
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教导大队大队长，第十二团参谋长，
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第八地区队区队长，第十八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冀热辽军区第二十二旅旅长，冀察热辽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
员，辽西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辽西军区参谋长，松江军
区司令员，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周浣白

（1912—1974）

安徽省桐城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科员，红军总卫生部
文书、科员，陕甘支队司令部科员，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部秘书、统计科科长、秘书处代
处长、第三分校总务处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作战室参谋，军委三局通信总
台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三局办公室主任，军委电信总局秘书长，
邮电部电信总局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邮电管理局副局长，
邮电部办公厅副主任，军委通信部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干部
部部长，总参谋部通信兵部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郑国

（1919—1983）

湖南省石门县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七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
团四师十二团营特派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第二后方医
院四所政治指导员，军委供给部秘书，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
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六纵队政治部组
织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教导团政治委员，华东军需学校政治委员，
第三野战军三十四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
炮兵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炮兵师政治委员，福州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军副
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福州军区政治部顾问。
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郑三生

（1916—1990）

江西省石城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
军团第二师六团营青年干事，第十三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连政治指导员，营副政治教导员，
营政治教导员，副营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团营长，团参谋长，晋察
冀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四旅十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第二纵队
四旅参谋长，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北京军区
副司令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
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
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郑大林

（1908—1968）

曾用名郑自其。河南省郑州市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
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皖西北特区保卫局军事教员，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特务营连长，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副营长、营
长，红四方面军总后方医院第三分院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
队营长，第三旅七团团长，渤海军区直属团团长，山东军区警备第六旅副旅
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七师副师长，在北野战军第
三纵队九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五步兵学校校长，军事
体育学校校长，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郑友生

（1912—1991）

湖北省孝感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方面军第四军十师特务连分队长、中队长，第二十八团副营长，第十一师三
十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
政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旅卫生部政治委员，新四
军第三师八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苏北军区涟东县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特务团团长，第九十师副政治委员，
第三野战军三十军九十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
军巡防区政治委员，厦门水警区政治委员，舟山基地副政治委员。一九六一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郑本炎

（1918—）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
第七十五师特务员、测绘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
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连政治指导员，团部参谋，副营长，新四军第三师八旅
二十三团营长、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四师十一
团团长，四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处主任，中南军政大学湖
南分校第一纵队纵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大学直属纵队
纵队长，上干一大队大队长，第二十二步兵学校副校长，第四政治干部学校
副校长，长沙第一政治学校副校长，广州军区干部学校校长，广州军区后勤
部副部长，成都军区后勤部部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
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郑汉涛

（1915—1992）

浙江省慈溪县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一九三八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军事工业局工程科科员，八路军前方总
指挥部军工部工程科科长、工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军
工部工程处处长，华北军区兵工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
院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兼华北兵工局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计划司司
长、部长助理，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计划财务司司长兼动员计划司司长，第
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秘书长、副主任，国防科学技
术工业委员会顾问。一九六二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郑旭煜

（1914—）

江西省瑞金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
十师三十团通信员，第二师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军团供给部政治指导员，
第一师三团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
二团营政治教导员，军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事，第一团总支书记，二区队政治
处主任，河北易县保满支队副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团政治委
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旅政治部主任，第二纵队随营学校
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步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
京市纠察总队政治委员，公安第二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
员，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郑国仲

（1913—1992）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第三团排长，红四军第十师三十
团连长，师政治部交通队队长，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营长、团长。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营长、副团长、
团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纵队第三支队
支队长，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九旅旅长、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十一
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
员，海军训练基地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郑贵卿

（1911—）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政卫连排长，闽赣军区独立第十二团连长，闽西南游击队
队长，游击第三支队三大队大队长，第三支队副支队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
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营长，第一支队一团营长，
盐城保安团团长，盐阜军区建阳总队参谋长，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二团副
团长，第三师特务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齐齐哈尔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
东北野战军独立第五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一四七师副师长、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师长，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一
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郑效峰

（1916—1993）

原名郑德风。湖南省耒阳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湘南起义，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
四军第十师政治部青年科干事，军委后方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一局政治指导员，三局通信大队政治教导员，延安军
政学院二队队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保卫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二十旅五十八团政治委员，辽宁军区第一军分区政
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南军区公安第九师政治委员，公安部队干部部部长，广东军区干部部部长，
公安军内卫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副院长，湖南省军区政治
委员，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



宗凤洲

（1912—）

河北省藁城县人。一九三八年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一九三九年改编
为八路军。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平汉抗日游击纵
队团长，新编第十旅二十九团团长，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旅副旅长，十七旅副旅长，
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旅副旅长，西南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总队长兼十二军
随营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第三兵
团留守处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军长，上海警备区参谋长，安徽生产
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官宗礼

（1911—1970）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十师二十八团排长。连长、副营长，
红四军卫生部总务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
三八五旅七七○团供给处处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供给科副科
长，山东纵队第三旅供给处处长，清河军区供给部部长，渤海军区后勤部部
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副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九兵团后
勤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九兵团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志
愿军后勤司令部第四分部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后勤部副参谋长、副部长。一
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官俊亭

（1917—）

安徽省颖上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方面军第十师二十九团排长，第十二师三十六团副连长、连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第一分校队长，八路军山
东纵队第五旅十三团营长，胶东军区第五旅十五团副团长、代团长。解放战
争时期，任胶东军区第五师十八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五师参谋
长，烟台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胶东军区新六师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三十二
军九十四师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中
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军长，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孟庆山

（1906—1969）

河北省蠡县人。一九二五年人冯玉祥部，任排长、连长、副营长，国民
革命第二十六路军副营长。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三军八师二十四团副团长，中央
军委教导第四团团长，红三军团干部队队长，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
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河北游击军司令员，冀中军区副司
令员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员，
中共冀中区党委武装动员部部长，冀中军区武装部部长，河北军区石家庄军
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相炜

（1917—1993）

辽宁省营口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
山东省博兴县委军事部部长，中共广饶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治委员，中共
博兴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大队长，清河军区独立师政治委员，中共清河区党
委统战部副部长兼秘书长，中共清东地委副书记，渤海军区政治部敌工科科
长，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书记，回民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
民主联军第七师十九旅政治部主任、警卫团政治委员，第六纵队十七师政治
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一二八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长沙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
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下科学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一九六一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胡炜

（1920—）

河南省新蔡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豫南桐柏山区抗日游击队。一九三八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政治处干事、连
政治指导员，第五支队八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营政治教导员，第十团政治
处主任，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十四团政治委员，中共甘泉县委书记兼县支队司
令员、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二师四旅十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
野战军第二纵队四旅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师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军政治委员，军长，兰
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一
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胡大荣

（1914—）

湖北省黄梅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
面军第三十军通信队队长，红军大学步兵学校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参谋、副营长、营长，一一五师
军政干校校长，后方司令部司令员，东进支队参谋长，教导第五旅十三团团
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一团团长，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九旅旅长，华东野战
军鲁中南纵队师长，第三野战军三十五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浙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
员兼参谋长，南京军区工程兵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工程兵主任，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胡云生

（1908—1980）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宣传员，第十师师
部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司令部一科科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作战科科员、三科科长，苏鲁支队参谋长，教导第二
旅五团团长，湖西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副
参谋长，第一纵队一师二团政治委员，第七纵队后勤部政治委员，东北军区
司令部管理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
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部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
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胡友之

（1914—）

河北省安国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反帝大同盟。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干事、股长、科长，警备第
三旅兼三边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陇东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警一
旅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十师政治部主任，第二兵团政治部宣传部
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处长，总
政治部组织部处长、副部长，后勤学院政治部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
军衔。

胡正平

（1915—）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军部排长，第十师师部通信连指
导员，第三十团副营长，第十二师三十六团营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一总队总队副，游击第四支队队
长，第三十二团团长，冀鲁豫军区独立团政治委员，湖西军分区九团政治委
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湖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独立旅副政治委
员，晋冀鲁豫军区独立二旅旅长，第八纵队二十二旅旅长，第十八兵团六十
一军一七八师师长，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北军区参谋长，
第二步兵学校校长，重庆步兵学校校长，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宁夏省军区
副司令员，长庆油田三分部指挥。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胡立声

（1917—）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一九三七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特派员，一二九师新一旅政治部保卫科科
长，豫西专署公安处处长，太岳军区二十四旅七十一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
时期，任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警备第四团政治委员，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华
北野战军六十二军一八五师副师长，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政治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旅大警备区守备一师
政治委员，外长山要塞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政治部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冶金部办公室主任、北京指挥部第二政治委
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胡立信

（1915—）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
部译电员、无线电台政治委员，第四军司令部机要科副科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政治处教育股股长，团
政治处主任，旅轮训大队大队长，大行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抗日
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晋
中军区独立第三旅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邵阳军
分区副政治委员，第二十四步兵学校政治委员，防空预备学校政治委员，防
空军高射炮兵学校政治委员，空军高射炮兵学校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
治部副主任、主任。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胡华居

（1914—1979）

四川省达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
一军第九十一师二七六团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九师第四游击支队中队政治指导员，支队政治处副主任，第三大队代政治委
员，冀鲁豫军区新编第三旅七团政治处主任，第二十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
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三旅政治部主任，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晋
冀鲁豫军区第十一纵队三十二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七军五十师师长兼政治
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省军区镇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八步兵学校政治委员，济南军区装甲兵副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
济南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
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胡贤才

（1916—1983）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河南省罗山县特委便衣队队长。坚持了南方三
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警卫排排长，江北游
击纵队第三大队中队政治指导员、连政治指导员，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十五团
副营长，淮南军区独立旅第四团营长，淮南军区独立团副团长，西分区定合
支队参谋长，新四军第二师六旅十七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
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五十二团团长，华东野战军随营学校高级
干部队队长，南下干部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九师副参谋
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二军六十四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浙江军区第十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济南军区
副参谋长，济南军区司令部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胡尚礼

（1915—）

山西省解县人。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七年参加
太原军政训练班、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决死第一总队九队政治指导员，太岳军区第三十八团司令部参
谋、连长、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第十一旅三十二团参谋长、副
团长、团长，第二野战军十四军四十师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战术教授会副主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副团
长，昆明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副军长，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河南省军区
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胡秉权

（1908—1973）

吉林省洮安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八路军。抗日
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五大队队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教导员，
第三军分区骑兵团政治处主任，区队副政治委员，冀晋军区政治部生产民运
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内蒙骑兵二师政委，辽吉军区哲盟军分区第二政
治委员，内蒙骑兵第二师政治委员，内蒙古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蒙绥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部长、训练研究部部长、副教育长，军
事科学院教研馆主任。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胡备文

（1916—1986）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宣传队队长，师政治部青年干事，军委无线电总队报务
员，军委二局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电台科副科长、
三处副处长、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二处处长、一处处长兼政
治委员、二局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情报部第三局局
长，军委技术部二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副部长、部长、顾
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拿国委员
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胡定千

（1910—）

湖北省孝感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三
师三十九团连司务长、排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副连长、连
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第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政治处副主任。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营政治教导员，第五支队十五
团参谋长，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天高支队司令员，独立第四团团长，路东军
分区参谋长，第二师六旅兼路西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
军第七纵队参谋长，鲁中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浙江军区嘉兴军分区司
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政治师范
学校副校长，军事学院预科系主任，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江西省军
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胡荣贵

（1913—）

山西省定襄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决
死第一总队干事、工作队队长，决死纵队第三总队连政治指导员，第一总队
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决一旅三十八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
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旅政治部主任，中原野战军四纵队十一
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四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云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胡炳云

（1911—）

四川省南充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三军第九十八师二九四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一
军团第二师四团连长、副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
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营长，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新四军第三师七
旅十九团团长，第七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军区第二旅旅长，军
区参谋长，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华东军区第十一纵队司
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九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军区参谋
长、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参谋长，济南军区参谋长，兰州军区副
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
副司令员兼陕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胡继成

（1915—）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六安县游击大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后编入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副连长、连长，红十五军
团第七十五师司令部一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
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营长，六八九团参谋长，冀鲁豫支队第五大队大队
长，冀鲁豫军区第五纵队二旅六团团长，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四团团长、
旅参谋长，山东滨海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
师八旅副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四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一
二六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长，广州军区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成
都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胡登高

（1914—）

江西省莲花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学校第
四分校特科队区队长，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机枪连连长，第十七师五
十团副营长、营长，补充团参谋长、代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大队教育主任、第三分校大队长，延安军事
学院院务部部长，抗大总校校务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政大学第
一支队支队长，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第四野战军卫生部政治委员。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十三文化速成中学政治部副主任、政治委员。一
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胡鹏飞

（1915—）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排长，团司令部作战股参谋，师司令部作战科
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团营长兼
军事主任教员，第六分校大队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十三团参谋长，
豫西支队第六支队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三旅参谋长，
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七旅参谋长，皖西
人民自卫军支队长，第二野战军十一军三十一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学校副校长，海军第二航空学校校长，海
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海军司令部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
少将军衔。



封永顺

（1911—）

河北省大兴县（今北京市）人。一九二七年参加东北军，曾任东北军六
四七团、六九一团军械长。一九三六年在东北军六四七团参加东北武装同志
抗日救亡先锋队并任组织部部长。一九三七年参加冀中人民自卫军。一九三
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军械处处长，八路
军冀中军区供给部副部长、部长，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副部长，冀晋军区供给
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华北军区供给部副部长、
军械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副
部长，总军械部第一副部长，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
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郝盛旺

（1917—）

陕西省绥德县人。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班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
五团徘长，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连政治指导员，八路军第五纵队一支队一倾
连长，新四军三师七旅十九团连长、副营长，第七旅特务营营长。解放战争
时期，任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二十团营长，第十九团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
六纵队十六师四十六团副团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师四十七团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副军
长、代军长，广州军区炮兵司令员，广东省军区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
少将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南萍

（1918—）

山东省长山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四团特务队政治指导员，
第四旅十团营政治教导员，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特务营政治委员，山东军区
第四师十二团政治处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二十二
师六十五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三十五军一○三师政治部主任，后兼浙江
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兼浙江军
区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师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直属政治部副主任、主
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军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
政治委员兼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
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茹夫一

（1916—）

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一支队队长，第一
分校胶东第三支队作战参谋、参谋主任、营长，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营长，
第六师十八团代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通化支队
参谋处处长，通化保安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杨靖字支队参谋长，辽宁军区独
立第二师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十四师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
一二五师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四兵团副师长，中国人民
志愿军游击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独立团团长，成都军区参谋长、副司令
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查玉升

（1914—）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
师三十一团排长，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部通信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连长，补充团营长，七七二
团副团长，十六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晋冀鲁
豫野战军第八纵队二十二旅旅长，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二十二旅旅长，第二
野战军十四军四十一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
军长，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查国桢

（1905—1980）

湖北省蕲春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司令部秘书、参谋，第七十五师司令部参
谋主任，红十五军团侦察科科长，军团供给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后勤主任，
军区后勤司令部副政治委员，华北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军需部政
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生产合作社主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公安部队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行政经济管理部部长，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顾问。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赵杰

（1913—）

又名赵东斌。河南省商城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宣传队队长，
红三十三军第九十九师二九七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三军经
理部代政治委员，红五军第四十三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副支队长兼团长，鲁中军区后方军分区司令员，
鲁中军区第一、第三、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旅
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旅大市公安总局局长，辽宁军区副司令员，辽北军区
副司令员，东北军区坦克第一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副师长，东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坦克兵司令员，
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员，第一坦克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
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



赵俊

（1915—）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营部书记，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红九军第二
十五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二十七师八十团作战参谋兼特务营营长。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作战参谋，江北指挥部作战参谋，第
四支队司令部参谋、副参谋长，新四军第二师司令部参谋处长，第五师十三
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
队参谋长，第六纵队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浙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
谋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南京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赵峰

（1914—）

河南省泌阳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豫南游击队卫生员，新四军第五支队十团卫生队
队长，游击大队大队长，营长，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司令部作战参谋，第十四
团参谋长，第十五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师预备第四团参
谋长，东北哈东军分区第一团团长，东北野战军第一四五师四三三团团长，
第一四五师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一四五师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广西军区钦廉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代师长，副军长，
军长，山东省军区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
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赵一萍

（1905—1986）

原名马香圃。山东省寿光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任少共寿光县委政治交通员、少共县委委员、县委书记，胶东西
海地委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蓬莱人民抗日救国军大队长、营长，八
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团长，第五支队参谋长，山东纵队第五旅参
谋长，胶东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滨海军区参谋长，鲁
南军区参谋长，鲁中南军区参谋长，徐州警备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三十二军
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胶东
军区副司令员兼青岛警备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
海军工程部部长，海军副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赵文进

（1913—）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
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排长、连长，红九军第二十五师三十六团副营长、营
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二七七团副团长、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一支队三十二大队
大队长，冀东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十一团团长，冀热辽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司令
员，热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热辽纵队第三旅旅长，
热南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五师师长，华北军区第八纵队二十
三旅旅长，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四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兼参谋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军政
干部学校校长、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



赵正洪

（1913—）

湖北省黄梅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
师二十九团政治处宣传队队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连长，连政治
指导员，师部通信队队长，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营政治委员、营长。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二十三团政治委员，冀中军区
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八
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九师政治委员，安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辽东
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
军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副主
任，全国体育总会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赵东寰

（1907—）

辽宁省法库县人。一九三○年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曾任东北军连长、
副营长。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参
谋处处长，第三团团长，八路军第三纵队北上挺进支队司令员，冀中军区警
备旅第二团团长，八路军第三纵队南下支队副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九军分
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辽西军区副
参谋长，辽吉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独立第十师师长，第四野战军三十八
军一五一师师长，四十二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
令部军训处处长，中南军区人民武装部第一副部长，高级工兵学校校长，军
委军事建筑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参谋长，特种工程指挥部副
司令员兼参谋长，工程兵工程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赵北源

（1917—1964）

河北省大名县人。一九三三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参加八路
军，同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大名
县大队第四中队政治指导员，冀南军区第二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第九旅二十
六团营长，第一军分区二十六团参谋长、分区武工队政治委员，漳河县县长，
路南支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二十六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冀南军区独立第五旅十四团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八十六团团
长，第四野战军五十八军一七三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
军区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员，海军青岛基地参谋长，北海舰队参谋长，砌顺基
地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赵汇川

（1913—）

安徽省宿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由团
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察绥抗日同盟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宿县抗日游
击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六支队十一团团长，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第七军分区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参谋
长，淮北挺进支队副司令员，江淮军区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九兵团司令部参
谋处长，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学校校长，海军航空部参谋长。一九五三年入苏联伏罗
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一九五七年毕业。回国后任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兼
参谋长，北海舰队副司令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赵兰田

（1918—）

四川省平昌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
第四军侦察连政治指导员，教导团司令部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
处副主任，三八五旅第十四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三八五旅七六九团
团长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七旅旅长，中
原野战军第三纵队七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一军三十一师师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军副政治委员、副军长、代军长，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长，空降兵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北京军区空军政
治委员，沈阳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顾问。一九五五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赵华青

（1919—）

山东省茌平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八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山西新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新军吉县自卫队
政治指导员，二一三旅五十八团连长，一二九师决一旅五十七团连长、营政
治教导员，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十旅二十八团副团长，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十旅
二十八团团长，第二野战军十三军三十七师副师长，军随营学校副校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师长、师长。一九五四年赴苏联
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五七年毕业。回国后任
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研究员，昆明军区副参谋长，福州军区副参谋长、
参谋长、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赵易亚

（1917—）

江苏省泰兴县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陕西
安吴青训班政治协理员、教育干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队政治
指导员，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部教育科科长，南进支队政治部宣教科科长，
新四军第三师九旅政治部宣教科科长，第四师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解放战
争时期，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华中野战军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
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山东兵团政治部宣教部部长，第三野战军
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部长兼文化部部长和华东军区高级干部理论训练班主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
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委员
会副书记，解放军报社总编辑，解放军报社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
衔。



赵国泰

（1915—1974）

湖北省崇阳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
军团保卫局二抖科员，红军大学教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
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游击军第一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游击军政治委员。解
放战争时期，任辽宁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兼鞍山保安司令，东海军区安
东保安旅旅长，安东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六三师师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兼参谋长，中国人民
解放军副军长，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赵承丰

（1917—）

四川省苍溪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部文印员，红四方
面军总政治部文印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文书
科长、机要秘书，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干事。解放战争时期，任龙江军
区警备第二旅政治部主任，黑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长，总干部部政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
部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机
械工业部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赵承金

（1901—）

辽宁省海城县人。满族。一九三七年参加东北军，同年参加冀中人民自
卫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第一团团长，
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南进支队司令
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沈阳市卫戍司令
部副司令员兼保安第四旅旅长，辽宁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嫩江军区副司
令员，东北军区一七○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辽西军区副司令
员，热河省军区司令员，辽宁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赵复兴

（1914—）

湖北省沔阳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参加了长
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部教育科科长，第一支队
支队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赤峰军分
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军政干部学校训练部部长，东北军政大学冀察热辽
分校教育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南军区公
安部队副参谋长，第五步兵学校校长，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军区司
令员，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
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赵炳伦

（1912—1984）

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六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二七四团政治处
主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一军政治部保卫部科长，第三十一军卫生部政治委
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队政治指导员，特
务营政治委员，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副团长，
新四军第五师三十九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陕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参谋长，
第四野战军五十军二一一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湖北军区荆州军分区司令员，第二政治学校副校长、校长，防化兵学
院副院长，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赵冠英

（1916—）

河南省内黄县人。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教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
一五师教导大队队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第三大队大队长，第二军分区参
谋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独立八
旅旅长，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第二纵队参谋长，华北军区第二
纵队参谋长，第二十兵团六十七军参谋长，第二十兵团副参谋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副参谋长、参谋长，山西省军
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教育长、教育长，军事学院训练部
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
员会委员。



赵晓舟

（1916—）

河南省郾城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鲁西北范筑先部
第十支队教导队队长，八路军筑先纵队司令部参谋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先
遣纵队司令部作战股股长，第五大队大队长，第三团团长，新编第八旅二十
四团营长，第二十二团参谋长，冀甫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平原军区司令
部作战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四旅参谋长，第二
野战军十军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副参谋长、参谋
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长，海军技术部部长，海军副参谋
长兼技术部部长，海军第三研究院副院长，海军装甲技术部部长，海军航空
兵部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赵章成

（1905—1969）

河南省洛阳市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炮训队队长，第九师炮兵连连长，红一军团炮
兵营营长，红军学校教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
团营长、炮兵主任，一二九师司令部炮兵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炮
兵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炮兵主任，炮兵旅旅长，第
二野战军炮兵第三师师长，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炮兵副司令员，炮兵第三基地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
炮兵第二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



赵遵康

（1913—1983）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县游击队排长、连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二十六团排长，红二十五军
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二二三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红十五军
团第七十五师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
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晋南游击支队政治处主任，冀
鲁豫军区副团长、团长，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
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三旅副旅长，三十
一旅副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七军补训师师长，军后勤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贵州军区后勤部部长，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
团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广州军区后勤部顾问。一九六
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赵鹤亭

（1914—）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一军骑兵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骑兵排长，八路
军东进纵队骑兵大队教导员，特务营营长，冀南军区特务团团长，第一军分
区副司令员，第三军分区三十二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
二纵队五旅副旅长，鄂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五十军一四
八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师长，师长，中
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
军衔。



钟伟

（1915—1984）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政
治部宣传员，第三师特务连政治委员，第四师十一团俱乐部主任，师政治部
青年科科长，第十二团政治委员，第四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十五军团七
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第三大队政治处主任，鄂豫挺进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三师十旅二十八团团
长，淮海军区第四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十旅副旅
长、旅长，第二纵队五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
四十九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参谋长、解放军防空部
队司令部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安徽省农业厅副厅长。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钟池

（1915—1978）

福建省长汀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军区独
立七师九团排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通信连政治指导员，红军大学校部副特
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政
治处组织股副股长，八路军留守兵团巡视团巡视员、军法处审判长，警备第
三旅军法处副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军法处处长，热河军区
军法处处长，热河军区独立第十三旅政治部副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
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副政治
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干部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干部部部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六四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钟辉

（1914—）

江西省瑞金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一军团第三军九师宣传员，第一师二团排长，红八军团第二十三师六十六
团特派员，红三军团保卫局巡视员，陕西关中红一团特派员、团政治委员。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九师政治部主任，八路军
陇海南进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热西军分区司
令员，热北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一六一师政治委员，第四
野战军四十八军一四二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师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炮兵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指挥所政
治委员，解放军炮兵技术部部长，炮兵参谋长，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大使馆武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钟人仿

（1914—1975）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政治处宣传员、技术书记，连政治指导员，师教导
队政治委员，团特派员，红一军团保卫局执行科科长、执行部部长，军团保
卫局代局长，军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
青年抗敌决死第二纵队参谋处处长、团长，军委一局第一科科长、处长、副
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吉军区副参谋长，吉林军区副参谋长，东北军区
独立第六师政治委员，警卫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
区装甲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参谋长、副司令员、
顾问、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钟元辉

（1915—）

江两省上犹县人。一九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
一军第四十三团连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连指
导员，第十一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二师亘属队总支书
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副
主任，延安军事学院区队长，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轮训队政治委员，旅政治
部锄奸科科长，第五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晋南支队政
治委员，第三纵队政治部军法处处长，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兵团师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军区后勤
部副政治委员，天津警备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钟文法

（1914—）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工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
军团第三师八团青年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四师营政治教
导员，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
副政治委员，三五九旅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
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独立第十旅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二
十五师副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三十二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武汉军区干部部部
长，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钟生溢

（1915—1980）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二
纵队副排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第五团特派员。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营特派员，晋察冀军区骑兵团
政治处副主任，第四军分区五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军分区二十二团政治委员，
晋绥军区第二十七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独立第三旅政治
部副主任、主任，第一野战军三军八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青海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河
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湖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钟发生

（1914—）

江西省瑞金县人。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工农工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排长、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随营学校区队长，一一五师政治部警卫连连长，
师特务营连长，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副营长、营长，冀中军区第十六团参谋长、
副团长兼参谋长，一二九师特务营营长，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三团团长。解
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一旅二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
师二团团长，华北军区第十三纵队三十九旅旅长，第六十一军一八三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兼达县军分区司令员，中国
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
副参谋长、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钟发宗

（1910—）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工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
军第七师二十团排长，江西省少先队总队长，江西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
江西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兴国县委军事部部员，游击队队长。
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浙西特委军事部部长，浙
江特委军事部部长，吴兴县委组织部部长，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五十一团政
治委员，浙东纵队第三支队政治委员，金萧支队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解
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师八团政治委员，豫皖苏军区第二军
分区副政治委员，河南军区淮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第二十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第六步兵学校政治委员，南京步兵学校政治委
员，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



钟贤文

（1915—）

江西省于都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
第三师九团副班长，红军总司令部通信连排长，红军大学第一团区队长、副
政治指导员、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二
纵队三团营长，团参谋长，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第一团作战参谋，
教导第二旅四团副营长、营长，沂河支队三大队大队长，滨海军区第二十四
团团长，警备第十一旅二十二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滨海军区第一军分
区司令部参谋主任，华东军政大学大队长，渤海军区军政学校校长，华东野
战军渤海纵队第七师副师长兼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福建分校副校长，第四步兵学校副
校长，南京步兵学校校长，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钟国楚

（1912—）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兴国县冷沙区游击连支部书记，中共县委组
织部部长，闽赣军区独立第八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坚持了南方三年
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政治处主任，第二支队政
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四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政治委员，
第十六旅代政治委员，第一师十六旅旅长，第二师五旅副旅长，苏浙军区苏
南一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六师十六旅旅长，华东野
战军特种兵纵队参谋长，第六纵队十八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六军副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兵团参谋长，上海警备区
副司令员，安徽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江苏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南京军区
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钟明彪

（1910—）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
军团第六师十八团排长、连长，红三军第四师十团连政治指导员，红军野战
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队政治指导员，新四军第二师四旅十团政治委员、团长，第二师司令部参谋
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军区工人总队副队长，辽吉军区保一旅参谋
长，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第一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一三四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军参谋长，总高
级步兵学校物资保障部部长，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



钟炳昌

（1915—）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后
方医院看护班长、干事、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供给部、司
令部副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新兵营
第三连政治指导员，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支队、大队政治处主任、政治委
员，第九区队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
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热河纵队组织部部长，晋
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第二旅政治委员，华北第二十兵团六十六军一九七
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军
政治委员，建筑材料工业部政治部主任，四川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中国
科学院副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钟辉琨

（1911—）

江西省宁都县人。一九三二年任宁都县区苏维埃政府军事科科长。一九
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
三军团补充三师三团连长，红二十八军三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总支书记。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连政治指导
员，冀察热挺进军第三十六支队政治处主任，平北游击支队政治委员，第四
十团政治委员、团长，平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
中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热西军分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
一六八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空军第七师师长，军政
干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侯正果

（1911—）

四川省达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通江县赤卫队分队长，红四军第十一师战斗营
连长，第三十六团连政治指导员，红军大学区队长，红四方面军警通营政治
委员，中央军委警卫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
二○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三营政治教导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
副大队长，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特务团副团长，第四军分区参谋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察哈尔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
北军区军政干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
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研究院顾问
组组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侯世奎

（1911—1976）

甘肃省皋兰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第十三师三十八团排长，第三十九团连长、
代营长，第三十四师一○○团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军
区警备二旅六团营长，滨海军区第六团副团长，独立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辽东军区第五旅旅长，辽东纵队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十师副师长、师
长，安东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甘肃省军区参谋长，西北
军区干部文化学校校长，甘肃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段士楷

（1919—）

山西省霍县人。一九三七年入山西太原军政训练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二纵队五团连政治指导员，
决死第二纵队政治部干事、敌工股股长，保安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决死第
二纵队第五团政治处代主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晋绥军区独立第五旅政治
部主任，第一野战军七军二十一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场建处处长，空军后勤部营房机场管理部副部
长、修建部第二副部长，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兼修建部部长。一九六四年晋升
为少将军衔。



段志清

（1914—）

陕西省延长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北第二路游击队第十八支队分队长、中队
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十三团副排长、排长、副连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
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二团连长、副营长、营长，第三军分区司令部四科
副科长，第二支队参谋长，第四十二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
军辽吉军区第一军分区十三团团长，东北独立第十师二十八团团长，第四野
战军三十八军一五一师团长、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
龙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钦州军分区司令员，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广
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海南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
军衔。



段苏权

（1916—）

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
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茶陵
县委书记，中共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六军
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
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教育科科长，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
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热河、承
德第十一小组代表，冀热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东北
军区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
志愿军空军军长，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教
育长兼战略教研室主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政
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段思英

（1917—）

陕西省延川县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并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二二
四团民运干事、连政治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
六八九团营组织干事，冀鲁豫支队二大队营教导员，冀鲁豫军区第四团政治
处组织股长，第一团政治委员，第七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三支队政治委
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独立第二旅政
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三十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
军区铜仁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贵
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部
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六一年
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段焕竞

（1911—）

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茶陵县游击队排长，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副连长、连长，湘赣军区红五团营
长，湘赣游击司令部游击大队参谋长兼第一支队支队长，红五团代团长。坚
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营长，团参
谋长，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六团团长，新四军第一师二旅副旅长。解放战争
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华东
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一旅旅长，第十一纵队参谋长、副司令员，第三野战
军二十九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江苏
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



段德彰

（1913—）

原名段箕权。江西省于都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任红军特科学校政治教员、连政治指导员，红一方面军教导师政
治部宣传科科长，红军大学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中共西峰县工委书记，陇东特委统战部部长，陇东地委书记。解
放战争时期，任中共热东地委书记，冀东党校组教科科长，冀察热辽军区后
勤部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副
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青岛基地政治委
员，海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海舰队第二政治委员，南海舰队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
九、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洪水

（1906—1956）

原名武元博、阮山。越南河内市人。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一九二七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广东省东江游
击队连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三十四师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
任，红军学校工农剧社社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晋东北地
委宣传部部长，晋察冀边区抗敌报社社长、宣传科科长。一九四五年应越南
劳动党之邀赴越南参加抗法战争，任第四、五战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九
五一年回中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战斗训练杂志
社社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宫乃泉

（1910—1975）

辽宁省营口市人。一九三七年参加新四军。一九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卫生处医务主任，江北指挥部卫生部部长，第二师
卫生部部长，新四军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卫生部第
一副部长兼白求恩医学院院长，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兼山东省卫生厅厅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兼军事医学
科学院院长，上海医学院院长，上海第二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
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部长。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姜钟

（1919—）

原名姜心登。四川省平昌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中共汶川县委秘书，
绥靖县委秘书。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科员、股长、副科
长、一处助理员、三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一处副处长，华北
革命大学第四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工程学校二部主任、
教育长，军委技术部干部学校副校长，西南二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
谋部三部业务指导局局长、副部长、第一副部长、部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
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姜齐贤

（1905—1976）

湖南省湘乡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医务主任、军医处处长，红一
军团卫生部副部长、部长，红一方面军卫生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八路军总卫生部部长，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
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
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军委高级后勤学校副校长，后勤学院教育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兽医局局长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农垦部副部长。一
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姜林东

（1918—）

山东省牟平县人。一九三七年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一九三八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陕北公学队助理员，中共河南鹿邑县委书记，
新四军第六支队二总队四团营政治委员，总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兼敌工科科
长，新四军第四师九旅二十七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山
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九旅团政治处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六师十八团副政
治委员、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副主任，
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军
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
治部主任，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姜茂生

（1912—1985）

广西凤山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班长，闽西红军独立第八团政治处宣传员，闽
西南交通站站长，第三支队一大队大队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
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第二支队独立营政
治委员，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八团参谋长、团长，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团长，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上干队队长、第九分校副教育长，一师教导团参谋长、
苏浙皖联合抗日司令部参谋长，苏中军区特务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苏
中军区独立旅一团团长，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旅五十二团团长，第六纵
队十八师参谋长，两广纵队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玉
林军分区司令员，容县军分区司令员，广西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祖农·太也夫

曾任过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民族军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过少将
军衔（其它资料暂缺）。



祝世凤

（1905—1978）

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二七年黄麻起义后，参加赤卫军、独立团。一九
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二十九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十一军第九十
三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九十一师二七六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长征。抗
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营政治教导员，挺进团政治委员，第二
师五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吉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警备一旅政
治部主任，延边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警备一旅政治部主任，吉北军分区副政
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六师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四
十三军一五六师政治委员，江西军区九江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江西军区九江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江西军区干部部副部长、部长，
江西省军区第二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胥光义

（1916—）

四川省平昌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排长、副连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保卫局保卫
队政治指导员，红军大学政治部地方工作科副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政治主任教员，晋东南抗日游击第三支队
政治处副主任兼民运股股长，挺进支队政治委员，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一
二九师政治部干部教育科科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政治部主
任，总校步兵科政治委员，冀南军区政治部宣教部部长，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后勤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后勤部参谋长，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
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胥治中

（l917—）

湖北省石首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
军团独立团、第四师、第七师宣传员、侦察员，红二军团卫生部特派员，第
五师十五团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
四团特派员，中央社会部陕北三边情报站站长，中共鄂中区党委、豫鄂纵队
社会部部长、保卫部部长，中共襄南地委社会部部长兼专署公安局局长。解
放战争时期，任江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鄂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副主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副
主任，海军炮兵学校政治委员，海军文化速成中学学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
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姚克佑

（1918—1967）

北京市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
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干事，
东进纵队第五支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教育科科长，第五支队骑兵团政治委
员，东进纵队骑兵大队副政治教导员、教导员，东进纵队教导队政治教导员，
第三团营政治教导员，一二九师第七旅二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第九旅二十五
团政治委员，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
教育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四旅政治部主任，
第二野战军十军二十八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政治委员、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训部副部长、
部长，空军副参谋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姚运良

（1912—1980）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
面军第三十军通信队队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政治处主任，第八
十九师二六七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师十
一旅三十二团团长，骑兵团政治委员，第十一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五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
三十一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
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姚国民

（1913—）

江西省吉水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军总部警卫连排长，防空连副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营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处主任，冀中军区第七军
分区十九团政治处主任，十七团政治委员，第八军分区二十三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黑龙江军区绥化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共绥化县委书记，
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二十师政治部副主任，十九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
四十四军一三○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
政治委员，军干部部部长，军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校
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
主任，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工程兵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
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姚醒吾

（1897—1988）

浙江省吴兴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第五纵队二支队副官主任，红三军团
第八军四师军需处处长，军经理处处长，纤三军团供给部会计科科长，红二
十九军供给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
二团供给主任，留守兵团供给处财政科科长、供给处副处长、供给部副部长，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供给部部长，陕甘宁边区银行秘书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辽东军区供给部副部长，东北野战军东线兵团供给部部长，东北军区军需
部材料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副部长，
中南军区后勤部财务部部长、后勤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贺明

（1919—）

陕西省武功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八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政治部民运干事，冀中军
区第六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第三十二区队政治委员，冀中军区
第七军分区三十三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八旅
二十三团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八旅二十三团政治委员，第十九兵团六十三
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军政治部直
工部部长兼教导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师政治委员，北京军区防空军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
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学兵部政治委员，河北省军区政治委
员，贵州省军区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贺健

（1911—）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九军特务营连指导员，第二十七师八十一团连长、营政治委员，第八十团
副团长、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
独立支队第二团营长，教导第二旅四团团长，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八旅旅长，华东野战军
第十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五军副军长，鲁中南军区司
令员，吉林省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副部长，旅
大警备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贺大增

（1906—1977）

陕西省佳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
产党。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七军第
八十四师一团连政治指导员，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三团营政治教导员，第
二三四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营
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冀鲁豫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四军第三师
八旅二十二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师十旅政治部主任，
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五师政治委员，第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政治委员，志愿军后勤部政
治部主任，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第一文化学校政治委员，海军
工程学院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贺东生

（1911—）

湖南省攸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
军通信连排长，红一军团司令部通信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队长，七团参谋长，六八六团团长，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团长，山东军区第二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二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
二师师长，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
一步兵学校校长，广州军区公安军副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广东省
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
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贺吉祥

（1915—）

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
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七军第八十一师一团排长、连长、
营长、团长，陕北独立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川县保安大队大队长，
陕甘宁保安司令部独立三营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绥蒙军区绥西军分区副
司令员，晋中军区独立第六旅副旅长、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
二兵团十一师副师长、代师长、师长、副军长，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辽宁
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贺光华

（1916—）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
军团司令部机要股股长、科长，军委二局副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军委一局作战科科长，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豫南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六旅参谋长，
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第六纵队十七旅副旅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参谋长，华
东军区公安部队副参谋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副军长，军事科学院办
公室副主任、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
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贺庆积

（1909—）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
军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连指导员、团侦察参谋、营长、团长、师参谋长、师
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
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三旅
旅长，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八师师长，江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辽宁省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贺俊侦

（1913—）

湖北省阳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军委
二局报务员、电台台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股长，参
谋训练队队长，三处政治协理员、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一处副
处长、政治委员、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情报部五局副局长，
军委技术部二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三局第二副局长、二
局政治委员，广州军区三局局长，解放军无线电技术学校校长。一九六一年
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贺晋年

（1910—）

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骑兵大队副
大队长，陕北第一游击支队政治委员，陕北游击队参谋长、总指挥，红二十
七军第一团团长，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师长，红二十七军军长。抗日战争
时期，任陕甘宁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团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八路
军联防司令部警备第三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
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骑兵纵队司令员，第七纵队副司令员，
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八军军长和江西军区第一副
司令员、赣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区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八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
员会委员。



贺振新

（1916—1966）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
团第五十一团副排长，湘鄂川黔军区第二军分区干部大队分队长，游击队政
治委员，独立团连指导员，干部大队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七师政治部组
织干事，第四十九团政治处总支书记、营教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兼宣传
股股长、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支队政治处主任，三五九旅七
一七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第一野
战军五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野战军师政治委员，
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炮兵系副主任、政治委员兼工程系军械科学研究所政治
委员，炮兵工程学院副院长，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贺盛桂

（1915—1990）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
团第十七师五十团排长、连长、代营长，模范师侦察参谋。参加了长征。抗
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干部连副连长，补充团营
长，七一八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三五九旅参谋长，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六师副师长，第一野战军二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后勤组织系主任、训练部部长、后勤指
挥系主任、副教育长、副院长，总后勤部军事运输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



秦化龙

（1913—）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平江梅团区儿童团，任团长、区队长，
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任少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中共湘鄂赣省委常委、驻鄂
东南、湘北代表团代表兼军分区政委，中共湘鄂赣省委组织部部长，湘鄂赣
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军区后方留守部队政治部主任，湘鄂赣军区边区游
击第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坚持了湘鄂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
任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渤海纵队第十一师政治委员，华东军区
淞沪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公安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炮兵政治委员，上
海警备区第二政治委员、政委，中共农村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农牧渔业
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秦光远

（1913—）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四方面军野战医院医生、分院医务主任，第四军医务主任、卫生部副部
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第七七○团卫
生队队长，旅军医处处长，旅卫生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卫生
部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卫生部政治委员，第十二纵队卫生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一兵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兵团后勤部副政
治委员，中南军区工程部队后勤部政治委员，第三十三文化速成中学副政治
委员，武汉军区文化学校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军区后勤
部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桂生芳

（1915—）

陕西省咸阳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六军耀西游击队分队长，骑兵团连指
导员，中共县委军事部部长，关中独立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
守兵团卫生处兼野战医院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边军分区政治部主
任。解放战争时期，任龙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东北野战军独立第九师政治
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警卫师政治委员，
第一防化兵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政治部主任，旅大警
备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桂绍忠

（1916—）

安徽省霍丘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
第三十一军七十三师团卫生所看护长，卫生所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营卫生所军医、团卫生队副队长，
旅卫生处代医务主任兼六六二团卫生队队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卫生处处
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卫生部部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卫生
部部长，第三野战军四兵团卫生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兵
团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卫生部部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校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总后勤
部卫生部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桂绍彬

（1916—）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
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一八团营部书记，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政治部秘书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司令部政
治指导员，七七二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三八六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太岳
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
军区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八兵团六十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学
校政治委员，中南军区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南海舰队第二政治委
员，海军第三研究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耿锡祥

（1909—）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暴动，任自卫队小队
长。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部电台报务员、股长，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台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中央军委三局二科副科长兼电器材料厂厂长，一科科长，军委三局干部训
练队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总社电务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南京军区通信兵部副主任、主任，国防工业委员会电子工业小组组长兼三
机部电子工业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第四机械工业部监察组副组
长，第四机械工业部政治部主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
少将军衔。



耿道明

（1916—）

山东省潍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分队长、宣传员，第八支队连
副政治指导员，山东纵队一支队连政治指导员，陇海南进支队政治部锄好科
科长，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
二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第三十五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保卫部部长，第
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华东野战军军法处处长兼保卫部副部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国人民银行政治部主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副总经理、顾问。一九六
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索立波

（1906—1972）

原名李波。内蒙古商都县人。蒙古族。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任西北国民军排长。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唐山、天津等
地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三六年参加山西牺盟会。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抗
日战争时期，任晋西北工人武装自卫纵队队长，绥蒙挺进支队司令员。解放
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参谋长，河北省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第二十兵团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一九
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袁光

（1909—）

江西省泰和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分队政治指导员，红八军团无线
电分队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政治处
主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特务团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秘书处处
长，绥蒙军区骑兵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绥蒙军区第十一军分区
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三军七师副政治委员，第二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铁道兵团师政治委员，铁道兵团干部部部长，中
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部副主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副庭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法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袁彬

（1915——）

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方面军第三十军卫生部医生，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医务所所长、副连长。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迪化（今乌鲁木齐）新兵营排长，新疆航空队
飞行训练班学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第二大队中队长、
副大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第四航空学校训练处处长、副校
长兼飞行大队大队长，空军团长，副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师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南
京军区空军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



袁渊

（1903—1992）

江西省南康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连长、营长、团长。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参谋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七团团
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独立第十二旅旅长，第十四军分区司令员，
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校长，第二十四步兵学校校长，马列主义
学院第一分校军事教研室主任，第二高级步校代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
学院副教育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袁也烈

（1899——1976）

湖南省洞口县人。一九二四年考入桂军军官学校。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
团连长，第十一军七十二团营长，第二十五军七十二团参谋长。参加过北伐
战争。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
军一纵队参谋长兼第一营营长，一队纵队纵队长，红七军第二十师五十九团
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清河军区参谋长，渤海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解放
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司令员，渤海纵队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
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袁克服

（1907—1982）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任黄安县指挥部指挥员，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政治委员，
共青团鄂豫皖省委书记，中共川陕省委书记、保卫局局长，红四方面军独立
第一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民运部
股长、民运部副部长，冀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延安中央组织部行政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吉林省军区警二旅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
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抚保部部长，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顾问。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十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



袁佩爵

（1914——1972）

江西省泰和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国
际师第三团技术书记，师政治部技术书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科科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支队指导员、
大队政治处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教导大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代旅政治委员，第四纵
队政治部副主任，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师代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政治委员，旅大警备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



袁学凯

（1914—）

湖北省黄陂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三十一军军部交通队排长，军部特务营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十一军第九十
一师二七七团营政治教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
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补充团营政治教导员，第十六团政治处
主任，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决死第一纵队二十五团副团长，三八
六旅第十六团副团长，八路军留守兵团新编第四旅二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十
六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新编第四旅副旅长，第一
野战军六军十七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
政治委员，西北军区空军参谋长，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



袁意奋

（1917—）

湖南省慈利县人。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政
治部宣传部干事，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十团俱乐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教导团连政治指导员，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四
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团政治处副主任，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
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一旅二团副政治委员，绥蒙军区第七团政治委员，第十一
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一军二师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海军学校第一分校政治委员。一九五四年人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
院学习，一九五八年毕业。回国后，任南海舰队湛江基地政治委员，榆林基
地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政治委员，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顾问，海军装备技术部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
为少将军衔。



袁福生

（1916—）

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军
区补充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六军团保卫局内勤检查员、侦察组长，红六军
团直属队特派员，补充团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
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独立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锄奸股股长，三五九旅
政治部锄奸科副科长、科长兼军法处副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满军区政
治部保卫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四
十七军一三九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
治委员，第四十七军干部部部长，志愿军司令部军法处副处长，武汉军区炮
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后勤部政
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莫春和

（1916—）

四川省阆中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方面军前敌指挥部译电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机要处股长、
科长，中共中央机要处办公室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机要处副处长，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机要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共中央中南局机要处处长兼中南军区机要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
部机要局副局长、局长，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聂济峰

（1914—1992）

河北省晋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
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独二团政治处干事，师轮训队特派员，
旅直属队特派员，旅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保卫
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太行军区独
立一旅政治部副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五旅政治部主任，豫西
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四十三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
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军政大学副校长，
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栗在山

（1916—）

河南省南阳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许昌工委青年委员，西华县红花
集区区委书记，游击队政治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开封市委组织部
部长，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三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政
治部主任，第五师参谋处处长，中共豫中工委书记兼豫中军分区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哈南军分区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四师
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五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
一四六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
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军政治委员，国防科学技术
委员会训练基地政治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政治委员兼训练基地政治委
员，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



栗彬成

（1918—1988）

河北省平山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八大队政治处宣传队队长、连政治指
导员，正太路南大队大队长、副政治委员，营政治指导员，第四军分区司令
部侦察股股长，第四十七团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
四纵队三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十旅二十八团政治委员，第十九兵团六十
四军一九○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
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干部部部长，副军
长，炮兵学院地面炮兵系主任、副教育长，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参谋长，南
京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炮兵技术学院政
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贾陶

（1909—1976）

辽宁省开原县人。一九二八年于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曾任东北革命军
人同志会常务委员。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
会军事委员，东北军特务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第一一○师六二九团团长，
第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三四二旅副旅长，中共五十一军工作委员会军事委员。
一九四○年后，任中共中央军委第四局教育科科长、副局长，中共中央情报
部副局长，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一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
联军炮兵旅旅长，东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副司令员兼炮兵学校副校长、校长和
防空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炮兵参谋长，炮兵学院副院长，
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贾若瑜

（1915—）

四川省合江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学校第
四分校教员，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司令部参谋，军团司令部参谋，军团教导团
军事总教，二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干部指挥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教员，第一分校编辑主任，第三支队
支队长，军教科科长，胶东支校副校长、校长，山东纵队教导五旅参谋长，
胶东军区参谋长，军区参谋处处长，胶东军区南海军分区司令员，警备五旅
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参谋长、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山东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作战教纂处处长，军事
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俱乐部主任兼军事博物馆馆
长，总政治部副秘书长、代秘书长，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教育
长，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贾乾瑞

（1916——）

陕西省朝邑（今大荔）县人。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六军排长，红十五军团第
七十八师连副政治指导员，军团保卫局一科科员，二一七团特派员。抗日战
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锄好部科员，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六支队
特派员，支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营政治教导员、营长，一一五师教导第六
旅营长，冀鲁边军区独立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警备第十七
团团长，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第一团中队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高级系班主任，商丘步兵学校校长，
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基地司令员，科委副主任兼干部学校校长，国防科学技
术工业委员会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



顾鸿

（1915——）

安徽省庐江县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皖西北游击师特务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
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民运股股长，五团特务大队大队长，江北游击纵队营
长，营政治委员，第七师五十六团副团长，巢湖独立团团长，五十七团团长、
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六十二团政治委员，六十
一团政治委员，第四纵队三十三团政治委员、团长，先遣纵队九支队副司令
员，皖北军区警备第二旅副旅长，第十五旅副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师长、代师长，第十六步兵学校校长，工程兵学校副校
长、第一副校长，南京工程兵学校校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夏伯勋

（1917—）

湖南省澧县人。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军团政治
部宣传部干事，红一方面军师直属队俱乐部主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队俱乐
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解放
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教员，第二大队政治指导员，东北人民
解放军航空学校第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第
六航空学校训练处处长、副校长兼飞行大队大队长，空军混成旅团长，空军
副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师长、副军长，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空
军军长，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夏耀堂

（1908——1972）

湖北省石首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七团军需股长，师经理处粮秣科科
长，红二军团第六师供给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
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供给主任，独立第二旅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供给部部长，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后勤部部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兰州军区后勤部部长。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柴书林

（1913—）

河北省张北县人。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二十团营
政治教导员，第六团总支书记，中共晋察冀边区平北地委敌工部副部长，中
共张北县工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区察北专区专员，冀热察军区冀
察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军分区副司令员，华北南下干部总队四支队副司令
员，皖南军区池州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干
部部办公室主任，华东军区上海国防建筑工程指挥部军建处副处长，华东军
区工程兵部第二副主任，南京军区工程兵副主任兼建筑部部长，上海警备区
副司令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柴成文

（1915——）

原名柴军武。河南省遂平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队副政治指导员，抗大总校政治部干部股股长，八路军前方总
指挥部参谋处股长，晋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副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
事调处执行部整军科科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中原军区参谋
处处长、代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
表团秘书长，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驻丹麦王国公使馆公使，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国防部外事局局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
衔。



柴启琨

（1919—）

山西省河津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第二大队排长、连政治指导员，
教导第五旅十三团营副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保卫股股长，滨海军区政治部
保卫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滨海军区警备旅第一团政治处主任，第二团
政治委员，华中野战军第三纵队九师二十五团政治委员，浙江军区警备第一
旅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军区第五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华东军区海军陆战师政治委员，东海舰队干部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东海
舰队航空兵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副主任，海军政治部顾问。
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钱江

（1915—）

原名钱昌鑫。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军总司令部宣传员，粤赣军区电台报务主任，军委二局报务员、电台科
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研究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
处二局工作队队长，八路军总部科长，中原军区司令部二局政治委员。解放
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二局处长、副局长、局长，中南军区二局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技术部办公室主任、部长助理，军委三部三
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院长，
总参谋部三部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钱春华

（1911——）

浙江省鄞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秘书、教育干事、参谋，中国人民抗
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政治部秘书，抗大总校校务部秘书、秘书股股长、秘书
科科长，上干大队政治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通化行政公署实业处
处长，东北民主联军补训师第一团政治委员，东北军政大学第一支队政治处
副主任、第一大队政治委员、第三团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南军政大学卫生部政治委员、政治部教育部部长，第四高级步兵学校训
练部副部长，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
任。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钱信忠

（1911——）

江苏省宝山（今属上海市）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
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皖苏区总院医生、所长，
红二十五军医院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
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部长，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
第二野战军卫生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
一九五一年赴苏联第一医学院学习，一九五六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兼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
长、部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代
表，第三、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共产党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铁瑛

（1916—）

河南省南乐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曾在国民党
第六十九军特务团任政治指导员。一九三九年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
习，后任抗大大队组织干事，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旅五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
滨海军区临沐县独立营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独立团政治委员，滨海军区
教导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特务一
团政治委员，华东军区警卫旅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上海市公安总队副政
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兼干部部部
长，华东军区军法处副处长，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舟嵊要塞区副政治委
员、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军区第
一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倪南山

（1911——）

安徽省至德（今东至）县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
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皖浙赣江南红军独立营特派员，中共休
（宁）婺（源）中心区委书记。坚持了南方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
四军军部军法处典狱长，第二支队司令部执法科长，江西指挥部军法处科长，
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苏浙军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苏浙军区留守处参谋长，皖浙赣边区游击支队支队长、司令员，
江西军区浮梁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分区副司
令员，上饶军分区司令员，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福建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福建省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徐明

（1916——1985）

原名徐锐。黑龙江省阿城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东北军第六十七军
工作委员会书记，西北青年救国会军训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东北
军工作委员会代书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组织部部长，中共冀热察
区党委青年部部长，中共平北地委宣传部部长、民运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黑龙江军区代政治部主任，警卫旅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辽北
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一六二师副政治委员兼郴州
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航空处政治部主任，
中南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师政治委员，防空军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副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训练基地参谋长、司令员。一九六一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徐信

（1921—）

原名徐连晨。河北省灵寿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十团连政治指导员，冀中军
区第六分区四十四区队区队长，第三十三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
野战军第三纵队八旅二十三团团长，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副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师长兼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
军代师长、师长，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合同战术教授会第一副主任、训练部
副部长，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北京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
长助理、副总参谋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徐斌

（1920—）

原名徐志文。四川省达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青年队队长，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科员。参加了长
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四团参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
令部参谋训练队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挺进东北独立纵队直属支队参谋长，
纵队司令部参谋主任，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中部司令部代参谋长，第三团政
治委员，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第三支队政治委员，铁道兵团第三支队政治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师政治委员，铁道
兵团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参谋长，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副部长，
总后勤部军事运输部部长，总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总后勤部副部长，铁道
兵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徐介藩

（1901—1983）

原名徐齐邦。安徽省固镇县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入列
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学习，一九二八年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学习。一九四八年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编辑局俄文编辑，中长铁路驻沈
阳办事处副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使馆参赞。赤塔总领事馆总领事，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主任，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一
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
特邀委员。



徐文礼

（1920——1977）

云南省宣威县人。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
第三十二军九十四师二八二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政治处青年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独立
第二旅四团营政治教导员，七一五团营政治教导员，七一五团政治处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
第一野战军一军一师一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副政治委
员、政治委员，师长，副军长，军长，军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参谋长。一
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徐文烈

（1909—1976）

又名何坤。云南省宣威县人。曾参加云南陆良暴动。一九三五年参加中
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团政治部
宣传干事，红三十二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政治部
破坏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师河曲工作团主任，一二○师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部长，
一二○师教导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政治委员，总校
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五
十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徐立行

（1911——1985）

原名俞献诚。上海市人。一九三二年参加过一二八凇沪抗日战争，曾任
十九路军连长。一九三七年参加武汉新四军军部筹备处工作。一九三八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马列学院学
习，后任八路军前方司令部训练股股长、参谋训练队队长、秘书，八路军驻
洛阳办事处秘书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学员，军事学院高干队学员兼第一区
队区队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人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
纵队参谋处处长，皖西军区副参谋长，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参谋长，第二
野战军军政大学教育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大学教育长，
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军事工程学院教育长，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副院长，
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副院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徐光友

（1917—）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
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部通信排排长，红十五军团政治保卫连连长，教导团连政
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
团营政治教导员，六八九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六八八团政治处副主任，皖
东北独立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五十五团团长，五
十九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三旅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九军
八十六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
南昌步兵学校校长，军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国
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徐光华

（1913—）

江西省赣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
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区
委组织科科长，县委组织部部长，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卫生部政治委员，红一
军团保卫局政治指导员，陕北独立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政治处主任，第五支队十团政治委员，江
北指挥部政治处组织科副科长，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
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独立第十四旅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九纵
队政治部副主任，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一三六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政治委员，军区二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六局政治委员，河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



徐体山

（1914—1968）

安徽省霍丘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
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副排长，军保卫队副队长，队长，二二五团连政治
指导员，红十五军团教导营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
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营长，旅教导队队长，冀鲁豫支队三大队营长，
新四军第三师九旅二十五团团长，第四师九旅二十五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九旅二十六团团长、副旅长，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
三十九师师长，三十八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师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闽北指挥部司令员。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徐其孝

（1914—）

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军部交通队队长，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二团营政
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三总
队中队长、大队长，决一旅二十五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
军第四纵队十一旅团长，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旅副旅长，第二野战军十
三军三十八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
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八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徐其海

（1913—1984）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金寨县游击
队队长，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二一八团连长兼政治指导员、副营长，第三
十一军九十一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团参谋长，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
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营长，八路军留守兵团绥
德警备司令部科长，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参谋长，关中警备司令部特务营营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炮兵第三团团长，热河军区教导团团长，第
八纵队二十四师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一五八师副师长，军参谋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师长，师长，副军长，中国人
民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广西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



徐明德

（1916—）

湖南省新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
军总部电台报务员、电台台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三局分
队报务主任、分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通信处一科
科长，吉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三科科长，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司令部通信科
科长，十五兵团司令部通信科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政
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海军通
信兵部主任，海军副参谋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徐国夫

（1914——）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通信排排
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九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政务科科长、军政治部组织
部副部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师第一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第一分校营长，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参谋长，
新编第八旅二十二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三纵队二
十三旅副政治委员，第三纵队九师副师长、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军一一九
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中国人
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一
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



徐国贤

（1916——）

江西省莲花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八军第二十二师师部通信班班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通信排代排
长、连政治指导员、营长，模范师营政治教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营长、副团长，雁北支队支队长，
特务团团长，南下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湖南抗日救国军第四支队支队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副旅长，西北野战军第
二纵队三五九旅旅长，第一野战军二军五师师长兼新疆阿克苏军分区司令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师长，中国人民志
愿军副军长、代理军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
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



徐国珍

（1912—1993）

甘肃省天水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五军团十五军十三师三十七团连长兼政治指导员，第三十九团营长，中共宜
川县委军事部部长，红二十九军军部作战科科长，第二五六团团长，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二团营长，副团长兼参谋
长，警备第五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甘肃军区陇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司
令员，甘肃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
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
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
员会委员。



徐绍华

（1910—1978）

原名徐光。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
排长、交通队队长、连长、营长，师侦察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通信股股长、副团长、团长，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上干科副队长、第三大队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吉东
军区警备旅副旅长，延边军分区副司令员，东满军区独立第一师副师长，东
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九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一三二师师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队列部部长，华北军区装
甲兵司令员，山西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徐德操

（1913—1974）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平江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一九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
第五军三师七团排长，红三军团第五军四师通信科科长，第五军十团参谋长、
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第二
分校训练部部长、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参谋长。解
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冀中军区独立第八旅旅长，华
北军区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六十八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军委国防工程建筑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
工程兵副司令员兼国防工程建筑部部长和工程兵学院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殷希彭

（1900——1974）

河北省安国县人。曾任河北省立医学院病理学主任教授。一九三八年参
加八路军。一九四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卫生部
卫生训练队教务长，后方医院医务长，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白求恩卫生学校教
务主任、副校长、校长，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兼华北医科大学校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兼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兼军医学院院长，第一军医大学校长，
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一
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殷国洪

（1911—）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三十一军第二六二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二六八团特派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第三团特派员，冀南军区第九旅
政治部保卫科科长，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
鲁豫军区第二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冀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晋冀鲁
豫军区第十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桐柏军区第一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
部主任，湖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青岛基地干部部部长，海军炮兵学校政治委员，海军高级专科学
校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
全国委员会委员。



殷承祯

（1915——1990）

湖北省崇阳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随
营学校排长、司务长，红军学校青年干事、出纳，军委总供给部会计、材料
科科长、会计科科长、军实科科长，陕北独立第一师供给部部长。参加了长
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会计科科长，驻桂林办事处交通
运输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吉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政治委员、部长，
第四野战军后勤部供给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
部营房管理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财务局局长，总后勤部物资计
划部副部长，总后勤部财务物资部部长，总后勤部司令部顾问。一九六四年
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



翁祥初

（1908——）

福建省上杭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二纵队六支队宣传队分队长，第
三十六师一○八团连政治委员，红五军团第四十师连政治指导员，第三十九
师卫生队指导员，红八军第二十三师六十七团政治处主任，第六十八团政治
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总支书记，第二师巡视团主任，军团野战医院总
支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警卫营教导员，陕甘宁边区医
院副院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供给部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
一旅政治部主任，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北军区补训兵团政治部组
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委员，军
区后勤油料部政治委员，解放军第五十文化速成中学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文
化学校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郭奇

（1913——1972）

河南省濮阳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反帝大同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
日战争时期，任抗大总校二大队教育干事、政治教员、抗大总校一大队二营
政治主任教员、一大队政治处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军政
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部副部长、政治部政教部部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会主任，学
院政治部教育部副部长、政治部宣传教育部第二部长兼哲学教授会主任，高
等军事学院社会科学教授会主任，学院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学院政治部副
主任兼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郭强

（1915—1982）

江苏省武进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十支队连指导员，步兵大队教导员，第六支
队二团政治处主任，代团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第十一军分区十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二旅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十六
军四十七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五兵团师政治委员兼贵
州军区毕节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锦州步兵学校政治委员，黑龙江省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第二政治委员，旅大警备区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郭玉峰

（1919——）

河北省海兴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抗
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三分区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营副政治委员，三分区政
治部组织干事，定唐支队副政治委员，三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三支队七
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四纵队十旅三十团、二十八团政治
处主任、副政治委员，二十九团政治委员，六十四军炮兵团政治委员。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六十四军一九一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治委员，军干
部管理部副部长，师代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业务组组长，中央
组织部部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
候补委员，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郭成柱

（1912—1972）

福建省龙岩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
军第三十六师一○八团团委秘书，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政治处技术书记，第
二师政治部技术书记，红一军团政治部统计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苏鲁豫支队
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大队政治委员，教导第一旅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三师
七旅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
六师政治委员，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
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
军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中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广
州军区干部部部长，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



郭廷万

（1913—）

福建省龙岩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
军团补充师排长、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
四三旅六八五团连长，东进支队第四大队营长，教导第五旅十五团副团长，
滨海军区独立二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滨海警备旅副旅长，华东野战军
第三纵队九师师长，豫皖苏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福建省军区龙溪军分区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副司令
员兼福州市卫戍区司令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郭延林

（1914—）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赣西农民起义，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交通科参谋，第一师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营政治教导员，三团
营长，延安炮兵学校工兵科教员兼协理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护路军三
团政治委员，南满护路军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四支队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
解放军铁道兵师长，军副政治委员，铁道兵后勤部政治委员，铁道兵科学研
究院政治委员，铁道兵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
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郭林祥

（1914—）

江西省永丰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
组织科科长，第一师十三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大队长、支队长、团长，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治委
员，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豫西抗日
独立支队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一旅副政治委员，
华东野战军独立师副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十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八
兵团六十一军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总后
勤部、新疆军区、南京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
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三、四、五、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一
九八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郭卓辛

（1912—1984）

河北省安次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编入中国工农红军。一九
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三十八师政治部秘书，第十三师三十七团团部政治指导
员兼技术书记，红四方面军第五军政治部统计干事，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
七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援西军政治部文书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营政治教导员、大队政治委员，山东
军区独立第一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第三军分
区政治部主任，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徐州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区
炮兵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南京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浙江省军
区副政治委员，安徽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上海警备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



郭金林

（1913—1990）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
一师三十一团副排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财政部审计局审计。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会计，中共河南省委秘书处会
计科长，新四军第六支队会计科长，新四军第四师供给处副处长，师供给部
副部长，第四师兼淮北军区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供给部
副部长兼工厂管理处处长，华东野战军供给部副部长，第三野战军供给部政
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后勤供给部部长，军区财务部
部长，华东军区后勤部第二副部长，南京军区财务部部长，南京军区后勤部
副部长、部长，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顾
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郭宝珊

（1904—1970）

河南省南乐县人。一九三四年参加陕北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红十五军第七十八师二
四二团团长，陕北独立一师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甘泉独立营大队长，甘
■独立营营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八团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
期，任陕甘宁晋缓联防军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延陵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
四旅旅长，第一野战军四军十二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
区公安部队二十师师长，公安部队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郭炳坤

（1914—1977）

陕西省蒲城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西关中游
击队政治指导员，红二十六军第一团政治委员，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抗日战
争时期，任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骑兵团政治委员，陕
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副政治委员，三边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司令员和中
共三边地委书记，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警备第三旅旅长，第一野战军四军十
一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西北军
区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预备干部动员部部长，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副主任，北海舰队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郭维城

（1912—）

辽宁省义县人。满族。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
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任张学良机要秘书，苏鲁战区秘书主任、处长。一
九四二年参与组织东北军一一一师部分官兵起义，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
任，山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五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
任齐齐哈尔护路军司令员兼铁路局局长，西满护路军司令员，中长铁路滨州
线军事代表兼西满铁路局副局长，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员兼
铁道兵团前进指挥所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衡阳铁路局局长，
中朝联合新建铁道指挥局局长，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指挥所司令员，中国
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司令员兼大兴安岭会战指挥部指挥、西南铁路建设总指
挥部副总指挥，中共郑州铁路局第一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副部长、
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
员会常务委员。



高林

（1918—）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
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文印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
师三四四旅政治部青年干事、青年股股长、宣传队队长，八路军第二纵队新
编第三旅八团营政治教导员，冀鲁豫军区独立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团政治
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二十团政治委员，冀
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二团政治委员，鲁中南军区第七军分区二团政治委员，
华东军区警备第二旅五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徐州警备旅
政治部副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一总队一科主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政治处主任、院务部政治处主任、物资保障部政治委
员，高等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部长，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高级后
勤学校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高锐

（1919—）

山东省莱阳县人。一九三七年入陕北公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胶东军政学校教育长兼训练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
学第一分校胶东支校营长兼队长、军教股股长，胶东军区教导二团营长，十
四团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司令
部参谋主任，新五师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七师师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
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军事科学院
战术研究部副部长、部长，兰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宁夏军区司令员，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



高文智

（1914—）

陕西省鄜县（今富县）人。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分队长，
补充团连政治指导员，补充师供给部总务科科长，军委供给部粮秣处粮秣科
科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供给部粮秣处粮秣科科长，军委供给部
粮秣处处长，中共中央管理局经济建设处副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
主联军供给部副部长，辽西军区供给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线供给
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军需部第一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南军区军需部第三局局长，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纺织管理局局长，
中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军需生产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
需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院务部副部长，总参谋部三部后勤部部长，总后勤
部企业部部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高占杰

（1921—）

河北省束鹿县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路军。抗日
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北上先遣支队第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二十二团营政
治教导员，冀中军区政治部直工科科长，特务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七十九团政治委员，独立第八旅二十四团政治委员，
第二十兵团六十七军二○○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
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副主任，福州军区政治部
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福州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福建省
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高立忠

（1916—1978）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少
共国际团班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
队手枪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第四支队教导队中队政治指导员，第九团政治处
主任，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五十六团政治处主任，五十六团政治委员，独立
团团长，皖南支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
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先遣纵队独立支队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海军江
防舰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副政治委
员兼政治部主任、后勤部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政治委员。一九
五八年毕业于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厦
门水警区司令员，福建基地副司令员，海军指挥学校校长、政治委员，海军
第三研究院副院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高存信

（1915——）

辽宁省开原县人。一九三六年黄埔军校炮科毕业，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
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
军事主任教员，东北干部队政治指导员，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干部
教导团副团长，晋察冀军区干部总队总队长，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联络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炮兵干部训练队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
区炮兵团团长，炮兵旅旅长，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华北军区炮兵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参谋长兼华北军区
炮兵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司令员，解放军军事学院炮兵系主任，炮
兵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高先贵

（1912——）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九十师二七○团连政治
指导员，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四师十团总支书
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营特
派员、补充团营政治教导员，晋西独立支队直属队政治教导员，教导第二旅
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科长，团政治处主任，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
任，第十三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一师三团
政治委员，第一纵队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独立第二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
军四十九军一四五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师副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兼军分区政治委员，广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广
州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高志荣

（1914——1984）

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
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二六三团营政治委员，红三十一
军特务营政治教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
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二师四旅
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四师师长兼
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舟
山基地司令员，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高体乾

（1911—）

辽宁省建平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一九三七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任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十二支队支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山
西省高平县游击队队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七团团长、纵队参谋
长，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参谋长，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参谋长，太岳军区司
令部参谋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辽西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辽吉军
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八军参
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一兵团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役研究部副部长、
战理研究部副部长、部长，学院副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高厚良

（1915—）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
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二一九团连政治指导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交通队副
队长。军委一局一科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
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司令部侦察参谋，旅司令部侦察股股长，补充团参谋长，
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
十四纵队参谋长，第七十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师长，空军驱逐旅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
民解放军空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军
训部部长，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
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一九八五年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高朗亭

（1913—1994）

陕西省延川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西北先锋队政治委员，陕北游击队第
二支队政治委员、第三支队支队长，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九支队总指挥，
陕北红军医院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市市长，甘肃合水县县长，陕甘
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武装动员部部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八路军
留守兵团第三五八旅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绥德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宝鸡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司令部武装动员
处处长，青海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研室副
主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
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高维嵩

（1916—1985）

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中
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安定县区委、县委书记，红二十
七军第八十一师一团营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三十军第二六三团
政治委员，第三六四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陕北东地特委军事
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二团团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三旅八
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警备三旅政治委员，
第一野战军四军十一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政治
部组织部部长，青海省军区政治委员，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副政
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
补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高德西

（1915—）

山西省太原市人。曾任中共山西省工人工作委员会书记。一九三六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山
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三大队政治教导员，大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二
团政治主任，纵队直属政治部主任，五十九团政治委员，八路军一二九师三
八六旅十七团政治委员，晋豫联防区第三分区政治委员，太岳军区政治部宣
教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
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政治部主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康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
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部主任。一九六一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席舒民

（1913—1970）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
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司令部参谋，冀鲁豫支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五大队代
大队长，新四军第三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人民自治
军独立旅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六师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
十九军一四七师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桂林军分区副
司令员，空军伞兵师副师长，空军干部学校参谋长，第四航空学校参谋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军事建筑部办公室副主任、器材部部长，工程兵后勤
部副部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代表。



唐明

（1912—）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江西省
委电台报务员，瑞金中央新闻台报务员，军委二局报务员。参加了长征。抗
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第五科副科长、训练队队长、第三处协理员、第一
科科长、第一系协理员、第三处副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副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二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第七局
副局长，中南技术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三局副局长、三
局政治委员，济南军区三局局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唐凯

（1916—）

湖北省黄陂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
第十一师三十二团营宣传队队长、连副政治指导员，江口独立团团长兼政治
委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团营政治委员，二六二团政治委员，红三
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二七一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支队长，第三团副团长兼训练处处长，第
二分校一团团长，冀东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副主任，冀热
辽军区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
第三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五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
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民航局副局长，
军事工程学院工兵工程系主任，工程兵特种工程设计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
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唐铎

（1904—1983）

原名唐灵运，字金城。湖南省益阳县人。参加了五四运动。一九二○年
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参加了“工学世界社”、“二八运动”和进占
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反动派驱逐出境。回国后投入大革命洪流，被录取
为国民革命军军事飞行学校学生。一九二五年赴苏联入苏联空军第二、三飞
行学校、空中战斗学校、飞行观察学校学习飞行和通信技术，毕业于茹可夫
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获航空军械机械工程师学位，任苏军少校、中校教官。
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
争勋章等多枚。一九二六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三年回国，受到
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任中共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空军工程系
党委书记、系主任，中共辽宁大学党委常委、辽宁大学副校长，中共辽宁大
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唐子安

（1912—1982）

湖南省湘潭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十九师五十七团副连长，红三军
团第五师连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营教导员、营长，军团侦察科副
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教务主任兼队长，
第三军分区十一大队大队长，第二团团长，军分区参谋长，军分区游击军司
令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训练部部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
参谋长，骑兵团团长，冀晋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
纵队参谋长，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
九兵团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唐青山

（1912—）

四川省蓬安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第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特务连排长、连
长，教导师卫生部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
师东进支队第七团营教导员，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营教导员，滨海军区独立一
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
联军独立一师一团团长、团政治委员、副师长，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一一三
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沈阳
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军区司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唐金龙

（1912—1967）

湖北省汉川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
师十九团排长，第二十一团副连长、连长，红二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营长，红
二方面军第五师十五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月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副营长、营长、副团长，独立第二旅四团团长。解放战
争时期，任晋绥军区三五八旅副旅长，独立第二旅旅长，第一野战军三军七
师师长，三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战车学校副校长，中
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



唐哲明

（1908—1978）

原名唐明。安徽省桐城县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
九二八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西安、
上海、北平、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冀南特委
军委书记，河北民军参谋长，八路军东进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四支队司令员，
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延安炮兵学校工兵科主任。解放战争时期，
任东北军区工兵学校校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工兵指挥所主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中军区工兵司令员兼工兵学校校长，军委工兵司令
部参谋长，南京工兵学校校长，工程兵科学技术研究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工程兵科学技术部部长，工程兵副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唐健如

（1912—）

湖南省邵阳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司令部文书。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政治处文书股股长，一一五师
政治部保卫部审讯科副科长，师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教导第二旅政治部组
织科副科长，鲁南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一军分区兼警备第八旅政治部
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鲁中南军区政治部
组织部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
军区干部管理部任免处处长，江苏省军区干部部部长，江苏省军区副政治委
员，济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山东省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兼山东生产建设兵
团政治委员，济南军区政治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唐健伯

（1904—1978）

四川省金堂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鄂西独立师第一团文书，红三军第八师教
导团技术书记，第七师师部书记，红二军团第四师司令部作战侦察参谋，红
二方面军第四师参谋长，教导大队参谋训练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新四军第五师参
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参谋处处长，吕梁军区参谋长，晋中
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晋绥军区南下工作团参谋长，成都
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川西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
军工程兵器材部副部长、部长，工程兵副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



涂则生

（1912—1971）

福建省长汀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宁都
县独立团排长、连长，江西军区独立师副营长，红一军团教导营连长。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营长，决死队二一
二旅五十四团团长，二一二旅参谋长，太岳军区汾东游击支队副支队长，第
五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十九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
员，华北野战军第十五纵队四十四旅旅长，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五师师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康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炮兵
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涂锡道

（1916—）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于一九
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宣传干事，特务队队长，工
农干部学校校长，支队长，交通队队长，政治协理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指导员，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民运干事，一二九师驻山西沁县
工作团团长，太南军分区政治委员，大西地委军事部部长，一二九师卫生部
模范医院政治委员，八路军卫生学校政治委员，抗大总校第三大队政治部主
任，东北军政大学东满分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军工部驻辽东
办事处政治委员，沈阳兵工总厂厂长，东北人民政府军工局副局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军械部部长，军委军械部副部长，总军械部副
部长，总后勤部军械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曾被授予少将军衔。



涂学忠

（1916—1976）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
第十师二十八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
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连长，太行军区武乡独立营副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八旅二十二团副团长、团长，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一军
三十二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
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涂通今

（1914—）

福建省长汀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团第
三十二军九十六师卫生所医生、所长，中央教导师医务主任，红四方面军后
方第四医院医务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国际和平医院
王治军医。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卫生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东
线卫生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一九五一年赴苏联科学院神经外科研究所
学习，获医学副博士学位，继入苏联医学科学院特别系学习，一九五六年回
国。后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
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资凤

（1895—1955）

湖南省耒阳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工农革
命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新兵营军需，第四军十师二
十八团团部特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师二十八团辎重队出纳，红四军
第一纵队会计股股长，红一方面军第四军十师经理处处长，第十一师经理处
处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供给处股长，第二师供给处副处长兼出纳股股长，
军委总供给部出纳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晋办事
处供给科科长，新四军第六支队留守处处长，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副部长兼
出纳科长，第四师兼淮北军区供给部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
区供给部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总留守处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后勤部审计处
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后勤部财务部政治委员。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陶汉章

（1917—）

江西省进贤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军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教员、主任教员，
湘鄂川黔军区红军学校第六分校教务主任，红二军团教导营副营长、营长，
庆阳步兵学校队长兼教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
学校教员、支队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军教科科长、训练部副
部长，晋察冀军区平北军分区参谋长，平西军分区参谋长，晋察冀军区直属
机动旅参谋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二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
军区副参谋长，冀中野战军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参谋长，晋察冀
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教育长，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副部长、部长，
训练总监部科学条令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参
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



陶国清

（1911—1992）

原名陶明和。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金寨县乡游击队中队长、大队长，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第三分医院政治部科
长，红四军第十二师、第十师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营长、副团长，第十三团副团长、团长，太行军
区第二团团长，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豫北指
挥部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南下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平原军区聊城军分区司令员，河北军区邯郸军分区司令员，山西省
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桑颇·才旺仁增

（1904—1973）

西藏拉萨市人。藏族。十三世达赖时，曾任原西藏地方政府色朗巴、台
吉、雪巴、甲查列空多当巴等职。热振摄政府时，曾被委任孜本（未到职）。
一九五○年任原西藏地方政府扎萨、造币厂总管。一九五二年，任拉萨小学
董事会董事及编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六年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
员、拉萨基巧级办事处主任。一九五八年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地方政
府藏军总司令。一九五八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
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梅盛伟

（1914—）

湖北省阳新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军政治部宣传员、师文印股股长，团政治处
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处股长、科长，天全独立团团长，后方纵队
司令部通信科科长，红四军政治部保卫部秘书。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文印股股长，第一、第二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总务
处副处长、直属供给处政治委员，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
第二十四旅七十一团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二团副政治委员，合江
军区第五支队副政治委员，鹤立独立团团长，兴山警备司令员，合江军区政
治部组织部部长，东北军区政治部干部科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沈阳军区防空军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军政治委员，
交通部政治部主任、顾问组组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五、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梅嘉生

（1913—1993）

江苏省丹阳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新四军。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丹阳游击纵队第三大队大队长，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三团团
长，苏皖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教导总队中级干部队队长，新四军第一师三
旅参谋长，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苏中公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苏中军区副参谋长，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一师参谋长，华东野
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参谋长、第一副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航空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华东军区战史编辑室主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远

（1911—）

广东省宝安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民运部干事、调研科科长、宣传部宣传科科
长，山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
部副部长，济南市政府秘书长，第三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南京市委秘书长、市政府财政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敌工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国
防部第十研究院政治委员，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政治学院副教育长、训
练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厚

（1913—1992）

江西省安福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四十九团副排长、连副政
治指导员，第四十九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
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绥蒙军区骑兵
第一团副政治委员，骑兵第四支队支队长，骑兵第二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绥蒙军区绥东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副师长，绥蒙军区察盟军分区司令员，内蒙古军区平地泉军分区司令员，内
蒙古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一九六一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黄烽

（1916—）

原名黄宝澄。福建省福安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技术书记、团政治处组织股
股长，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政治处副主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
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苏中军区高宝团政治处主任，高宝团副政治委员，新
四军第一师二旅五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五十
九团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八十九团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三十二
旅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九军八十六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空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群工部部长，福州
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空军军事法院院长，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
任。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黄萍

（1917—）

江西省大余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电
台报务员，中央第二梯队电台报务主任，红四方面军电台报务员、报务主任，
援西军电台报务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电台
报务主任，山东纵队电台报务主任、副队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电台区队长、
通信科科长，胶东军区电台副中队长、通信股股长、科长，东线兵团通信分
局副局长，华东军区业务处处长，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处长兼华东电信管
理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邮电部工程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
放军通信兵处长、副参谋长，沈阳军区通信兵主任，通信兵学院院长，通信
兵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黄霖

（1914—1986）

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
军团第三军七师二十团排长、副连长、连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连长、营
长，中央军委警卫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北公学大队长，
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教导营营长，新四军第五师一支队参谋长，第五支
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五师十三旅副旅长，
河南挺进兵团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桐柏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
豫西地委书记，中共豫皖苏第四地委书记，第二野战军十一军三十二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益阳军分区司令员兼中共益阳地委书
记，华南军区防空军副司令员，粤中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防空军副司令员，
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一平

（1903—1980）

广西贺县人。一九二五年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后与党失去联系，一九三八年重新入党。曾任广西农民运动特派员，
中共广西特委委员，红七军前委委员，新四军第五支队团长，淮南军区第四
旅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三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南军区第二副参谋长，中南军区广东武装部部
长，广东军区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副
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仁廷

（1911—1982）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
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连长，红二十八军特务营营长，鄂东北独立团政
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
军第四支队九团营长，第十四团营长，新四军第二师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特
务营营长，盱眙县独立团团长，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独立团团长，盱嘉支队
副司令员，甘泉支队司令员，淮南军区独立旅第三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华中野战军第六师十八旅副参谋长，第六纵队十八师副参谋长，淮北军区
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江淮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一旅旅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文明

（1908—）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
军团第六师十七团团部技术书记，第五师政治部干事、团政治处技术书记、
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
部组织科科长，第二团政治委员，中共完县县委书记兼支队政治委员，第三
分区二团政治委员，三分区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
军区第四纵队四、十一、九旅政治委员，三纵队九、八旅政治委员，六十三
军一八八师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十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政治部
组织部部长，兵团干部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志愿
军干部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副政治委员、
政治委员，工程兵副政治委员，通信兵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黄正清

（1903—）

四川省理塘县人。藏族。曾任地方保安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副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民
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甘南
军分区司令员，甘肃省副省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二届国防
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常
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



黄玉昆

（1917—）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青年团区委宣传科科长，红三军团参谋处文书，第四师政治部秘书。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连政治指导员，
一五师警卫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直工科科长，教导第五旅政治部组织科
科长，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挺进纵队第
四支队副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十九旅副政治委员，第一纵队三
师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一一二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空军第三航空学校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沈阳军
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主任，福州军
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黄玉庭

（1912—）

江西省万年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军第八
十三团副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连长、副营长，中央苏区一分区第二大队队
长，第六大队大队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
第二支队四团营长、团长，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代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
十六师副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七十一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南军区空军预科总队总队长，空军师长，第二航空预科总队总队长，山
东省军区德州军分区司令员，惠民军分区司令员，淄博军分区司令员，山东
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立清

（1913—1988）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一军
连政治指导员，第九十二师二七四团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
科长、组织部副部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
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一二○师独
立第一旅二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兼
政治委员，绥蒙军区副政治委员，绥远军区第二十二师独立第十一旅旅长，
第二十二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干部部副
部长、部长，沈阳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一九八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委员。



黄有凤

（1914—）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兴国县
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学校团政治处干事，军委机要秘书，西方野战军司
令部机要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部机要科科
长，军委机要处代处长，中共中央机要科股长、机要科办公室主任兼机要训
练班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机要处
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处长，中共中央办
公厅机要局第一副局长，总参谋部机要局局长、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黄光霞

（1915—）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
十师三十团排长，红三十军军部特务营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红三十
一军第三十九师二七八团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九师三八五旅一团副团长，八路军东进纵队第八支队二团团长，太行军区新
编第七旅十九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第十一军分区副司令员，
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四十二旅旅长，衡水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华北军区军事运输部部长，河北军区沧县军分区司令员，山西省军
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连秋

（1912—1982）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一
师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一团卫生队政治指导员，师卫生队政治指导员，第
一团政治处副总支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独立第
一师一团总支部书记，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三团政治委员，第二团政治
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十四团政治委员，第二区队政治委员，第十
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仕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察哈尔军区独立第四旅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三旅政治委员，第
二十兵团六十六军一九八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
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



黄作珍

（1914—1991）

江西省宁都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宁都县
少先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第一师政治部组织
科干事，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
师独立团组织干事，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政治处组织股长，第三军分
区二团政治处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大队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
时期，任晋察冀军区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大队政治委员，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
组织部部长，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华北军区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华北
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十九兵团军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北京卫戍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黄忠学

（1911—1992）

湖北省天门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警卫营书记，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代
政治委员，红二军第四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师教导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师政治部组织部巡视团主任，
三五八旅教导营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九军分区游击队支
队长、军分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七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海
军青岛基地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海舰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东海舰队第一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顾问。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黄忠诚

（1913—）

湖南省麻阳县人。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
一师三团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教
导营连长，冀鲁豫支队教导营营长，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六团参谋长，
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三团副团长，第十旅兼淮海军分区参谋处长，第二支
队参谋长，第十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吉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
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十九师参谋长、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中南军区海军西
营基地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副主任，海军学院副院长兼
训练部部长，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黄径琛

（1916—）

江西省宁都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国家
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副排长，红军学校第三团军事教员。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军事教员，抗大第一分校营长、
军事总教员，抗大第一分校直属大队大队长、第一分校参谋长，胶东军区司
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六师参谋长，
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五师副师长，第三野战军三十三军副参谋长，淞沪
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
长，华东军区上海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参谋长，南京军区
空军参谋长，空军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



黄经耀

（1915—）

江西省于都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政
治部通信班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
八五团排长，苏鲁豫支队第三大队连长、副营长，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二十团
营长，第八旅二十二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四
师十团团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一二六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军区司令员，兰州
军区副司令员兼宁夏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
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



黄炜华

（1914—）

福建省上杭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
一师政治部秘书，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技术书记，师司令部队列参谋，陕
甘支队第五大队技术书记，红一军团第二师司令部作战参谋，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司令部作战参谋，苏鲁
豫支队参谋长，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二十团团长，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参谋长，第十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参
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航空处处长，中南军区空军参谋
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谋长，中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
民解放军空军军事订货部部长、科学研究部部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空军军事科学研究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荣海

（1915—）

江西省万安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
十二军特务训练队班长，红一军团政治部特务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警卫连政治指导员，特务营政治教导员，一一五师政
治部直工科科长，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第三军分区五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二十一旅副旅长，第六纵队十八师副
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一二八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兼师长，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军长，广东省军区
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
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黄思沛

（1910—1988）

江西省宁都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第四师连长，红八军团第二十六师六
十一团营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连长，第一师特务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
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大队长，第六支队三总队参谋长兼第八团团
长，豫皖苏边区保卫司令部参谋长，第四师六旅副旅长兼参谋长。解放战争
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七师副师长，辽北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警卫师师长，中共吉林省委军事部部长，吉林军区
副司令员，黑龙江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
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胜明

（1914—）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
一师一团排长，红军学校连政治指导员，中央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区队长，红
九军团营政治教导员，独立团政治委员，教导大队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组
织部部长，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庆阳步兵学校第一团政
治教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政治教员，隰
县工作团团长，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治处主任、代政治委员，太岳军区第二
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华
北军区补训兵团第三旅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补训第一师政治委员。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复员委员会秘书处处长，中南军区后勤部生产
部副政治委员、运输部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振棠

（1912—）

江西省上犹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
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宣传队分队长，红二十一军第四十三团青年干
事，军政治部青年部长，红三军团教导营连政治指导员，第四师十一团总支
书记，第六师十六团代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团政治委员，红三十一军
第九十一师政治部主任、代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
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政训处主任，七六九团政治委员，第三八五
旅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
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新编第四
旅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六军十七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政治委员，
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黄曹龙

（1911—1979）

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兵站
部第十三分站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分站政治委员，第四运输大队队长，陕北
总兵站部第十分站站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副官处
队列科科长，兵站站长，兵站部第四办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军
区供给部政治委员，东北军区总兵站部政治委员、部长，北线后勤司令部司
令员，东北野战军后勤四分部部长，第十二兵团后勤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驻南宁办事处主任，总后勤部车管部
副部长，兰州军区后勤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朝天

（1915—1987）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
特科学校教员，排长、连长，干部团特科营连长，陕甘宁边区军事部作战科
科长，陕甘宁边区独立营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
兵团侦察科参谋、科长，警备四团参谋长，警备第七团团长，河南军区第四
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参谋长，鄂西北军
分区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八旅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五十
八师副师长、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舟嵊要塞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江苏省军区
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惠良

（1912—1975）

广西平治（今平果）县人。壮族。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
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第二十师政治部组织
干事，第十九师五十五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连政治指导
员，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政治处主任，第七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
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政
治处组织股股长，三四四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一二九师晋冀豫独立游击支
队政治部主任，新编第三旅政治部主任兼第七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抗日军
政大学大队政治委员，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
期，任热辽纵队政治部主任，龙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辽东军区一六九师政
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运输部政治委员，辽宁
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鹄显

（1914—1986）

福建省上杭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一○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军部独
立团连长，红军总部一局作战科参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科长，第
三十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总
部特务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纵队参谋长，冀察热辽军区第二旅副
旅长，第十三旅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
一三四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中国人民
志愿军坦克兵指挥所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参谋长，装甲兵学院院
长，装甲兵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新友

（1912—）

广西百色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百色起义。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第十九师五十五团排长，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
参谋，北上先遣支队司令部作战参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股股长。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一团参谋长，师教
育科科长，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司令部作战科股长，六八八团参谋长、团长，
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第八军分区司令
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
区第九纵队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军事交通部副部长，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德魁

（1910—）

甘肃省临夏市人。一九三一年宁都暴动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政治部警卫排排长，
第十三师三十八团三营连长、一营营长，红四方面军第九十三师二七四团参
谋长，第三十一军警卫团副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鄂豫边区
挺进纵队第一大队政治委员，第十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四十四
团政治委员、团长，鄂豫边区豫中指挥部指挥长，豫中军分区参谋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十四旅参谋长，第十五旅四十四团团长，
鄂西北军区和平支队第六大队大队长，豫鄂陕军区第五军分区支队队长、野
战纵队第七支队支队长，晋冀鲁豫军区第三十五旅副旅长、第一○四团团长，
江汉军区襄西工作委员会书记、襄西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江汉军区第四
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宜昌军分区司令员兼鄂
西北剿匪指挥部指挥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第十一师师长，建筑工程第七师
师长，第五步兵预备学校校长，河南省冶金厅、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湖北
省副省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曹诚

（1916—）

原名曹三省。河南省内乡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独立大队大队长，新
编第一总队总队长，游击第三团团长，第一九六旅十五团团长，八路军一一
五师晋西独立支队第三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第十五军分区参
谋长、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冀察热辽军政大学副教育长、代教育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军政大学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步兵
学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军事学院合同战术司令部教授会主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部长，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
军西安陆军学校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教育长。一九六四年晋升
为少将军衔。



曹广化

（1905—）

又名曹甦民、赵屏东。安徽省寿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肄业。一九二六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中共寿（县）、凤（台）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师部书
记，四方面军参谋部书记，总司令部机要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军委军事工业局政治处主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警备第四团政
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十师政治部主任，东北野
战军后勤部运输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军需部政
治部主任，中南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
军衔奖励部部长，第二十步兵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
部副部长，防化学兵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中共
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曹中南

（1914—）

河北省景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南民军第三纵队政训处政训员，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五支
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三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第七旅教导队教导员，旅
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清河县委书记，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六旅政治部主任，第十四
纵队四十二旅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际和平医院政治委
员，华北军区干部部组织统计处处长，军衔奖励处处长，军政治部主任，北
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山
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天津警备区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曹丹辉

（1915—1977）

江西省南康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二十二军第二十六纵队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报务员，
红十二军电台报务主任，红一军团报务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电台队长。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电台队长，新四军军部第三科科长兼
无线电总队总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通信局局长，上海市军管会
电信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邮电部副部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长途电信总局局长，中央军委通信部副部长，通信兵部
副主任，高等军事学院通信兵教研室主任，国防部第六研究院副院长。一九
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曹玉清

（1906—）

湖南省新晃县人。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第二纵队三大队
分队长，第二大队中队长，红十五军第一团连长，川陕独立团营长，红四方
面军供给部兵站管理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驻河南
竹沟留守处教导队中队长，新四军挺进支队第二团营长，新四军第五师四团
团长，第三十八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一旅副旅
长，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四十一旅旅长，第七十军二○九师师长。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山西省兵役局局长，山西省军区参
谋长、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曹达诺夫·扎
依尔

（1920—）

新疆伊犁人。维吾尔族。一九四四年参加新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尔
泰）革命。一九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伊犁起义游击队
文书，新疆伊犁民族军骑兵营参谋长，步兵第四团营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新疆伊犁民族军第四团科长、团参谋长，民族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民族第五军副政治委员，新疆军区政治部第
二副主任，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乌鲁木齐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曹光琳

（1917—）

江西省南康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独立第
六师政治部宣传员，第六十二师一八六团、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十一团
干事，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干事、青年部部长，第七十三师二一七团政治委员。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一营、二
营政治教导员、团组织股股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青年
科科长，特务团政治委员，八路军总指挥部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警
备旅政治部主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独立第七旅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一军
三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野战军师政治委员，第一步
兵学校政治委员，高级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



曹传赞

（1910—1974）

江西省南康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
十二军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军部办公厅秘书，第三十四师一○一团组织干
事，红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秘书，红一军团政治部文书科长、总务处长。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组织干事，留守兵团
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三八五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组织科科长、军法处处
长，七七○团政治处主任，三人五旅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
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一五四师政治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梧州军分区政治委员，华南军区后
勤部政治委员，中南军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军事法院代院长，中
国人民解放军体育学院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曹宇光

（1918—）

原名曹英奎。山东省泗水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
时期，任中共曲（阜）泗（水）边区支部书记，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
队政治指导员，中共苏鲁豫皖省委军事部政治处巡视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民
运部干事，苏皖纵队直属大队政治委员，苏皖纵队政治部工作团团长，山东
纵队第二旅政治部民运科副科长，鲁中军区政治部武装动员科副科长，中共
泗北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鲁中南军区司
令部参谋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人民武装部教育训练处处
长、组织计划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动员部处长、副部长、部长、
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曹灿章

（1913—）

安徽省毫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三十九师一一六团副团长。抗
日战争时期，任人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团
参谋长，鲁南支队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一师一团
团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三师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三十八军一一四师
副师长，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一五一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
西军区龙州军分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公安军师长，广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
谋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曹孟朴

（1907—）

黑龙江省宁安县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路军。抗
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中于队政治指导员，八路军一二九
师政治部教育科科长、巡视团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合江军区宣传部
副部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三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东北军政大学团政治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军政大学湖南分校政治部主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步兵学校政治部主任，高级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高
级工程兵学校政治委员，工程兵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副院长、院长、顾问，
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曹思明

（1917—）

河南省商城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河南光
山县双轮河游击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三后方医院管理员。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区队长、队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部
组织股股长，师政治部直工科科长，师后勤部政治处主任，滨海军区后勤部
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
任，苏南军区苏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胶东军区
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国防建筑工程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
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舟
山要塞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治委
员，后勤学院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
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曹德连

（1907—）

江西省南康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连指导员，团总支书记，红三十
军二六二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炮兵
营教导员，留守兵团警备三团营长，团政治处副主任，警备一团副政治委员
兼政治处主任，关中军分区保安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
期，任冀热辽军区第三十旅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十六旅副政治委员
兼政治部主任，第八纵队二十三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冀察热辽军区
第十九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补训四师政治委员，第十五兵团组织
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东北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吉林省军区政治委
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胁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



龚兴业

（1911—）

湖北省荆门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方面军警卫连排长、连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八五旅七一六团连长、营长，晋绥军区
第三军分区游击大队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独立三旅特务团参
谋长，第九团副团长，第二十四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甘肃军
区武都军分区司令员，西北军区后勤部车辆管理部部长，军区司令部装备计
划处处长，骑兵第一师师长，新疆伊犁军区司令员，东疆军区司令员，新疆
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司令部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龚兴贵

（1914—）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八师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红五军
团政治部宣传队副队长，军委三局无线电台总队政治指导员，中华苏维埃政
府电台分队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电台
分队长，冀热察挺进军电台中队长、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
区司令部通信科科长，炮兵教导大队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
政治部副主任，华北军区炮兵第三师政治部主任，西南军区军械部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庆炮兵学校政治委员，锦州炮兵学校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五十一基地政治委员，第二炮兵技术学院顾问。一
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盛治华

（1916—）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通信排长，军团司令部
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连长，晋察冀军
区第四军分区营长，第三游击司令部参谋长，晋察冀军政学校大队长，冀中
军区第一军分区十六团团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大队长、高干
科副科长，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三十五团团长，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六旅旅长，第二十兵团六十七军二
○○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天津公安总队总队长，分安部队师
长，华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公安军副司令员，高级公安学校
校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司令员。一
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戚先初

（1918—）

河南省商城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副排长，红
十五军团保卫局科员，第七十三师直属队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营特派员，团政治处保卫股股长，
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第七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一旅一团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六军四十八师副
政治委员，军随营学校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师政治委员，空军军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空
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空军军事法院院长，沈阳军区空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兼修建部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
为少将军衔。



常勇

（1915—）

山东省荣成县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入路军。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连政治委员，营政治教导员，山东纵
队第五旅兵工厂政治委员，胶东军区第五旅十三团营政治教导员，旅政治部
直工科副科长，旅司令部作战科股长，十三团政治处副主任，东海军分区后
勤部政治委员，胶东军区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
警备第四旅七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五师政治
部副主任，二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七十九师副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
师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商丘步兵学校政治委员，国防
科学技术委员会基地政治委员，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副政治委员，第七机械工
业部第五研究院政治委员，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国防
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常玉清

（1905—）

河南省商城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商城县游击队分队长，红九军第八十团连长兼政治指
导员，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营政治委员，第七十三师二
三○团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副团长，三四四旅政治
部副主任，新四军第三师八旅副旅长，苏北民兵指挥部总指挥，盐阜军分区
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
十二纵队副司令员，华中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苏北军区副司
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苏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江苏省军区副司
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常仲连

（1914—）

河南省孟县人。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班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
军区军政学校区队长、副政治指导员，冀中军区第十六团副营长、营长，冀
中军区第二十一团参谋长，冀鲁豫军区第三十一团、二十一团、十六团团长，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二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第四军
分区参谋长，第二十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八纵队二十四旅副旅长，
第十八兵团补训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眉山军分区司
令员，空军师长，防空军师长，高炮师师长，沈阳军区空军高炮指挥部司令
员，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常树人

（1915—1984）

山东省泰安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供给部粮秣科科长，八路军第一纵队供给
部粮秣科科长，鲁中军区后勤处副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供给部
副部长，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三纵队供给部部长，辽东军区后勤部供给部部长，
辽东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东线战勤司令部参谋长，东北野战
军后勤部第二分部部长，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炮兵后
勤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后勤部部长，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海军后勤部副部长兼海军后勤部参谋长，
海军后勤部副部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崔文斌

（1917—）

陕西省绥德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军大学特务团连副政治指导员兼教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陇东特委正
宁县工委主任，镇远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新四军第六支队营政治委员，新
四军第四师十一旅三十三团政治处副主任，盱眙总队副政治委员，淮北军区
第三军分区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独立第四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
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四十七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七十二师政治
部主任，第七十一师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中南军区空军预科总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
军空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政治部主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
部主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委员，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一九六
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崔建功

（1915—）

河北省魏县人。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五军团第
七十三师政治部敌工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
团政治处敌工股股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一二九师新编
第一旅一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第三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
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员，第十二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独立第一旅旅长，晋冀
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七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昆明
军区参谋长，昆明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一、二、三、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符先辉

（1918—）

陕西省镇巴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
便衣队副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
二团营长兼教导大队大队长，太岳军区独立第七十二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旅副旅长，湖北军区两郧军分区司令员，第
二野战军九军五十五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
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北京军区工程兵主任，军长，第二炮兵副司令
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
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符确坚

（1905—1972）

原名符敦秀。广东省文昌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文昌县区委书记、县委秘
书，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文书科科长、国库局局长兼统收局局长。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科长，后方留守处政治处主任，
直属总兵站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一师三旅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师政治部组织
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政治处主任，苏中军区第
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军
区第二旅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滨海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四纵
队十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南京军区
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康庄

（1914—）

江西省泰和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
方面军独立第五师一团政治处宣传队分队长，工人师第二团连政治指导员，
团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
部巡视团副主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供给部政治处主任，八路军后勤部政
治部组织科科长、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政
治部主任，第七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十八兵
团六十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学校第二分校
政治委员，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海军政治学校校长，
海军上海基地第二政治委员，东海舰队副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
军衔。



康林

（1910—）

江西省于都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广东省
南雄县游击队队员，赣南游击队特务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
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连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第一支队教导大队
队长，新四军第一师三旅七团营长，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警卫团参谋长、副
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师参谋长，先遣纵队第四
支队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七十二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
副司令员、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
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康烈功

（1916—）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
五军政治部宣传队队员，红三十一军第九师侦察连班长。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
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二十三旅三十七团团长，第十八兵团六十军一七八师
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绵阳军分区司令员，海军水警
区司令员，旅顺基地副司令员，福建基地司令员，福建基地政治委员，烟台
基地司令员，北海舰队司令部顾问，北海舰队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
军衔。



康健民

（1916—1977）

甘肃省定西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六军骑兵团连政治指导员、代团长、团长，红
一军团骑兵团副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大队三
队副队长、队长，八路军留守兵团骑兵团团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骑兵
团团长兼政治委员，骑兵旅旅长，绥远绥中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绥野战军骑兵旅旅长，第一野战军骑兵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绥远军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
兼河北省石家庄卫戍区司令员，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书记，兰州军区副
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
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麻志皓

（1917—）

河北省遵化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山西牺
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中队政治指导员、营
政治教导员，晋西北工人武装自卫旅第二十三团政治处主任，陕甘宁晋绥联
防军教导一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
部秘书处处长，晋绥军区绥德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政
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副政治委员，战车
编练基地政治委员。一九五三年入苏联斯大林装甲坦克兵军事学院学习。一
九六○年毕业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技术部副部长，装甲兵科学技
术研究院院长，装甲兵后勤部副部长，装甲兵副参谋长，装甲兵后勤部部长，
装甲兵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阎捷三

（1905—）

山西省晋城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连长，江西军区教导营副营长，独立六
师参谋长，独立六团团长，彭杨步兵学校军事教员，干部团二营教员，工农
红军学校主任教员，红军大学教导师二团副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教育处处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
练部副教育长、教育长，山东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七师参谋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十八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一二
九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第二十五步
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训练部部长、副教育长、教育长、副
院长、政治委员，总后勤部顾问，后勤学院副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



梁军

（1918—1977）

浙江省杭州市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政治部民运部干事，晋冀豫军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平汉总队政治处主任，一二九师司令部队训科副科长，师参训队副队长，师
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太行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
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第十八
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办
公厅主任兼作战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副参谋长，高级防空学校训
练部部长、副校长，空军高级防空学校校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司令部参谋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梁天喜

（1914—）

四川省阆中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部干事，红三十一军通信营连
政治指导员，第九十三师二七九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政治部干事，十六团营副政治教导员，七七
二团特派员，太岳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科长，第二军分区二十一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十旅三十团政治委员，第二野战
军四兵团供给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军区后勤部政治
部主任，昆明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部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
为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梁中玉

（1918—1980）

山西省岚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决死队第一总队第三区队排长，游击一团连长，第
二十五团教导队队长，第二十五团司令部作战参谋，太岳军区决一旅二十五
团司令部作战股股长，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
十一旅三十一团参谋长，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旅三十一团团长，第二野
战军十四军四十师参谋长，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副师长，师长。一九五四
年入苏联伏龙芝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任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昆
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梁仁芥

（1912—1991）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
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石城县游击大队政治委员，县独立团代政治委员，懋
功独立营政治委员，共青团川康省委组织部部长、副书记，红二方面军政治
部青年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教导团政治
处副主任、师政治部科长，津南自卫军政治部副主任，第三五八旅政治部组
织科科长、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委员，
第一野战军三军七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兵团军政治
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军事电信
工程学院政治委员，甘肃省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梁玉振

（1903—1984）

江西省宁都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赣南红军第十五纵队宣传员，独立第四团连
司务长，红六军第二纵队连司务长，红三军第八师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
校供给部会计科长，彭杨步兵学校供给处主任，干部团三科科长，红一军团
第二师四团供给处主任，军团供给部军实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粮袜科科长，第三军分区供给处处长，冀中军区供
给部部长，冀中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部部长，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后勤
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后勤部副部
长，总参谋部警备部后勤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梁达三

（1912—1985）

江西省瑞金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一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瑞
金县区少先队队长，少共区委书记，红一军团通信队副政治指导员，电台第
三分队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电台政
治指导员，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十一大队总支书记，营教导员，第十大队
政治处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冀中军区第七军分区二十二团政治委员，军分
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石
家庄警备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补训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华北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梁金华

（1913—1962）

湖南省湘阴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二九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六
军第九十一师特务连副连长，独立第二师特务连连长，红十八师第五十四团
连长、副营长、湘鄂赣军区司令部通信科科长、特务营营长、短枪队队长、
特务大队大队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
支队一团特务队队长、作战参谋、特务营营长，第三支队六团参谋长，五团
参谋长，第七师五十七团团长，皖南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兼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七师二十旅旅长，华中野战军第六师十七旅旅长，
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浙江省军区
副司令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梁辑卿

（1912—1977）

山东省莱阳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
队胶东总队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昌潍独
立团政治委员，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
期，任胶东军区第七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九师政治委员，
济南市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华东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华东军
区工程兵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江苏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
安徽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韩庄

（1912——1991）

安徽省宿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转入
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在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部秘书处译电员，
第五师教导队分队长，一九三七年参加平西抗日游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
平西国民抗日军副连长，晋察冀军区第五支队二总队总队长，第一军分区三
团营长，第一团政治处主任，游击第三乏队副司令员，第二十六团政治委员，
第二军分区河南地区队政治委员，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兼保卫科科长。解放
战争时朗，任晋察冀军区北平办事处秘书长，第三纵队十一旅政治部主任，
独立第八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炮兵第三团团长，第二十兵团炮兵主
任兼炮兵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
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第六炮兵学校副校长、校长兼政治委员，中
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炮兵教授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
部副部长，广州军区炮兵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部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
少将军衔。



韩卫民

（1903—1981）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二八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北
黄安县区游击队、政治指导员，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
团宣传队队长，第三十六团教育参谋，第十一师通信股股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十四团参谋长，太行军区第六军
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十七旅副旅长，第十
三军分区司令员，太行军区第四霎分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独立第七旅旅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西省军区榆次军分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副参
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韩东山

（1903—1986）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河南省罗山县红军独立团连长，红四方面军
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营长、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副团长，第九军二十五
师七十五团团长，二十五师师长，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副师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副团长、补充团团长、
副旅长，东进纵队副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第四军分区司
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干部旅旅长，陕南军区
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
纵队副司令员，江汉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湖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河南省军区
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参谋长，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一九
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彭飞

（1914—）

湖南省永顺县人。土家族。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
二军团第四师政治部统计干事、青年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司令部参谋，苏鲁豫支队三大队作战参谋，新四军
第三师七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海边支队支队长，七旅二十团参谋长、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三师七旅二十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三十九师
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五十九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教导团团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
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福州军区司令部顾问。一九
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彭盛

（1912—）

江西省万载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国际师连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保卫队
队长、管理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卫生部兵站医
院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一旅卫生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十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国人民志
愿军兵团后方办事处政治委员、组织部部长，志愿军后勤部政治委员，沈阳
军区大连第一疗养院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彭方复

（1911—）

湖北省阳新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
军团总医院看护排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卫生队队长，师卫生部部
长，红六军团卫生部副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冀
热察挺进军卫生部部长，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巡视团主任、医务科科长，察哈
尔军区卫生部副部长、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岳军区卫生部部长，第二
十兵团后勤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卫生部处长，东北军
区卫生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第
十三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后勤部部长，国防科委顾问。一九六
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彭龙飞

（1915—）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永
新县保卫队排长，湘赣第十八师五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湘鄂川黔边区永顺
县毛巴游击队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四十七团营政治教导员。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孟县保安大队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
四军分区正、新、灵支队支队长、区队长，军区教导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沈阳市保安第三旅旅长，辽宁独立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十四师师
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一二五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彭寿生

（1915—）

江西省信丰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粤赣
军区独立三师师部技术书记，红九军团军团部见习参谋，第九军司令部政治
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部作战参谋，冀
热察挺进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十一支队副参谋长兼大队长，第七团参谋
长，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参谋长，冀热辽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冀东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唐山警备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六十
七军二○一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天津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副军长，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彭显伦

（1895—1958）

广东省南雄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南雄县第六区区委书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四军政治部组织科科员，军部军需处科长、军医处政治委员，红三军第
九师供给处主任，红四军第一师二团供给处主任，红一军团供给部出纳科科
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供给部出纳科科长，山
东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滨海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
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山东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山东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彭胜标

（1909—）

福建省长汀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汀瑞游击支队副中队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保卫队
政治委员，第一○一团特务连政治委员兼连长，中共福建兆征县监察委员会
主席、兆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
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一营政治委员，第三支队五团政治处主任，挺进团政
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七师沿江支队副政治委员，第七师政治部
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鲁中南军
区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第四十七师政治委员，第
三野战军三十五军一○三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苏南军区
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江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安徽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
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彭施鲁

（1916—）

原名王鹏华。河南省武陟县人。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三五年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一二·九
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部秘书。抗日战争时期，
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四团政治委员，第七军一师政治部主任，抗联第二支
队教导大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政大学合江分校副教育长、
总校第二团副团长，东北军区军政学校副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第二十七步兵学校副校长。军事师范学校副校长，军委军校部编研处处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学院学校部学院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
部学校管理部副部长、军训部副部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国防科学技术
委员会副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司令部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
少将军衔。



彭清云

（1918—）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第十六师四十七团营政治教导
员，第十八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
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营政治教导员，教导营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二十八师十四团政治委员，第四野
战军四十七军一六○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
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学院政
治部主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部三部政治委员，总参谋部通信部
政治委员，中国共产党总参谋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军委纪律检查
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八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委员。



彭富九

（1918—）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六军团无线电报务员，红二军团报务主任，红六军团电台队长。参加了长
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前方工作队报务员、电台台长、股长、副科
长、一处副处长、干部科科长、系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
局副局长、局长，华北军区二局局长，中南军区二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军委技术部一局局长兼政治委员、第一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部三部代部长、部长兼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
员，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第一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彭德清

（1911—）

曾用名陈国华。福建省同安县人。一九二六年参加本地农民协会。一九
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任共青团同安县委组织部部长，泉州市特委书记，晋（江）南（安）
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南）靖（平）和（漳）浦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同安县
委书记，闽南第二游击支队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
时期，任闽南抗日义勇军独立大队大队长，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连政治指导
员，教导总队第二大队政治教导员，挺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四团政
治处主任，苏北指挥部第五团政治委员，第三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七团政
治委员兼团长，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军区三
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十二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二军、二十三军副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二十七军军长，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
队副司令员兼福建基地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交通部副部长、部长，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董超

（1915—）

山东省新泰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徂徕山
起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泰县抗日游击队队长，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四
支队一团连政治指导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特务大队副政治教导员、
政治处主任，鲁中军区第十一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警备
第二旅政治部主任，第九师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二十三师政治
部主任，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鲁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系班主任、系主任，军事学院基本系政治委员、
高级系政治委员，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安徽省军区
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董永清

（1911—）

江西省吉水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经
理处出纳科科员、科长，红一军团直属供给处主任，军团供给部军实科科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供给处处长，晋察冀军区第
一军分区供给部部长，冀热辽军区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
后勤部部长，华北野战军后勤部指挥所主任，第十九兵团后勤部部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第四分部部长、第五分部部长，
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



董志常

（1915—1984）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并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
十三师二十九团共青团委员会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供给部军需股股长，八路军第二纵队供给部军需科副科
长、科长，冀鲁豫军区后勤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
队供给部部长，第一纵队供给部部长，第二野战军五兵团供给部部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
勤部营房管理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兼特种部队计划供应局局
长、白城办事处主任，总后勤部物资部部长、营房部部长，总后勤部司令部
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董启强

（1918—）

四川省巴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七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援西军
教导团政治教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政治部教育科
科长，东进纵队政治部宣教科科长，冀南军区教导队政治教导员，冀南军区
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部长，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
期，任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四旅十二团副
政治委员，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东军
区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第六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干部学校教育长、
第二副校长，第一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
治部政治工作教材编委会副主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二分院政治委员，国
防科技大学副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董洪国

（1910—）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
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机枪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第三十军医院
政治部主任，医院政治委员，第三十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队副队长。参加了长
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野战医院政治
委员，八路军总部兵站部第六分站政治教导员，八路军总部供给部军用制造
厂材料科科长，新四军第五师供给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
军特种兵纵队供给部部长，豫皖苏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河南军区供给部政
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武汉
军区财务部部长，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董家龙

（1912—）

湖北省荆门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
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卫生队护士长，第九师医务处处长，军卫生部医生，红二
军团第五师卫生部部长，军团卫生部医生。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卫生队队长，旅卫生部部长，江汉军区卫
生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部长，第一野战军
一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后勤部副部长，西北
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成都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
军衔。



蒋克诚

（1916—）

原名蒋开诚。四川省阆中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四川少
共赤北、巴州县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少共陕南、南江、松潘、彰明、
崇化县委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独立支队三大队政
治委员，八路军一二九师十旅二十九团参谋长，第十旅参谋长，太行军区第
五军分区副司令员，第三十四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
十四旅副旅长，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四○师师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会同军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
军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沈阳
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蒋润观

（1916—1990）

江西省广丰县人。一九三八年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干事，队副政
治指导员，三团二大队特派员，第五分校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新四军第三师
十旅政治部组织股股长，十旅五团政治委员，抗大第五分校政治部组织科科
长，新四军第三师特务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肇州县委书记，
西满军区独立三师一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二十一师政治部副主
任，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一三二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兼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
任。一九五七年毕业于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福建省军
区政治委员，军事学院副教育长、训练部副部长、训练部顾问。一九六四年
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覃士冕

（1914—1981）

广西东兰县人。壮族。一九二九年参加百色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任红七军政治部青年干事，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特派员，红三
军团保卫局侦察科员，第四师十二团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营组织干事，补充团营政治教导员，六
八六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教导第五旅十三团政治委员，滨海军区二十三
团政治委员，二十三团团长，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滨海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十一旅政治委员，滨海警备旅旅长，
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广西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公安军司令员，广西军区第二政治
委员，海南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覃国翰

（1912—）

广西都安县人。壮族。一九二七年在本县从事农运工作。一九二九年参
加百色起义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任红七军第十九师五十五团连司务长，湘赣独立师第一团排长、副
连长、连长、红十七师第四十九团通信主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三团营
长、团参谋长，第十六师四十七团团长，第十七师参谋长，第十八师五十二
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教员，
挺进军随营学校副校长，挺进军参谋处长，第九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平
北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第十二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
冀军区纵队参谋长，第二旅政治委员，冀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广西军区右江军分区司令员，广西军区参谋长，广东省军区副司
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喻新华

（1909—）

原名喻同金。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了黄麻起义。一九三一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第三十军八十八师
二六八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八十九师二
六九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三
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干部科
科长，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喻缦云

（1903—1994）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总经理处会计，第六师供给部会计科科长，
军实科科长，红十五军团供给部财政处处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人路军一一五师经理处军实科科长，八路军总供给部军实处副处长、财政
处处长、营业处处长，军委总后勤部审计处处长，太岳军区后勤部部长，太
岳军区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第四纵队后勤部部长，华北军
区后勤部南线办事处副主任，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部部长，总后勤部物资计划部部长，
总后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
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凯墨·索南旺堆

（1900—1976）

西藏拉萨市人。藏族。十三世达赖时，曾任原西藏地方政府色朗巴、嘎
谆，藏军二代本、当巴等职。热振摄政府时，任原西藏地方政府扎萨、财务
局总管。一九四七年任藏军司令。一九五一年被原西藏地方政府派为赴京和
谈代表之一。一九五六年曾任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九年参
加叛乱，一九七六年病死在国外。一九五五年曾被授予过少将军衔。



程明

（1918—）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第七十五
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十五军团直属队俱乐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从政治指导员，军委总卫生部政治部组
织科科长，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特务团政治处主任，淮南军
区津浦铁路南段便衣大队政治委员，甘泉支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
淮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河南
军区警备第二旅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
治委员，中南军区防空部队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防空军副政治委员，兰州
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空军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沈阳军
区空军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程世清

（1918—）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光山县独立团。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曾于一九三五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
任过光山县独立团宣传员，红七十三师宣传队分队长，红二十五军七十八师
宣传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过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七团
宣传干事，青年股股长，冀鲁豫支队政治处副主任，团政治处主任，团长兼
政治委员，黑龙江军区庆安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
独立师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一三二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装甲兵干部部副部长、部长，装甲兵政治部
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治委
员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是中国共产
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



程业棠

（1912—1986）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二九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
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排长、连长兼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
总支部书记、营长、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
教导营队政治指导员，教导总队大队政治教导员、教导队总支书记，特务团
副营长、代营长，第一师三旅七团政治处主任，警卫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团
长，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特务四团团长兼政治委员，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八支
队支队长，浙东纵队第四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
队三旅九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副师长、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
军五十九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三步兵学校校长，第十七
文化速成中学校长，安徽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
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程启文

（1915—1994）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员、巡视员，第七十三师二一七团
总支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总务科科
长，江北指挥部独立第四团副团长，第二师四旅十团副团长、团长，淮南军
区路东军分区来（安）六（合）支队司令员，第二师四旅十二团团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东北松江军区哈东军分区参谋长，哈北军分区副司令员，东北
民主联军独立第七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五二师副师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玉林军分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
副军长，解放军体育学院副院长，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六一年
晋升为少将军衔。



程坤源

（1920—）

江苏省武进县人。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共领导的南京地下学联。一九三八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参加新四军。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六
支队随营学校政、治指导员，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支队司令
部政治协理员，永城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十八团政治
处主任，新四军四师十二旅三十五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四师政治部宣传部
教育科科长，新四军四师骑兵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
第二纵队五师十四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第三野
战军第十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华东军政大学福建分校副政治委员兼政治
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华东军区
文化补习学校校长，第二军医大学政治委员，后勤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
主任，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军事医学科学院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
为少将军衔。



程悦长

（1911—1961）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
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任少共国际团排长、连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科
长，师医院政治委员，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卫生队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新编
第一团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十六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参谋长、副旅长，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新编
第四旅旅长，第一野战军六军十七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迪化
（今乌鲁木齐）军分区司令员，军长，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
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程登志

（1912—）

四川省巴中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教导队通信排长、连长，红四军第三
十六团副营长、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
学大队教员，第三团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特务团副团长、
团长，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六师七十八团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第十二兵团师参谋长、代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三兵团炮兵司令员，副军长，旅大警备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政治委员、顾
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程儒珍

（1900—1963）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
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安县自卫军中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副
官处副官，第四军经理处总务科科长、军需科科长，红四方面军经理部部长，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副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
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一团供给处处长，青年纵队供给处处长，东进纵队
供给处处长，三八五旅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供给部部长，
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后勤部部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后勤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油料部部长，湖
北省军区后勤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智生元

（1914—1975）

山西省定襄县人。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中共定襄县委组织委员，定襄县牺盟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
第二军分区六大队政治处主任，第二军分区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第二支队政
治部主任，第二支队政治委员，第五区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第四区
队政治委员，中共第二地委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第二地委副
书记，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一旅政治部主任，第三旅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兵
团六十六军一九六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兵团军干
部部副部长、部长，军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山西省军区副
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傅传作

（1914—1982）

湖北省石首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便衣队队长，红二军团第六师
十八团连长、副营长，龙山狐立团营长，第四师十二团营长，团参谋长、团
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营长，
独立第一旅二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独立第一旅副旅
长，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七旅旅长，第一野
战军一军一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空军司令员，武汉
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
代表，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



傅绍甫

（1908—）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
党。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七
十三师排长、副连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营
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教导大队三队政治指导员，
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营长，挺进团营长，团参谋长，新
四军第七师五十八团团长，沿江支队副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
军第七师二十一旅副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二十一师参谋长、副师长，
第十三纵队三十九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师范学校副
校长，江苏省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傅春早

（1911—）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六安独立团、独立师、红二十五军手枪队队
长，红二十五军兵站站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
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便衣队队长、通信连连长、副营长、营长，三四四旅六八
八团副团长，冀鲁豫军区第二旅四团团长，第十九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副旅长，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十九旅副旅长，鄂
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湖北军区独立第三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湖北军区黄冈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粤东军区副司令员，广西
兵役局局长，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傅家选

（1909—）

河南省光山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光山县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二十八军第二
五○团供给科科长，红二十五军经理处会计科副科长，红十五军团供给部会
计科代理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供
给处处长、供给部部长，八路军第二纵队后勤部部长，冀鲁豫军区供给部部
长、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参谋
长，赣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交通部第一副部
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部部长、生产部部长，总后勤部技术装备
研究院院长，济南军区后勤部部长，济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顾问。一
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



傅继泽

（1918—1991）

河北省博野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津南抗日自卫军独立第二旅参谋长。冀鲁边军区运河
支队参谋长，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特务营营长，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
区司令员，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第一军
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六旅旅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十八小组中共代表，
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第十一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三十三军九十九师师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一舰艇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第
六舰队参谋长，第四海军学校校长，舰艇第一支队支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潜艇部部长，海军副参谋长，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南海舰队司令员，中
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傅崇碧

（1916—）

四川省通江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四川通江县
区少先队长、青年团区委书记，中共通江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川陕
省工作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指导员，四大队
组织股长，校政治部干部科科长，第二团政治处主任，第二分校二大队政治
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
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十旅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十
旅旅长，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第十九兵团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
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焦玉山

（1915—1990）

安徽省阜阳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排长，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连政治指导
员，红四方面军总部便衣队队长，警卫营副营长，骑兵连连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警卫连连长，独立支队营长，师教导大队
副队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教育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
主联军第四纵队十一师三十一团副团长，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三十四
团团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一二三师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
东省公安厅副处长、处长，广东省公安总队副政治委员，广东佛山军分区司
令员，守备第十师师长，副军长，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参谋长。
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舒行

（1913—）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特
务连排长，教导营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四师十团总支书记。参加了长
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大队三队队长，第二分校
二大队大队长，冀中军区游击第五总队总队长，晋察冀军区十三团团长，第
十四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参谋长，冀热察军区参谋长，
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五十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参谋长，吉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鲁加汉

（1916—1991）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
七十三师二一八团通信员，红三十一军政治部敌工部干事、科长、部长，军
供给部政治委员，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
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政治委员，三八六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师政治部总务
处处长，太岳军区供给部政治协理员，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
时期，任太岳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第十八兵团办事处政治委员。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茂县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政治委员，成都军区干部部部长，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成都军区后勤部
部长，四川省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鲁瑞林

（1912—）

甘肃省临夏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后转入中国工农红军。一九
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一团连政
治指导员，第三十八团营长，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政治部民运科科长，三
十一军供给部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
八六旅七七二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太行军区第五军
分区副司令员、分区政治委员，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
军区副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三纵队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副
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西康军区副
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参谋长、
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
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



童陆生

（1901—）

湖北省黄陂县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湖北黄安暴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广西、陕西
等地从事秘密联络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山东省委军事部参谋主任，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军事教员，中央军委四局副处长兼科长，八
路军总部高参室参议，中央军委一局副局长、代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
央军委一局局长、四局副局长、代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
委四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出版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院
务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



童国贵

（1916—）

江西省信丰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团第
二十一师六十一团排长、副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一团连
支部书记，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军事教员、第六分校大队长、太行大队大队长，太行军区
第一军分区三十一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仕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九旅
二十六团团长，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一军三十三师
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
军长，山东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



童炎生

（1911—1985）

江西省安福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边区红军独立第三团排长，湘赣军区敌
后挺进大队分队长，茶（陵）攸（县）莲（花）游击队队长。坚持了南方三
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连长、连政治指导员、
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第一师二旅四团政治处主任，苏中军区特务
三团政治委员，第一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
政治部主任、副司令员，苏北军区泰州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苏北军区参谋长，江苏军区参谋长，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
员。



温先星

（1914—）

江西省石城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排长。参加了长征。抗
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五支队连长、副营长，冀鲁豫军区第五支
队营长，教导第三旅七团营长、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
军区第一纵队三旅副旅长，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
第八纵队二十二旅副旅长，第十八兵团六十军一七八师副师长、师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长兼四川军区绵阳军分区司令员，川西军区副参谋
长，四川军区副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司令部顾问。一九六一年
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游好扬

（1916—1991）

江西省赣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
军部警卫排副排长，红一军团保卫局警卫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团副连长，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连长、营长、
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第一野战军
一军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兵团师长、副军长、军长，沈阳
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游胜华

（1912—）

江西省万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
军团卫生部医生，军团司令部卫生所医生，军团医院医务科科长，后方医院
第二所所长，第一师三团卫生所所长，红一军团卫生部医务科科长。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部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第十九兵团后勤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预防处处长、预防局局长，湖南医学院院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一九
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生

（1910—）

广东省宝安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前在地方工
作，后参加游击队转入部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山大学抗日救国会主
席团主席，广州抗日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海员工会组
织部部长、书记，中共惠（阳）宝（安）工委书记，惠宝抗日游击总队总队
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军政
大学副校长，渤海军区副司令员，两广纵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珠江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中共广州市委第三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广州市市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曾征

（1912—）

江西省寻邬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五军
排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连长，红一军团补充营营长，红二十九军第二
五六团代团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参谋长，第三支队支队长，独立一团副团
长，独立二旅五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十一军分区参谋长，
第六军分区参谋长，第十二旅副旅长兼参谋长，第一野战军七军二十师副师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师长，空军第一预科
总队总队长，沈阳军区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空军副军长，青海省军区副司
令员兼西宁警备区司令员，陕西省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威

（1916—）

江西省泰和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湘赣省保卫局特务员，红六军团保卫局特务员，西安办事处副官。参加了长
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总务科科长，挺进军第九团营政
治教导员，挺进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十团政治委
员兼中共昌延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军分区政治部
主任，独立第五旅副政治委员，独立第八旅副政治委员，察哈尔军区政治部
组织部长，平北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二师副师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副军长，
北京军区工程兵政治委员，天津警备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



曾美

（1914—）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司令部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四大队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
大队政治委员，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团团长，第四区队区队长，第
二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岳军区独立一旅旅长，第二十兵团六
十七军参谋长，一九六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师长，军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京津卫戍司令部副参谋长，
北京军区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河北省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曾涤

（1913—1971）

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萍乡县三区团委书记，分宜县委书记，江西
少共省委儿童局书记，省委宣传干事，省委巡视员，红六军团政治部俱乐部
主任、宣传部干事，桑植独立团政治部主任，地方工作团、解放团、军团直
属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民运股
股长，团长，团政治委员，中共鄂北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
期，任旅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二军六师政治委员，一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兼
干部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
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中
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凡有

（1916—）

江西省宁都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
军团保卫局检查科科员，骑兵团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
路军一一五师骑兵团连政治指导员，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十六团政治处组织
股股长，团政治处副主任，南进支队第二十一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察冀军区第十九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平北军分区副政治委

员，独立第七师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一五九师副政治委员
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衡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师政治委员，空军师政治委员，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训练基地后勤部政治委
员、基地政治委员，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后勤部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
为少将军衔。



曾光明

（1917—1985）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
军团第三军七师十九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第一师二团营政治教导员。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四团政治处股长，一二○
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政治处主任，晋绥军区独立第四旅十三团政治委员。解
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四旅政治部主任，旅副政治委员，第
一野战军第二军四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师政治委员，南疆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司令员、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传芳

（1915—1982）

别名张平。江西省永丰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
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任红三十一师第九十三团政治处青年干事，连政治指导员，师政治
部科长，红军大学步兵学校教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陇东
特委青委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津南支队政治委员，
第十七团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第十一师十八团政治委员，第三野
战军三十三军九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
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曾旭清

（1909—）

四川省宣汉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宣汉县六区游击队队长、政治指导员，县独立营营长，
中共丹巴县委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
干事，晋南支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大队政治委员，晋南独立支队武装科科
长，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十七团政治委员，渤海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兼
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渤海纵队第七师政治委员，第
三野战军三十三军九十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淞
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华东军区公安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
华东军区工程兵部主任，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工程兵副参谋长，工程兵副司令员。一九五六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曾庆良

（1917—）

江西省于都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
军团电台报务员，红四方面军电台报务员、电台台长，军委电台报务员、队
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三局无线电科副科长，八路军留守
兵团通信科科长兼无线电中队中队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副科
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北军区通信学校校
长，西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通信处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西南军区通信处处长，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雷达工程学院院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军事科学研究室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
任。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曾如清

（1914—）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华苏维埃
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巡视员，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共于都县
谭头区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
期，任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组织科科长，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一团政治处主
任，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泰州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和省委书记，新四军第
一师一旅一团政治委员，苏中军区教导第一旅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第四纵
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一师政治委员，第三
野战军二十军五十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政治
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江苏军区第二政治委
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克林

（1913—）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二十一团连副政治指导员，红
三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十八军第三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平西挺进军司令部作教科科长，冀东军分区参谋长，冀热
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沈阳卫戍司令部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辽
东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辽南军区司令员，东北野
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部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海军顾
问，海军航空兵部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曾育生

（1913—）

湖南省溆浦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八军政治部宣传员，红八军军医处见习医生，红三军团卫生部所长、队长、
科长，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一团卫生队队长，第六师卫生部部长，红三军团卫
生部医务主任，军团卫生部副部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卫生部副部长，红一
方面军兵站医院院长，红一方面军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八路军军医院院长，八路军一二○师卫生部部长，八路军留守兵
团卫生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卫生部部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西北军区卫生部部长，
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校长，云南省卫生厅厅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昭墟

（1915—1973）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三军
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信康干雄游击大队政治指导员，湘粤赣边游击支队第
四大队副政治委员、第七大队政治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
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连政治指导员，先遣支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
第二支队新三团参谋长，新四军特务团营长，第七师干部队队长，第六师十
八旅五十二团首长、营政治教导员，第一师教导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教导
旅第一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第一纵队一旅二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一师二团团长，第三师司令部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二十
军六十师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师长，副军长兼参谋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曾保堂

（1911—）

江西省信丰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赣西赣南农民起义。后参加赤卫队。
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三
团排长，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连长、代营长，第六团营长，陕甘宁一支队五
大队连长，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团长，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团团长。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直属独立团营长，晋察冀军区
第一军分区一团营长，第二军分区四团副团长，第四军分区三十五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旅副旅长，第四纵队十旅副旅长，第十二
旅旅长，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二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
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宪池

（1910—）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
医院第二分院政治处组织干事、股长，红三十三军第九十八师二七二团团部
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
二团营副政治教导员、补充团营政治教导员、随营学校保卫科科长，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保
卫科科长，第七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
豫军区第六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太行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华北
军区独立第七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
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交通处政治委员、军法处处长，北京军区
军事法院院长，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
科学技术研究院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祥煌

（1914—1981）

湖北省潜江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
军团第六师十六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一二○师直属通信营政治教导员，山西神池县动员委员会主任
兼中共神池县委书记，一二○师政治部教导队队长兼政治委员，独立游击第
三支队七团政治委员，三五八旅七一五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
野战军第一纵队三五八旅团政治委员、旅副政治委员、旅政治委员。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政治委员，旅大警备区副政治委员，第五十七速成中
学校长，军政治委员，雷达工程学院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敬凡

（1915—1989）

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工农革命军。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学
校第六分校排长、政治指导员，红二军团第六师十七团副政治委员兼总支书
记，红二军团独立第三团政治委员，红二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参加了长
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冀中第
五支队副政治委员，绥蒙军区第九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军区
第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蒙汉联军临时指挥部司令员，辽南挺进支队司令员，
辽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东北独立第十二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
一五七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上饶军分区司令员，副
军长兼参谋长，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新泮

（1912—）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闽赣边界建黎泰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科员、直
属医院医生，红三十一军卫生部卫生主任、第九十三师卫生队队长。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卫生队队长、三
八六旅卫生处处长，太岳军区卫生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
第七纵队卫生部部长，冀鲁豫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部长，
平原省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公安部
队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后勤部副部
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曾鉴修

（1916—1985）

广东省蕉岭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九三九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决死四纵队十总队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
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山西静乐县县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
独立三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独三旅政治部组织科科
长，第一野战军三军八师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师政治
部主任，军政抬部副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组织部纪律检查处处长，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副部长，昆明军区后勤部副
部长、顾问，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政治部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曾雍雅

（1917—）

江西省于都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
师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红一军团保卫局指导员，一军团政治部干事，第二
师五团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敌工股
股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敌工科科长，广灵县县长兼中共县委书记，第
一军分区三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区队长，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冀东军
区第十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第
十旅旅长，独立第十二旅旅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二十五师
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一三六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
二兵团副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沈阳军区副
参谋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
共产党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谢良

（1915—1991）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八师炮兵连政治委员，二十四团连政治指导
员，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政治委员，西路军第五军第二十三师政治委
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主任。解放战争
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组
织部副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平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六高
级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炮兵
学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谢明

（1915—1985）

江西省于都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欢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于都
县桥头区儿童局书记，共青团干都县古龙冈区委书记，少共国际师第四十五
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巡视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晋察冀军区第二支
队六大队政治处主任，五大队政治委员，四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政治部
组织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政治部主任，热西军分区政治委
员兼中共热西地委书记，热西军分区司令员，热河军区独立师政治委员，东
北野战军第八纵队二十二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
程兵副政治委员，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政治学院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谢锐

（1914—1987）

江西省弋阳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七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十军第三十三师五十九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坚持了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排长、连长、宣
传队队长、营政治教导员，第二师六旅十八团营长，五旅十四团团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二师五旅十三团团长，五旅副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
队二十一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参谋长，装甲兵学院副院长，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
令员，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谢斌

（1914—）

原名谢海龙。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
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任红四军第二师五团排长，红一军团第二师特务连连长，红十五军团
第七十三师司令部第一科科长，第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
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军事教员、
第三分校大队长，珠江抗日纵队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政大学

大队长，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八师副师长，第九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上海航空办事处主任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防空部队
参谋长，华东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司令
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谢云晖

（1912—）

四川省冕宁县人。曾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部长，北平学
生联合会组织部部长。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参加新四军。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军部
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苏北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
分校训练部副部长、大队政治委员、第九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六师十
六旅四十八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第一师三旅八团政治委员。解放战
争时期，任华中军区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副主
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二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干部部副部长、政治部代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
委员，南京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谢正荣

（1918—1977）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二三○团排长，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一师通信连
连长，红军大学步兵科第二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山西五台县游击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五大队营
政治委员，六大队营长，第四团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
区独立旅第一团团长，第四纵队十一旅三十一团团长，第十一旅副旅长，第
十九兵团六十四军一九一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
军师长，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军长，成都军区副司令
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



谢正浩

（1914—1992）

江西省于都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
三军九师二十六团排长，第一师二团连长，红一军团防空大队副大队长。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作战参谋、侦察科科长、
作战科副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司令部作教科科长，关中军分
区司令部作教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七七
一团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教导旅参谋长，第一
野战军六军十六师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副参谋长兼迪化（今
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铁道公安部队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参谋
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参谋长、基地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参谋长、
副司令员、司令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



谢立全

（1917—1973）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
十一军第一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队政治委员，广东游击
区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珠江部队副司令员，中路游击队指挥部副指挥，中区
抗日纵队副司令员，广东人民抗日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政大
学大队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三十军
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治
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海
军学院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谢甫生

（1902—1985）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先后在豫、陕、鄂、沪、津地区开展兵运、情报联络等工作。参加了冀东暴
动。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四纵队参谋长和挺进军参谋主任，晋察冀分局
社会部派遣科科长，本溪地区与南满军区参谋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二
十九执行小组组长，辽东军区副参谋长，三纵队参谋长，东北军区政治部保
卫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保卫部部
长，海军检察院检察长，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湖北省第三、四届政协副
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谢忠良

（1913—1983）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
军团第十九师五十五团连长，五十七团营长，红三十二军特务大队大队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学兵大队副大队长，新四
军军部参谋，教导队工兵主任教员，新四军参谋处侦察科长，第二支队参谋
长，第七师五十五团团长，浙东纵队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
军第一纵队三师参谋长、副师长、师长，先遣纵队一支队支队长，先遣纵队
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国人民解
放军工兵学校校长兼华东军区工兵指挥部主任，福州军区工程兵主任，江西
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谢国仪

（1907—）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赣西南农民起义。一九三○年参加中
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特
务营班长，江西兴国县西江村自卫队队长，红三军团第六师十六团连长，第
四师十一团连长，军委警卫营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直属支队支队长，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五团副团
长、团长，雁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广灵县区队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
区第十军分区副司令员，河北军区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河北军区编练指挥部司令员，华北军区补充团集训指挥部部长，北京军区司
令部动员处处长，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谢锡玉

（1916—）

江西省莲花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反帝大同盟。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六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通科招待所代所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警卫连政治指导员，山东纵队军
政干部学校大队长兼政治教导员，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团政治委员、支队政治
部组织科科长、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八团政治委员，
新四军第四师九旅二十六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
队六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三师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空军混成旅政治部主任，师副政治委员，中国人
民志愿军空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政治委员，福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谢胜坤

（1911—）

江西省万载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本地赤色工会。一九三○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
五师十四团供给处主任，红一军团第四师供给部粮秣科科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兵站第二科科长，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部长、
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
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六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三野战军后勤部
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后勤部政
治委员，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要塞区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南
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谢振华

（1916—）

江西省崇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独立营政治委员，第五师十四
团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二科科长，红军大学上干队第二队政治委员。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治委员，总政治部敌工
部副部长，第五纵队组织部部长，新四军第三师二十四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第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
三十五旅政治委员、纵队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三
十军军长，华东军政大学第一总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
事学院基本系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
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居中
央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
委员。



谢家祥

（1914—）
江西省瑞金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团第
三师九团技术书记、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警
卫营特派员，总政治部锄奸部干事，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政治部锄奸
科科长，教导大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热辽纵队二十二旅六十五团
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二十三师副政治委员、政
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一三四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
员，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第四政治委员，福州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
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
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谢福林

（1917—1976）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彭杨步兵学
校第九连指导员，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治
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
八七团宣教股股长，冀鲁豫支队第三大队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新三旅政治
部主任、旅政治委员，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
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十九旅政治委员，浙江军区第二军分
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中国
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一
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谢镗忠

（1918—1989）

江西省赣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九军团第三师八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红四
方面军第三十二军教导队代政治委员，第九十六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军留守兵团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政治处宣传
股股长，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警备第一旅一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冀热辽军区第三十旅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十六、十七旅政治委
员、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三十一师政治委员，第四
野战军四十八军一四二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政
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文
化部部长，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赖达元

（1917—）

江西省石城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团政治
处宣传员，卫生队政治指导员、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七七一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
员，新四旅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十团政治处代主任，第十一团政治处主任，
新四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冀南军区骑兵团政治处主任，二十六团政治委员，
大名县大队政治委员，二十三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
军第二纵队四旅十二团政治委员、团长兼政治委员，补训旅政治委员，第二
野战军十军二十八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宜宾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川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部部长，空军第十二
航校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雷达兵部政治委员，民航总局政治部主任、
副政治委员，南京市政府副市长、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赖光勋

（1914—）

福建省永定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彭杨
步兵学校青年队队长，红军总司令部第一局测绘科科长，红四方面军红军大
学测绘教员，红军大学主任教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中队长，抗大第一分校支队长、支队参谋长、主任教员，抗大
总校军教科科长、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
旅参谋长，第十六旅参谋长，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旅副旅长，第二野战
军十二军三十四师副师长，第三十五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
事科学研究部部长，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副部长、部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
参谋长、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赖春风

（1913—1993）

江西省宁冈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一九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
第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连长、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
军留守兵团教导营营长，陇东军分区参谋长，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三大队参谋
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独立第三团团长，西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副
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参谋长，第十四旅副旅长，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
副校长，平原省军区副参谋长兼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军事师范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广州军
区副参谋长，广州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靳虎

（1911—）

甘肃省榆中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一团排长、连长、副营长，
红二十八军第二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中队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九团团长，延安警卫团团长。解放
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十九旅副旅长，西满军区绥化军分区副司
令员，东北民主联军骑兵纵队第二师师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东线战勤司令
部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四分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
军炮兵学校副校长，海军预科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械部副部长。
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靳来川

（1911—1987）

河南省获嘉县人。一九三一年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卫生部司药长。红三军团兵站医院司药主任、所长、团
卫生队队长，红军第三后方医院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
军卫生部附属医院院长，八路军医院副院长，八路军留守兵团野战医院院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卫生部部长，第一野战军三军卫生部
部长，第一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后勤
部卫生部副部长，西北军区总医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院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总医院院长。一九六四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



蓝侨

（1911—）

湖北省广济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第五
纵队勤务员，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十一军第九
十三师二七九团营政治委员、副团长、师政治部秘书长，三十一军卫生部政
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六支队独立大队大队长，
第三团营长兼营政治委员，第四支队水东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训练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
组织部部长，松江省军区参谋长，东北军政大学训练部副部长，东北野战军
第二纵队四师参谋长，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副师长兼参谋长。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参谋长，中南军区公安部队
副司令员兼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公安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部警备部副部长，动员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蓝文兆

（1919—）

福建省武平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
四师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
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政治处宣传队队长、宣教股长，鲁南、军区政治部宣教科
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独立二旅五团政治委员，第十六旅四十八
团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二十三师六十八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
副主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二兵团师副政治委员，政治
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防化学兵部
参谋长，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动员部部长，解放军炮兵政治委员，兰州军区
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蒲大义

（1916—1973）

四川省平昌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
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四团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一一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连长、营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三十团
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四十五旅旅长，第十八兵团六
十二军一八六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副
军长，昆明军区炮兵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
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雷钦

（1915—）

福建省上杭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二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福建上杭县乡少先队副支队长，红十二军一○三团宣传员，兴国模范师新兵
连指导员，红一方面军总部警卫营政治委员，中央军委总部侦察科科员、队
长，军委一局三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第二大队干事、队指导员，第四大队政治协理员兼八队指导员，第三大
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通信联络处政治委员，补训第一旅
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野战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代副政治委员，铁道公安师政治委员，步兵师政治委员。
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雷震

（1906—1993）

湖北省黄陂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排长，连
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指导员，第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政治委员，师参谋长，
团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局一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
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山西游击第十团团长，八路军一二
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团长，太岳军区中条山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吉林军区副司令员，吉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
吉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江西军区副司令员，第三十三文化速成中学校长，
福建省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雷永通

（1918—1969）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军前敌指挥部电台报务主任，军委二局电台台长、股长。参加了长征。抗
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二局整理科副科长、科长，军委第三处处长。解放战争
时期，任热河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冀热察军区独立第十三旅政治部主
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
九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政治部副主任，第
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海军干部部部长，海军军事学院副政治委
员，海军学院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雷英夫

（1921—）

河南省孟津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山西新军教导师军士第二团连政治指导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晋
西南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宣传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中共南方局军
事组成员，军委总参谋部一局科长、作战部资料研究室副主任，叶剑英参谋
长军事秘书，《解放日报》社军事副刊编辑。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
处执行部执行处科长、副处长、代处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八十
七团参谋长、副团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八十三师二四八团团长、师参谋
长，福州市军管会军事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周恩来总理军事
秘书，军委作战部一局副局长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
书长，中央兵工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作战处处长、
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雷绍康

（1913—1974）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
皖独立第一师排长，红四方面军第七十三师连长、营长、副团长，第三十一
军九十二师司令部参谋主任，第二七九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营长，补充团团长，新编第七旅参谋长，冀
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二纵队五旅旅长，中原军区鄂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副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教员、
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主任、军事学院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雷起云

（1915—）

陕西省澄城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红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新军第一一三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青年抗敌决死第
一纵队政治部组织股股长，第一旅二十五团政治处主任，太岳军区第二军分
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太岳军区政治部敌工部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
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旅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
十三军三十七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
治部主任，云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政治委员，
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武汉军区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
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訾修林

（1915—1978）

山东省阳谷县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省莘县保安队政治处主任，中共河北馆陶县县委组织
部部长，鲁西北游击队大队长，筑先纵队七团政治处主任，冀南军区第三军
分区滏西支队政治处主任，第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
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九旅政治部主任，湖北军区襄阳军分区副政治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
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
部主任，广州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装甲兵政治委员，军政治委
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政治委员。一九六一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路扬

（1917—）

原名路天庚。河北省临城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一二九师先遣支队第二团政治处主任，冀中军区
第十军分区政治部干部教育科科长，晋察冀军区陆军中学教育股股长，前线
报社社长，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
三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国人民志
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办公室
副主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副主任兼秘书
长，国防部办公厅主任，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路遐

（1909—）

辽宁省开原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敌工部干事，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作
战参谋、军事教育科科长，第四团参谋长，第十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
期，任辽北昌图县保安团团长，嫩江军区副参谋长，西满军区参谋处处长，
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四师参谋长，东北军政大学训练部副部长，中南军政
大学训练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
部研究室编辑主任、教务部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研究室主任、训练部副部
长、副教育长，成都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司令部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
将军衔。



解方

（1908—1984）

原名解沛然。吉林省东丰县人。一九三○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曾任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参谋、副旅长、师参谋长。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一九四一年到延安，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局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军事训
练班秘书长，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
联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第十二兵团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中
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军委军训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教育
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后勤学院副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



解长林

（1917—）

山东省聊城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八年参
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鲁西北范筑先部第十支
队连政治指导员，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二科科长，独立团政治处主任，鲁西军
区第八支队政治处副主任，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处副主任，军区后勤部政
治处主任，第七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鲁西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五军分区副政治委
员，华北军区补训兵团第八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西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务部部长，空军第四航空学校预科总
队政治委员，空军第一航空学校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雷达兵部主
任，武汉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鲍启祥

（1913—1967）

河南省商城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
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营支部书记，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总支书记，第七十
五师二二三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
四四旅六八八团营政治教导员，冀鲁豫游击第三大队大队长，新四军第三师
八旅二十三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军区第三十九团团长、独立第十
三旅三十七团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十三旅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
军第八纵队二十二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副师长、师政治委员，第四公安部队学校政治委员，公安军高级预备学校政
治委员，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广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
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鲍奇辰

（1916—）

河北省临西县人。一九三八年人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副科长，鲁中
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
四师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山东兵团政治部组织
部部长，第三野战军八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组织部副
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秘书长，福
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群
工部部长，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军政大学政治部
主任，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詹大南

（1914—）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
五军团保卫局科员，第二十八军直属队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政治处组织干事，第四纵队独立营政治
教导员，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二支队三十六大队政治委员，第九团营长，挺进
军教导大队大队长，挺进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八团团长，晋察冀军区第
十二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冀察纵队第九旅
旅长，第八旅旅长，冀热辽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冀热察军区代司令员，察
哈尔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九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
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一九八二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詹少联

（1917—）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
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第二二四团卫生队看护长，红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三
十二团卫生队队长，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卫生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医生、医务科科长，模范医院、白求因
医院院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卫生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
区第六纵队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卫生部副部长兼十二
军卫生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卫生部干部处处长，总后勤
部卫生部医疗局局长、兽医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
卫生部部长，海军后勤部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詹化雨

（1911—1984）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分队长、团长。坚持了鄂
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手枪团团长，第
二师四旅参谋长，五旅副旅长，第二师司令部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参谋长，第七纵队副司令
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副军长、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军委作战部军务局局长、测绘局政治委员，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福州军区
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阙中一

（1914—）

福建省永定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军委
警卫连政治指导员，中共驻西安办事处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营政治教导员，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队政治指导员，
第二支队三团营政治教导员，新三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特务团政治处主任，
第七师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独立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十九旅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九师政治
部副主任、主任，胶东军区第五师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三十二军九十五师
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皖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校长，海军舟山基地政治委员，舟嵊要塞区政
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慕湘

（1917—）

山东省蓬莱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参加山西牺
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太原牺盟会特派员，山地战地总动员
委员会太原支队、第二支队政治主任，山西第二保安司令部一支队营政治教
导员，山西新军临时总指挥部暂一师第三十六团营政治教导员。解放战争时
期，任绥蒙军区陶集支队政治委员，骑兵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四十四团
政治处主任，第六十五团政治委员，绥远军区第二十三师政治部副主任。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三兵团师副政治委员、代政治委员，华北军
区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北京
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军区装甲兵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八一电影制
片厂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慕生忠

（1910—）

陕西省吴堡县人。一九三○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陕北红军五支队政治委员，红五团政治委员；红二十
五纵队政治委员，陕北省委委员、白区工作部副部长，中共吴堡县委书记，
陕北红军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佳吴米中心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延
安以东地区作战司令员，山陕特委军事部参谋长，洛川地委宣传部长，晋绥
军区四分区副政治委员、九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民运
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政
治部主任，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西藏运输总队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西藏工委工交部长。一
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蔡永

（1919—）

江西省泰和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第二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参加了长
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青年干事，
营政治教导员，苏鲁豫支队鲁南独立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六支队特务团政
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第十七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师十旅二十八团政治
委员，淮海军分区特务团囱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
第二纵队六师十七团团长，师参谋长，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副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
军空军前方指挥所参谋长，空军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空
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福州军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蔡长元

（1917—）

四川省宣汉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
第二十七师七十九团政治处宣传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
察冀军区政治部青年干事，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军区青年支队政治委员，第
五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九旅政治部
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九师政治委员。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政治委员，师长，中国人民解放
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军政治委员，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蔡长风

（1910—）

江西省吉水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
军第三十六师军需处粮秣股股长，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供给处主任，师供给
处处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
供给处主任，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主任，教导第五旅供给部部长，新四军独
立旅供给部部长，滨海军区后勤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
区后勤部副部长，山东野战军供给部部长，华东野战军供给部部长。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兵团后勤部部长，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部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军财务部部长，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海军后勤部顾问。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蔡炳臣

（1915—1978）

河南省商城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二一七团排长，商城县区游击队
指导员、便衣队队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
第四支队七团政治处主任，第二师四旅十一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
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第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
三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军一五三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军师政治委员，吉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广东公安总队第二政治委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政治委员，河南省军区政治
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



蔡爱卿

（1913—1978）

湖南省岳阳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
四师九团排长，第十一团连长，第十二团副营长、营长，第十一团参谋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中队长、大队长，
第三十八团团长，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
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旅副旅长，第九纵队二十五旅旅长，中原豫西军区第
二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警备第二旅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
南军区高炮师师长，华南军区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南军区防空部队副司
令员，广州军区防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



裴志耕

（1907—）

河北省大名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中共大名县委书记，张家口地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二支
队政治部特派员，濮阳县独立团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地方武装科科
长，武装动员部部长，第六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巨南工委书记。解放战争
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二旅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二旅
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遵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军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福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
空军学院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裴周玉

（1912—）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
军团第三师七团排长、师保卫局干事，补充师特派员，教导师特派员，红二
十八军特派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
一六团特派员，旅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晋绥军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晋绥边
区公安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雁北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西北野战军
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一野战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绥远军区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
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兼
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车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裴宗澄

（1915—）

山东省济南市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二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人民抗日纵队第五支队二十一旅六十二团副连长，八
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副营长，胶东军政学校军事教员、教育科科长，山东
纵队第五旅十二团副营长、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胶
东军区教导第二团团长，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校长，胶东军区参谋处处长、
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军务
处处长，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
学部副部长，防化学兵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防化学部部长，济南军区副参谋
长，济南军区司令部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管松涛

（1902—1966）

原名管之山。山东省巨野县人。曾参加东北军，任东北军炮兵连长、副
团长。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
任山东滨海军区独立旅参谋长，滨海支队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
主联军第七纵队二十旅旅长，辽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三
纵队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军一五三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
国人民志愿军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副校长，高级炮兵学校副
校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廖明

（1911—1988）

江西省安福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省
政治保卫队侦察员、中队长，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湘鄂川
黔军区龙桑独立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六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十八
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
九旅政治部组织干事，师政治部组织干事，一二○师独立第一支队政治部主
任，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三五九旅政治部
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南下支队第四大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二军五师副政治委员。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政治部直工部部长，军区直属政治部主任，
伊犁军区副政治委员、司令员、第二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顾问。一九六四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廖仲符

（1913—）

辽宁省开原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冀豫独立第二师代表兼师参谋主任，一二九师冀
鲁第一支队副支队长，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第三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东北人民自治军龙江军区第三支队支队长，东北民主联军龙江军区警备第三
旅旅长，龙江军区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独立第九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二
军一五五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中
国人民志愿军军参谋长，中南军区司令部工程处处长，广州军区工程兵主任，
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
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廖成美

（1916—）

福建省龙岩县人。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红军龙岩独立营连政治指导员，龙岩游击队政治
委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营
政治教导员，江北游击纵队新编第七团副团长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二师六
旅十八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六旅旅长，华东
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十四旅旅长，江淮军区三十四旅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
三十四军一○二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特种兵纵
队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高级炮兵技术学校政治委员，
炮兵工程学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炮兵第五十二基地司令员，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二炮兵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廖运周

（1903—）

安徽省淮南市人。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一九二七年曾加入过
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参加了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国
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参谋、连长，后受党派遣做兵运工作，任寿县
学兵团教育副官。参加阜阳和正阳关武装暴动，任鲍刚师的连长、参谋，参
加发动芜湖兵变，任抗日同盟军第二师九团团长，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六旅
七三八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一一○师六五六团团长、三三○
旅旅长、一一○师副师长、师长。解放战争时期，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
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第二野战军十四军四十二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育运
动委员会主任，民革中央常委兼秘书长，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
副书记，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廖步云

（1914—）

福建省武平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
二军第三十六师政治部宣传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二团
政治处技术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
六八五团连政治指导员，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干事，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五
团营政治教导员、第八军分区一支队副支队长，第十七支队支队长。解放战
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兼湖
南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郴县军分区副
政治委员，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重庆步兵学校政治委员，西
藏军区昌都军分区政治委员、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四川省军区政治委员，
成都军区后勤部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



廖述云

（1915—）

湖北省石首市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三军卫生部司药、总支书记、卫生队队长、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司令部队列参谋，第三科科长，三五八旅八团参谋
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
旅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西南军区工兵
纵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参谋长，工程兵副司令员。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廖昌金

（1906—1972）

江西省上犹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第二十三师副排长、排长，红六军团
第十七师五十团连长，第十六师四十八团副营长、营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军
军部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营长，第一
支队司令部通信参谋兼教导队队长，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二团参谋长。第
一师三旅九团团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参谋长，苏中军区独立
团团长，浙西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部
参谋处处长。胶东军区滨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苏南军区松
江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苏省公安总队总队长，江苏
省兵役局局长，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廖政国

（1913—1972）

河南省息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安独立团副连长、连长，红四方面军警卫营连长、
副营长，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六团营政治教导员，军委补充团营长、副团长、
代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营长，江南人
民抗日义勇军第二路二支队支队长，挺进纵队第一团参谋长，苏北指挥部第
一纵队四团团长，新四军第一师一团团长，教导旅旅长，苏浙军区第四纵队
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一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一
纵队一师师长，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
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舟嵊要塞区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廖冠贤

（1914—1983）

江西省宁都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二军第
三十五师一○三团连政治指导员，军委教导连政治委员，中共镇原县委宣传
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政治委员，
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三
旅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十旅政治委员，第二野战
军十三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政治干
部学校副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空
降兵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空军后勤部政治委
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



廖海光

（1915—1993）

湖南省酃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第二十
二师青年干事，红军学校湘赣四分校政治指导员，红六军团随营学校政治指
导员，红二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第四师十一团总支书记、团副政治委员，
第六师十七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
校三队政治指导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大队政治委员，胶东支
校政治委员，胶东军区十六团政治委员，南海军分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
期，任胶东军区五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
军二十四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
员，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福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廖鼎祥

（1918—）

江西省广昌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广昌军分区
政治部宣传员，红五军团第九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十一军直属政治处青年
干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特务营副政治
委员、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十九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第二军分区副
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
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独立第五旅副旅长，第二十兵团六十八军二○二师师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炮兵副军长，志
愿军炮兵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参谋长、
政治部主任、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廖鼎琳

（1914—）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
团炮兵营通信员、警卫员，教导师第二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政治指导员，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
分校大队政治处组织股股长、一分校政治协理员，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营政治
教导员，冀中军区第二军分区自卫团营政治指导员，第十七团政治处主任，
第七军分区三十六区队政治委员，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察军区第三纵队十一旅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第九、第十军分区副政治
委员，定县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旅长，
师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装甲兵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
委员，北京军区工程兵主任、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
训练基地政治委员，炮兵学院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漆远渥

（1915——）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六团政治处宣传科副科长、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秘书
主任，第十师司令部作战侦察科科长，红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参加了长
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政治处宣传股股长、
三八五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七六九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
军区第三纵队一旅政治委员，七旅政治委员，华北军区补训兵团政治部主任，
冀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第七纵队政治委员，第二十兵团六十八军军长兼政治
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天津警备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
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后勤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谭天哲

（1912—）

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
团司令部译电员、机要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
日军政大学队政治指导员，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教导营政治委员，雁北
支队政治处主任，三五九旅特务团政治处主任兼教导营政治委员，南下支队
第四大队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鄂北军分区第二团政治委员，东北
民主联军第十纵队三十师九十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卫生部政治
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联合学校第三分校政治委员，华东军
区海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厦门水警区政治委员，福建基地政治委员，海军
学院政治部主任，海军学院顾问。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谭开云

（1914——）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八
师二十二团排长、连长，红十四军第三十八师一团连指导员，少共国际师政
治部组织科科长，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总支书记，陕北独立三团政治委员。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队长、第一分校
支队政治委员，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
主联军第三纵队九师政治委员，辽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
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沈阳军区干部部部长、军区政治部副主
任，辽宁省军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
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一九八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委员。



谭友夫

（1917——1976）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
面军第四军十师政治部宣传员、政治干事，军政治部青年委员，第二十九团
政治处主任，第二十八团总支书记。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队政治指导员、第一分校队政治教导员，太行军区决死第三
纵队八团总支书记、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
二十三旅六十七团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旅政治部主任，陕南
军区第十二旅政治委员，安康军分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
分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南京军区后勤部
部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谭友林

（1916—）

湖北省江陵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
政治部青年干事，独立营政治委员，第六师十七团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五
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竹沟留守处教
导队队长兼政治委员，豫东游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二团政治委员，新四
军第六支队三总队政治委员，第四师六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
哈北军分区司令员，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三五九旅副旅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十
二纵队三十四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军长，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工程兵副司
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
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一九八五年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谭文邦

（1911——1987）

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军
区独立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红十六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红六军团政治部组织
部干事，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六军团第四十九团副政治委员、团政治
委员，模范师营政治教导员，第四十九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三五九旅政
治部组织科科长，教导队政治委员，七一九团政治委员，雁北支队政治委员，
特务团政治委员，七一七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牡丹江军区副政治
委员，合江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
独立第九师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下二五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部副主任，广州军区炮兵政治委员，
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谭右铭

（1910—）

四川省云阳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入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团支部书记，中共云阳县工作委员会、云奉边区特委、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
书记，上海群众新闻编辑。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牺盟军政训练班政治工作
员，决死第十总队政治部干事，山西新军教导第二师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
部主任，晋西独立支队政治部宣教科科长，教导第二旅政治部宣教科科长，
中共胶东区党委宣传部代部长，胶东军区政治部宣教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胶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山东军区第五师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
九纵队二十五师政治委员，七十九师政治委员，二十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军委高级干
部文化班主任，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第四机械工
业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谭知耕

（1917—）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光山县农民赤卫军，次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三十一军军
部侦察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参谋，营长
兼政治教导员，第四支队十四团参谋长，新四军第二师四旅十二团团长，新
四军司令部作战科科长，苏浙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第三纵队七团团长。解
放战争时期，任淮南军区独立一旅副旅长，新四军第一师一旅副旅长兼参谋
长，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六十九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副军长。一九五七年
毕业于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战
役法教授会主任，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海军广州基地副司令员，南海舰队
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谭善和

（1915—1991）

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第二十二师政治部宣传干事，红六军
团第十七师五十团特派员，军团保卫局科长，第十六师特派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组织股股长，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科长，
总部巡视团保卫组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后勤部政治委员。解
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旅政治委员，军区司令部军械处
处长，中共河南商城县委书记，中共鄂豫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第
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工兵
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工兵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指挥所
司令员，解放军高级工兵学校校长，工程兵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
新疆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
议上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翟毅东

（1917——1974）

山东省德平（今临邑）县人。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六年加入中
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
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排长，特务团营长，第四旅十团参谋长，
鲁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鲁中军区第十团副团长、团长，解
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第四师十团团长，辽东军区直属支队队长，辽宁军
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辽南军区独立第一师副师长，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十
三师副师长，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一二四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第二十二步兵学校校长，
第二十一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队列部部长、军事教授会
主任，要塞区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熊飞

（1911—）

原名熊桂生。湖南省湘潭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
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安源工人纠察队队员、班长，
湘东独立师师部副官处副官，江西军区后方补充团连长、营长，红六军团政
治部巡视团主任，第五十一团机枪连政治指导员，军团后方医院政治委员，
军团政治部总务处处长，第十六师直属队总支书记，第四十六团副政治委员。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兵站政治处主任，军委卫生学校政
治教导员，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鲁中军区
第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警备第三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鲁中军区
第一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胶东军区新六师政治委员，第三十二
军九十四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胶
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
济南军区工程兵政治委员，山东省军区政治委员，广东省军区政治委员。一
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熊奎

（1912—）

原名熊招来。福建省永定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连长，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参谋长。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侦察参谋，晋察冀军区第一
军分区二团团长，第三支队支队长，第十一军分区参谋长，第七团团长，第
十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参谋长，第十八
兵团六十二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康军区参谋长、副司令
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



熊挺

（1905—1981）

原名熊光勋。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八军第二四六团政治处秘书。
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七团政治处民
运股股长、组织股股长，第九团政治处副主任，江北指挥部第四支队政治部
组织科科长，第二师四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淮南军区路东军分区天高支队
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二师独立旅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二
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中军区军工部政治委员，苏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
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苏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
直属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南京军区第一文化学校政治
委员，南京军区工程兵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熊晃

（1913—）

湖南省例阳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鄂赣独立师连副指导员、指导员，红六军团第五十
二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
五九旅七一七团政治处宣教股长，第七一八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代
政治委员，八路军南下支队第四支队政治委员，湘东军分区司令员，鄂北军
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教导旅副政治委员，
西北野战军旅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焉耆地委书记，新疆
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军区副政治委员，乌鲁木齐军区顾问。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熊兆仁

（1912—）

福建省永定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
军区独立第九团排长，闽西红军第四支队副大队长。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
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四团连长，新四军军部特务营连政治
指导员，江北指挥部特务营政治教导员，第二支队新三团参谋长，第六师十
六旅四十七团政治委员，苏浙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
苏浙皖边区司令部司令员，皖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皖北军区副司令员，军参谋长，福建军区副参谋长，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福
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熊作芳

（1913—1994）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
四军第十师政治部干事，少共万源县委书记，金川省委组织部部长。参加了
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政治委员，豫鄂挺进纵队第一
团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副旅长，鄂南指挥部指挥长，鄂东军分区
司令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十二旅政治委
员，鄂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鄂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河南军区演川军分
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济
南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



熊伯涛

（1904—1975）

河北省黄陂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
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一师作战科科长，第一
团团长，红三军第八师参谋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第一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参
谋长，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中国人民抗日军
政大学第二分校教育长，河南人民抗日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
区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副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副参谋长，北京卫戍区
副司令员，公安部队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顾问。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熊应堂

（1911—）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任红四方面军总部通信队副徘长、排长、政治指导员，红四军第十师二
十九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营长，第
一团团长，新四军军部特务团团长，新四军第七师独立团团长，白湖独立团
团长兼政治委员，沿江支队参谋长，第七师十九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十九旅副旅长、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十九师师长，
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参谋长、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军长兼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
司令员兼军长和浙江省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
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熊梦飞

（1912——）

湖南省耒阳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恃科学校校部管理员，军委干部团管理员，军委
二局管理员，军委三局电台报务员，中央局电台报务员。参加了长征。抗日
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电台队长，新四军第四支队电台队长，游
击支队电台队长，第六支队电台中队长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师通信科科
长兼电台中队长和政治委员，师直属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军
区直属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八十九团政治委员，第七纵队六十
一国政治委员，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江淮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
任，第三野战军一○一师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后勤运输部政治委员。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军训部通信训练处处长、训练局副局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副参谋长，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黎光

（1914—）

四川省南部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
十一军特务营排长，第九十一师二七六团副连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
期，任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二十六大队营政治教导员、营长，第二十五大队
大队长，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三十团团长，第十军分区二十九团团长，晋察
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团副团长，涞源区队区队长，冀察军区第十三军分区二
十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四旅十一团团长，第六旅
副旅长，华北军区第七纵队二十一旅旅长，第二十兵团六十六军一九八师师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
长，济南军区连云港守备区司令员，守备第十五师师长，南京军区工程兵副
主任、主任，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黎原

（1917—）

原名关俊彦。河南省息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员，八路军一二○师三五
九旅教导营参谋长、副营长、教导大队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吉林军区
警卫团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九师八十五团团长，第四野战军
四十七军一四○师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参谋
长、副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广州军区副参
谋长，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基本建设工程兵副主任。一九六四年晋升
为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
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黎化南

（1909—1978）

湖北省长阳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长阳游击队中队长，红三军第七师特务大队排长。师
司令部副官、管理科科长，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第四科科长，独立第一团团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副官主任、旅供给
部部长，晋西北行政公署粮食局局长，晋绥行政公署财政处副处长。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行政公署财政处处长兼银行行长、贸易总公司经理，
第一野战军后勤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防空部队后勤部代
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后勤部部长，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兼管理局局
长，总参谋部管理局局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黎东汉

（1914—）

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军区电
台见习报务员，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电台见习报务员兼特派员，第十八师电台
队队长，红六军团电台队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师三五九旅电台队长、区队长，旅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中原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处长，中央前委通信科科长，西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
第一野战军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通信科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军委通信部干部处副处长、业务处副处长，通信学院第一副院长，军
事电信工程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
主任、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黎有章

（1915—1958）

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福建军区独立第一团排长，红军学校机枪连副连长，特科学校机枪营营长，
干部团特务连连长，红军大学教导师特科团副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队长、支队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
校大队长，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滨海军
区滨北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三十一军
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兵团
副参谋长，华东军区司令部军事交通处处长，福建军区参谋长，福州军区参
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
议代表。



黎同新

（1910——1993）

江西省宜丰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七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兼
青年大队大队长，连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卫生部政治处总支书记，干部团指
挥科三队支部书记，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电台总队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
日战争时期，任军委补充第一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六支队三总队政
治部主任，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政治部主任兼三十二团政治委员，第四师骑
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警卫团团长，华东野战军
渤海纵队第七师政治委员，第九兵团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后勤部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
员、顾问。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黎锡福

（1909—1976）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
九二八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四军第一师一团排长，第十二师三十四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三十四团副营
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四团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
西介休游击第五支队副支队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五十七团团长，
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四纵队十三旅
副旅长，南阳军分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十三军三十九师师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云南宁洱边防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昆明军区
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山东省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



黎新民

（1910—1980）

江西省萍乡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二十一团文书、红三军玉中兵站站长，
红五军团后勤部没收委员会主任，第十三师三十九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
团随营学校副中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晋两
独立支队第一团一营政治教导员，教导第二旅供给部政治委员，滨海军区政
治部组织科科长，山东军区第二师五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
主联军第一纵队二师五团政治委员，松江军区哈南军分区政治邻主任，松江
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四野战军五十四军一六○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沅陵军分区副政治委员，海军基地政治委员，
万山要塞区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
军衔。



樊学文

（1912—1978）

四川省苍溪县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四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任苍溪县少共区委书记，红三十军第二六七团一营书记，中共苍溪
县区委书记，绥靖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省委工作队政治指导员。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总务科科长，中央警备团供给
处主任、团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热东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共热河
省委秘书处处长，热南分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后勤部政治委
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
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吉林省军
区副政治委员，黑龙江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辽宁省委工业交通政治部主
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财贸政治部副主任，辽宁中医学院党委书记。一九五五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樊哲祥

（1908—）

河北省公安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政治部文印股股长、宣传队队
长、宣传科科长，红三军司令部参谋，红二方面军司令部第二科代科氏。参
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部秘书主任，三五八旅七一
四团参谋长，晋绥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三军分区参谋长，晋绥军区独
立第三旅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绥蒙军区参谋长，独立第十一旅旅长，
华北军区独立第二十二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防空司令部
副参谋长兼军训处处长，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防空军高射炮兵学校
校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副主任，总参谋部通
信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
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颜伏

（1911—）

四川省梁平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反帝大同盟。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北平市
反帝大同盟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作战参谋，第三支队司
令部作战参谋，新四军第六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十八旅五十四团参谋长，
第五十二团参谋长，苏浙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
八团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八团副团长、
团长、师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参谋长、副师长，第三野战军
二十四军七十二师副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
师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师长，山东军区炮兵司令员，济南军区炮兵司令
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颜文斌

（1915—）

江西省永新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排长，第五十一团连副指
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连副指导员，
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七大队连长，特务团营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
主联军第二十四旅七十团副团长，第五师十五团团长，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
团长，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一一五师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
国人民志愿军副师长、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颜东山

（l909—）

湖北省大悟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河南罗山县赤卫大队第二中队中队长、县独
立团手枪队排长，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连长，红二十六军三团营长，红十五
车团第七十八师二三二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营长，决死队军官学校队长，晋南地方干部学校大队
长，冀鲁豫军区新二旅副参谋长，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
江汉军区洪山军分区司令员，军区独立旅政治委员，洪山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湖北军区孝感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炮兵第二十师政治委员，北京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



颜吉连

（1916—）

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湘赣独立第一师司令部宣传员，红八军第二十二师保卫局科员、营特派员，
红六军团保卫局科员、电台报务员，第六师电台报务员，红三十军电台分队
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河南省委电台分队长、安徽省委电
台中队长，中共中央中原局抗敌报社电台分队长，新四军军部电台分队长，
新四军第三师电台副中队长、通信大队、通侦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解放
战争时期，任辽西军区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满纵队、西满军区通信科科长，
第四野战军司令部通信处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司令
部通信处副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广州军区司
令部通信处处长，总参谋部通信兵部第五部部长，通信兵司令部副参谋长，
通信兵后勤部部长，总参谋部管理局局长、政治委员，总参通信部副主任。
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颜青云

（1917—）

湖北省汉川县人。一九三五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十团警卫排长、代连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特务连副
连长、旅教导队政治指导员，大青山骑兵支队第三团连政治指导员。解放战
争时期，任晋西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西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政治委员、部长兼政治委员，西北军区后勤部军需
生产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副部长、工厂管理部副部
长、企业部副部长、军需部部长、工厂管理部政治委员、军需生产管理部政
治委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颜金生

（1918—1994）

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同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十八
师第五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二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红二方面军政治部
青年部副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组织
部科长，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一旅副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一军二
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
任，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
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颜德明

（1917—1985）

湖南省攸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攸
县儿童局书记，湘赣省儿童局书记，红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部青年干事，第
四十九团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
五九旅教导队青年队队长，三五九旅司令部第二科科长，七一七团营长、副
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二十八师七十二团团长，东
北野战军第十纵队二十八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三九师副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长兼湖南沅陵军分区司令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广州军区装甲兵政
治委员、军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
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潘峰

（1915—1994）

安徽省六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
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政治部民运干部，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连政治指导员，
红三十军第二六七团营政治委员、团总支书记兼组织股股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随营学校政治处主任，第十二支队政
治部副主任，第四团政治委员，挺进军政治部副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十一、
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司令员，
冀东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干部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三、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潘焱

（1916—）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八团排长、副连长、连长、
营长、第三十五团营政治委员，四川独立团政治委员，红四军第十二师司令
部作战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干事、
队长、第一大队营长，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教育长，第二军分区参谋长，军
区随营学校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
第七纵队参谋长，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贵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副
司令员，海军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潘世征

（1916—1961）

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
军团军医处卫生队队长，红六军团卫生部医生，第十七师野战医院医务科科
长，军团后方医院院长，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卫生队队长，旅后勤部卫生部政治委
员，旅卫生部部长，南下支队卫生部部氏。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卫生
部部长，第一野战军二军卫生部部长，第一兵团卫生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兼卫生部部氏。一九五一年赴苏联莫
斯科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学习，获医学副博士学位，后入苏联基洛夫军事医学
科学院特别系学习，一九五六年回国。后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一九五
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潘寿才

（1906—1974）

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光山县游击队。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上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光山县独立营排长，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政
治处组织股股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
七七团政治处主任，第二七八团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营政治教
导员，东进纵队津浦支队政治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政治委员，延
安中共中央党校第二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
队十二旅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
一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甫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政治
委员，第二十三步兵学校政治委员，防空学校政治委员，湖北省军区副政治
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
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潘振武

（1907—1988）

湖南省常德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本县
秋收暴动。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第四军司令部副官处副官，第十一师政治部俱乐部主
任，军团直属队俱乐部主任，第一师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骑兵团团长兼
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敌工部部
长、民运部部长，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政
治部敌工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嫩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西满军区政治部
组织部部长，西线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后勤部政治部
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后
勤部政治委员，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武官，国防部办公厅副
主任兼外事局局长，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



薛少卿

（1910—1991）

湖北省监利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转
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
团乡支部书记，反帝大同盟县青年部部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没收委员会副
主任、武装动员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政
治部民运部部长、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
长，辽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嫩江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地委书记，
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训练部第二部长、工程部部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
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
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薛克忠

（1914—1988）

山西省洪洞县人。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山西青
年抗敌决死队。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牺盟会分会特派员，稷王山工委书记，
决死第三总队组织科科长，第二一二旅政治部副主任，第五十五团团长，旅
参谋长，太岳军区第四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岳军区第四纵队
军政处处长，第二十四旅参谋长，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旅旅长，中原军
区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陕西军区副参谋
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参谋长，志愿军工程兵指挥所司令员，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系主任，工程兵工程学院副院长兼训
练部部长，工程兵工程学院政治委员，工程兵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委员，工程
兵学院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
军衔。



戴文彬

（1909—1982）

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东独
立师第三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八军第二十七师六十四团代政治委员，
湘赣军区第二兵站政治委员，红二军团第六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六师政
治部副主任、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
一支队政治委员，独立第二旅政治部副主任，独立第一旅政治部副主任，一
二○师卫生部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卫生部部长兼
政治委员，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副
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
国委员会委员。



戴正华

（1901—1966）

安徽省合肥市人。一九三一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军团部军医、军团卫生部医务科科
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卫生部部长，湘赣军区医务主任，红六军团卫生部部
长，红一方面军总卫生部教员、卫生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卫生部部长，军委总卫生部主任，一二○师卫生部政治委
员，晋西北卫生学校副校长，军委总卫生部医政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
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后勤部参谋长，东北军区卫生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卫生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卫生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
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戴克林

（1913—）

原名戴道驹。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先队大队长，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七师八团宣传
队队长，第二十七师卫生队队长，第八十团连政治指导员、连长，第八十一
团副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连长，第三
支队司令部侦察参谋，挺进纵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新四军第一师一旅四科科
长，江都独立团参谋长，第一旅二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
一纵队二旅五团团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六团团长，师参谋长，第三
野战军二十军五十九师副师长、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安徽省军区参谋长、工程纵队司令员，
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



戴克明

（1915—1986）

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任少共黄冈县区委书记，黄安县特务大队大队长，中共河南省光山
县县委书记。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
电台警卫队队长，支队供给处会计科科长，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伊
川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八团政
治委员，鄂豫军区演川军分区第四团政治委员，河南军区演川军分区副司令
员，洛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宁都军分
区副政治委员。第五步兵学校政治委员，信阳步兵学校校长，湖北省军区副
司令员。一九六四年晋升

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戴金川

（1918—）

河北省高阳县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司令部队列科科长、研究室主任，山西朔
县武工大队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团政委，西北野战军第九
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师政委，中国人民志愿
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政治
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后勤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副
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一九六四年曾被晋升为少将军衔。



戴润生

（1916—）

江西省吉水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
学校政治营青年干事，公略步兵学校政治指导员，军委干部团俱乐部主任、
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保卫局政治指导员、巡视员，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
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营政治教导员、政
治处副主任，独立旅第一团政治委员，黄河支队、教导第四旅团政治委员、
旅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第十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旅政治委员、旅长，第二野战军十六
军、十七军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
部长，军政治委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政治委员，军事电讯工程学院院长，
海军东海舰队政治委员、顾问组组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魏镇

（1895—1973）

湖南省邵东县人。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曾
任国民革命军营长、团长、师长，第一校阅组主任，国防部高级参谋，湖南
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湖南省军管区副司令，邵阳警备司令。一九四九年参
加湖南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副军长，湖南省
参事室副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魏天禄

（1908—）

湖北省大门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二十一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二
十团政治委员，第六师十八团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供给部政治委
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
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团政治处主任，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苏中军
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第一
纵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直属队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
军后方办事处主任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后
勤部政治委员，吴淞要塞区副政治委员，淞沪基地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工程部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魏传统

（1908—）

四川省达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政治部秘书长、宣传科
科长，第五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西路军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干部教育科科长。解放战争
时期，任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
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兼副政治委员、院长，总政治
部宣传部顾问，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魏佑铸

（1919—）

山东省莱芜县人。一九三五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华
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
时期，任苏鲁边区抗日义勇队政治指导员，苏鲁豫支队游击第三支队营教导
员，新四军第三师七旅二十团政治处主任，第十九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
期，任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师政治部副主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一二
七师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南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广州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
兼政治部主任，海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政治委员，广西军
区第三政治委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
员兼政治部主任，乌鲁木齐军区副政治委员，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六
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魏国运

（1914—）

湖北省监利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
红三军第四师十二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处参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队长，八
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股长、科长，军委总参谋部一处五科副科长。解放战
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五师十三旅参谋长，中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江
汉军区鄂中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湖北军区荆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荆州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空军师政
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
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工程部部长。一九六一年晋
升为少将军衔。



魏洪亮

（1915—）

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彭杨步
兵学校政治营连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政治部巡视员，无线电队政治委员，
第一师十三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
军区第三十三大队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团团长，第九军分区政治委员、司令
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独立第八旅旅长，第二野战军十八军五十四
师师长，赣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江西军区政治部
主任，中南军区工程兵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



瞿道文

（1919—）

四川省达县人。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一九三五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川陕少年
先锋师秘书，中共川陕省委党校秘书，红三十一军政治部科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卫生部直属政治处青年干事，新四军第五支队司
令部政治指导员，江北指挥部司令部军法处科长，新四军第二师六旅政治部
保卫科科长，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师政治部保卫部
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
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第三野战军九兵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淞沪警备司令
部军法处处长兼保卫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防空部队
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第二主任，空军军副政治委员。一九六
四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出版说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辑录了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授
衔的元帅和将军的简历和照片。本书所录的将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南征
北战，英勇奋斗，为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创建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
解放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中有些人虽已作古，但其英名和业绩将永存人间；
有些虽已进入暮年，却依然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呕心沥血。毋庸讳言，其中
也有极少数人后来犯了错误，或走向了反面。但是，为了如实地反映历史，
完整地保存史料，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依照历史，一一收录。

全书分集出版，按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依次排列，同一军衔
内以姓氏笔画为序。

收录在第一集的有十位元帅、十位大将、五十七位上将和一百七十七位
中将、一千三百六十位少将，分别收入第二集和第三集。

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出版此类书籍，所用史料，虽经有关部门反复核实
订正，但仍可能会有错漏之处，衷心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部分史料截止时间一九九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没
有收集到穿将军服的照片，只好以其他照片代之，还有的人没有收集全材料
和照片，只能暂付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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