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将领陈拔萃将军传

陈士富将军墓

陈士富，字拨萃，仍祯公第十七代孙。于清光绪辛丑二十

七年（1901）元月出生于石门县新铺镇瓜子峪乡塘上铺村。正

值近代百年动乱时代。有兄弟 7人（荣、华、富、贵、国、伦、

奇），姐妹 3人（如林、二姑、聪兰），在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三。

从小聪明好学，过目不忘，喜交朋友，义字当先。

1921 年，在石门中学毕业考入北京政法大学。1921 年是



不平凡的一年， 4月 7 日中华民国南方政府成立；5月 5 日孙

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7月 1 日，中国共产党诞生……，

其青春岁月处于传统与西方新思潮碰撞的年代与国民觉醒的

年代，注定了人生的不平凡。

毕业在国家动乱之秋，用人之时。受国民政府的安排，回

石门老家创立实业，在石门县城江家大屋创办平民工厂，受到

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后进入国民党县党部任书记官

（覃习九时任书记）。1936 年经同乡田载龙（石门县人，黄埔

抚恤委员会主任，国军少将）介绍，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

查统计处工作。时值全民抗日时期，亲赴北平、天津等地侦探

日军情报，活跃在抗日第一线。1938 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

会调查统计局成立（简称军统，蒋介石嫡系部属），加入军统。

1939 年，日军大举进攻长沙，陈拨萃调回湖南，在临澧组建

第一期特训班，任副主任（余乐醒任主任，第二期是沈醉任副

主任）。积极宣传发动，号召爱国青年参加革命，爱心救国。

先后介绍了石门县有志爱国青年苏运震、金保明、梁天德、陈

绍海、崔昌友等七个人到重庆国民党中央警校学习，为抗日救

国培养了青年骨干，为抗日一线输送人才。

长沙沦陷后，陈拔萃又被调到沅陵县、湖北省恩施等地，

1942 年被任命为军统湘西站站长（国军少将军衔）。1944 年任

湖南省沅陵县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主要辖区是资汇、沅江、



澧水流域，收集抗日情报。

1939 年至 1945 年，长沙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衡

阳保卫战等诸多战役中，情报准确和及时，并参与制定总体作

战部署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是他光荣人生的一笔。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湘西站撤销，陈拨萃任常德军警

督查处副处长。南京政府曾三次电令他去湘、桂、黔铁路管理

处任处长，他发现国民党政府腐败，本人思想动摇，未赴任而

受到南京政府责罚，要求其回南京述职。后任命陈拨萃军统局

本部驻湘省常德直属特派员，加密直接受军统局管辖。

1948 年田载龙组建“湘鄂边区反共暂编第一师”为师长，

陈拨萃为师部政工处处长，归旧 14 兵团宋希濂部管辖。1949

年宋希濂部在西康战败被俘，军统密电召陈拨萃去台湾，他没

有选择跟随蒋介石，而选择了留下，做好被俘赴死的准备。1949

年 7 月石门县解放，刘邓大军向西南进军，陈拨萃在蒙泉三王

峪秦阁寨居民家中被俘。共产党宽以仁厚，劝其投降，改过自

新，既往不咎，陈拨萃选择了忠而不降，1950 年在常德小西

门被枪决，走完迭荡的一生。

1986 年石门县史志办所编《石门县革命人民斗争史》和

1992 年 3 月内部出版的《常德剿匪记》对陈拔萃的抗日功绩

给予了肯定评价，称其为抗日将领，抗日功臣。回溯我仍祯公

支脉从光绪丙申二十二年（1896）至今，128 年中，仅有这一



位将军。值得我辈子孙铭记其功，效仿学习。

原配夫人聂琴龄：石门县保尔桥人，与陈拔萃在北京成家。

育有三儿一女（得恕、得燕、得朗，一女得美）。

二夫人曾南英：石门新关人，育有二女（恵芳、得君）。

三夫人熊敏珍：桃源陬市陬溪人，无子女。

陈仍祯公第十七代孙：同宗弟兄沫手陈士岸拜撰

2021 年 12 月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