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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武漢結緣到廣州勤王 

——武昌首義教官彭矯追隨國父紀略 

    百年前辛亥革命，彈指一揮間，從歷史深處走過，心有戚戚焉。彭矯公（1889

～1923）作為晚清的知識分子，擁抱“恢復中華”理想，投筆從戎，以“敢為人先”

精神，矢志辛亥革命，武昌首義後，軍政府成立之初任標統（團長）教官。1912

年 4 月，孫中山訪問武漢時，非常賞識公之機警，從此公隨侍國父左右，官至孫

中山的少將副官主任。並奉孫中山命穿梭武昌和廣州之間協助蔡濟民鄂軍總司令

將軍辦理湖北事宜。1922 年 6 月 16 日，廣州叛亂發生，公奮不顧身勤王，因營救

孫中山及宋慶齡，負傷不治，1923 年 6 月 11 日英年早逝于上海協和醫院。 

初識國父	  

	   	   	   	  彭矯的家鄉是木蘭故裏，也是全國著名的將軍鄉。明洪武初年，一個叫	  

彭八（字述生）的朝廷命官，看中了體現龍馬精神的藏龍臥虎之地彭家坳，遷徙

於此耕讀傳家，繁衍生息。傳至彭矯，已曆二十一代。彭家坳的百年古樹—彭矯

祖屋門前的一棵數百年大槐樹，則是見證英雄成長之樹。向人們訴說彭將軍血戰

疆場的悲壯故事—常騎著一匹大白馬戎裝還鄉，大槐樹搖曳著樹枝，舉臂歡呼。

樹上的鵲雀則歡聲唱鳴相迎，不論是將軍在陽夏保衛戰中，還是跟隨孫中山參加

二次革命、護法、北伐諸役，每次作戰立功，均有鵲雀在大槐樹上向家人報捷……

姑媽彭金陵口述	  

	   	   	  

彭矯的家鄉木蘭故裏彭家坳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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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年 5月 3日，湖北黃陂木蘭鄉的彭道元公喜添男丁，望子成龍的他不禁

吟誦起《中庸》中的一段警句：“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於是，他為新生兒

子起名矯，號強哉，字穀臣，派名永勝。希望兒子長大後，能堅守人格操守道德

準繩，不為強權所左右，做一個行為舉止強悍、氣節堅貞與心靈意	  

識強盛之人。	   	  彭矯公少年赴黃安求學期間，與董必武、胡康民同學。繼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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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曾祖父光林、祖父家紹是當地儒士，且勤儉持家，農商兼營。其父道元又兼業

中醫，懸壺濟世。其母方氏也是鄰縣黃安縣（今紅安）書香望族的	  

才女。彭矯幼承家學，吟詩作對，又跟隨祖父、父親接受家鄉文化熏陶。	  

	  

	   	   	   	   1902年 5月 23日，張之洞又將上述兩學堂合辦為武高等學堂，分設 2處。

一處由湖北武備學堂改設，學額定為 60名。一處為湖北防營將弁學堂改設，學額

定為 100名。	   	  

	   	   	   	  彭矯少年赴黃安求學期間，與董必武、胡康民同學。1905年前往武昌軍營投

軍。進入軍營後，彭矯勤學苦練，操課優良。這年 4月 2日，張之洞將武高等學

堂改辦為武師範學堂，彭矯以優異成績考入武師範學堂、繼而陸軍特別小學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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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與同鄉共進會黨人蔡濟民、吳醒漢二學兄相交相知	  。在湖北武師範學堂、陸

軍特別小學堂，與同鄉的共進會黨人蔡濟民、吳醒漢二學兄相交相知。	  

	   	  
	   	   	   	   	   	   	   	   	  董必武	   蔡濟民	  

	   	  年，彭矯公毅然與黃陂學子結伴而行，前往保定報考陸軍軍官速成學堂。複考

入保定北洋陸軍部陸軍速成學堂，1908年夏，湖北籍同盟會員蔣作賓留日歸來，

出任該校教官。彭矯考取了赴日本進修的資格，入東京振武學校留學，加入了同

盟會。	   	  

	   	   	   1910年冬，彭矯在振武學校畢業後，奉命回國分配至南京金陵督練處工作。

彭矯所任職務是金陵督練公所的司書（助理官佐）。一天，當他得知武昌正	   	   	   	   	   	   	   	  

在秘密醞釀舉事，他通過同鄉黎元洪協統相助，於辛亥年初調回湖北督練處擔任

軍事教練官。1911年 9月 24日，在湖北革命黨兩大組織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成

立起義指揮機構的大會上，公推蔣翊武為總指揮，孫武為參謀長，蔡濟民為參議

長。1911年 10月 10日晚，隨蔡濟民將軍率二十九標士兵參與武昌起義，佔領楚

望台軍械庫，並協同會攻湖廣總督署。彭矯在蔡濟民的領導下，利用教官的合法身

份，秘密糾合文學社與共進會的同志負責首義的籌備工作。武昌起義時，帶領學

生軍負責武昌城防。軍政府成立之初，被晉升為標統（團長）級教官。《彭氏族譜》

他帶領一批軍事專家，負責對招募新兵的速成訓練，為陽夏保衛戰輸送了一批批

兵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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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 4月初，辭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應民國副總統兼湖北都督黎元洪

之邀訪問武漢。彭矯公受黎元洪之命，負責全程接待工作，深受孫中山賞識。	   4

月 12日夜，彭矯公正式跟隨孫中山一行離漢①，在上海換乘泰順輪南下。再經福

州，乘輪前往廣東。	   24日抵香港，改搭寶璧兵艦，次日下午抵廣州。廣州萬人空

巷歡迎。此時的廣東省代理都督陳炯明，見孫中山偕胡漢民（展堂）返粵，遂決

定去職。因為 1911年 11月廣東獨立時，胡為廣東都督，陳為副督。同年 12月，

胡隨孫中山赴南京任臨時大總統秘書長，遂由陳代理都督了。此次胡卸職返穗，

陳覺得自己代理的任務業已完成。於是，他在歡迎孫中山一行抵穗的晚宴結束後，

即托故辭職赴港。	  

	   	   	  胡漢民得知後，急促地趕到孫中山官邸，讓彭矯通報面呈孫先生：都督一職自

己早已交給陳炯明，且廣東已經是政通人和，自已怎可再作馮婦。孫中山聽後，

贊成胡漢民複職，還戲稱願作胡的秘書長。胡無奈，便提出以陳炯明回粵為複職

條件。於是，當場決定由朱執信赴港邀陳炯明來穗。	   4月 27日午後，廣東省議會

票決胡漢民複任廣東都督。	  

	   	   	   	  孫中山返粵後，彭矯作為孫中山的副官，常常奔走於孫中山官邸與廣東都督

	  

孫中山黎元洪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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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之間，尤其是與胡漢民單獨頻繁接觸，彼此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投身護法	  

	  	   	   	  那天，孫中山對彭矯說，時下，廣東都督平穩交接，北京政府粗定，該是接受

袁氏邀請，啟程北上的時候了。於是，孫中山決定於 8月 17日乘新銘輪北上。袁

氏早就想促成一次民國“四巨頭”會議，即邀請孫中山、黃興、黎元洪一同到北

京相會。可是，因為袁與黎元洪剛剛謀殺了張振武，黎恐湖北局勢生變未能北上。

黃興也由於“張案”而裹足不前。彭矯因此見證了孫袁會的全過程。此次會議從

1912年 8月 24日開始，一直持續到 9月 17日。此間，彭矯頻繁地往復於孫中山

與宋教仁之間，傳遞信息，組織安保並陪同孫中山五次到湖廣會館發表政治演說，

會見各黨派代表，直至促成中國同盟會改組並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

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共同組建為中國國民黨。	   8月 25日下午，孫中山在此主持召

開了中國國民黨正式成立大會。選舉孫中山為理事長，黃興、宋教仁、吳景濂等 8

人為理事。因孫中山以“決不願居政界，惟願作自由國民”，遂委託宋教仁為代

理理事長。國民黨宋教仁領導下，於全國選舉中在參議院與眾議院皆獲得最多席

次成為國會最大黨。次年 3月 20日，宋教仁被暗殺。	   7月 12日，孫中山號召發

動二次革命，旋即失敗。繼而，袁世凱非法解除國民黨議員、摧殘國會。	  

	   	   	   	  袁世凱叛變革命後，彭矯會同蔡濟民、季雨霖，詹大悲，吳醒漢等，密圖武

力倒袁，不幸事泄，慘遭鎮壓，彭矯與蔡濟民幸脫虎口②。	  

	   	   	   	   1915年 10月 25日，彭矯還見證了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典。到了年 12月 12

日袁世凱複闢帝制，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和梁啟超的進步黨等組織，曾派副

官彭矯一行等赴雲南策動武裝起義。前雲南督軍蔡鍔與雲南將軍唐繼堯等人，於

12月 25日在昆明宣布雲南獨立，旋即建立雲南都督府，組織約 2萬人的討袁護

國軍。	  

1916年 5月，彭矯隨孫中山伉儷結束流亡生活，離日本回到上海。到了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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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暴斃，次日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國會恢複。黎特地致函孫中山禮聘為政府

高級顧問。這時，孫中山聽說彭矯夫人孫氏身懷六甲，特准彭矯返鄉與親人團聚。

孫氏亦出自黃陂望族，於 1916	  年 7	  月 15	  日出生在湖北省漢陽府黃陂線北相柿

子樹店分娩長子。因強哉公參加國民革命運動，故取名“運生”。	  

	   	   	   	   1917年 7月，北洋軍閥段祺瑞拒絕恢複國會與“臨時約法”，	  孫中山在廣

州發起了護法運動。得到了駐滬海軍將士與 130多位國會議員的支持。	   9月 1日，	  

	  

	  

	  

	  

	  

	  

	  

	  

	  

	   	   	  

	  
1916年 11月國父與胡漢民、朱執信、胡毅生、 	  

	  

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陸海軍大元帥。	  

1917年 7月 27日國父 	   與護法之海陸軍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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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炯明、姚雨平等在上海環龍路 63號合影 	   	  

	   	   	   	   	   	   	   	   	   	   	   	   	   	   	   	   	  

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讓孫中山看到了新的曙光。已經晉升為少將副官主任的彭

矯，受命在上海接觸蘇俄人士。在蘇俄人士的建議下，孫中山於 1920年 11月 28

日從上海返廣州重組軍政府。當晚在廣東省署宴會上孫中山發表演說，指出：“吾

國必須統一，惟以民治為統一方法。然後可期永久。……武力不過輔助民治之不

及，非不得已，不宜輕用。”	  

	  
	   	   	   	   11月 29日，彭矯安排隨從將孫中山恢複軍政府的電文，送到電報局發布。

同日，孫中山在第一次政務會議，被推為軍政府首腦並兼任內務部長，唐紹儀為

財政部長，唐繼堯為交通部長，伍廷芳為外文部長，徐謙為司法部長，湯廷光為

海軍部長，李烈鈞為參謀部長，陳炯明為陸軍部長、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	  

撫卹傷軍	  

	   	   	   1921年 5月 5日，孫中山在廣州正式就任非常大總統後，再次在全國引起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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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就連昔日參加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鐵血傷軍代表胡濂溪等，也來到廣州。彭

矯受孫中山的委託，熱情接待了來自家鄉首義鐵血傷軍代表③。同時，也勾起了

他對戰友的深深回憶——	  

	  	   	   	  這位住在武昌首義紀念坊西側的老鄉胡濂溪，早在辛亥革命的醞釀階段，就以

店員的身份和革命的秘密組織聯繫。辛亥首義陽夏保衛戰期間，在戰時總	  

	  

司令黃興的部下當副目（相當於副班長）。由於他英雄善戰，在與清兵爭奪漢陽十

裏鋪一帶的幾個小山頭，他率領幾十個兄弟攻進敵人的陣地，陣地打下來了，但

他的左手卻負了重傷失去了一節，成為終身殘疾。接下來，政府頒發的“革命殘

廢軍人證明書”上面，標明為二等乙級殘廢。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大總

統曾頒令對像胡濂溪那樣的辛亥革命殘廢軍人，進行終身撫卹。豈料，袁世凱稱

帝後，將維系鐵血傷軍的惟一經濟來源給切斷了。不少傷殘軍人饑寒交迫，度日

如年。	  

	  	   	   	  為此，他們於 1919年前往天津，請求卸任大總統黎元洪相助。經黎斡旋，促

成將前清隆裕太後的賑貧銀 42000兩，在漢創辦辛亥首義傷軍實業工廠，以此作

為鐵血傷軍的生活依靠。	  

	   	   	  可惜，好景不長。在首義期間附和革命，接下來先後投靠北洋軍閥袁世凱、吳

佩孚的漢黃鎮守使杜錫鈞，竟用武力解散了傷軍，讓漢口慈善會會長蔡輔卿將這

筆銀子轉移到慈善會名下，實際上落入杜氏之流個人腰包。致使傷軍們生活無著

落。大家聽說彭矯在孫中山身邊任副官，且撫卹傷軍是孫先生曾下達的命令。於

是，就由胡濂溪等六位代表前往廣州，請求孫中山大總統相助。	  

	  強哉公遵孫中山之命，會同國民黨要員張繼、田桐、盧智泉等熱情接待了傷軍代

表。胡濂溪提起負傷以後的生活，不禁感傷地說：“當年參加戰爭，原來是想使

國家富強，人民康樂，誰知在戰爭中失去了左手，而我們的願望也沒有實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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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終年奔波勞碌，但是仍然過著半饑半飽的日子。四個孩子都因病死亡了。

我本來就殘廢，目前健康狀況受到很大影響。”	  

	  	   	   	  彭矯聽完各位代表的發言後，不禁哽咽。隨後，負責接待張繼、田桐、盧智泉

等通過協商決定，由彭矯匯總接待情況，並擬定解決方案向孫中山匯報。孫中山

聽取了匯報後，認為此方案體現了量力而行與人文關懷的原則，當即指示彭矯按

照方案施行：首先給每人添置新衣、鞋帽一套，接著傷軍代表乘載插著“歡迎辛

亥首義傷軍”旗幟的專車，參觀黃花岡七十二烈士陵園與風景名勝。最後，孫中

山親自到酒店親切會見了傷軍代表所有成員，並聲淚俱下地說：“我孫某無德啊，

致使你們在革命中受傷殘廢，至今生活無著落。今天我與大家見面，心裏非常難

過。只是目前我的權力不能達到武漢，對你們的起碼要求也不能滿足。不過，我

們正在籌備興師北伐，在不久的將來北伐軍會師武漢時，一定把安置辛亥首義傷

軍問題，當作頭等事情來辦。”嗣後，孫中山親手將 200銀元與回程船票，一一

交給傷軍代表手裏，以解決傷軍代表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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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報導彭矯接待撫卹傷軍是中山先生對鐵血傷軍恩情	  。 

	   	   	  傷軍代表啟程離穗時，彭矯代表孫先生送傷軍代表上船，直至輪船啟航，看著

戰友們的身影漸漸遠去，彭矯仍噙著淚花佇立在碼頭良久。	  

廣州勤王	  

	   	   	   	   1921年 12月 4日，彭矯跟隨孫中山到達桂林，次日在桂林王城獨秀峰下之

諮議局舊址（今廣西師範大學王城校區），成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及所屬機構，

孫中山以陸海軍大元帥名義行使戰時最高統帥職責。通過組織整編，全軍 4萬人

編成 7個軍，統一供給、訓練和作戰行動。同時成立憲兵司令部，嚴格約束和監

督各部官兵紀律，禁止勒索騷擾百姓。從思想上教育和改造舊軍隊。孫中山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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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官兵講演，特別是對團以上的軍官，開辦軍官教導團整訓。作為教官出身的彭

矯，也曾在教導團兼課。彭矯於 1922年（農曆壬戌年）春，在此留影一張紀念。

這也是他存世的唯一單人照片	  

	   	   	   	   	   	   	   	   	   	   	   	   	   	   	   	   	                  

	                                          

  
1922年彭矯壬戌花期後二日攝於桂王

城大本營內桃花樹下後山即獨秀峰也 

2011年黏書畫家李士一（左）及錢

世良（右）贈彭矯畫像 

 

。	  

	   	   	   	   	  正在這時，孫中山和陳炯明在對北方軍閥的態度上發生了分歧：孫中山主張

積極武裝北伐。而廣東省長和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則傾向於保境安民的聯省自治，

對北伐態度自然消極。尤其是粵軍參謀長鄧仲元被暗殺後，使孫、陳之間本來就

脆弱不堪的關系，更是致命一擊。	  

	   	   	   	   	   1922年 4月 8日，為了防止陳炯明的異動，孫中山決意變更計劃，令在桂

各軍一律返粵，潛師而行，到了梧州，陳炯明才知道。孫中山讓廖仲愷轉告陳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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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陳炯明參加北伐，二、籌措 500萬元的軍費。陳被迫下野。	  

為此，孫中山開始籌備將大本營遷往廣東韶關，並於同月 23日偕彭矯離梧州回到

廣州。當天下午，孫中山在越秀山總統府召開全體幕僚會議，決定行止。當時有

兩種意見，一是主張暫緩北伐，先清內患，解決“陳家軍”；二是立即轉道北伐，

避免與陳炯明直接衝突，雙方仍留轉圜餘地。孫中山贊成第二種意見，“競存叛

跡未彰，在桂粵軍數年奮鬥，猶欲保存”，因此，他決定親自督師北伐，“兩廣

仍交競存辦理，給以殊恩，當能感奮”。	  

	   	   	   	  

	   	   	   	  

	  

	  

	  

	  

	  

	  

	  

	  

5月 8日，孫中山委任陳

炯明的部下葉舉為粵桂邊督辦，以示對粵軍的信任。然而葉舉並不領情，5月 20

日，他率領 60多名粵軍，突然開入省城。	  

	   	   	  此時卸職的陳炯明在惠州隱居。孫中山一連拍了三封電報，要求陳立即到廣州

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迎。但陳炯明拒絕在這個時候到廣州。他說，在省城

軍隊撤出之前，他不打算到廣州。	  

正當北伐軍大舉入贛之際，6月 15日深夜，粵軍高級將領葉舉在鄭仙祠召開緊急

	   	   	  

1	  922年 5月 6日國父抵韶關督師北伐時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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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決定發動軍事政變，驅逐孫中山下臺④。在這危急關頭，陳炯明在惠州派

秘書陳猛蓀持親筆信勸葉無效。次日淩晨二時，葉軍包圍並炮擊總統府。	  

孫中山與宋慶齡從夢中驚醒，二人當機立斷，孫中山只帶少數幾個人化妝突圍，

尋求砲艇支援。彭矯與姚觀順副官長主動請纓率領 50名總統衛隊衛兵保護宋慶齡

擇機撤退⑤。	  

	   	   	   	  孫中山走後半小時，附近的槍聲響了。孫中山官邸在半山腰，由一條約一裏

路長的小道與觀音庵的總統府連接起來，這條小道淩空穿過街道和房屋，像一座

小橋。敵人居高臨下，向官邸開火，並大聲喊著:“殺死孫文！”因深夜漆黑，完

全看不見敵人。彭矯率衛隊只好蹲伏在地上保持寂靜。	  

	  	  	  	  	  	  拂曉，敵人用野炮射擊，彭矯率衛兵用步槍和機關槍還擊。官邸的浴室被擊毀，

衛隊傷亡 17人，彭矯率領剩下的衛兵繼續進行英勇抵抗。到了 8時左右，衛隊的

彈藥越來越少了。彭矯當機立斷：停止射擊，把剩下的彈藥盡可能留到最後的時

刻使用。與此同時，彭矯建議由自己帶領一個衛兵隨宋慶齡和鮑上校等 4人離開，

隊長率衛兵留在原地阻止敵人可能發動的追擊。	  

	   	   	   	  當他們 4人沿著那橋樑式的小道匍匐爬行時，敵人立即把火力集中到這條小

道上來，飛來的子彈從他們耳邊呼嘯而過。其中鮑上校的大腿被射中，一條大動

脈被打斷。兩位衛兵架著他走。經過幾個鐘頭，他們才走完這條小道，進入總統

府的後花園。到達那裏半小時後，他們看見火光一閃，一段橋完全被炸毀了。聯

繫完全斷絕了。敵人的火力現在集中在總統府。他們把鮑上校帶到一間臥室，粗

粗地包紮了他的傷口。	  

	   	   	   	  直到下午 4時，一直保持中立的師長魏邦平派遣一名軍官同彭矯部講和，並

提出投降條件。彭矯要求必須保證宋慶齡的安全，那名軍官拒絕作出保證。正在

他們交涉之時，一股叛兵如洪水般地猛沖進來搶劫。彭矯看準機會，保護宋慶齡

跑進兩股散兵遊勇之中，各自奪路而逃。終於來到一條小巷，這時才算躲開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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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搶劫者。隨後讓宋慶齡打扮成老農婦，同偽裝成一個小販的彭矯離開了這所農

舍，到了一個朋友家中過夜。	  

	   	   	   	  炮聲通宵未停。最後聽到炮艦開炮的聲音，他們才大為寬慰。原來孫中山突

圍轉移至永豐艦後，責令粵軍第三師師長兼廣州衛戍司令魏邦平對叛軍還擊，收

複廣州防地。並親率永豐、永翔等七艦由黃埔駛入廣州向叛軍陣地開炮，叛軍逃

竄。	   	   	   	   	   	   	   	   	   	   	   	   	   	   	   	   	   	   	   	   	   	   	   	   	   	   	   	   	   	   	   	   	   	   	   	   	   	   	   	   	   	   	   	   	   	   	   	   	  

	  
	   	   	   1922年 	   統府時，奮勇苦戰之總統府衛士們合影 	  

	   	   	   	   1923年 2月 21日，彭矯強支病體，陪同孫中山離滬經香港抵廣州，孫中山

取消總統稱號，建大元帥府，自任大元帥統帥海陸兩軍。胡漢民為廣東省長，廖

仲愷為財政廳長，彭矯就任陸海軍大元帥少將副官主任。	  

	  由於百廢待舉，彭矯在孫中山身邊日夜操勞，致使病情惡化，不得不於 5月份返

回上海協和醫院住院治療。哪知，彭矯住院後始終高燒不退，到了 1923年 6月

11日竟不幸病逝，年僅 35歲。	  

	   	   	   	   	  孫中山痛失愛將後，除派員前往處理後事外，即令廣東省省長胡漢民簽發撫

卹遺屬書，對彭矯的家屬與子女予以撫卹。只是時逢戰亂，局勢不穩，撫卹金時

有時無。	  

	  	   	   	   	  道元公老年喪子，孫氏中年喪夫，彭運生幼年喪父，彭家三代人面對人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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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幸的降臨，整日以淚洗面……後將彭矯歸葬於湖北黃陂老家彭家坳西南角長

嶺崗祖墳。	  

繼承遺志	  

	   	   	   	  在幼兒年紀，志綱曾頃聽家父運生公追述祖父參與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精

采而有價值”事蹟⑥，銘感五內。成年後，常常頃聽叔祖父彭俊公談及為完成家

父未竟事業，考入黃埔四期，參加抗戰往事。家父運生公，受到父輩首義、護國、

護法事跡熏陶，抗日戰爭前投筆從戎於海軍。	   1948年，他遠赴南沙群島太平島

首任管理處少校主任，進駐太平島一年三個月，1957年在台灣外事首長葉公超召

請，曾與菲律賓大使當面對質，維護我國南海主權，有“南海衛士”之譽。    1956

年 6 月 1 日下午 4 時，一架海上巡邏機把姚汝鈺由台北送到軍港。曾經在 10 年前

隨林遵收復南沙群島的姚汝鈺，1956 年再次受命到南沙群島偵察巡航。他被任命

為立威部隊指揮官，參謀長是海軍中校彭運生。兩艘軍艦分別是太和艦、太倉艦。

海軍陸戰隊也隨立威編隊前往南沙。立威部隊接到的命令是要廣泛偵巡南沙群島

各島，對太平島、南威島及西月島等主要島嶼尤其要重視；巡島要盡可能繞島一

週，發現人跡，用旗語或燈號勸其離開；如遇“匪”或其艦艇“應斷然擊滅或俘

獲”；登陸諸島，重立石碑及“國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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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彭矯嫡長子運生遠赴南沙群島

太平島首任管理處少校主任前攝于南京	   	  

	  

	  

	  

1948年，彭矯嫡長子運生遠赴南

沙群島太平島首任管理處少校主

任，維護我國南海主權，有“南

海衛士”之譽。	  

1956 年再次受命到南沙群島偵察巡航。姚

汝鈺被任命為立威部隊指揮官，參謀長是

海軍中校彭運生登陸諸島，重立石碑及

“國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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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海疆域	  

	  	   	   	  彭矯公從率領學生軍參加辛亥首義，到奮不顧身營救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壯舉，

彭俊公投身抗日救亡，運生公畢生獻身海軍成為南沙衛士（歷任南沙群島太平島

首任軍政長官，太和、永泰、丹陽三軍艦艦長，後任海軍參謀學校教官與統一通

信部少將副指揮官）等，皆是我輩立志報國之楷模與驕傲。	  

	  	  	  	  	  受彭矯公蔭庇，孫輩亦均學有專精。其中嫡長孫志綱，國防醫學院牙醫學系畢

業牙醫學士，獲美國水牛城紐約州立大學博士學位，並參與牙周病臨床。返臺後，

曆任臺灣牙周病醫學會、口腔植體學會與口腔雷射學會理事長，多次還返大陸在

武漢大學口醫院、武漢市黃陂區人民醫院義務，以及京、寧等地講學、交流。	  

	  	  	  	   2011年 10月 10日，嫡孫志綱參加了湖北省暨武漢市紀念辛亥革命 100週年

緬懷英烈祭典，以及在木蘭鄉孫中山少將副官彭矯紀念館揭牌儀式。旨在弘揚“敢

為人先”的辛亥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綿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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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10日彭矯嫡孫志綱，裴高才和塔耳中學彭校長在木蘭鄉孫中山少將副

官彭矯紀念館揭牌儀式 

   

2011年10月10日彭矯嫡孫志綱參加了湖北省暨武漢市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	  

緬懷英烈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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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疏文采梢風騷，一代天驕彭矯。 

三十五年傲凌雲，談指一揮瞬間。 

鮮活辛亥首義人，伴隨孫文中山。 

廣州營救宋慶齡，只為國為民族。 

繼遺志抗日名將，黃埔軍校彭俊。 

顛沛流離跨時代，青島海軍運生。 

遠戍捍南沙衛士，丹陽艦太平島。 

兩岸交流書歷史，杏林傳人志綱。 

努力生存奮打拚，振中華生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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