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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中武汉战役若干史实考

李 倩 文

一九二四年一月
,

国共合作 以后
,

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

形势的迅速发展
,

耍求以革命战

争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

争取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
,

统
,

·

全 中 国
。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廿的影响
、

推动和组织之下
,

一九二六年 七月九日
,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

粉师北伐
。

北伐军长驱北进
,

势如破竹
,

出广东
,

下湖南
,

八月底九月初向武汉三镇 挺 进
。

六 日克汉阳
,

七日解放汉 口
,

又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

经历了攻城
、

围城到发动总攻
,

历

时四十天
,

终于在十月十 日攻下武昌
,

取得了解放武汉三镇的巨大胜利
。

这一页用鲜血写下

的光辉历史
,

早已彪炳史册
。

唯其中有些问题
,

由于史料记载不 一
,

反映在一些文章和高等

学校党史以及现代史教材中
,

提法也不尽一致
。

爱就已发现的问题
,

作一初步考证
。

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 日黄昏
,

北伐军第四
、

七两军主力到达武昌
,

即开始发动对武昌

的攻城战
。

但在攻城的次数上
,

记载却不一致
。

主要有两种说法
:

一见于《李宗仁回忆录 ))( 以下简称《 回忆录 ))) 所记
,

从八月三十一 日到九月五 日凌晨
,

五

天时间
,

先后三次发动对武 昌的进攻
:
第一次是八月三十一 日黄昏到九月一 日之间 , 第二次

是九月三 日凌展 , 第三次是九月五 日晨开始
。

持
“

三次论
”

者
,

除《 回忆录》外
,

还有张梓生所

著《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之经过》 ( 1 9 2 8 年 9 月《东方杂志》第十五卷 )
。

一见于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战报—
《武昌之战 ))( 以下简称《武昌之战 )))

。

《武昌之战》将九

月三 日这次攻城作为首战
,

九月五 日的一次战斗列入第二次
,

而没有涉及八月三十一日至九

月一 日之间的一次战斗
。

持
“

二次论
”

者
,

除《武昌之战》外
,

还有苏联 6
. r .

萨 波 什尼柯夫的

《 1 9 2 4一 1 9 2 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军事史略 ) 》
。

一般教材和文章多持此说
。

持不同看法的双方
,

一是当时战争的指挥者李宗仁
,

一 则 出 自 北 伐 军 总 司 令 部 的 战 报

,

其 可 靠 程 度 都 相 当 大

。

因 此 对 互 相 对 立 的 两 种 意 见 不 宜 轻 率 肯 定 或 否 定

,

而 应 加 以 认 真 考 证

。

我 认 为 要 搞 清 这 一 问 题

,

关 键 在 于 首 先 要 考 证 清 楚 到 底 有 无
《 回 忆 录 》 中 所 载 的 第 一 次 战 斗

。

其 次

,

如 果 确 实 存 在 有 这 一 次 战 斗

,

那 末 如 何 解 释
《 武 昌 之 战 》 中 将 九 月 三 日 的 战 斗 列 为 第 一

次 战 斗
,

就 是 另 一 关 键 问 题 了

。

至 于 九 月 五 日 的 一 次 战 斗

,

因 史 料 无 分 歧

,

可 排 除 于 考 证 之

外

。

关 于 是 否 有 过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至 九 月 一 日 之 间 的 一 次 战 斗

, 《 回 忆 录 》是 肯 定 的
。 “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

四

、

七 两 军 主 力 抵 达 武 昌 城 下

,

我 拟 乘 敌 军 喘 息 未 定

,

一 举 而 下 武 昌

。

因 于 四

、

七

两 军 到 达 后

,

立 即 下 令 爬 城

。

…… 而 敌 人 守 城 部 队 似 已 早 有 准 备
。

城 上 灯 炬 通 明

,

使 爬 城 我

军 毫 无 隐 蔽

,

一 接 近 城 垣

,

城 上 机 关 枪 手 榴 弹 便 一 时 俱 发

。

我 官 兵 前 有 坚 壁

,

后 有 城 壕

,

在

敌 人 机 枪 瞰 射 之 下

,

伤 亡 极 大

,

于 是 我 军 第 一 次 攻 城

,

无 功 而 罢

” 。 “

九 月 一 日

,

四

、

七 两 军

已 全 部 抵 达 城 下

。 …… 我 军 乃 重 新 部 署 ,

准 备 作 第 二 次 攻 城

” 。

上 述 记 载 有 时 间

、

地 点

、

战 斗



。

如 属 误 记

,

不 会 如 此 确 凿 具 体

。

此 外

,

持

“

三 次 论

”

者 张 梓 生 文 中 有 一 段 记 载

,

亦 可 资 印 证

: “

初

,

革 命 军 进 迫 武 昌 时

,

吴

佩 孚 突 令 所 部 放 弃 洪 山 之 险

,

待 革 命 军 进 占 以 攻 城

,

则 由 城 内 蛇 山 炮 台 及 城 上 布 置 之 枪 炮

,

突 然 猛 烈 射 击

,

死 伤 革 命 军 极 多

。

然 彼 以 别 队 乘 势 猛 夺 洪 山

,

则 革 命 军 死 守 不 退

。

革 命 军 卒

因 此 立 定 攻 城 之 根 据

” 。

郭 沫 若 所 著
《革 命 春 秋 》 “

北 伐 途 次

”

部 分

,

对 四

、

七 两 军 初 抵 武 昌 时

的 情 况

,

亦 有 零 星 描 述

,

从 中 不 难 看 出 蛛 丝 马 迹

。

郭 沫 若 九 月 一 日 清 晨 由 纸 坊 抵 达 武 昌 前 沿

阵 地

,

对 当 日 战 斗 情 况 有 以 下 断 续 的 描 述

: “

第 三 师 的 张 发 奎 已 经
幸 到 哗 中

,

申 哗 中 亨 珍 粤 幸

寒 甲 口
丁

带

。

停 在 铁 路 沿 线 的 队 伍

,

谁 李 中 和 口 积 俘 幸
rp

。

陈 铭 枢 的 队 伍 摆 在 南 湖 一 带 作 两

方 策 应

,

目 的 是 希 望 敌 人 出 城 来 应 战

” ; “

洪 山 方 面 有 炮 声

,

似 乎 我 们 的 队 伍 也 在 应 战

,

在 铁

路 沿 线 的 左 冀 军 采 取 散 兵 线

,

要 开 始 进 攻 了

” ,
北 伐 军

“

一 面 喊 着 跑 着

,

跑 到 前 面 没 有 遮 拦 的

地 方

,

看 见 武 昌 城 廓 了

,

那 连 接 着 中 和 门 和 通 湘 门 的 城 楼

,

在 惨 淡 的 白 光 中 缥 渺 着

,

却 没 有

看 见 一 个 敌 人 的 影 子

。 ”
(文 中重 点为笔者 所加

,

下 同 )

从 张
、

郭 两 文 中 可 以 肯 定 以 下 儿 点

: (一 )九 月一 日
,

四

、

七 两 军 初 抵 武 昌 时

,

即 在 距 武

昌 城 外 数 里 的 洪 山 进 行 过 战 斗

,

并 胜 利 地 占 领 了 该 地

; (二 ) 依靠 洪 山有利地 形
,

炮 击 宾 阳 门

(今小 东 门一带 )
,

以 配 合 沿 铁 路 线 前 进 的 四

、

七 两 军 向 通 湘 门
(今 大东 门一 带 )进 攻 , (三 )北

伐军 且 已逼 近城 根
,

致 武 昌 各 城 门 (宾 阳 门和 中和 门 等 )都 收入 眼底
, (四 )最 后 由于蛇 山炮台

及城 上布 置之枪 炮 突然 猛烈 射击
,

革 命 军 伤 亡 惨 重

,

被 迫 退 下 来

。

张

、

郭 两 文 与
《 回 忆 录 》所

载
,

从 时 间

、

地 点

、

战 斗 进 程 及 战 斗 结 局 来 看

,

都 是 吻 合 的

。

只 不 过 张

、

郭 两 文 除 记 述 武 昌

城 下 之 战 之 外

,

还 记 述 了 攻 城 前 在 离 城 数 里 的 洪 山 所 进 行 的 战 斗

,

对 九 月 一 日 的 攻 城 更 为 详

尽 具 体

。

由 此 可 见

,

北 伐 军 四

、

七 两 军

,

进 逼 武 昌 之 初

,

确 曾 发 动 过 一 次 攻 城 的 战 斗

,

已 无

可 置 疑

。

既 然 对 九 月 一 日 的 攻 城 战 是 肯 定 的

,

那 末

,

对 于 北 伐 军 总 司 令 部 以 九 月 三 日 的 战 斗 作 为

第 一 次 攻 城 战 而 载 入
《 武 昌 之 战 》 又 将 作 何 解 释 ? 要 回 答 这 一 问 题

,

首 先

,

可 从 《 回 忆 录 》本 身

找 答 案
: “

三 十 一 日 黄 昏

,

四

、

七 两 军 主 力 均 抵 达 武 昌 城 下

,

我 拟 乘 敌 喘 息 未 定 一 举 而 下 武 昌

,

因 于 四

、

七 两 军 大 部 到 达 后

,

卒 刻

下 令 爬 城

” 。

从 这 段 记 载 可 以 看 出

:
(一 ) 这 次战 斗是李 宗仁

未 及经过 北伐军 总 司令部 详 细研究 讨论
,

个 人 相 机 指 挥 的 一 次 军 事 行 动

。

这 在 指 挥 系 统 上 来

说

,

是 允 许 的

。

因 为 李 宗 仁 当 时 是 中 央 军 右 纵 队 指 挥

,

完 全 有 权 指 挥 所 部 进 行 战 斗

; (二 )这

次 战斗是一 次捕 捉 战机
,

望
图 出 奇 制 胜 而 未 列 入 战 斗 计 划 的 一 次 突 然 袭 击

。

因 此

,

对 于 这 次

战 斗 从 李 宗 仁 写
《 回 忆 录 》 来 说

,

确 实 是 攻 打 武 昌 的 初 战

。

但 从 司 令 部 写 战 报 来 说

,

就 不 能 作

为 一 次 正 式 的 战 斗 而 载 入
《 武 昌 之 战 》

。

此 外

,

从
《 武 昌 之 战 》 的 记 载 中 也 可 以 找 到 答 案

。

首 先

,

在 部 署 九 月 三 日 这 次 战 斗 时

,

由

北 伐 军 前 敌 总 指 挥 唐 生 智 于 九 月 二 日 在 殷 家 湾 召 集 了 七 军 军 长 李 宗 仁 及 各 队 官 长 参 加 的 军
事

会 议

,

详 尽 地 讨 论 了 攻 城 事 项

,

并 于 九 月 二 日 下 午 在 殷 家 湾 正 式 发 布 了 第 一 次 攻 城 令

,

决 定

各 部 进 攻 的 方 位

,

具 体 规 定 了 各 部 队 与 总 司 令 部 联 系 的 方 法

。

与 九 月 一 日 仓 促 投 入 战 斗 比 较

,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这 是 由 北 伐 军 总 司 令 部 直 接 指 挥 的 有 计 划

、

有 步 骤

、

部 署 周 密 的 一 次 战

斗

。

从 总 司 令 部 的 战 斗 部 署 来 说

,

这 确 是 攻 打 武 昌 的 第 一 仗

,

因 此 以 首 战 而 列 入 战 报 了

。

其

次

,

也 是 特 别 重 要 的 一 点

,

在 发 布 的 第 一 次 攻 城 令 中

,

对 第 一 军 第 二 师

、

第 四 军 第 十 师

、

十

二 师 均 分 配 了 具 体 进 攻 的 地 点

,

唯 独 对 于 李 宗 仁 所 指 挥 的 第 七 军

,

没 有 分 配 具 体 任 务

,

只 在

备 注 栏 内 提 出

: “

第 七 军 的 一 部 分 将 在 吉 意 门

、

望 山 门 附 近 进 攻

。

他 们 在 我 们 军 队 进 攻 前 就 先

牙 冬

” 。

这 就 说 明 北 伐 军 总 司 令 部 对 李 宗 仁 所 部 先 期 投 入 战 斗 是 知 道 的

,

但 并 未 视 为 首 战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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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lf 所述
,

在 攻 城 的 次 效

_

:.I
, “

两 次 论

”

和

“ :

次 论

”

都 与 史 实 相 价

,

没 有 杆 l十护违 的 地 方
。

其 所 以 出 现 不 {̀ ;】结 论 ,

只 是 记 史 者 的 双 lJ 角度不 1
.

口

,

内 而 持 论 各 异

。

似 作 为 史 箱 阐 述 这 段 )) j

史时
,

似 应 以 北 伐 军 总 司 今 部 的

“

战 报

”

作 依 据 为

`

I’r
。

“

武 { 、战 役
”

的 战 斗 愉 况

,

了 l’ (tJ 党 史教材在 i己述 ` 1
, ,

也 有 不 尽 符 介 史 实 之 处

。

J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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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胡 华

}
`
d志主编的《 中 囚 革 命 史 讲 义 》 ( 以下摘称

“

讲 义

”

)( 人民 人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 `月 版 )所 记关

于北 f兄军攻打武矛1的悄况
,

就 与 实 际 情 况 有 出 入

。
(( 讲 义 》 谈 到 北 伐 军 攻 打 武 I、的 情 况 时 说 :

“

北 伐 军 幽 攻 武 亡 、 ) J余 ,

11J
一
1

4

) J
一
,
`

11发动 总攻
,

独 立 l1[ 挤
z
奋梯 , f炮火奋勇爬城墉

,

一 背 背 长 共

产 党 员 官 渊 在 指 挥 攻 城 时 光 荣 栖 牲

,

独 立 团 终 于 率 先 吸 城

,

武 吕 最 后 被 攻 下

” 。

这 一 段 记 载 有

f往布娇商榷的地方
。

首 先

,

关 于 独 立 团 爬 城 及 一 营 背 长 曹 渊 栖 牲 的 时 间 问 题

。

据
《 武 只 之 战 》 及 一 九 二 六 年 九

少」九 日 叶 挺 的 《 参 战 报 告 》所 载
,

均 不 是 十 月

一

!
·

日 而 是 九 月 五 日

。

《 参 战 报 告 》 云
: “

九 月 五 日 独

立 团 奉 令 为 攻 城 部 队

,

以 第 一 营 为 奋 勇 队

,

拟 以 竹 梯 攀 登 城 垣

。

天 未 明

,

全 茜 迫 近 城 下

,

受

敌 猛 烈 射 击

,

加 之 以 手 榴 弹 及 大 炮 之 威 力

,

不 及 二 十 分 钟

,

全 营 几 为 敌 菠 灭

,

第 二 营 加 上 亦 受

大 害

,

至 天 明 乃 不 得 不 撤 退

。

此 役 伤 营 长 一 员 …… 现 城 尚 未 攻 破
,

阵 亡 官 兵

,

均 曝 尸 城 下

,

无 法 收 取

,

亦 云 渗 矣

” 。

《 武 昌 之 战 》除 转 述 叶 挺 关 于 攻 城 悄 况 外
,

特 别 指 出 叶 军 被 打 死 的 有 七

十 八 人

,

第 一 营 营 长 曹 渊 ((( 武 昌之战 》写 成 谐 音 赵 勇 ) 和 三连连 长 被打死
。

从 此 以 后

,

由 于 强

攻 多 次 失 利

,

北 伐 军 乃 改 变 作 战 计 划

,

由 攻 城 改 为 围 城

,

至 十 月 十 日 解 放 武 昌 为 止

,

再 没 有

采 用 过 爬 城 战

。

由 此 可 知

,

叶 挺 独 立 团 奋 勇 爬 城 及 曹 渊 牺 牲 时 间 均 应 是 九 月 五 日

。

《 讲 义 》写

成 十 月 十 日 值 得 商 榷
。

其 次

, 《 讲 义 》不 仅 将 独 立 团 九 月 五 日 爬 城 之 举
,

移 用 于 十 月 十 日 对 武 昌 的 总 攻 中

,

而 且

认 为 武 昌 是 叶 部 独 立 团 搭 云 梯 冒 炮 火

,

率 先 登 城 攻 下 的

,

也 不 符 合 史 实

。

武 昌 被 围 期 间

,

敌

粮 尽 援 绝

,

无 法 坚 守

。

再 加 上 中 共 湖 北 地 方 党 组 织 和 北 伐 军 总 司 令 部 曾 利 用 各 种 统 战 关 系

,

策 动 部 分 武 昌 守 敌 或 从 内 部 策 应

,

或 起 义 投 诚

。

当 时 已 与 北 伐 军 建 立 联 系 的 有 敌 湘 鄂 边 防 军

第 五 路 总 司 令 宋 大 需 的 副 官 陈 荣 城

,
敌 混 成 旅 旅 长 贺 对 庭

,
敌 三 师 师 长 守 城 副 司 令 吴 俊 卿 等

人

。

因 此

,

在 十 月 初 发 动 总 攻 击 时

,

已 不 需 要 初 攻 武 昌 期 间 的 那 种 强 攻

。

据 长 沙
《大 公 报 》 十

月 十 二 日 登 载 的 武 昌 前 线 捷 电
,

有 这 样 一 些 记 载

: “

因 城 内 残 敌

,

以 粮 尽 弹 缺

,

外 援 失 望

” ,

北

伐 军 乃 乘 机 于

“

九 日 大 举 总 攻

” ,
敌

“

第 三 师 缴 械 投 诚

” , “

敌 于 灰
( 10 ) 日拂 晓由沙湖平 湖 两 门

突城 冲 出
” , “

十 日 三 时 三 十 分

,

我 军 第 四 军 第 十 师 第 十 二 师

,

第 八 军 陶 旅

、

李 旅

,

经 由 中 和

门

、

保 安 西 门 入 武 昌 城

” , “

我 刘 师 李

、

周 二 团

,

均 陆 续 由 武 昌 宾 阳 门 进 城

” , “

十 日 午 前 三 时

三 十 分 攻 入 城 内

,

围 攻 四 十 天 之 武 昌 至 此 完 全 为 我 军 克 服 矣

” 。

综 上 可 知

,

到 了 十 月 十 日

,

武

昌 城 各 门 守 敌

,

早 已 军 心 涣 散

,

失 去 斗 志

,

有 的 缴 械 投 诚

,

有 的 打 开 城 门

,

夺 路 逃 命

,

北 伐

军 几 乎 不 攻 而 下 武 昌

,

根 本 用 不 着 搭 云 梯 冒 炮 火 越 城 而 进 了

。

关 于 汉
口 一 役

,

也 有 可 资 商 榷 的 地 方

。

如 魏 宏 远 同 志 主 编 的
《 中 国 现 代 史 稿 》 (黑龙 江人

民出版 社一九 八 O 年十月版 )( 以下简称《 史 稿 ))) 记述北 伐军 向武汉 三镇进 军时 云
: “

九 月 一 日

,

北 伐 军 又 兵 分 三 路 向 武 汉 三 镇 进 军

。

左 路 以 第 八 军 为 主 力 攻 汉 阳
,
右 路 以 第 七 军 攻 汉 口 ,

中



。

左 路 军 占 领 汉 阳 附 近 之 黑 山

,

汉 阳 炼 钢 厂 工 人 举 行 罢 工 相 配 合

,

敌 刘 佐

龙 部 宣 布 起 义

,

六 日 汉 阳 克 服

。

七 日 右 路 军 在 汉
口

工 人 配 合 下 占 领 了 汉
口

” 。

认 为 攻 取 汉
口 的

部 队 是 北 伐 军 第 七 军 者

,

除
《 史 稿 》外

,

还 有 张 梓 生 亦 持 此 说

: “

国 民 革 命 军 对 武 汉 战 事 分 三 路

进 行

,

中 路 由 李 宗 仁 亲 督 队 攻 武 昌
,
左 翼 第 八 军 及 夏 斗 寅 部 由 上 游 渡 江 攻 汉 阳

,
右 翼 第 七 军

之 一 部 迁 回 以 攻 汉 口
” 。

但 张 说 与
《 史 稿 》仍 有 不 同 之 处

:

张 只 说 七 军 之 一 部 而 不 是 全 部

,

且 其

主 帅 李 宗 仁 仍 在 武 昌 督 战

;
张 说 的

“

国 民 革 命 军 对 武 汉 战 事 分 三 路 进 行

” ,

其 中

“

右 翼 第 七 军

之 一 部 迁 回 以 攻 汉 口
” ,

犹 可 视 为 只 是 北 伐 军 的 战 略 计 划

,

并 未 成 为 事 实

。

而 《 史 稿 》 却 说
“
七

日 右 路 军 在 汉 口 工 人 配 合 下 占 领 了 汉 口
” ,

断 言 汉
口

是 七 军 攻 下 的

,

则 值 得 商 榷

。

首 先

,

根 据 长 沙
《 大 公 报 》九 月 份 有 关 武 汉 前 线 消 息 报 道

,

有 几 点 值 得 注 意

:
第 一

, 《 大 公

报 》 曾 多 次 报 道 唐 生 智 所 指 挥 的 第 八 军 何 键 师 攻 占 汉 口 的 情 况
,

如

:

总 司 令 部 参 谋 处 的 报 告

云

: “

何 师 大 部 已 渡 过 汉 水

,

进 取 汉 口
” ,

唐 生 智 报 告 云
: “

七 日 汉 口 之 敌

,

受 我 压 迫

,

纷 纷 向 黄

破 孝 感 方 面 溃 退

,

我 军 正 向 刘 家 庙 追 击 中

,

汉 口
完 全 为 我 军 掌 握

” ; “

七 日 何 师 渡 汉 水

,

得 到

刘 佐 龙 附 义

,

进 攻 汉
口

” 。

除 此 之 外

,

还 报 道 了 属 八 军 领 导 的 鄂 军

“

第 一 师 夏 斗 寅 部

,

由 循 礼

们 乘 京 汉 车 至 江 岸

,

驻 扎 在 刘 家 庙 湛 家 矶 各 营 房

. ,

唯 独 没 有 第 七 军 进 攻 汉
口

的 报 道

。

第 二

,

北 伐 军 攻 打 汉
口

前 后

, 《 大 公 报 》 曾 两 次 报 道 了 七 军 行 止
。

九 月 十 日 一 次 云

: “

我 七 军 指 挥 所 部

于 支
( 4 ) 日占鄂 城

” ,

这 则 报 道 说 明 汉 口
攻 克 前 三 日

,

七 军 还 在 武 昌 之 东 的 鄂 城

。

另 一 次 则

见
于 九 月 十 二 日 《 第 八 军 第 一 师 进 攻 汉 阳 汉 口 之 详 情 》 中

: “

我 军 到 达 大 军 山 时

,

正 值 一

、

四

、

七 军 包 围 武 昌

” 。

这 则 报 道 是 九 月 五 日 发 自 武 昌 前 线

,

这 就 是 说 汉 口
攻 克 前 二 日

,

七 军 还 在

包 围 武 昌

,

与 汉 口
还 隔 有 长 江 天 险

,

如 果 进 占 汉 口
,

较 之 八 军 六 日 攻 占 汉 阳 后

,

横 渡 汉 水

,

乘 胜 进 占 汉
口

,

困 难 要 大 得 多

。

从 战 略 上 说

,

也 不 会 弃 八 军 渡 汉 水 就 近 进 攻 汉
口

,

而 调 七 军

珍
长 江 远 攻

。

此 外

,

还 可
从 另 一 则 报 道 得 到 旁 证

。

九 月 十 一 日 《 大 公 报 》报 道 李 宗 仁 夫 人 郭 德

洁 慰 劳 七 军 伤 员 的 消 息 中 有
“

第 七 军 此 次 攻 打 汀 泅 桥

、

贺 胜 桥

、

武 昌 等 处

· · “ 二
奋 勇 异 常

,

因

此 受 伤 者 亦 较 别 军 为 多 等 语

,

也 说 明 七 军 战 斗 任 务 在 武 昌 而 不 在 汉 口

。

其 次

,

北 伐 军 第 七 军 是 李 宗 仁 所 部

,

曾 参 加 过 贺 胜 桥

、

汀 泅 桥

、

武 昌 诸 役 的 战 斗

。

在
《 回

忆 录 》 中 均 有 生 动 而 具 体 的 记 载
。

唯 独 对 汉
口

、

汉 阳 两 役

,

则 只 作 聊 聊 数 语 的 记 载

: “

所 幸 我 第

八 军 何 键

、

夏 斗 寅 两 师 在 嘉 鱼 渡 江 后

,

此 时 已 迫 近 汉 阳

。

九 月 五 日

,

原 与 我 通 声 气 的 刘 佐 龙

鄂 军 第 二 师 正 式 声 明 附 义

,

加 入 革 命

,

刘 氏 就 任 国 民 革 命 军 第 十 五 军 军 长 之 职 …… 刘 部 遂

于 九 月 六 日 占领 汉 阳 ,

七 日 进 占 汉
口

’ 。

从 其 记 载 中

,

有 值 得 注 意 者

: (一 )投 有只 言片 语记 载

七 军参加 了攻打 汉 口的战斗
,

如 果 七 军 参 加 过 战 斗 而 且 占 领 了 汉 口
,

在 李 宗 仁 的 《 回 忆 录 》 中

不 会 没 有 反 映
。

(二 ) 由于李
、

唐 之 间 有 矛 盾

, 《 回 忆 录 》 不 愿 将 攻 占 汉 口 之 功 归 之 于 八 军
,

而

归 之 于 策 应 攻 城 之 敌 刘 佐 龙

,

但 亦 不 得 不 尊 重 事 实

,

对 八 军 攻 占 汉 阳

、

汉 口
作 了 曲 折 的 反 映

。

由 此 可 见

,

即 令 是 七 军 的 领 导 人

,

也 没 有 说 七 军 参 加 过 攻 占 汉
口

的 战 斗

,

这 从 另 一 方 面 说 明

汉 口 不 是 七 军 攻 下 的

。

《 史 稿 》断 言 右 路 第 七 军 在 汉 口 工 人 配 合 下 占 领 了 汉 口 ,

是 值 得 商 榷

的

。

由 于 掌 握 史 料 有 限

,

以 上 管 见

,

仍 不 免 有 错 谬 之 处

,

尚 希 广 大 党 史 工 作 者 予 以 教 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