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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倒 戈反奉事件初探

张 安 庆

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曾经对 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

怎样评价这次事件? 历

来众说纷纭
:

有人斥之为
“

犯上作乱
” ;
有人誉之为

“

民族解放战争
” ; 更多的人视其为

“

军阀

混战
’ ` 。

本文拟通过对事件全过程的考察
,

初步探讨事件的性质
,

以就教于识者
。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奉军第三方面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突然倒戈反奉率部进军

沈阳
,

当时人们深感意外
。

郭松龄为何会有此举 ? 这个问题
,

只能从事件发生的历史环境中

去寻求答案
,

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
: “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间题时
,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

求
,

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 。

①

一九二四年一月形成的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
,

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
,

发生

在一九二五年的
“

五姗
”

反帝爱国运动
,

震撼全国
,

标志着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

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
,

南方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

北方人民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蓬勃开展
。

在封建军阀营垒中
,

经过一九二四年十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
,

以张作霖为头 目的奉系军

阀成为全国最大的军阀集团
,

它与皖系段祺瑞相勾结
,

控制着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
。

奉系军

阀是 一 个封建买办性的军事政治集团
,

其对内压迫掠夺
,

对外媚外卖国的反动政策
,

也随着

奉军势力扩张至 长江流域而施之于所到之处
。

横征暴敛
,

敲榨勒索
,

纵兵扰民
,

奸淫虏掠
,

真是无恶不作
,

辽
、

吉
、

黑
、

直
、

鲁
、

苏
、

皖诸省人 民对奉军无不切齿痛恨
。

当
“

五册
”

惨案

发生
,

全国反帝怒潮汹涌
,

而奉系军阀却为虎作怅
,

到处帮助 日英帝国主义疯狂镇压群众爱

国运动
,

残杀爱国志士
,

封闭爱国团体
,

禁止一切集会
,

摧残人民自由
,

充当了帝国主义的

帮凶和走狗
。

奉系军阀的罪恶行径
,

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
,

反奉空气弥漫全国
, “

普遍而且深入一

切民众中
,

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
,

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
” , ②

全国人民的斗争锋芒齐指奉系军阀
,

由反帝转而反奉的群众运动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

中

国共产党是人民反奉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

党通过《响导》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声讨奉张的战

斗檄文
,

提出以
“

武装平民
,

打倒奉天军阀
,

废除不平等条约
,

建立平民的革命统一政府
” ,

③

作为运动的总口号
,

号召人民
: “

万众一心
,

不断 的 奋起
” , “

打倒军阀 ! 打倒帝 国主义 !
”
④

在党的号召下
,

从上海
、

北京开始
,

各地相继举行
“

反奉倒段
”

群众大会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

行
。

国民党左派和广州国民政府积极支持反奉运动
。

冯玉祥的国民军亦对运动表示同情
。

就

是其他派系军阀
,

也因奉系扩张受到威胁
,

而利用人民群众的反奉气势
,

发动反奉战争
,

首

先动手并给予奉军实际打击的是直系军阀浙江督军孙传芳
,

孙所统率的浙
、

闽
、

苏
、

皖
、

赣

五省联军
,

不到一个月就把奉军驱出了苏
、

皖及上海
。

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打击下
,

奉系

军阀成为众矢之的
,

陷于各种反奉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
。



“

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
,

统治阶级内部的
、

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
,

就达到非

常强烈
、

非常尖锐的程度
,

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

阶级
,

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
。 ” ⑤ 全国反奉运动的高涨

,

奉军之陷入困境
,

不可避免地在奉系

军阀内部产生强烈反响
,

引起新的分化
,

郭松龄倒戈反奉就是这种分化的突出反映
。

郭松龄
,

字茂辰
,

辽宁沈阳人
,

一 /、八二年出生于贫苦的塾师之家
。

早年加入同盟会
,

曾渴见孙中山
,

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
,

素怀
“

改造东三省
”

之志
。

⑥ 先后毕业于奉天陆军速

成学堂和北京陆军大学
。

投身奉军后
,

任东三省讲武堂教官
,

当时正在讲武堂就读的张作霖

之长子张学 良
,

对郭的品学极为佩服
。

一九二 O 年张学 良从讲武堂毕业
,

任东三省巡阅使署

卫队旅旅长
,

乃保荐郭任该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
。

此后
,

郭一直在张学 良身边
,

辅佐其训

练军队
,

带兵打仗
,

成为张学 良的心腹
,

张常对人说
: “

我是郭松龄
,

郭松龄亦即是我
。 ” ⑦

、

由

于治军有方
,

屡建战功
,

加之张学良的推荐
,

郭渐得张作霖的信任
,

委之以旅长
、

师长
、

付

军长等职
,

成为奉军的重要将领
。

到一九二五年十月
,

更任之以正在编组中的奉军第三方面

军第十军军长
,

因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不在军中
,

所辖第八军
、

第九军
、

第十军的编组

都由郭主持
,

这样
,

奉军精锐尽在郭松龄掌握之中
。

郭松龄在奉军中的声望和地位 日益提高
,

遭到奉系军阀内部其他派系的嫉妒和不满
。

奉

系军阀素有老派
、

新派之分
。

老派以张作相
、

张景惠
、

吴俊睦等为骨干
。

新派中又分为士官

派 (洋派 ) 和大学派 (土派 )
,

前者以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杨宇霆
、

姜登选为中坚
,

后者以毕业

于北京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郭松龄
、

李景林为领袖
。

各派之间
, “

互相倾轧
,

由 来 己

久
” , ⑧ 张作霖正是利用这种矛盾来统驭各派势力

,

使 自己成为奉系军阀的首领
。

郭松龄见信

于张作霖
,

使老派不满
,

更遭到士官派的妒嫉
,

特别是杨宇霆等人
,

常常
“

谗于张作霖
” ,

⑨多

赖张学良庇护
,

才得免于被排挤
。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
,

因战斗部署和撤换军官事
,

郭松龄与

姜登选
、

韩麟春意见分歧
,

公开争吵
,

甚至达到使郭率部退出战场的地步
,

虽经张学良驰马追

回
,

但郭与姜
、

韩的矛盾因而表面化
。

战争 以奉系获胜告终
,

战争中郭松龄战功卓著
,

论功

行赏
,

张作霖 曾许郭以安徽督办
,

后为杨宇霆所阻
,

改任姜登选督皖
。
L 这样

,

奉军入关后杨

宇霆
、

姜登选
、

张宗 昌
、

李景林皆得到一省地盘
,

独郭
“

功高不赏
”

一无所得
,

这不能不使郭对

张
、

杨集团深为不满
,

更加深 了郭与士官派的矛盾
。

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
,

手握重兵的有利条件
,

奉系内部矛盾的深化
,

都是促使郭松龄倒

戈反奉的动因
,

然而
,

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大潮的推动和影响下
,

奉军内部以郭松龄为代表

的部分军官
,

不满和反对张作霖
、

杨宇霆集团穷兵默武
、

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
,

则是事件发

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 “

郭松龄 的倒戈
,

显然是受民众的国民运动的影响
” ,

L这一点在郭松龄倒

戈反奉的酝酿与准备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清楚
。

一九二五年十月
,

郭松龄奉命作为奉军代表应邀赴 日本参观
“

秋操
”

( 日本陆军大演习 )
。

当时
,

张作霖为扩大内战
,

实现武力统一的迷梦
,

正派其日本顾问松井七夫来 日乞讨救兵
,

并即将派代表来日与日方签订卖国密约
,

以承认
“

二十一条
”

为条件
,

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

去进攻国民军
。

当郭松龄在日本察悉此事内幕时
,

感到无比义愤
,

当即毅然把密约的全部条

文告知来 日本观操的国民军代表韩复集
,

并愤慨地说
: “

国家危殆到今天这个地步
,

张作霖还

不惜为个人出卖国家
。

他这种干法
,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的
。

我是国家的军人
,

不是某一

个私人的走狗
,

他若真打国民军
,

我就打他
。 ”

@表明他准备用武力反对张作霖的卖国
、

内战

政策
。

原来他打算参观完
“

秋操
”

后
,

继续逗留日本
,

以研究日本军事
,

甚至准备进 日本军校

深造
,

但当他在仙台演习的地方得知孙传芳进攻
,

奉军在江南惨败的消息时
,

预感到国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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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将发生重大变化
,

武力反奉的时机已经到来
,

于是立即返国
,

准备举事
。

回到沈阳
,

郭接受了代表张学良编组第三方面军的任务后
,

即来天津
,

称病住进意大利

医院
,

暗作反奉准备
。

为了掌握反奉实力
,

郭在编组中对人事抓得很紧
,

他从张学 良那里要

来了自己的亲信
,

炮兵旅长魏益三
,

任为第十军参谋长
,

为之出谋划策
,

调兵遣将
。

不仅亲

自挑选高级军官
,

就是三个军的卫队营营长人选都要经他决定
。

为了使部将对武装反奉有思

想准备
,

他利用各种场合
,

宣传反对奉军打内战的观点
。

他曾经向魏益三表示
: “

我主张巩固

国防
,

开发东北
,

最反对为少数人去争督军
。

试想
,

这样谁受害
,

还不是东北人 民吗 !
”

L在

住院期间的一个晚上
,

郭在天津国民饭店举行集会
,

当场讲述他不满意奉天方面的所作所为
,

极力主张
“

不应为争夺关内地盘替少数人谋求地位
,

使广大东北人民遭殃
” 。

讲话时
“

悲愤激昂
,

以致痛哭流涕
” 。

@ 为了争取同盟者
,

避免腹背受敌
,

郭松龄联合李景林
,

并与冯玉祥签订了

反奉密约
。

密约共七条
,

主要内容为
:

排除军阀专横
,

永远消灭战祸
;
实行民主政治

,

改善

劳工生活
;
实行强迫普及教育

; 开发边境
,

保存国土
; 反对内战以及为打内战而订立卖国条约

、

借外债
、

引用外国兵力残杀本国同胞
。

并具体规定
:

冯方诚意赞助郭方开发东三省
,

改造东

三省政府
,

并牵制反对方面
; 郭方诚意赞助冯方开发西北

,

必要时亦以实力援助之
; 直隶

、

热河均归李景林治理
,

但保定
、

大名以及京汉线冯军可随意驻扎
,

天津海口冯军 可 自 由 出

入
。

L直督李景林与郭松龄同属大学派
,

交谊甚笃
,

为保有直隶地盘
,

李亦主和反战
,

与郭的

主张不谋而合
,

在郭
、

冯密约协商过程中
,

郭松龄偕冯玉祥的代表熊斌曾到直隶督署与李景

林会商联合反奉事宜
,

李表示由于老母在奉恐被杀害不能在密约上签字
,

但赞成共同行动
。

L

于是形成了时人所说的反奉三角同盟
。

正当郭松龄暗中积极准备武力反奉的时候
,

张作霖在杨宇霆等人怂恿下
,

一再要郭松龄
、

李景林对国民军用兵
,

郭
、

李力主和平
,

坚不从命
,

张作霖莫可奈何
,

只得与国民军暂谋妥

协
,

并于十一月十六日签订了和平协定
。

但是
,

到十八日
,

国民二军邓宝珊部与奉军李景林

部因保定移防发生冲突
,

张作霖迁怒于郭松龄
、

李景林
.

来电
“

严加斥责
” ,

并命今
“

克 日夺回保

大
,

以赎前愈
” 。

L二十二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回沈阳一行
,

张学良也劝他回沈阳当面陈述自

己的意见
。

郭松龄断定他的暗中活动已被张氏父子察觉
,

召他回沈阳一定不怀好意
,

当即下

定
“

提前行动
”

的决心
。

当天
,

郭对张学良说
: “

上将军脑筋太旧
,

受群小包围
,

恐已无可挽救
” ,

他建议
“

父让子继
” ,

由张学 良接任东北最高首脑
,

改革东三省局面
,

他竭诚拥护
。

张学良骤

听此言
, “

不禁骇然
” ,

但未动声色
,

潜行搭北宁路火车东返
。

L是 日深夜
,

郭松龄发出班师回

奉主和罢战的通电
,

要张作霖下野
,

推张学良继承大任
,

历数杨宇霆罪状
,

要求将其
“

即日

免职
” ,

并声言国内应即日停止军事行动
。

L

十一月二十三 日晨
,

郭松龄离开医院率司令部人员和卫队乘火车东行至滦州 (今滦县 )
,

当即在车站附近一个火柴公司楼上召开秘密军事会议
,

参加会议的有师
、

旅
、

团长和高级幕僚

三
、

四十人
。

L会上
,

郭宣布班师通电后
,

即席发表演说
,

大意是
:

反对张
、

杨集团
“

争夺地

盘
,

贻害东北人民
” ,

主张
“

巩固国防开发东北
” 。

@ 与会者大多赞同郭的主张和行动
,

并在事

先准备好的花名册上签了名
。

唯有与老派有密切关系的师长赵恩臻
、

高维岳
、

齐恩铭
、

斐春

生等表示犹豫
,

不愿列名
,

郭随即将他们解职软禁
,

派人护送到天津
,

交李景林看管
。

正在

这时候
,

姜登选乘专车返奉途经滦州
,

当即被郭扣留
,

因姜反对起事
,

于二十六 日被枪决
。

在离开天津前
,

郭就指示参谋长魏益三组织在天津周围的部队向东开拔
。

滦州会议后
,

郭将所部七万人组编为四个军
,

并制订了进军计划
:

以刘振东为第一军军长
,

率部直趋沈阳 ;

以刘伟为第二军军长
,

与山海关附近的张作相部 (第五方面军 )周旋
,

先谋妥协
,

不成则以武



力解决; 以范浦江为第三军军长
,

率部趋热河
,

先劝阐朝玺合作
,

不成亦决予一战
; 以霏云

为第四军军长
,

作总预备队
,

策应各方作战
。

L郭军起事后
,

仍然以张学良的名义号令全军
,

这既表明郭鉴于张学良在思想上与其父有所不同而对他抱有幻想
,

同时也是为了减少阻力便

于进军
。

二十五 日
,

郭任魏益三为第五军军长
,

作进军先锋
,

率两个团和一个工兵营乘火车向东

潜行
,

打算乘其不备
,

占领山海关
。

同时
,

又派张作相之子魏部团长张挺枢去山海关争取其

父合作
。

但当魏军一部通过山海关
,

到达万家屯构筑工事
,

另一部到达山海关时
,

由于张挺枢

和从滦州跑来的齐恩铭之子齐家祯
、

赵恩臻的副官孙某等告密
,

山海关驻军已有所准备
,

致

使魏军遭到伏击
,

除少数逃脱外
,

大部被缴械
。

为了击破敌人的阻截
,

郭亲率主力出动
。

面

对强大的郭军主力部队
,

张作相部 自知无法抵抗
,

遂急速撤军关外
。

于是郭军二十六 日占领

秦皇岛
,

二十七 日冲过山海关
,

二十九 日进 占绥中
。

郭松龄滦州发难后
,

二十五 日
,

冯玉祥
、

李景林宣布
“

中立
” ,

并分别发出通电
,

敦促张

作霖下野
。

冯在通电中历数张作霖穷兵默武兴兵扰民
、

为虎作怅镇压群众的种种罪行
,

大骂张

有帝王思想
,

横行坝道
,

向他指出
: “

现在举国救亡
,

集矢一身
,

自宜引咎自责
,

以谢国人
” ,

要求张
“

及时引退
” , “

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
” 。

L在发出通电的同时
,

冯在军事上作了部署
,

命张之江部进驻丰台至落堡一线
,

宋哲元部集结多伦并向热河动员
,

冯本人也于二十六日返

回张家 口
,

以便应付事变
。

⑧ 李景林的通电虽然也指责张作霖
“

好争喜战
” ,

但言词甚为委婉
,

重申其主和罢兵的主张
,

劝张
“

庶政付诸少帅
,

藉息仔肩
,

以娱天年
” ,

L这就为他后来失约留

下了退路
。

不久
,

由于种种矛盾和误会
,

李景林部与国民军大打出手
,

这样
,

不仅冯玉祥没有

出兵助郭
,

且使李景林重新投入奉张的怀抱
,

拖起郭的后腿来
。

因此
,

所谓反奉三角同盟
,

事实上并未实现
。

面对郭松龄倒戈
,

张作霖十分惊慌
,

起初想用
“

安抚
”

即欺骗的办法来平息郭松龄
,

制止

事态的发展
。

他一方面立即免去杨宇霆的总参议职务
,

让其离开大帅府
,

暂时躲避
,

以消除

郭松龄倒戈的口实
; 另一方面派张学 良去面见郭松龄

,

劝其息兵
。

二十六 日
,

张学 良带秘书

朱光沐
、

参谋姜化南等由葫芦 岛乘镇海号炮舰赴秦皇岛
,

同行的还有 日籍顾问
。

舰到秦皇岛
,

张学 良住在舰内
,

电邀郭松龄面谈
,

遭郭拒绝
,

L 乃委派日籍顾问代往达意
,

郭表示
“

非彻底

解决奉局
,

贯彻其主张不罢手
” ,

L并有长信致张学 良
,

详细申述其举事的原因
,

表示其贯彻

初衷的决心
,

并劝张
“

导亲以义
” ,

反其父之道而行之
。

张学 良没有达到 目的
, “

意态索然
” ,

于二十七日晨离秦 皇岛海面途经大连返回沈阳
。

“

安抚
”

失败
,

张作霖露出凶残本相
,

三十日发表
“

讨伐
”

郭松龄宣言
,

说郭与左派提携
,

欲使中国赤化
,

L并悬赏八十万元以换取郭的头颅
。

同时
,

命令张学良
、

张作相集结从山海关

撤退下来的军队在连山 (即锦西 )至塔山一线布防
,

阻击郭军
。

郭松龄不受欺骗不怕威吓
,

于三十日发出通电
,

改称所部为东北国民军
,

L不再用张学良

的名义发号施令
,

表示与奉张集团彻底决裂
。

并在进占绥中
、

兴城后
,

率部乘胜进击
,

十二

月三 日郭军前锋即与防守连山的奉军接触
,

经过两夭激战
,

摧垮了奉军的防线
,

取得了
“

连山

战役
”

的巨大胜利
,

郭军于五日攻占连山
,

六 日占领锦州
,

七 日前锋 已渡过大凌河进至沟帮

子
。

奉军连山溃败的消息传来
,

沈阳大震
,

城内一片混乱
,

商店停业
,

人心惶惶
。

文武官员

纷纷逃往 日本附属地躲避
,

一些省议员暗 中拉拢与郭亲近者作为未来进身的阶梯
。

L群众团体

已准备迎接郭军进城
。

甚至 日本总领事吉田茂也几乎通知郭松龄
, “

让奉天和平移交
,

待准备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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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后
,

等候我的消息通知入城
。 ”

@张作霖更是恐慌万状
,

坐卧不宁
,

他预感到末日来临
,

于是将家眷安置到 日本附属地躲避
,

把历年搜刮聚敛的大批贵重财物运往满铁仓库存放
,

自

己也准备下野
,

逃往大连避难
,

甚至连下野的通电也起草好了
,

只待动身时拍发
。

L奉系军阀

的反动统治眼看已摇摇欲堕了
。

然而
,

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
,

却阻滞了郭军的前进
,

使奉张集团得以起死回生
。

郭松龄滦州发难
,

自视为奉系主子的日本大为震惊
,

它表面上打着
“

不干涉主义
” 、 “

严守

中立
”

的幌子
,

实际上由于深感这一出 自奉军内部的事件
,

必将严重影响其在满蒙的
“

特殊权

益
”

的保持和扩展
,

因而从一开始就以
“

保护侨民
”

为名积极进行干预了
。

起初 日本对郭松龄

抱有幻想
,

因而采取了对郭
、

张双方都进行拉拢和要挟的
“

骑墙
”

策略
,

这样
,

无论那一方取

胜它都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

从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
,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多次派代表面见郭松龄
,

提出只要郭应允
“

承认以前奉张在满州与 日本订立之一切条约
” , “

保护日本在满州之一切权利
” , “

将来在满州

境内不准有左派政党之活动
” ,

L
“

割让金复海盖亦即辽东半岛
” ,

⑨ “

将关东州的界线向北扩展

到辽阳县
”

L 等条件
,

日本便以实力助郭
,

将张作霖驱出沈阳
,

但此事遭郭拒绝
,

日方代表不

得不
“

愤然离去
” 。

国

与此同时
,

日本对张作霖的拉拢和要挟则迅即得手
。

以 日本作靠山的张作霖
,

早在十一月

二十五 日就派杨宇霆前往大连
,

与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暗中勾结
。

当郭军占领锦州
,

张作霖准

备下野逃往大连时
,

关东军司令部派参谋长斋藤前来沈阳
,

张作霖偕 日本顾问盯野武马亲往

与之谈判
,

正在绝望中的张作霖
,

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援助上
,

只要能保住他的地位
,

日本的任何要求都是可以接受的
。

于是 日张勾结一拍即合
,

当即签订了一项卖国密约
。

密约

的主要内容为
:

张作霖
“

承认二十一条
,

并允将来张氏势力所及之地一切铁路
、

矿产
、

森林
、

电

气等事业皆中日合办
” , L “

承认 日本人在满州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
; 在东边道

、

挑昌道等

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
” 。

L 日本则以实力助张反郭
,

日本关东军向郭军发出警告
,

限制郭

军行动
,

日本派兵保护张作霖
,

维持奉天省城治安
,

在 日本租界及铁路附属地为张作霖等要

人提供避难场所
, L 在必要时

,

日本
“

出兵四万助张
,

日兵待遇及薪金等事
,

一如中国营长
,

有死亡者每人给予恤金一万元
” 。

L 取得 日本支持的张作霖
,

立 即改变准备下野逃跑的初衷
,

决心
“

破釜沉舟
” ,

与郭军周旋到底
。

@

日本的侵略要求得到满足
,

于是彻底撕下
“

严守中立
”

的伪装
,

全力支持张作霖反对郭军
。

十二月八 日
,

日本内阁作出决议
:

令关东军司令官
“

速施警告
,

将驻屯军
,

作适当配置
” 。

L同

日
,

关东军即发出
“

警告
” ,

蛮横无理地声称
,

由于
“

在满州方面… …帝国在该地区之权利
、

利益
,

颇为重大
” ,

因此
,

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带及其附近地区
, “

因战斗或骚乱之故
,

致使此重大之

帝国权利
、

利益
,

有招至损毁及危害之虞时
,

在军人之职责上
,

不能默视……本司令官当然

不得不采取必要之措施
” 。

L在十五 日的第二次
“

警告
”

中
,

更明确限定
“

南满铁路附属地两侧

及由该路终点起廿华里以内
” , “

禁止两军直接战斗动作
”

及
“

军事行动
” 。

⑨ “

警告
”

是分别送交

郭
、

张两军的
,

貌似
“

公允
” ,

实则在当时两军攻守异势的情况下
, “

警告
”

完全是为了阻止郭

军前进
,

保护奉张集团不受攻击
。

接着
,

日本调兵遣将
,

实施武力威胁
。

九 日
,

日军第十师

团司令部由辽阳移驻沈阳
,

并将该师团所属第六十三步兵联队
,

旅顺炮兵一队
,

公主岭骑兵

一队
,

以及附近的守备队调进沈阳
。

L十五 日
,

日本内阁公然作出增 兵 满州的决定
:

从朝鲜

龙山调二十四师团一部
,

从 日本国内久留米等地调十二师团一部
,

组成以斋藤义夫少将为总

指挥官的
“

满州派遣队
” ,

开赴沈阳
。

L



郭军进占沟帮子后
,

原来计划分兵两路
,

主力继续沿京奉路东进
,

直取沈阳
,

另派一支

队南下
,

取道营 口绕击沈阳
,

对奉军造成两面夹攻之势
。

但当郭军旅长马恭诚率右翼支队一

个团十三 日进抵营口河北车站
,

正拟渡河开往南站进入市区时
,

不料竟遭 日本独立守备队第

三大队长安河内勇无理阻截
。

@ 日本驻营口领事一面对郭军宣读关东军
“

通谍
” ,

一面威胁说
:

“

你们不要以为此间只有鲍英才一个营 (鲍为奉军—
引都

,

我们 日军在南满有两个师团
,

在

朝鲜有两个师团
,

随时都能开到
” 。

L郭松龄虽通过外交途径多次与 日方交涉
,

仍无结果
,

郭

军为避免与日军的直接冲突没有强行通过
,

致使两路夹击奉军的计划未能实现
。

另一方面
,

郭军主力由于要等待对 日交涉的结果
,

又要克服气候酷寒和铁路
、

桥梁遭奉军破坏所造成的

困难
,

因而进军迟缓
,

十三 日进占白旗堡
,

二十一 日才进抵新民
,

到达巨流河西岸
,

与奉军

隔河对峙
。

这时
,

奉张集团已争取到十多天的喘息时间
,

在这期间
,

张作霖利用 日本提供的南满铁

路迅速将吉
、

黑两省援军调到沈阳附近
,

又搜集辽宁全省警察
、

保甲团
、

护路军警等兵力以

及从辽西败退下来的残兵
,

加上叛郭来投的少数部队
,

共拼凑了六万余人
,

自任总司令
,

设

司令部于兴隆店
,

以杨宇霆为总参谋长
,

张学 良为中路军司令
,

张作相为右翼军司令
,

吴俊

隆为左翼军司令
,

制订了
“

中央坚守
,

两翼出击
” L 的作战计划

,

沿巨流河一线构筑工事
,

摆

开与郭军作最后决战的阵势
。

日本不仅为奉军提供大笔军费
,

补充了大量武器弹药
,

还派出

军官在各军中充当顾问
,

派兵乔装混在奉军中
,

派间谍大肆活动
,

为奉张刺探军情
。

日本军

事顾问林大八中佐就曾亲到前线
, “

为奉军布置炮兵阵地
” L ,

帮助奉军作战
。

据当时报纸揭

露
: `

旧 本出一师团之陆军和百门大炮加入奉军防线
。

凡巨流河
、

兴隆店
、

塔湾一带
,

无处不

有 日本兵
。 ”

@ 奉军以逸待劳
,

又有日军直接参加作战
,

因而在军事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

进抵巨流河西岸的郭军
,

设司令部于新民城
,

所部按一
、

二
、

三
、

四军的序列从北向南

沿巨流河排开
,

于二十二 日深夜对奉军阵地发起总攻击
。

这时的郭军
,

经过长途跋涉
,

官兵

过于疲劳
,

天寒衣单
,

冻伤和患病的很多
,

不仅无兵源补充
,

且要分兵回驻山海关防御李景

林
,

因而直接参加总攻击的兵力不足五万人
,

而且不少士兵听信奉张所谓
“

吃张家饭
,

不打

张家人
”

的蛊惑宣传
,

士气颇受影响
。

在这种情况下
,

郭军的进攻
,

开始虽有所进展
,

但不

久就陷入被动
。

奉军根据 日本提供的情报
,

从两翼反击郭军薄弱部分
,

并迁回到郭军后方
,

截断其后路
,

焚毁其粮株弹械
,

加之 日张联合出动飞机对郭军阵地狂轰滥炸
,

日本炮兵猛轰

郭军驻地
,

郭军士兵被炸得
“

身首异处
、

血肉横飞
” ,

L 于是郭军阵脚渐乱
,

陷入奉军三面包

围之中
,

导致大败
。

二十四 日晨
,

郭松龄见大势已去
,

即偕夫人及少数随从
,

在部分卫队的护送下
,

乘民间

大车向营 口方向走去
。

日本驻新民领事侦知其去向
,

告知奉军尾追
。 ·

当郭行至辽中县苏家窝

棚附近
,

被穆春师王永清骑兵旅追上
,

从民家菜窖中逮捕了郭氏夫妇
,

并立即送往老达房师

部
。

张作霖曾电令将郭解至沈阳受审
,

二十五 日又下令将郭氏夫妇就地枪杀
。

郭松龄倒戈反奉功败垂成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例如
:

他政治上与敌人斗争不力
,

策略上

不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
,

个人器质上 自以为是
,

刚惶 自用
,

不采纳部将的正确建议
,

以

及李景林违约助奉
,

冯玉祥援助不力等等
,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则是 日本帝国主义的出兵干涉
,

正如当时党的机关刊物《响导》正确指出的
: “

郭松龄之败
,

非败于张作霖
,

乃败于 日本帝国主

义
。 ”

L

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虽然以失败告终
,

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容抹煞的
。

这次事件
,

从政

治上
、

军事上
、

经济
_

匕沉重打击和严重削弱了当时中国最大最凶残的军阀集团— 奉系军阀
,



奉系首领张作霖的卖国贼咀脸进一步暴露
,

奉系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
,

奉军实力大

大削弱
,

奉张集团财政愈加困难
,

金融危机日益严重
,

从此
,

奉系军阀从其发展的巅峰跌落下

来
,

开始走下坡路
,

后来它虽然还能逞凶于一时
,

但只是回光返照垂死挣扎而已
。

这次事件也

彻底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
,

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封

建军阀的靠山
,

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

反对封建军阀必须同时反对帝国主义
,

从而把全

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

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日反奉运动的新高潮
。

综观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过程
,

不难看出
,

郭松龄倒戈反奉决非偶然
,

它是在当时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
,

受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影响和推动而发生的
,

有其历

史的必然性
。

发动倒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反对奉张集团的内战
、

卖国政策
,

具有明显的民主

主义和爱国主义倾向
,

客观上是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组成部分
。

这次事件沉重打击了反动腐

朽的奉系军阀
,

彻底揭露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 目
,

推动了全国反 日反奉运动的开展
,

其

进步性是勿庸置疑的
,

它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

因此
,

我们决不

能因为郭松龄曾经列身奉系
,

或者因为奉系内部矛盾是促使其倒戈的动因之一
,

就把这次事

件同当时以争城掠池为目的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等同起来
。

至于所谓
“

犯上作乱
” ,

则完全是

站在奉系军阀和 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所进行的污蔑攻击
,

更是不屑置驳了
。

郭松龄夫妇兵败被杀后
,

时人叹 日
: “

留待千秋论功罪
,

难得红颜共死生
” 。

现在
,

应该

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作出客观
、

公正
、

实事求是评价的时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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