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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
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

宋 镜 明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 中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所击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
,

后来为什么能够东 山

再起? 吴佩孚再起后为什么又能立 即与张作霖结成反革命联盟? 直奉军阀是如何联合进攻倾

向革命的国民军的? 国民军在山东
、

河南失败的原因何在?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概述
。

吴佩孚是在反奉运动的怒涛中
,

打着反奉的旗号东山再起的
。

北京政变后
,

代替曹馄
、

吴佩孚直系军阀政权的临时执政者
,

名义上是段棋瑞
,

但这时

皖系的势力已瓦解
,

国民军首领冯玉祥 已受排挤
,

实权则控制在奉系张作霖手里
。

奉系军阀

已成为北方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和帝国主义特别是 日本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其
,

从而成为中国

人民的首要敌人
。

因此
,

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奉运动
。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 日
,

中国共

产党
、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告全国民众书中
,

号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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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①
,

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

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涨的形势下
,

受奉系军阀扩张压迫的各省直系军阀
,

企图利用人民的

反奉气势
,

联合起来对抗奉系
,

以便重振旗鼓
。

曾被打垮
、

几经周折
、

退往岳州 (今岳阳 )的

吴佩孚
,

更是蠢蠢欲动
,

伺机东山再起
。

并伙同顽固派共同抵制维新变法思潮的勃兴
。

这时
,

洋务思想便丧失其历史的进步性
,

成为

阻碍中国近代化运动继续向前推进的反动理论
。

关于洋务思想的历史作用由进步走向反动的

转变过程及其原因
,

作者将另文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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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
,

驱逐了长江流域的奉军
。

这一形势
,

造成了吴佩孚东山再起的大

好机会
。

吴自己也认为出山的时机已经成熟
,

乃派人到湖北征求肖报南的意见
。

一九二五年

十月十七 日
,

肖粗南召集陈嘉漠
、

寇英杰
、

刘佐龙
、

张联陛
、

孙建业
、

杜锡钧等开会讨论时

局
。

十八 日
,

通电响应孙传芳
,

共讨张作霖
,

并率鄂军全体将领 电请昊佩孚
`

早 日命驾
”

②
。

接着
,

孙传芳
、

肖报南
、

周荫人等二十一人也在二十 日致电吴佩孚
,

请其出山
,

组织联军
,

共讨奉张
,

并推吴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
。

于是
,

吴佩孚于二十 日乘决川舰离岳州赴汉
。

行前
,

他发表通电表示要
“

随同诸胞泽
,

匡救国难
,

共策澄清
”

③
。

途中
,

又在舰上对 中外记者发表谈

话
,

指斥
’

奉张肆其野心
,

段祺瑞公然卖国
” ,

自称
“

受川
、

黔
、

桂
、

粤
、

湘
、

浙
、

闽
、

苏
、

皖
、

翰
、

那
、

豫
、

晋
、

陕十四省推戴
,

当然担当主持军事的责任
, ,

并谓
“

俊军事解决后
,

仍

恢复法统
,

依据法律
,

解决国内一切纠纷
”

④
。

二十一 日
,

吴抵汉后
,

设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于查家墩
,

并通电全国
: “

谨于十月念一 日在汉

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
。 ’

⑤孙传芳等人的联名推戴电也同时发表
。

然而这个电报的列名者岳维

峻
、

孙岳等事前并未同意
,

其余有的只是由代表签名
,

还有杨森等则是下台军人
,

起不了多

少作用
。

更有甚者
,

孙传芳占领徐州后
,

就公开请吴佩孚主持东南五省以外的事情
。

因此
,

吴

的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实际上是自封的
,

他的最高统帅地位也是不稳固的
。

吴佩孚通电就任总司令职的同时
,

还委任了司令部所属八个处的处长
,

并发 表 对 外 文

告
,

宜称薄重一切条约
,

保护各国侨民
,

希望各国在战争时期严守中立
。

不难看出
,

此时吴

佩孚虽然摄于上次失败的教训
,

一时还不敢答应吴景滚之流挂出
“

护宪军政府
”

这块招牌
,

但

他力图把自己的司令部变成一个
`

中央政府
”

的组织
,

以便与北京临时执政府分庭抗礼
,

则是

显而易见的
。

当晚
,

吴召集重要军事会议
,

决定抽调一师两旅会攻徐州
,

任肖耀南为联军司令
,

还任

命了各路司令
, “

观其措施
,

依然当年北京登坛拜将神气
” 。

⑥

东山再起的吴佩孚
,

在表面上虽然倡言反奉
,

宣称
“

誓歼戎酸
,

为民请命
”

⑦
,

但实际上
,

不过是想借此机会恢复其旧有的势力和地盘
,

而且他攻击的主要矛头
、

讨贼所指的真正含意

并不是奉系张作霖
,

而是段棋瑞和冯玉祥
。

他到汉口后
,

首先发表言论斥责段政府
`

毁法乱

政
” ,

标榜自己为
“

护法
’

而来
,

并以恢复
“

法统
”

作为解决时局的根本方针
。

他的所谓法统就是

指曹馄所颁布而为段政府所废止的
`

宪法
” 。

同时
,

他不肯接受孙传芳的邀请赴宁主持讨奉军

事
,

而在假道攻奉的幌子下
,

准备出兵进攻属于冯玉祥势力范围的河南
,

这就同直系各督拥

戴昊出山联冯讨奉的目的大相径庭
,

形成昊与直系各督同床异梦的现象
。

昊佩孚再起后
,

立即由反奉转向联奉反冯
。

冯玉祥深知吴佩孚图报旧仇的真实意图
。

这时
,

冯虽战胜李景林取得了直隶地盘
,

但是
,

直普联军在普北准备反攻 , 郭松林又兵败被杀
,

奉系张作霖的报复已在所难免
; 阎锡山对国

民军的敌意也很深
。

这样
,

国民军的处境就异常困难
。

加之
,

冯推荐孙岳任直隶军务督办
,

又引起了国民军内部的深刻矛盾
。

在这种情况下
,

冯玉祥为了缩小目标
,

转移敌人视线
,

借以

削 弱军阀联盟
,

防止直奉联合 , 同时
,

也为了缓和国民军内部的矛盾
,

加强其团结
,

便在帝

国 主义和军阀联盟的压迫与
“

反赤
”

宜传的恐吓下
,

由动摇
、

妥协
、

终至再次下野
。

然而
,

冯玉祥下野
,

国民军群龙无首
,

不仅未能阻止反而加速了直奉军阀的反革命联合
。



当然
,

从根本上说
,

直奉军阀的反革命联盟是在全国革命浪潮的冲击下
,

由英
、

日帝国

主义策动而成的
。

一九二五年冬至一九二六年春
,

全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
。

当时
,

在南方
,

广东

革命根据地 日益巩固统一
,

北伐战争正在加紧准备之中
。

在北方
,

反奉倒段运动不断高涨
。

北京爆发了反对关税会议
、

要求关税 自主的声势浩大的大示威
,

特别是爆发了以反对帝国主

义
、

打倒奉系军阀和段棋瑞执政府为 目标的
“

首都革命
” 。

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京人民的反奉

倒段运动
。

不仅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明显激化
,

而且军阀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化
。

郭松龄倒

戈反奉事件虽遭失败
,

却给了奉系军阀及其主子 日本帝国主义 以沉重打击
。

倾向革命的国民

军在天津打败了奉系部将李景林
,

占领直隶全境
,

与河南地区国民军联成一片
。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

使得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大为恐慌
。

在南方
,

英国通过上海《字林西

报 ))( 英帝国主义的喉舌 )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二 日
,

公布了一项进攻中国的计划
,

宣称用十

万兵力
,

北攻天津
,

中攻沪
、

汉
,

南攻广州
,

每日军费十五万英磅
,

先拨六十万磅作为宣传费用
,

并扬言两年内可征服中国⑧
。

英帝国主义封锁了广州海关
,

企图进攻 J
’ `

东革命根据地
,

还为吴

佩孚进攻河南国民军提供大量枪械子弹
。

在北方
,

日本帝国主义更唆使直鲁联军
、

榆关奉军
、

山西阎军及靳云鹤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压迫国民军
。

当时
,

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以及一切反革

命势力无不攻击国民军
“

赤化
” ,

甚至把冯玉祥当作
“

赤化将军
”

看待
。

因此
,

日本
、

英国帝国

主义在一九二五年底至一九二六年初
,

便开始策动军阀奉张与直吴结成反革命联盟
,

使他们

在
`

反赤
”

的 目标下
,

共同进攻国民军和扑灭南方革命势力
。

这时的政治形势
,

正如《向导》周

报一篇署名文章所指出的
: “

现在中国的政局
,

已到了一个很危急的时期
,

便是 日本帝国主义

(自然英
、

法帝国主义在内 )及其走狗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联合战线
,

一致对付国民军
、

广州

政府和民众之趋势
。 ”

⑨直奉联盟的反革命目的
“

是先扑灭北方赤化
,

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
,

以期实行全国之刷新
。 ”

L他们企图扑灭整个中国革命
,

以造成全国巩固的反动局面
。

奉直联合
“

反赤
”

由来已久
,

最早可以追朔到一九二四年冬
。

那时
,

第二次直奉战争刚结束

不久
,

为了防止孙中山 日益扩大的革命影响
,

张作霖乃派密使童好古到鸡公山拜见吴佩孚
,

煞有介事地对昊说
: “

蟠蚌相争
,

渔翁得利
” ,

如果奉直联合起来
, “

天下无敌
”

@
。

`

吴佩孚东

山再起时
,

张作霖又 以苏锡麟为密使到汉 口
,

向吴提出驱段下台
、

释放曹银
、

推举王士珍为

总统作为双方合作的条件
。

张宗昌也派熊炳琦
、

童好古到汉口表示愿意退出徐州
,

请吴劝告

孙传芳和平解决
。

尽管当时吴还不便把联奉讨冯的真心公开吐露
,

但吴奉关系的日益靠拢却

是有目共睹
。

冯奉关系则时紧时松
。

吴对冯玉祥本来就有刻骨仇恨
,

冯部岳维峻反对假道河

南使吴更加恼怒
。

吴的左右张其惶
、

齐燮元
、

张志潭等力主联奉讨冯
。

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

的爆发则成 了奉直联合对抗国民军的转折点
。

滦州倒戈前
,

郭与冯签订了反奉密约
。

滦州发

难后
,

冯通电要张作霖下野
。

故张非常痛恨冯对郭的支持
,

此时
,

冯奉关系恶化到了极点
。

张吴由于利害关系的一致
,

为 了扑灭北方的革命运动
,

他们急欲联合首先共同进攻倾向

革命的国民军
。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
,

吴佩孚乘机致电张作霖
,

电报的大意说
: “

从前冯玉祥侧

戈
,

令我痛心
,
现在郭松龄的倒戈

,

想必你也是很痛心的
。

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些反复无常

的小人
,

现在我很愿意援助你
。 ”

@ 自此之后
,

张昊之间
,

互派使者
,

来往密切
。

张派代表杨

宇霆和吴的代表蒋方震在大连会晤
, `

大体上成立 了谅解
” 。

L 奉系的重要人物张景 惠还亲往

汉 口
, “

向吴表示张作霖之好意
,

且愿…… 嗣后与吴合作
” 。

@
`

嗣后张景惠与张志潭在汉 口又

会晤多次
,

浙次使合作成为固定
。 ”

L吴佩孚也派吴天 民
、

杜孝穆等人 至奉
, “

商议直奉联合进

攻国民军之计划
。 ”

L从此
,

吴遂 由讨奉
,

一变为讨国民军
,

汉口
“

查家墩讨贼军总司令部
,

应



改为联贼军总司令部了
。 ’

0 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
,

张作霖致电吴佩孚
,

表示谅解
,

并主张恢

复约法
,

真是
“

昔 日吴张二凶
,

势成对峙
,

战争不息
,

以苦吾民 , 今则二凶合并
,

并从事于祸

国殃民行为
’ 。

L 至此
,

原来互相敌对的直奉两大军阀集团
,

正式结成了反革命联盟
。 “

这是

反奉战争起后
,

中国政局上最大的变动— 由进步势力结合进攻反动势力的局面
,

转而成了

反动势力结合进攻进步势力的局面
。 ” 、@

直奉联合后
,

便立即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进攻
。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一 日
,

张作霖 以讨伐郭松龄残部魏益三 (魏所率郭留在山海关的残部

已改编为国民军四军 ) 为名
,

通电出兵向关内进攻
,

目标一是滦州
,

一是热河
。

十九 日
,

奉

军占领九门口和山海关
。

二月二日
,

张学良由愉关进抵秦皇岛
,

国民军将魏部调至保定
。

三

月二十日滦州失守
,

国民军后退
。

一月十九 日
,

吴佩孚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
,

也决定向河南

进攻
。

二十 日
,

吴发出通 电讨冯
。

二十六 日
,

命寇英杰由双河向信阳进犯
。

二月二 日
,

吴佩

孚又与肖粗南
、

齐燮元等联名通电讨冯
。

九 日
,

李景林
、

张宗昌联名发出讨冯通电
。

十 日
,

张宗昌
、

李景林分别就任讨贼联军餐军
、

直军总司令
,

并推吴为各省讨冯领袖
,

而吴军攻豫

前
,

吴奉两系进一步订立 了同盟条约六条
: `

(1 ) 吴军由京汉路北上
。

(2 ) 直替联军由津浦路

北上
。

(3 ) 关外 (指西北 ) 由奉军负责
。

(4 ) 奉孙 (传芳 )关系由吴负责疏解
。

( 5) 奉系帮助昊

军军晌二百万元
。

( 6) 将来北京政局推吴负责主持
。 ”

L吴佩孚
、

张宗昌间
,

也订有密约
,

内容

包括
:

(1 ) 张宗昌部开往德州平原
,

及黄河以北直豫交界地方防御豫军
。

( 2) 靳云鹦部退往

临城韩庄等处
,

反攻豫军
。

(3 ) 李纪才部由王翰章部担任驱逐 (王部原为第五师
,

在东平一

带 )
。

(4 ) 王翰章
、

张培荣
、

吴长植所部军晌
,

月需四十万元
,

由张宗昌担任
,

用后该部及所

驻地方政权
,

统归张宗昌主持
。

( 5) 泰安南
,

暂以由旧 日鲁军驻扎
,

作为缓冲地带
。

( 6) 张

宗昌仍以保安总司令名义
,

维持鲁局
。

(7 ) 靳军晌项
,

吴张各任一半
。

(8 ) 战事未接触以前
,

或在军事期间
,

军队势需经过双方防地时
,

须在三 日以前
,

或事先互相通报
,

以免误会
。 ”

⑧
`

现在
,

国民军是四方八面受敌
,

@
。

奉张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直接进攻东北
,
张宗昌

、

李

景林与直系靳云鹦等联合对付在山东方面之国民军
,

并谋进攻河南
, 同时

,

吴佩孚 已令刘镇华
、

张治公起兵映西
,

扰乱映西与河南西部
,

寇英杰等在武胜关亦跃跃欲式
。 `

国民军在此种情势

之下
,

已到了一个存亡关头
。 ”

L

国民二军岳维峻拒绝吴军假道河南并加强豫南后
,

仍继续实行他的攻鲁计划
,

兵分两路
,

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中旬进攻山东
。

一路以收编的原直系田维勤
、

王为蔚
、

陈文钊等师
,

假

道徐州进攻普南 , 另一路 以李纪才任总指挥的国民二军主力
,

由归德进攻鲁西
。

开始
,

战斗顺利
。

不到十天功夫
,

国民军很快就 占领了临城
、

曹州
、

济宁等要地
,

前锋

且进至泰安附近
。

后因吴派靳云鹤到徐州收回田
、

王
、

陈三师掌握了指挥权后
,

即暗中与张

宗昌勾结
,

要他们按兵不动
,

因此
,

张宗昌得以集 中全力反击李纪才所指挥的国民二军
,

李

部乃退据充州一带与鲁军相峙
。

随着直奉军阀的联合
,

国民军在山东的战局继续恶化
。

冯玉祥下野时
,

曾议决二
、

三两

军攻鲁
,

并推邓宝珊为攻普总司令
,

由马厂进驻沧州
。

后因河南局势的变化
,

邓部不久由津

浦线调 回京汉线北段
,

致使攻普之举陷于停顿
。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 日
,

张宗昌向退守大坟

口 以南的国民二军李纪才
、

田 玉洁两部发动强攻
。

李
、

田两部又受靳云鸦部田
、

王
、

陈等师



的央击
,

不得不退据济宁
。

二十二日
,

张宗昌
、

李景林
、

靳云鹤在泰安会晤
,

议决靳军协助

瞥军进攻普西
,

鲁军协助靳军进攻豫东
,

于是鲁军得以全力进攻豫军方振武部
。

自二十四日起
,

替军接连攻下嘉祥
、

巨野
、

曹州
、

郸城
,

方部退往大名
,

岳维峻将豫军询回河南
。

至此
,

国民

军在 山东的势力全部瓦解
。

与此同
`

时
,

国民军在河南也遭到了吴佩孚的致命打击
。

一月二十 日
,

吴下令三路出兵进

攻河南
。

东路靳云鹦军由鲁西进攻豫东
;
南路鄂军寇英杰部由鄂北进攻豫南 , 西路刘镇华

、

张治公分由安康
、

襄樊率部进攻豫西
。

另外
,

吴还派人将河南各地的红枪会收编为豫卫军
,

使他们在省内到处与国民二军捣乱
,

实行内外夹击
。

岳维峻接到上述情报后
,

·

即由开封赴郑州召集军事会议
、

决定令蒋士杰师在信阳严加防

备
,

并派田生春
、

杨瑞轩两旅增援豫南 ,
`
、

命进入 山东的李纪才部迅速回师豫东
,

田玉洁部移

驻郑州 , 二军其余主力集结于洛
、

郑
、

沐间地区
,

以应付各方面情况
。

当时
,
各方面的战况是

:
南路方面

,

蒋士杰缩短战线困守信阳达四十八天之久
,

寇英杰

军屡攻不下口昊艾加派刘玉春
、

宋大浦两部增援
。

迄二月中旬
,

蒋士杰
、

田生春
、

杨瑞轩等

仍坚守不尼
。

吴见攻坚不利
, 几

于是变更战法
, 、

以一部兵力对信阳包困监视
,

抽出主力绕道北

进
,

以断信阳后路
。

吴部于二月下旬
,

攻古确山
、

驻马店
。

三月一 日
,

攻占僵城
、

漂河
、

许

昌等重要城镇
。

岳部致军退集郑州附近
。

东路靳云树军紧随由鲁西退回之李纪才军进入豫东
,

于二月卞旬陆续攻 占归德
、

兰封
。

李纪才军继续西退
。

西路方面
,

刘镇华接到吴佩孚电令后
,

即率柴云陛
、

王振等部出荆萦关向豫西急进
,

张治公部由南阳向洛阳 以西急进
。

阎锡山亦陈

兵黄河北岸
。 “

总之
,

此时国民二军 已处于四面楚歌
,

三面包围之中
。 ”

⑧

二月二十六 日
,

岳维峻退出开封移驻郑州
。

次日
,

河南军务帮办米振标迎接靳云鹦进驻

开封
。

三月二日
,

岳军大部弃郑西退洛阳
,

一小部图北退直境
。

四日
,

靳
、

寇两部会师于郑
,

并向西继续追击
。

五 日
,

阎锡山令晋军第一师商震部出娘子关取石家庄
,

堵二军北退
。

六 日
,

岳维峨
、

攀虎城
、

邓宝珊等退至洛阳之军队
, ·

均为豫西红枪会所困溃散
,

季入陕
,

邓哲避民

家
,

岳拟由晋逃
,

既入晋了被阎拘至宪宾司令部
,

伪称赵副官
,

半载始释
。

而退至河北之军

队
,

亦同时演散
,

国民二荤仪弓
.

富魁一旅辗转由津浦线
,

追随国民一军
,

退入居庸 关
。 ’

O 由

此可见
,

国民军在河南也被打败了
。

国民军在河南
、

山东的溃败
,

有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

从圭观凉因来说
,

是由于
:

第“ ,
国民军没有共同的政治目栋

,

自反奉战争以来没有向裤众发表过明确的政治主张
。

因此
,

国民军内部不知为什么而战
,

群众也不 了解国民军为谁而战扩以致国民军不能团结一

致
,

.

也得不到群众的积极拥护
。

第二
,

国民军内部将领之间意见分岐与军队的无纪律
。

岳维峻与刘允臣各成一派
,

互不

相下
。

邓宝珊
、

史可轩等又称 中立
,

在政治上 ` 军事上均不能统一指挥
,

完全各自为政
。

至

于行军纪律更是坏到极点
: 。

岳维峻则昏喷无能
,

信任吴佩孚之心腹马骥等
,

收 养吴系靳云鸽

部下之军队而不加 以解决
,

养虎贻患
。

,

第 三
,

枪弹不足
,

经挤空虚
。

国民军枪弹甚为缺乏
,

其中枪弹较足之部旅
,

每个兵士也

不过二
、

三百发子弹
。

且各军队枪枝尤为不齐
,

除 , 部分尚用旧式之来复枪外
,

还有许多徒

手的兵士
。

至于机关枪
、

迫击炮等
,

、

那就更少了
。

此外
,

经济空虚— 兵士几个月未发晌
,



而所吃的全靠向老百姓征取
。 `

如此若图与挟有强暴之帝国主义者的资助晌械充裕之吴佩孚作

战
,
自然立于失败之地位

。 ’

⑧

国民军之所以失败
,

从客皿原因来说
,

则是日
、

英帝国主义大力支持直奉军阀联合进攻

国民军的结果
。

当时
, 《 向导 》周报曾发表许多文章

,

指出
:

日本帝国主义命令山东张宗昌
、

李录林和吴佩孚派之靳云鹤等议和
,

相约共同出兵进攻国民军
,

等等事实
,

早已昭然若揭
。

@

吴佩孚在此次与奉张联合过程中
,
勾结 日本帝国主义

,

受日本帝国主义之指使
,

更是显而易

见
。

当吴佩孚派吴天民
、

杜孝穆等人至奉天
,

商议联合进攻国民军的计划时
, ,便先至旅大

,

`

拜访儿玉关东厅长官
、

白川关东军司令
,

并绕道朝鲜渴见新藤都督
,

冀求日本援助
,

以期扫

清东方赤化主
.

义
’

((( 新闻报 l)) 2月 1 6日奉天通讯 )
。 ”

0 呆佩孚与日本帝国主义
、

奉系军阀联合进

攻国民军的策略是
: “

日奋帝国主义担任帮助奉张和吴佩孚之晌项和枪械…… 同时
,

日本帝国

主义者直接指挥奉系军阀作故
,

在山东李景林和张宗昌的军队里
,

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官差不

多完全是日本人
,

并有法帝国主义者
。 ”

O 总之
, “

此次吴奉反攻国民军的联合完全是帝国主义

在背后玩弄的把戏
,

尤其是英
、

日帝国主义
。

奉
、

吴的作故计划是东交民巷的英
、

日帝国主

义制定的
。

在 山海关方面张作霖的军队里
,

津浦路战线上李景林
、

张宗昌的军 队里
,

一切军

事行动的指挥
,

完全是 日本帝国主义者
,

甚至许多技术人才
,

如驾驶 飞机
、

铁甲车
,

放机关

枪
、

大炮
、

迫击炮等的人也都是日本人
。

靳云鹤的军队里也有大批的日本顾问
。

至于张作霖与

李景林的一切军械军需
,

不用说完全是 日本帝国主义供给
,

并且还供给吴佩孚
。

英帝国主义

也曾供给吴佩孚一万五千枝枪
。

但是帝国主义见以上各种对于奉呆的帮助还不能根本打击国

民军
,

于是便亲自出马
,

公开的对付国民军
。 ”

L

五

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的战争
,

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
。

在吴佩孚进玫河

南的战争中
,

仅信阳一战
`

城内房屋大半毁于炮火
,

人民被打死万余人
,

饿死千余人
,

逃出者

仅数千人
,

妇女被轮奸毙命者六百余人
。 ”

⑧ 河南自入吴佩孚之手
,

人民群众团体一概 受摧

残
,

其群众领袖不道惨杀便逮捕入狱
。

拒开封百里之祀县的红枪会和农民因反对苛刻税捐和

预征钱粮
, `

吴佩孚
、

寇英杰便派大兵征剿
,

杀戮至四
、

五千人
、

大炮轰毁村庄十余
,

奸掠酷

刑无所不至
。 ”

@

张宗昌统治下的山东人民
,

也同样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之中
。

张宗昌残酷地压榨人

民
,

横征暴敛
,

无所不用其极
。

例如
,

他征收的田欺
,

竟
“

征至民国二十八年
” ,

其他军事特

捐及各项苛税
, “

名目多至五十余种
”

0
,

谧发的各种纸币
、

军用票
、

金库券不计其数
。

他也

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刽子手 ` 当时各地流传着
“

切切看看 (把人
一

失当作西瓜
,

切开晒太阳 )
” 、

“

听听电话 (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 )
”

⑧这两句刽子手的黑话
,

就反映 了张宗昌的统治是何等黑

暗和恐怖
.

因此
,

到处怨声载道
: `

也有葱
,

、

也有蒜
,

锅里煮的张督办 !
” “

也有蒜
,

也有姜
·

锅里煮的张宗昌!
”

L人民群众对张宗昌的切齿痛恨
,

,

由此可见一斑
。

直奉军门联合进玫国民军及其在河南
、

山东的暴行
,

激起了全 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

怒
。

因此
,

北京
、

天津
、 .

仁海
、

南京
、

武汉
、

广州 (长沙等城市的各界人民团体
,

纷纷集会
、

发表宜言
,

通电全国
,

揭露吴佩孚
、

张作霖
、

张宗昌
“

实欲将民众势力根本打倒
,

以遂其直奉

英早宰割之阴谋
”

。
,

愤怒声讨吴佩孚
“

联张结匪
、

侵像图鄂
、

极其残毒凶狠之暴行
’.

@
· “

反

对吴佩 孚进兵攻像并继续反攻奉系军阀
’ 、 “

反对帝国主义援助吴佩孚助长内乱
” 、 “

勉励国民



军团结一致始终与民众结合
,

打倒吴张
”

L的呼声响彻全国各个角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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