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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4年北京政变后成立的国民军
,

在冯玉祥的率领下
,

在

国共两党和苏联的帮助下
,

逐渐转向革命
,

成为南方国民革命

军的一支友军
。

北伐战争期间
,

这支部队的政治倾向及其活动

对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探讨这支

部队在北伐战争期间的历史作用
,

对于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历

史是十分必要的
。

本文根据国民军在北伐战争期间的政治倾向和活动情况
,

分为三个阶段考察其历史作用
:

一
、

从北伐出师前后国民军坚

持在北方三个战场的作战到南 口战败
, 二

、

从五原誓师到与北

伐军会师中原
, 三

、

从郑州会议到国民军
“

分共
” 。

(一 )

北伐战争前夕
, 1 9 2 5年冬至 1 9 2 6年春

,

北方政治军事形势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1 9 2 5年 12 月下旬
,

在全国人民 反 奉 运 动

中
,

国民军打败奉系李景林
,

占领了天津
。

国民军控制下的北

京政府先后任命宋哲元为热河都统
,

孙岳为直隶督办兼省长
,

李纪才为山东查办使
。

至此
,

国民军除原来控制的京徽地区
、

绥远和察哈尔两个特别区以及河南
、

陕西
、

甘肃三省外
,

进而控

制了热河特别区
、

直隶及山东的一部分
。

国民军的势力空前地

扩大了
。

与此同时
,

北方革命运动也掀起了高潮
。

n 月下旬
,

北京爆发了被称为
“

首都革命
”
的倒段反奉示威运动

。

国民军势

力的发展和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涨
,

促使直奉军阀迅速联合起来

对付革命势力
。

1 92 6年 1 月
,

直奉军阀实现了以讨伐
“

南北二

赤
”

为 目的的反革命联合
。

他们企图首先消灭北方国民军
,

然

后推翻广州国民政府
。

在此形势下
,

冯玉祥为了使直奉军阀失

去进 攻的借 口
,

保全国民军的实力
,

采取引退的办法
,

于 1 9 2 6

王宗华

论国民军在北伐战争期间的历史作用

年 1月 1 日通 电下野
。

可是
,

直奉军阀并不

因此而停止实行其消灭国民军的计划
。

1 月

2 0日前后
,

直奉军即分别从山东
、

河南
、

直

隶三处向国民军发动进攻
。

国民军被迫从山

东撤回河南
,

随后在河南遭到严重的失败
。

3 月 2 2 日国民军撤出天津
,

接着 4 月 15 日又

从北京退守南 口一线
。

从 4 月下旬开始
,

直
、

奉
、

晋军阀联合

进攻南口—
晋北一线的国民军

。

与此同时
,

昊佩孚任命镇篙军头目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

甘军总司令
,

委任陇东领导使张兆钾
、

陇南

镇守使孔繁锦为援甘总司令和副司令
,

策动

他们出兵消灭驻陕甘的国民军
。

刘镇华于 4

月中旬开始了对驻陕西国民军的进攻
。

张兆

钾
、

孔繁锦也于 5月中旬开始进攻驻甘肃国

民军
。

于是
,

国民军被迫在北方南口— 晋

北
、

陕西
、

甘肃三个战场上与直奉晋军阀联

军作战
。

这时
, 1 9 2 6年春

,

广州国民政府已经统

一了广东全省
,

两广的统一也 已实现
,

进行

北伐战争的基本条件 已经具备了
。

国民军在

北方三个战场上的作战
,

牵制了直奉军阀的

大量兵力
,

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创造了极为

有利的条件
。



这年 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分

析当时全国的形势时
,
就 已看到了广州国民

政府的前途与北方国民军的命运 密 切 关联

着
。

会议认为尸英日帝国主义者竭全力以资

助直奉军阀向国民军
、

国民政府
、

人民进攻
。

如果吴张势力战胜
,

全国政局必定转到极反

动的局面
,

那时仅广州政府孤单作战
,

处于

四面反动势力包围之中
,

也许因此而失败
;

另一方面
,

如果国民军现时能支持得住北方

现有的局面
,

广州政府在几个月的相当准备

后
,

必然对于北伐更有胜利的把握
。 ”

因此
,

“

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 面 准

备广东政府的北伐
。 ”

①这就是说
,

国民军在

北方坚持战斗
,

对于广州国民政府准备出师

北伐是极为有利的
。

到了南口— 晋北战役的时候
,

形势更

为明显
。

直奉军阀若得胜
,

吴佩孚必全军南

下推翻广州政府
。

因此
,

乘国民军尚在南口

等地抵抗
,

吴军大部主力尚在北方的时候
,

发动北伐战争
,

对国民革命军最为有利
,

否

则就将错过有利的时机
。

当时国民革命军有

些高级将领已看到了这个有利时机
。

据李宗

仁回忆
,

1 92 6年 5 月间
,

他向蒋介石等人陈述

了抓住时机从速出师北伐的三点理由
。

其第

一点就是从分析北方各军阀的形势而来的
。

他认为
:
吴佩孚

“

正联络奉张
,

挥军北 上 进

击冯玉祥国民军
。

国民军一旦瓦解
,

昊的势

力也必复振
。

既振之后
,

必乘战胜的余威
,

增兵入湘扫荡唐生智所部
,

从而南窥两粤
。

我们现在如不乘国民军尚在南 口抵抗
,

吴军

主力尚在华北
,

首尾不能相顾之时
,

予 以雷

霆万钧的一击
,

到吴坐大
,

在南北两战场获

得全胜
,

巩固三湘之后
,

孙传芳不敢不和吴

氏一致行动
,

那我们北伐的时机将一去不复

返
,

以后只有坐困两粤
,

·

以待吴 孙的
、

南征

了
。 ”

②李宗仁的建议得到李济深 等 人 的支

持
。

6 月 4 日
,

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

伐案
。

显然
,

国民军在北方的战斗
,

造成了

广州政府出师北伐的有利时机
,

对国民党中

央决定出师北伐起了促进作用
。

国民党中央决定出师北伐时
,

加伦将军
回到了广州

。

国民革命军接受了他提出的对

敌人各个击破的建议
,

确定了北伐的第一步
采取打倒吴佩孚

,

联络孙传芳
,

不理张作霖
的战略方针

。

根据这个方针拟定的作战计触

是首先集中兵力打击呆佩孚在两湖的军队
,

攻占武汉
,

然后与国民军会合 , 对孙传芳部
气

暂取守势
,

以部分兵力对江西进行监视
,

并
留一部分军队护卫闽粤边境

。

其所以采取忿
样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

,

固然是因为吴佩
孚已派兵入湘进攻唐生智所部

,

将乘胜进攻

广东
,

是国民政府当前首要的敌人
,

同时也

因为打击吴佩孚
,

进军两湖
,

能与国民军配

合作战
,

进而能与国民军会合
。

7 月 1 日
,

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动员令规定
, “

爱集大军
,

先定三湘
,

规复武汉
,

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

会师
, 以期统一中国

,

复兴民族
。 ”

③可见
,

国民军在北方对直奉军阀的作战
,

对于国民

革命军确定其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也是有影

响的
。

北伐战争从 5
、

6 月间先遣部队在湘南
丁

作战开始到国民军于 8 月中旬从南口撤退为

止这一段时间里
,

国民军在南 口

一
晋北一

线牵制了吴的大部分主力部队
。

同时
,

映西

方面的国民军也牵制了刘镇华的部队约 10 万

人
。

吴佩孚配置在两湖的部队主要是叶开鑫

所部湘军及湘那边防督办
、

援湘军总司令李

悼章统率的四路援湘军
,

部队虽然不少
,

但

战斗力不强
。

国民军在北方作战牵制了吴军

兵力
,

减少了北伐军进军的阻力
,

而吴佩孚

则处于南北两线作线
、

顾此失彼的不利条件

下
。

当吴军在南方战场失利时
,
陈 嘉漠 等

一再电促吴南下
。

但他如率部南下
,

放弃进

攻南口
,

将无法继续控制北京政权
,

京汉线

北段地盘也将被奉军乘虚席卷而去
。

加上他

对国民军的深刻仇恨
,

使他不愿 中途罢手
。

因此他回电说
; “

南 口一 日不下
,

则本总司令

一 日不能南下
。 ”

④他命令在湘部队固守从平

江到岳阳一线
,

准备打下南口后再率部南下



反攻长沙
。

但北伐军于 8 月19 日发动了平江

战役
,

当天攻克平江
,

22 日占领岳阳
,

接着

又占领了鄂南的通城
、

崇阳
、

蒲沂等地
,

与

昊军相持于汀四桥
,

使吴军坚守平江岳阳的

一线的计划落空
。

吴佩孚在占领南 口后
,

率部

分主力南下
, 8 月25 日到达汉口

,

这时形势

对他已很不利了
。

26 日
,

吴在汉口召开军事

会议
,

决定坚守汀泅桥
、

咸宁一线
,

确保武

汉安全
,

准备反攻
。

但是
,

27 日上午汀泅桥

即被北伐军攻克
。

北伐军并乘胜占领了咸宁
,

接着又于 30 日取得贺胜桥决战的胜利
。

昊军

大败
,

狼狈溃退
,

从此一撅不振
。

由此可见
,

国民军在北方的作战
,

主要

是在南 口的作战
,

对北伐军在两湖的胜利进

军 起 了 重 要的战略配合作用
。

蒋介石也不

得不承认
:
南口战役

“

牵制奉 军
、

直 军 50 万

之众不能南下守鄂
, ”

使北伐军得以
“

顺利 出

湖南
,

破竹之势消灭反革命势力进入武汉
,

是北伐成功
,

多赖南口死难烈士
,

其功不可

没
。 ”

⑤

国民军在南 口作战使直奉军遭到很大损

失
,

如吴军田维勤部在 5 月间尚有 5 万余人
,

至战役结束时仅余 1 5 0 0 0人
。

奉 军 在 8 月 1

日以后的 5 天内就损伤 1 5 0 0 0人
。

南口 战 役

中
“

反国民军各军伤亡之数 5 万以上
。 ”

⑥

国民军在南 口作战还使吴佩孚与孙传芳

之间及吴军内部的矛盾激化
。

孙传芳在 1 9 2 5

年浙奉战争期间是联冯反奉的
。

这时他对吴

军进攻国民军不予支持
,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
,

孙电促吴南下
, 而吴拒不南下

,

反催促孙出

兵由福建进攻广东
,

由江西进攻湖南
。

孙于

7 月 2 7日回电说
; “

目前赣闽吃紧
,

对湘事不

能统筹兼顾
,

只能为相当之援助
,

仍请我帅 自

行主持
。 ”
⑦孙表示不愿与吴合作

,

对湖南战

争采取坐观成败 的态度
,

避免卷进去
。

这样

就使吴军得不到孙传芳的配合
。

同时吴佩孚

与其部下靳云鹦等之间也存在着联奉反冯与

联冯反奉的分歧
。

吴军在南口对国民军的进

攻使他们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
。

吴撤了靳云

鹦的讨贼联军副总司令的职务
,

但靳的部下

仍暗中与他联系
,

不听吴的调遣
。

7 月中旬
,

湖南战争吃紧
,

吴调陈文钊师南下增援
,

陈

拒不听命
。

南口战役结束后
,

吴调高汝桐
、

阎日仁两师南下
。

但兵车开到
.

新店就停了下

来
,

营长以上军官上鸡公山请靳云鹦下山
,

否则部队不动
,

吴只得恢复靳的职务
,

待电

报到后部队才继续南下
,

但 已错过了战机
,

使汀泅桥战役中吴军不能及时得到增援
。

国民军从南口撤退时
,

陕西和甘肃战场

的国民军仍在坚持战斗
。

陕西的国民军在十

分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坚守西安
、

三原等地
,

使刘镇华军日益疲惫
,

无力支援吴佩孚
,

对

北伐军的进军继续起着战略配合的作用
。

甘

肃国民军在吉鸿昌等部支援下
,

于 8 月底打

败了张兆钾和孔繁锦
,

基本上稳定了甘肃的

局势
,

使南口败退下来的国民军有一条退路
,

使国民军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
,

对以后国民军的再起具有重要意义
。

(二 )

当国民军在南 口作战时
,

冯玉样正在苏

联考察
。

这时他已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

并于 6 月间派刘骥等为代表由莫斯科去广州

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接洽共同革命的计

划
。

刘骥于 7 月中旬到达广州后与谭延阎
、

宋子文
、

孙科等人达成了国民军接受三民主

义和三大政策
,

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
,

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军则按照国民 革命 军 的

标准一律待遇的协议⑧
。

8 月 17 日
,

冯离苏

联回国
。

23 日被任命为国民军的国民党党代

表
、

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

9 月

16 日
,

冯到达五原
,

17 日与在五原的国民军

将领举行会议
,

会上决定成立国民军联军
,

并推冯为总司令
。

同日举行了誓师大会
,

冯

就任联军总司令职
,

同时宣布国民军全体将

士加入国民党
。

他代表全军宣誓
,

并向全国

发表宣言
,

宣告
: “

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

进行国民革命
,

实行三民主义
。 ”

⑨五原誓师

表明国民军开始从南口战役后土崩瓦解的局



面下重新振作起来
,

标志着这文从军阀军队

中分化出来的部 队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的行

列
。

这时
,

北伐战争 已推进到武汉和江西境

内
,

吴佩孚的主力 已受到沉重打击
,

但武昌

尚未克复
,

湖北境内的敌军也未肃清
。

在江

西战场上
,

北伐军于 9 月 19 日攻入南 昌
,

22

日又败退下来
。

孙传芳的气焰还很嚣张
。

北

伐前途尚难预测
。

在此形势下
,

国民军誓师

五原
,

加入革命行列
,

壮大了革 命统 一 战

钱
,

使革命势力扩展到了黄河流域
,

其政治

影响是巨大的
。

它不仅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

志
,

让人们看到直奉军阀消灭
“

南北二赤
”

的

计划彻底破产
,

同时也促进了敌人阵营的分

化
。

在吴佩孚溃败
,

国民军再起的形势下
,

阎锡 山
、

商震开始动摇
, “

昔渐与 冯 表示 好

感
。 ”

L阎派代表到包头见冯玉祥
,

表示
“

很想

热诚援助
” 。
不久

, “

从山西送来一万套服装
、

五十万现款和许多枪弹
。 ”

@

五原誓师后
,

国民军接受李 大 钊 出 宁
.

夏
,
取渔关

,

而后会师北伐的建议
,

制定了
“

固甘援陕
,

联晋图豫
”

的战略方针
,

作了进
一

军映西
、

解西安之围的部暑
。

这时
,

甘肃 已
.

基本平定
。

冯玉祥任命孙 良诚为援陕总指挥
,

率甘肃方面国民军进军陕西
;
任命方振武为

援陕副总指挥
,

率五原方面国民 军 南 下 援

孩
。

同时任命部金声为东路军总指挥
,

率石

友三等部留驻包头
,
防备奉军袭击

。

n 月上

旬
,

两路援陕军会师
。

23 日占领咸阳
,

随后

分三路向围困西安的刘镇华军发动进攻
。

27

日西安解围
。

12 月 2 日占领撞关
。

至此
,

刘

镇华军全部被赶出了陕西
。

西安解围使陕西回到国民军手中
,

扩大

和巩固了国民军西北根据地
。

国民军得以在

这块根据地从容整训部队
,

恢复力量
,

准备

出师参加北伐
。

在 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间

的帮助下
,

冯玉祥整编了部队
,

加强了部队

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
。

为了培养政治
、

军

事干部
,

举办了政治训练队
,

创办了中山学
t

院和中山军事学校
。

同时还创办了《新 国 民

军周报》等多种报刊
,

组织学习组
、

士 兵 自

治会等
.

群众组织
,

举行时事报告会
、

演讲会

等活动
,

开展政治宣传教育工作
,

以灌输革

命思想
,

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
。

经过儿个月

的努力
,

国民军联军作好了出师北 伐 的 准

备
。

国民军在西北的胜利使西北形势改观
,

并给全国军事政治形势以重大的影响
。

国民

军据有陕西
,

并与甘肃和绥远的一部分连成

一片
,

与南方北伐军遥相呼应
。

这个新形势

对于奉系军阀是个新的威胁
。

当时
,

12 月 5

日
,

中共中央就指 出
: “

冯 玉 祥西 北 之 再

起—
可以随时威吓奉军不敢疏南口之防

,

不敢存长驱南下而无顾忌之 野 心
。 ”

张 作 霖
“

看得国民军在西北之发展较之北伐军 之 前

进尤为重要
。 ” “

现时拟集中注意消灭国 民 军

在西北之存在
,

刻奉张正汲汲逼迫晋阎与其

合力进行此计划
。 ”

@ 但是阎锡 山这时更加感

受到国民军对他的威胁而不得不对国民军采

取亲善的态度
,

派代表与冯联络
,

并在运城

赵村设立国民军晋军联 合 办 事 处
,

以保持

密切的联系
。

阎对奉系则采取虚与委蛇的态

度
。

1 9 2 6年 12 月 1 日
,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

司令
,

曾请阎出任副总司令
,

阎不表示拒绝
,

也不就职
,

仍派代表常驻北京敷衍奉系
,

以

便拖延时间
,

观望时局的发展变化
。

国民军在西北的胜利
,

对于吴佩孚更是

严重的威胁
,

造成吴军濒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

吴佩孚败退洛阳后
,

自己无力反攻武汉
,

为

保住河南地盘
,

他又反对奉军通过河南南下
。

12 月初
,

奉军已进至直豫边境
,

急于南下
,

直奉矛盾尖锐起来
。

同时
,

西安解围后
,

国

民军已进入豫境
,

成为吴军的主要威胁
。

12

月 6 日
,

吴佩孚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
,

讨论

抵御国民军的间题
。

靳云鹦主张和冯反奉
。

吴佩孚坚持与国民军为敌
,

派田维勤为援陕

全军总司令
,

张治公为前敌总指挥
。

但命令

发表后
,

各军借口缺粮缺炯不能进兵
。

吴下

令解除靳云鹦讨贼联军副总司令职
,

派寇英

杰继任
,

令寇率师南下接收靳部
。

寇军与靳



部在哪城
、

西平一带激战
,

豫南陷入一片混

乱状态
。

靳部任应歧在许昌宣布就国民革命

军第十二军军长职
。

靳之鹦
、

魏益三也暗中

投向国民革命军
。

吴佩孚 已是众叛亲离
。

以上情况表明
:

国民军向映西进军及其

胜利造成的新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

使北

伐军能集中兵力东进
,

对北伐军取得江西
、

福建
、

浙江等战场的胜利起了战 略 配 合 作

用
。

国民军在陕西的胜利也促进了陕西革命

高潮迅速到来
。

西安解围后
,

映西全境基本上

统一在国民军联军的旗帜之下
。

1 9 2 7年 1 月
,

国民军联军驻映总司令部成立
,

它是映西省

的临时权力机构
。

中国共产党派了魏野畴
、

史可轩
、

杨明轩
、

王尚德等党员担任政治部 $lJ

部长
、

政治保卫部部长
、

教育厅厅长
、

出版

局局长等重要职务
。

这个临时政权机构成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革命政权
。

党

通过这个政权组织领导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

争
,

使陕西出现了革命高潮
。

这时冯玉祥在

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
,

对工农运动还比较重

视
。

他要求各地驻军协助组织农民协会
、

农

民自卫团
、

工会等组织
,

并帮助这些组织解

决困难间题
,

从而为党发动和组织工农运动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

3 月 27 日
,

陕西省农民

协会筹备处成立
。

在它的领导下
,

各地农民

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

在此同时
, 3 月 29 日

,

映西省总工会正式成立
。

到 5 月底全省有 50

余县建立了农民协会
,

农会会员约 37 万人
。

5 月 3 0日
,

陕西省农民协会成立
。

随着农会

组织的发展
,

农村中掀起了革命高潮
。

国民

军的胜利推动了陕西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
,

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促进了陕西革命根据地

的巩固
,

支援了国民军联军的北伐
。

陕西的

革命高潮与武汉地区的革命高潮遥相呼应
,

壮大了武汉政府的革命声势
。

“

四一二
”

反革命政变后
,

中国出现了北

京
、

南京
、

武汉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
。

武汉

政府内部有东征与北伐的争论
。

争论的结果

是决定继续北伐
。

而
“

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
,

是想避开溯南湖北的农民运动
,

接冯玉祥出

来
,

与国际打通
。 ”

0 可见
,

国民军在西北的

存在客观上对武汉政府作出继续北伐的错误

决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

1 92 ,年 4月 19 日
,

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誓师北伐
。

4 月 26 日
,

武双政府将国民联军改编匆国民革命军第二

集团军
,

任命冯玉祥为总司令
,

并令冯督师出

渡关参加北伐
。

5 月 1 日
,

冯在西安红城召

开军民大会宣誓就职
。

6 日
,

移驻撞关
,

挥

师东进
。

这时敌军处于南面武汉北伐军和西

面冯玉祥部夹击的不利形势下
。

奉军的计匆
·

是在最短时间内沿京汉路打败武汉北伐军
,

将它赶到武胜关 以南
,

然后回师陇海路进攻

国民军
。

因此
,

奉军以其大部分 兵 力 和 精

锐部 队迎击武汉北伐军
,

而对西面取守势
,

只派少量部队防守洛阳一带
。

于是冯军所面

对的敌军兵力较小
,

主要是张治公部和奉军

万福麟部五个旅
。

冯军在兵力上 占了优势
,

又得到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
,

因而进展顺利
,

师出撞关后连克灵宝
、

陕州等县
。

张治公等

部退守铁门
、

新安一带
。

冯军发动猛攻
, 2全

日克新安
,

23 日进至磁涧
,

与奉军万福麟部

及张治公残部 4 万人激战数 日
,

敌军败退
。

冯军 2 6日占领洛阳
,

29 日在黑石关击败奉军

增援部队
,

30 日克孝义
,

同 日骑兵部 队进至

郑州
, 6 月 1 日与武汉北伐军在郑州会师

。

冯军实现了自己的战略计划
,

成功地配合武

汉北伐军迅速取得第二次北伐的胜利
。

这次

北伐虽然打败了奉军
,

把它赶到黄河以北
,

但是革命形势并未由此好转
。

(三 )

在
“

四一二
”

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对立的形

势下
,

冯玉祥成为宁汉双方争取的对象
,

而

他则与两方都保持联系
,

态度暖昧
。

郑州会

师时
,

冯因收编了很多部 队
,

兵力有很大扩

充
,

又占据中原战略要地
,

使他更处于举足

轻重的地位
。

武汉政府在敌人包围
、

封锁租

内部动摇
、

叛变的情况下
, “

把最后的希望摔



在冯玉祥身上
。 ”

0 6 月 1 日
,

武汉国民党中
_

央政治委员会决定任命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

主席团主席
。

6 月 5 日
,

汪精卫
、

徐谦
、

谭

延间
、

顾孟余
、

孙科等武汉政府要人都北上

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
,

汪精卫集团为了拉

冯反共反蒋尽量满足冯的愿望
。

会议决定
:

组织开封政治分会
,

以冯为主席 ,成立河南
、

映西
、

甘肃三省政府委员会
,

分别以冯玉祥
、

于右任
、

刘郁芬为主席
;
同意冯所部扩编为

七个方面军
;
唐生智所部全部撤 回武汉

,

巩

固后方
,

河南军事由冯负责
。

于是
,

第二次

北伐的胜利果实为冯所独占
。

但冯对武汉政

府不能满足他的军费要求仍很不满
。

冯在反

共间题上与汪
、

谭等取得一致
,

而在反蒋问

题上却不表态
,

只是表示希望革命队伍加强
一

团结
,

齐心协力完成革命大业
,

实际上他是

要联蒋反奉
。 “

于是武汉去的这 些 人一连串

地跑回来
。

这时汪精卫
、

谭延阎
、

孙科
、

顾

孟余等态度全变了
,

国民党的人 更 加 动 摇

了
。 ”

9

冯玉祥之转向反动不是偶然的
。

如前所

述
,

冯在国共两党和苏联的帮助下
,

思想上

是有进步的
。

从五原誓师到出撞关北伐的行

动表现基本上也是好的
。

但是
,

他的旧思想没

有得到改造
,

革命立场不坚定
,

一遇风浪就

要动摇
,

加之外力的推动
,

就要背叛革命
。

他对苏联
、

对中国共产党
、

对革命理论的认

识都很肤浅
,

甚至还有些错误的观念
,

如他

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

他认为
: “

全

国并无阶级可分
,

斗争何有
。

否则
,

必演成

民与民间之仇杀
,

_

使社会大乱而 已! 故在中

国只有国民革命
,

断无阶级斗争
。 ”

L正因为

他有这个错误观念
,

所以在郑州会议上
,

当

汪精卫集团攻击共产党搞阶级斗争
,

弄得人

心惶惶
,

秩序大乱
,

叫嚷要严厉制裁共产党

时
,

他就必然受其影响而在反共间题上与他

们合拍了
。

同时
,

冯玉祥的根探蒂固的把军

队看得重于一切的军阀思想仍然支配着他的

行动
,

如他原来支持组织农会工会
、

发动工

农运动
,

但是 当工农运动发展起来后
,

他又

认为工农运动的发展妨碍了税收和军队给养

的供给
,

于是他又转而压制工农运动
。

因此
,

当他在郑州会议的会内会外听到徐谦
、

何键

等人发泄对工农运动的不满
,

诬蔑农民运动

使沏南官兵在外都不安心
,

急着要回老家去

时
,

他就不能不大受其影响
,

从而促使他反

对工农运动
,

反对共产党
。

至于冯玉祥不同意反蒋
,

而希望宁汉息

争
,

一致北伐
,

固然是由于他对蒋介石的错误

认识及他反奉的要求
,

同时也由于他面临的

困难和他的
“

军事第一
”

的军阀思想
。

当时
,

他

的兵力虽有很大的扩充
,

但他原来的部队元

气还没有完全恢复
,

同时粮晌都很缺乏
, “

给

养困难
,

已达万分
”

0
,

而大量收编的部队要

粮要款甚急
,

否则不服从命令
,

不听调遣
,

甚至与敌人相勾结
。

在这种情况下
,

他担心奉

鲁军阀利用宁汉对立的 形势 卷 土重来
,

而

他的部队首当其冲
,

孤立无援
,

会经不住打

击而再度失败
。

6 月 30 日
,

他在劝告宁汉双

方的电报中明白地表明了他的这种担心
。

他

说
:

宁汉双方愈形决裂
,

军阀于是乘隙卷土

重来
, “

当此军事紧急之时
,

江汉既不出兵
,

津浦亦不北进
,

仅玉祥部队单独抵御
,

势之

危险
,

莫甚于此
。 ”

L冯玉祥还保留着视 自己

的军队如同生命的军阀思想
,

他绝不愿承担

这样的风险
,

更何况他如反蒋将使他耀咖一

个强敌
,

对他更为不利
。

因此
,

他不但不同

意反蒋还要联蒋共同北伐
。

郑州会议后
,

冯玉祥与蒋介 石 约定 在

徐州会见
。

蒋面对奉鲁军阀与武汉方面的威

胁正力图把冯拉过去
,

因而对冯极力表示尊

重
。

6月19 日
,

他亲自远迎冯于距徐东六十里

的郝寨车站
,

赠冯 50 万元搞军
,
对冯的困难表

示竭尽全力相助
,

答应自 7 月份起按月接济

冯军晌 2 50 万元
,

解决了武汉方面所不 能 解

决的间题
。

冯原有联蒋北伐之意
,

至此对蒋

更产生了好感
,

于是表示
“

今后共同前进
,

一

切惟蒋总司令之命是听
”

L
。

20 日
,

冯与蒋介

石
、

胡汉民
、

吴雅晖
、

李宗仁等举行徐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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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胜利
。

这种
“

智能性
”

表现在
“

人— 证据
”

系统上也是这样
。

证据信息往往随着案情的十分复杂
、

变化多端而也显得极其复杂而变化多端
。

这时
,

_

司传人员就必须充分发挥人的智能性
,

掌握

控制权
,

通过现象直入证据的最深层
,

及时准确地取得信息
,

解决间题
。

例如
,

在证据的调

查过程中
,

出现了新情况
:
被告人启杀了

,
现场破坏了

,

线索中断了
,

物证毁灭
、

隐藏了
,

旧案未了
,
新案又发生等等

。

这时
,

人的智能性便应充分发挥
,

决不能惊慌失措
,

束手无策
,

为困难所吓倒
。

应冷静分析
,

迎难而上
,

既要充分看到困难情况
,

更要全面估计有利条件
,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果敢迅速地采取有效措施把间题一个个正确解决
。

以上
“

三论
”

相互作用
,

相互依存构成一个科学的整体
,

用它的新的观点
、

理论和方法来

研究
、

指导证据学
,

一定会给我们开辟一个广阔的前景
,

_

亡把证据学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

使我们的审判工作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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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

会议在宁汉合作
、

清党
、

驱逐鲍罗廷
、

共同北伐等间题上达成了协议
。

会后
,

21 日
,

冯与蒋介石联衔发出坚持北伐的通电
。

同日
,

冯致电汪精卫
、

谭延间等
,

攻击武汉地区工

农运动 , 要求促使 已被解职的鲍罗廷回国
,

要求产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
,

除愿出洋暂资

休息者外
,

余均可合而为一
。 ”

咖这实际上就

是要武汉政府自动取消而合并于南京政府
`

这个通电对于正在准备东征讨蒋的武汉政府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

冯玉祥在徐州会议结束

后
,

立即下令
“

分共
” ,

将苏联顾问解聘
,

将

他的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他的辖区内的地方

党员千部集中起来送到武胜关
。

国民军联军

的
“

分共
”

标志着它的性质的变化
。

至此
,

国

民军联军不仅改变了名称
,

而且性质也起了

变化
,

它不再是一支革命的军队
,

而成了国

民党新军阀的一支部队
。

冯玉祥和国民军的转向反动加快了汪精

卫集团走向反革命的步伐
。

汪精卫集团于 7

月 1 5日举行分共会议
,

通过了
“

分共
”

的有关

决议和命令
。

接着 7 月 20 日
,

冯玉祥向宁汉

双方发出漪停通电
。

冯的调停对宁汉之间的

谅解起了促进作用
。

综上所述
,

在北伐 战 争 期 间
,

国民军

的历史作用 有 积极 的一面
,

也有消极的一

面
。

当国民军倾向革命和正式加入国民革命

行列时
,

它对于北伐的出师
,

北伐军的胜租

进军
,

.

第二期北伐的胜利
,

以及革命统一战

线的壮大
,

西北地 区革命运动的高涨等都起

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或促进作用
,

这是它

的主要方面
。

另一方面
,

当国民军转向反动

时扩 因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

对于汪精卫集团

加快反革命的步伐
,

对于宁汉合流的实现也

有恶劣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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