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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元帅东征暨国民革命军东征纪事》

前言

　  1922年6月22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登永丰舰，坚持斗争。8月9日，孙中山被迫离
开广州去上海，陈炯明占据了广州。孙中山在上海积极组织力量反击。一方面派员与驻广西的滇、桂
军联络(当时陈炯明亦积极争取滇、桂军，给了桂军刘震寰很多援助)。一面与皖系达成协议，由许崇
智部粤军联合皖系驻福建的第24混成旅王永泉部赶跑了直系福建督军李厚基，夺取了福建的地盘。孙
中山将驻广西的滇、桂军组成西路讨贼军，将驻福建的许崇智部粤军组成东部讨贼军，从东西两面夹
击陈炯明。陈炯明将兵力重点布防在东部，滇、桂军顺利地于1923年1月16日收复了广州。　  2月21日
，孙中山由上海返回广州。孙中山综合各种因素，并未恢复总统府，而设立了大元帅府。这样做有利
于与秦系、皖系合作，实行大元帅一长制也有利于军事指挥。这是孙中山采取的很适当的措施。　  
此时陈炯明仍然据有东江、韩江流域，其支持者邓本殷等控制了粤西和海南岛。陈炯明及其伙伴所控
制的地盘和拥有的兵力，与大元帅府拥有的地盘和兵力不相上下。陈炯明还获得英、日帝国主义和直
系的支持，对广州构成严重威胁。　  孙中山当时最主要的任务是肃清东江陈炯明势力，统一广东。
然后出师北伐，推翻直系控制的北京政权。　  5月30日，孙中山率蒋介石、杨希闵等重要军事人员赴
石龙设立大本营行营，广州大本营事务由胡汉民代理。调滇、桂军和粤军一部向东江进发，令许崇智
部粤军(东路军)在潮汕一带牵制陈军。6月3日，攻克博罗，6日，进兵惠州城下，不久即将惠州完全包
围。孙中山多次亲赴城郊督战，并多次亲自发炮轰击惠州城。后来还从广州运来鱼雷炸城基，派飞机
队驻博罗配合陆军作战，从虎门拆运15星大炮前来轰城，真是用尽了一切办法。但终因惠城坚固，守
军又动员市民协助防守，围攻多时，未能攻下。5月下旬至6月上旬，许崇智率东路军由潮汕返博罗，
沿途遭陈军突袭和尾追，损失颇重。7月，孙中山改变策略，除继续围攻惠州城外，调许崇智部主力
攻平山、三多祝，进而东取海、陆丰，以切断惠州陈军的海上补给。但因种种原因，如陈炯明打着反
对客军侵粤口号，颇能迷惑一般民众，又获得地方民团的支持，联军处处受到牵制，特别是滇、桂军
都是雇佣军，他们是为了饷银而打仗的，缺乏为革命为人民的牺牲精神。孙中山为了筹饷，在广州将
各种税源罗掘殆尽，但仍满足不了滇、桂军的需求。滇、桂军作战情绪日渐低落。11月，陈炯明发动
反攻，解惠州之围，兵分三路长驱进攻广州，竞发生了大元帅在众人劝说下坐火车头逃回广州的狼狈
场面。广州处于危急之中，孙中山被迫进行广州保卫战，急调在衡阳的谭延闺部湘军及驻粤北的樊钟
秀部豫军，兼程南下增援，并向各军悬赏10万元，才将陈军击退。　  滇、桂军不仅不能肩负肃清东江
的任务，而且在广州及周围盘踞地盘、委任官吏，开禁烟赌，抽收烟赌捐，弄得广州鸡犬不宁，人民
怨声载道。孙中山在依靠滇、桂军讨陈战争中再次尝到了依靠旧军阀的苦头。1923年下半年，孙中山
排除各种阻力，加快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步伐，积极改组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盼望造就一
个坚强的党以及由自己培养教育出来的军队来担任讨伐陈炯明部和完成北伐的任务。　  1924年，孙中
山改变了过去单纯抓军事斗争，而且完全是依靠军阀的军队进行的做法，从更根本方面着手，即仿效
苏俄造就一个坚强有力的党来领导政治和军事斗争。他没有再亲自去东江指挥作战了，而是坐镇广州
积极推进党务，整理财政，革新政治，创办黄埔军校，扶植工农运动等工作。　  推进党务方面：3
月18日，孙中山对记者说：&ldquo;中国全局问题非有一坚实之政党，国事终不可为，我现在竭力造党
，使民众得到训练，然后吾人可以有组织之民众为其后援&rdquo;。除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
央监察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中央军事委员会外，在各大城市设立执行部，又指派各省执行部筹备
员(以上机构均有共产党员参加)，将国民党组织推广到全国。发布国民党第24号通告，强调：&ldquo;
应集中权力于党，要求党员奉行党的主义和策略。&rdquo;又亲自系统讲解三民主义(每周一次，地点
在广东高等师范学堂)，以提高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觉悟。　  扶植工农运动方面：国民党&ldquo;一
大&rdquo;后，成立了中央工人部，中央农民部，均吸收富有朝气的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干部。7月3日，
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开学。　  整顿财政方面：2月1日，训令各军将各项财政收入一律交还政府主管
。各军&hellip;&hellip;饷项由政府核定发给。规定此办法自3月1日起实行。　  筹办黄埔军校：2月3日
，孙中山指令发给开办费6万元，5月起每月3万兀。　  2月下旬，孙中山令各军陆续出发东江，以湘军
为左路，滇、桂军为中、右路(后又增派豫军、山陕军加入中、右路)。3月20日，孙中山下总攻击令，
三路同时向陈军猛攻，4月15日湘军打败林虎部，占领河源、紫金，5月，湘军渡过忠信河向龙川进攻
。4月16日，滇、桂军重新包围了惠州城，滇军另一部和豫军在平山、三多祝一带与陈军展开拉锯战。
下旬，孙中山派飞机队和小舰艇协攻惠州，飞机逐日轰炸惠城，28日，联军用鱼雷炸翻惠城西门、北
门各一部，联军组织冲锋队入城，但陈军据城基死守，联军未能攻入。5月，进入雨季，各处河水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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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元帅东征暨国民革命军东征纪事》

涨，战争转入相持胶着状态。因曹锟贿选，直系擅权，7、8月份社会出现相当广泛的&ldquo;孙、陈和
解，一致北伐&rdquo;的呼吁，当时双方都曾认真考虑并提出各自条件，但终因宗旨迥异而未有结果。
　  9月12日，直、奉即将开战，孙中山应奉、皖之请，由广州统率大军进驻韶关，准备北伐。　  9
月13日，孙中山发布从东江撤兵的命令，湘、滇、桂、豫等军数万人从东江撤回广州。　  10月23日，
冯玉祥等在北京发动反直政变，囚禁曹锟，邀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黄郛任内阁总理，摄行大总统职
权。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议国家大事。　  11月13日，孙中山由广州启程北上。　  1925年初，陈炯明
乘孙中山北上之机，积极调动军队准备进攻广州。　  1925年1月28日，广州大元帅府代帅胡汉民召开
重要军事会议决定举行东征。这次东征规定：滇军任左路，桂军任中路，粤军和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右
路。　  2月1日，东征军右路从广州出发，粤军和军校教导团以无比的锐气，连克淡水(2月15日)、平
山(2月17日)、海丰(2月27日)，一直打到潮、汕(3月7日)。3月12日，教导团以一当十打败了林虎切断东
征军退路的企图，取得了棉湖战役的胜利。此后连克五华(3月17日)、兴宁(3月19日)、梅县(3月22日)，
把陈炯明余部赶到福建去了。不到两个月肃清了粤东全境。　  滇、桂军迟迟不动，还通电呼吁和平
解决国事，在大元帅府不断催促下，滇、桂军进到博罗附近就观望不前了。4月19日，惠州守军向滇军
投降。滇、桂军看到粤军和军校教导团战绩卓著，声望不断提高，怕威胁到自己的利益，陆续将部队
撤回广州。6月上旬在广州公开叛变。粤军和军校教导旅(4月12日，教导1、2团已扩充为旅)只好由兴
、梅、潮、汕回师广州，在留守部队及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农民的配合下，于6月12日平定了滇、桂
军的判乱。陈炯明余部乘东征军回师广州之际，重新占据了粤东。　  此时，全国革命形势已逐渐进
入高潮。5月，广东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同月，上海爆发了&ldquo;五卅&rdquo;运动
，后来波及到全国。6月19日，爆发了省港大罢工。　  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8月26日，
国民政府统率下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mdash;5军。　  陈炯明的势力受到第一次东征的打击，
力量已减弱。但是，在日、英帝国主义和北方直系势力的积极鼓励和支持下，陈炯明重整旗鼓，扬言
向广州进攻。　  lO月6日，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这次东征由国民革命军第一、二、四军和攻鄂
军、赣军组成。10月14日，东征军以无比的勇气和牺牲精神，仅用时48小时，攻克了素称&ldquo;天
险&rdquo;的惠州城。22日，攻克海丰，31日，攻克兴宁，11月3日，攻克梅县，11月4日，攻克汕头
，11月5日，攻克潮安，11月7日，攻克饶平(与福建交界的县城)，粤东全境平定。　  孙中山于1923年5
月率滇、桂军进军东江，亲自指挥，亲冒矢石，经过7个多月的艰辛战斗，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不仅未能攻下惠州城，最后败退回广州。大元帅府管辖地区，沦为滇、桂军横行不法、敲诈勒索的
天堂。孙中山愤慨地说：&ldquo;彼辈(指滇军)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而余则成众怨之的。&rdquo;
孙中山汲取了这几年依靠军阀，单纯搞军事斗争，不仅一事无成，而且深陷泥淖的沉痛教训。孙中山
深有感慨地说：&ldquo;如果今后我党在革命斗争中不学习俄国人，那么肯定不会成功。&rdquo;乃毅
然排除种种阻力，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创办黄埔军校，建立革命武装力量，
鼓励扶植工农运动，依靠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来完成革命事业。　  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的迅速胜利
和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证明了孙中山实行革命三大政策的正确性。孙中山晚年依靠滇、桂军讨伐陈
炯明的这段历史是他一生中教训极为深刻的历史，也是推动他决心加速实施三大革命政策的原因。国
民革命军两次东征是国共合作的第一个积极成果。&ldquo;两次东征&rdquo;也是国共两党发展史上的
重要阶段。因此，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些基本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　  根据当年档案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和年谱及报刊记载编纂的《孙大元帅东征暨国民革命军东征
纪事》，旨在为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一些基本史实。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其中谬误和不足
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钟启河　  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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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孙大元帅东征暨国民革命军东征纪事》根据当年档案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和年谱及报刊记载编纂的
《孙大元帅东征暨国民革命军东征纪事》，旨在为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提供一些基本史实
。1922年6月22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登永丰舰，坚持斗争。8月9日，孙中山被迫离开
广州去上海，陈炯明占据了广州。孙中山在上海积极组织力量反击。一方面派员与驻广西的滇、桂军
联络(当时陈炯明亦积极争取滇、桂军，给了桂军刘震寰很多援助)。陈炯明将兵力重点布防在东部，
滇、桂军顺利地于1923年1月16日收复了广州。2月21日，孙中山由上海返回广州。孙中山综合各种因
素，并未恢复总统府，而设立了大元帅府。
这样做有利于与秦系、皖系合作，实行大元帅一长制也有利于军事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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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军总司令职通电　　5.复邓本殷函　　6.致苏廷有函　　7.致邓承荪函　七、第一次东征前夕陈炯明
部兵力及编制情况　八、1924年《广州民国日报》有关东莞报道选刊　　1.石龙方面　　2.莞城、樟木
头、常平方面　　3.虎门方面　九、第二次东征日记（从广州到惠州）　十、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东
江阵亡将士题名碑　十一、东征人物　　周恩来在两次东征中的卓越贡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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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日上午战斗打响，东征军连续五次爬城强攻，都没奏效，部队伤亡惨重，第四团团长、军校教官
刘尧宸阵亡。总指挥部笼罩着一片悲观沮丧情绪，蒋介石认为，第二次东征一开始就损失如此巨大，
太不合算，主张放弃进攻惠州，改道前进。这种消极悲观情绪，当即受到周恩来的反驳。他认为攻下
惠州，对整个战局，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影响甚大。为了振作东征军的士气，无论如何要攻
破惠州要塞。为了寻找攻克惠州的有利方法，周恩来亲自到飞鹅岭的阵地上侦察惠州地形，并和苏联
顾问以及其他指挥官一起分析敌我力量状况，研究攻城受挫原因，提出新的攻城作战方案。14日上午
总攻开始后，他亲临前线，冒着炮火，边鼓动部队作战，边指挥农民武装配合军队作战。由于东征军
英勇奋战，第四团连长陈明仁第一个登上城头，下午4时30分，号称天险的惠州，终于被东征军攻占。
惠州一役，是第二次东征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惠州之战的胜利，摧毁了陈炯明军最关键的据点，为
革命军进军潮梅扫除了障碍。第二次东征的另一关键战役是华阳战役。10月26日，东征军第一师占领
揭阳县属河婆。27日第二师谭曙卿部(这部战斗力较弱)进抵五华县境的华阳，这时养精蓄锐的林虎亲
率万余人攻击东征军第二师，第二师纷纷溃退。这时蒋介石率总司令部人员前来督战，企图扭转局势
，无效，形势异常危险，次日，周恩来、何应钦率战斗力强大的第一师前来支援，东征军转败为胜，
歼灭了林虎部主力，决定了第二次东征的完全胜利。11月3日，东征军进驻揭阳，翌日，进占汕头。当
周恩来率领政治部人员抵达汕头时，汕头各界人士数万人到码头欢迎，沿途万人空巷，盛况空前。11
月5日，周恩来致电广州．国民政府，报告克复潮汕情况。第二次东征至此胜利结束。　  四、领导工
农运动，创建地方党组织　  周恩来同志在东征期间，忠实地执行被共产党所赞同的孙中山的扶助农
工政策，对工农运动热情关心，大力扶持，直接领导。　  周恩来深信，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就要依
靠群众。1924年12月1日，第一次东征前夕，周恩来撰写的《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的文章中，严肃指
出：&ldquo;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rdquo;。这年冬，周恩来还为广东平民教育委员会编写工人
通俗读物《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启迪工人的阶级觉悟。在东征军回师平定刘、杨之乱后，在省
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上周恩来作的政治报告中又讲到：&ldquo;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
人士兵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rdquo;周恩来不仅对工农群众的历史作用，给予
高度评价，同时在斗争实践中，十分注意依靠和组织工农群众。东征期间，他每到一处，都召开联欢
会、座谈会，宣传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询问群众疾苦，号召工农群众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还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批批地派到各地去做群众工作。第一次东征期间，他率部队抵达揭阳时，便
曾指示当地共产党员要重视做好发动工人农民的工作，说：&ldquo;你们要很好地做宣传，唤醒工人农
民&rdquo;；&ldquo;你们要发展大学(共产党)和小学(共青团)，特别要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团员，并
动员较成熟的加入国民党，左右革命的权力。&rdquo;第二次东征到海丰时，在周恩来的直接帮助下，
曾被陈逆摧残、解散的海丰各革命团体很快恢复起来。刚入汕头不久，他又亲笔致函兴宁县长罗师扬
，对受陈逆摧残的五华县长温其藩极表关切，特嘱寻觅，使之出山，重宰五华。　  周恩来还十分重
视武装工农群众，壮大工农革命队伍。海丰农民最先组织农民自卫军，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教练所，
但是他们缺乏骨干，缺乏经验。周恩来就委派李劳工为该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吴振民为教官，派卢
德铭、宛旦平等协助训练农民自卫军。他还指令政治部李公侠把缴获的400多支枪送给了海丰农民自卫
军，从而大大鼓舞了海丰农民的革命斗志，促进了当地农运的发展。第二次东征时，各地农民在东征
军的宣传帮助下，农民协会重整旗鼓，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周恩来给予大力支持。如古大存奉周恩
来之命，随军到达五华县后，立即着手改组农会和国民党县党部，大力开展革命斗争。该县数万农民
组织起来，截击军阀陈炯明残部，将其彻底消灭。周恩来对此十分赞赏，当即送给五华县农会100多支
枪，大大加强了五华农民武装力量。　  工农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有力地支持了东征军。周恩来在
依靠工农、组织工农、武装工农、引导工农斗争的同时也注重挖掘和培养群众优秀分子，创建、巩固
地方党组织。　  1925年2月27日，第一次东征攻克海丰后，周恩来任命李劳工为后方办事处主任，留
吴振民为政治部特派员，驻海丰办理一切党务及宣传工作，恢复被解散两年多的海丰农会，协助农会
训练和武装自卫军。在海丰期间，周恩来领导重建海丰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并出席第一次会议，推荐
彭元岳为书记，推荐彭汉垣为海丰县县长。还同彭湃等研究组建海丰中共党组织，今后的工作方针以
及加强农会和创办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问题。4月1日，彭湃等在海丰县成立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3
月，军队在揭阳期间，周恩来同中共秘密党员杨嗣震等谈话，告诉他们不久将要筹建国民党县党部，
要他们注意在工农群众中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并让一部分同志加入国民党，以扩大革命力量。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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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派共产党员鲁易、杨石魂为中国国民党潮州、汕头、梅县一带党部特派员，方临川为普宁、揭
阳一带特派员。他们到职后，一面做&ldquo;国民运动的事情&rdquo;，一面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和共
青团的地方组织。中共汕头特支和共青团汕头特支随之成立。第二次东征前夕，周恩来秘密乘船到广
西梧州，召集龙启炎(时任共青团梧州市支部书记)、钟山(当时在梧州负责农民运动)开会，了解广西
军队内部派系斗争的情况和梧州地区_T运、农运情况，向他们介绍全国的革命形势，要他们重视农民
运动和对工人的教育。10月，惠州战役胜利后，周恩来在惠州期间，安排共产党员肖隽华留在惠州，
发展共产党组织，开展后方群众运动，支援前线。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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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的迅速胜利和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证明了孙中山实行革命三大政策的正确
性。孙中山晚年依靠滇、桂军讨伐陈炯明的这段历史是他一生中教训极为深刻的历史，也是推动他决
心加速实施三大革命政策的原因。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是国共合作的第一个积极成果。&ldquo;两次东
征&rdquo;也是国共两党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因此，学习和研究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中国近代革命史
的一些基本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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