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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孙传芳对南方北伐的应对
□ 刘俊平

在战略上取“下策”

跟北洋的其他军阀相比，孙传

芳是一个年轻有为的政客。凭着

出色的政治、军事本领，孙传芳从

一个小小的参谋做到苏皖赣浙闽

五省联军总司令只用了 7 年，40 岁

时 一 跃 成 为 最 年 轻 的 北 洋 军 阀 。

然而，正当他事业上如日中天，处

于权力巅峰的时候，南方革命异军

突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暴

风骤雨般来临了。南方政府的兵

锋首先指向湖北的吴佩孚。

说 到 吴 佩 孚 ，孙 传 芳 跟 他 颇

有渊源。孙传芳最初本是直系军

阀王占元的部将，但并不受重用，

一 直 到 投 靠 吴 佩 孚 后 才 崭 露 头

角 。 此 后 ，吴 佩 孚 屡 屡 提 拔 孙 传

芳，加上极高的军政才能，他一举

登 上 五 省 联 帅 的 宝 座 ，吴 佩 孚 对

他有提携之恩。俩人还是山东同

乡，同属直系，吴佩孚对他这个老

乡 也 颇 为 照 顾 。 当 初 ，孙 传 芳 由

湖 北 假 道 江 西 去 打 福 建 ，又 从 福

建打到浙江，再由浙江打到南京，

才 形 成 五 省 联 盟 的 局 面 ，吴 佩 孚

是出过力的。当孙传芳进攻浙江

时，是夏超和周凤岐作的内应，而

这 两 人 和 吴 佩 孚 早 有 联 络 ，并 因

吴佩孚的关系才转换到孙传芳身

上；当孙传芳和奉军杨宇霆、姜登

选作战时，苏皖将领陈调元、白宝

山 、马 玉 仁 等 也 早 和 吴 佩 孚 有 联

络，如果不是他们抄奉军的后路，

孙传芳是否能顺利打败奉军还是

个 未 知 数 。 直 皖 之 战 前 后 ，吴 佩

孚 与 孙 传 芳 关 系 一 直 都 很“铁 ”，

但 以 后 双 方 为 争 湖 北 开 始 结 怨 ，

加 上 在“联 冯 讨 奉 ”还 是“联 奉 讨

冯”的原则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

彼此早已貌合神离。

当 北 伐 军 打 到 湖 南 的 时 候 ，

孙传芳心情十分复杂。革命军打

吴 佩 孚 ，按 理 说 他 们 之 间 拼 个 两

败 俱 伤 ，孙 传 芳 正 好 可 以 坐 收 渔

人 之 利 。 但 从 另 一 方 面 考 虑 ，湘

赣互为犄角，地界犬牙相错，如果

两湖尽失，则唇亡齿寒，谁能保证

下 一 个 受 攻 击 的 不 是 孙 传 芳 呢 ？

何去何从，孙传芳一时陷入沉思。

好 在 孙 传 芳 有 强 大 的 智 囊

团 。 孙 传 芳 开 府 南 京 ，统 领 五 省

以来，他的机构日益庞大，除了三

个 厅、十 大 处 以 外 ，还 有 军 事、文

学、政 治、经 济 等 各 类 高 参 ，其 中

像 蒋 百 里 、章 太 炎 这 样 的 知 名 人

士也尽收帐下。蒋百里是享有盛

名 的 军 事 战 略 家 ，他 的《国 防 论》

成 为 中 国 抗 战 的 经 典 论 述 ，该 书

讲 述 了 中 国 如 何 战 胜 日 本 的 问

题 ，特 别 是 如 何 更 好 地 利 用 中 国

的 地 形 条 件 ，逐 次 抵 抗 以 消 减 日

军 。 后 来 日 军 侵 华 ，从 过 程 到 结

局 ，几 乎 全 在 蒋 百 里 的 意 料 中 。

蒋 百 里 在 孙 传 芳 军 中 时 任 幕 僚 ，

孙传芳向他请教。蒋百里提出三

策 ：上 策 为 出 兵 长 沙 ，腰 击 北 伐

军；中策为待蒋介石、吴佩孚两军

相争于武汉以南，两败俱伤之际，

出 兵 占 武 汉 ；下 策 是 将 主 力 向 江

西布防，以逸待劳，寻机出击。孙

传 芳 考 虑 再 三 ，决 计 取 下 策 。 他

一面与北伐军讲和，一面将其 20

万 大 军 分 五 路 布 防 于 江 西 、福

建 。 第 一 路 以 邓 如 琢 为 总 司 令 ，

驻 南 昌 一 带 ；第 二 路 以 郑 俊 彦 为

总司令，驻防南浔路南段；第三路

由 卢 香 亭 任 总 司 令 ，驻 南 浔 路 中

段 的 德 安、涂 家 埠、武 宁 一 带 ；第

四路以周荫人为总司令，驻福建；

第 五 路 以 陈 调 元 为 总 司 令 ，驻 武

穴、富池口、石灰窑。

石刻作为历史文献的主干之一，数量巨大，

内容丰富，凭借着保真性与持久性等特点发挥

着其他文献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齐鲁之

地，历史悠久，古迹众多，石刻丰富。早在 2000

多年前，秦始皇东巡郡县，刻石纪功，留下七方

刻石，其中位于山东境内的就有峄山刻石、泰山

刻石、琅琊刻石、芝罘刻石与芝罘东观刻石。在

此后的历史岁月里，上到帝王官僚，下到普通民

众，因歌功颂德、纪事立传、修庙建学、访胜吊

古、立规定约等之需，立碑刻石，留下了大量石

刻，数量多、种类全、分布广，时间跨度长，涵盖

内容丰富。这些众多的石刻文献为我们留下了

珍贵的历史记忆，既体现了国家层面的史实，更

反映了山东区域社会和民间生活，见证了彼时

的社会历史变迁。所以，我们可以从具体的石

刻资料出发，发掘其中所蕴含的

历史信息，以补正史籍记载之阙

略与讹误，重构历史，从而较为真

实展现历史场景。

近年来，学界对于山东石刻

的研究成果颇多，不过，或是对山

东石刻进行整理汇编，或从考古、

艺术角度进行阐述，或对石刻本

身及相关内容进行介绍，而很少

揭示山东石刻与山东社会历史之

间深刻的内在联系以及石刻所蕴

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另外，目前

对山东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所

依据的史料过于偏重纸本文献，

未能对石刻文献加以充分利用。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最近读到孟

凡港新著《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

会》利用石刻来探析山东古代社

会历史，为这一研究领域带来新

气象。孟凡港近年来一直致力于

山东石刻文献的收集与研究工

作，积数年之功，完成这部近 40

万字的著作。书中不仅资料丰

富，论述精审，而且图文并茂，可

圈可点之处甚多。作为同行，读

到此书，不仅为作者锲而不舍的

学术钻研精神而深感敬佩，而且

有很多引起学术共鸣的地方，也

确实是很令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会》在充分

借鉴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

石刻反映的山东古代社会历史作

出了探讨。综观全书，大致有以

下显著特色：

第一，在篇章结构方面，构思

精巧，脉络分明，以点带面，匠心

独具。石刻文献反映的社会历史

是方方面面的，若全部罗列研究，

不仅显得芜杂，而且很难在短时

间内完成。因此，如何采择，则体

现了研究者的智慧。该书作者巧

妙设思，化繁就简，选取山东石刻

中最具代表性的曲阜儒家石刻、

济宁汉代画像石、泰山封禅石刻、

高密与淄川郑公祠石刻、邹平范

公祠石刻、巨野屏盗碑、各地纪游

石刻以及胶东道教石刻等，就石

刻反映出的山东古代社会历史作

深入解读。这些虽然作为古代石刻中的一个小

点，但可反映山东古史研究的大面。如封禅石

刻关涉封建神权政治，纪游石刻反映经济活动，

儒家石刻承载儒家学说，汉画像石包涵社会文

化，屏盗碑体现地方社会管理，郑公祠与范公祠

石刻有关山东圣贤人物。

《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会》结构分明，条理

清晰。书中石刻大致以时代先后为序，自两汉

至明清，循序渐进，每一章内容又自成体系，使

人一目了然。“引言”统摄全书，概述山东古代石

刻，使读者对于山东古代石刻的特色及学术价

值有一整体认识。第一章《山东古代石刻的时

空分布》，以《山左金石志》所录石刻为主要依

据，对山东古代石刻的时空分布进行探析，以揭

示其兴衰变迁的历史规律。第二章《曲阜石刻

与崇儒尊孔》，对曲阜石刻的数量、时空分布、类

型加以概述，并就反映出的崇儒尊孔内容予以

深入阐释。第三章《济宁画像石与汉代社会》，

探析济宁画像石兴盛原因、时空分布、建筑形式

及典型遗存，并对画像石的内容与价值加以系

统论述，再现了两汉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状况、思

想意识、鬼神信仰、风俗习惯等。第四章《泰山

石刻与唐宋封禅》，对《纪泰山铭》与《登泰山谢

天书述二圣功德之铭》的文本作了考辨，并对碑

文反映的唐玄宗与宋真宗封禅活动背后的政

治、文化、宗教因素以及封禅始末、仪节、参与人

员等加以疏证，同时解读出帝王们的性格心志

与政治宏图。第五章《石刻中山东古代先贤

——郑玄与范仲淹》，依据高密、淄川郑公祠及

邹平范公祠中的碑刻，探析郑玄与范仲淹的历

史形象变迁及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第六章

《〈济州刺史任公屏盗碑〉与五代地方贼患治

理》，以《济州刺史任公屏盗碑》为主要依据，对

五代地方社会的贼患治理加以管窥。第七章

《纪游石刻与山东古代旅游》，以纪游石刻为主

要依据，对山东古代旅游活动的缘起及特点进

行考察，真实揭示了古代游观的经历与感受。

第八章《胶东石刻与金元时期全真教》，依据胶

东石刻，细致考察了全真教对山东地方社会秩

序的重建与维护以及全真教团与山东官僚士绅

的交往互动等。

第二，在石刻资料的搜集与采择方面，来源

广泛，种类多样，慎择细辨，无征不信。一般而

言，学术研究要在前代和当代学者研究成果基

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大致有两个渠道：一是新

材料的发现与运用；二是新方法和新视角的选

择与使用。该书对山东古代社会历史的考察，

便是采用前一种渠道。书中所用石刻资料虽然

并非新被发现，但鉴于以往学界在研究山东古

代社会历史时的忽略与无视，仍可在一定意义

上称之为“新材料”。这部专著建立在扎实的一

手材料之上，石刻资料来源广泛。作者亲赴山

东多地考察，潜心搜集，获得了大量实物及拓本

资料。难能可贵的是，对于石刻资料的搜集并

未局限于山东地域范围内，而是扩及山东之外

的其他省市甚至海外的文博机构，前者如中国

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刻石，后者如东京国立博物

馆之东洋馆藏山东汉代画像石与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藏碑刻拓本等。书中所用石刻资料

种类多样，既有石刻实物与拓本，又有金石志、

史籍、方志、文集等，作者必区分其价值高下而

后择。石刻实物与拓本是不二之选，若残泐或

亡毁，金石志便成第二选择，再

次是史籍、方志、文集等文献。

不管何种资料，作者无不先考

辨而后用。

第三，在碑文内容的挖掘

与分析方面，剖解深入，多有创

获。作者依靠扎实的碑刻学功

底，对碑文加以释读、训诂、考

证，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史

料信息，分析鞭辟入里，见解独

到 。 如 关 于 宋 真 宗 东 封 的 缘

起，以往史书、学者多持“雪澶

渊 之 盟 之 耻 说 ”，但 作 者 依 据

《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之

铭》，认为以往认识失之偏颇，

洗雪澶渊之盟的屈辱只是激起

宋真宗东封的直接原因或导火

线，而非根本原因，依藉东封之

礼治国安民，并证明赵宋皇朝

奉天承运，才是宋真宗东封泰

山的真正初衷所在。又如，对

于 碑 刻 中 郑 玄 历 史 形 象 的 演

变，作者认为：“由唐代的集经

学之大成的先师纯儒，到元明

时期的由人而神，再到清代去

神 化 而 回 归 于 单 纯 的 儒 学 先

师，人们对他的认识更加理性，

更为看重其经学成就及学术影

响。”书中还指出碑刻中所反映

的高密与淄川两地民众心目中

郑玄的历史形象的差别：前者

仅是将之作为古代圣贤加以祭

祀，而后者将之神化，纯儒兼具

稼 穑 之 神 。 为 何 有 如 此 差 别

呢？作者认为：“第一，高密郑

公祠建在郑玄墓前，让人感觉

到郑玄的真实存在，让人意识

到他只是一位经学成就极大的

普通‘凡人’；相反，淄川民众则

不能感觉到郑玄的真实存在，

遂沿袭了中国古代既定的思维

方式，由最初的‘有功于民则祀

之’，到最终将之神化，并与郑

玄曾任职东汉大司农相联，如

此 便 成 为 掌 管 农 事 的 民 间 神

灵。第二，淄川具有更为浓厚

的地方鬼神文化。”这些论说令

人耳目一新。

作者还将石刻资料与史籍记载作互证研

究，其间订正旧说之误、补充史载之阙，考辨了

诸多学术问题，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如作者

依据《韩敕造礼器碑》《史晨奏祀飨庙碑》《太

（泰）山都尉孔宙碑》《博陵太守孔彪碑》，订正

《阙里志》《山堂肆考》将孔子十九世孙“孔彪”误

记为“孔震”，将孔宙为兄误记为孔宙为弟。又

如丘处机是全真教发展史中一个关键人物，关

于其生平事迹，《元史·释老传》虽然有传，但记

载十分简略，惜墨如金，而本书依据胶东丰富的

全真教碑刻，补充了史籍记载丘处机事迹之阙

略。类似问题的考辨还有许多，都有着重要的

学术价值。依据石刻资料进行历史考证，虽然

显得零散、琐碎，但见微知著。如作者利用纪游

石刻，对山东古代旅游作了初步探析，其中所用

史料很多仅寥寥数字，多被人忽略，而在作者笔

下却成为重要资料。又如，透过《济州刺史任公

屏盗碑》一碑，可见彼时地方社会治理之一斑。

这些问题小中见大，有着不小的学术价值。

另外，本书图文并茂，丰富多彩，书中数十

幅石刻实物与拓本图片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

不仅有着宝贵的资料价值，而且极具观赏性。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对古代石刻加以宏观与微

观考察，运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图像学、

宗教学、艺术学等多种理论和方法，辅助史志记

载，在纷繁凌乱的石刻史料中勾勒出山东古代

社会的基本面貌，是值得赞赏的一部精心之作。

《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会》一书的学术价值

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首

先，在此书整体布局上，既有构思之精巧，亦有

过简之缺憾。如书名为“石刻中的山东古代社

会”，但实际内容有些单薄，还有很多问题没有

涉及，如山东古代的文化教育、灾害救济、婚姻

家庭、世风民俗等，这些内容在石刻文献中都有

反映。又如，全书平面论述有余，而理论深度不

足。再如碑文的句读与考辨，有些需要再加以

斟酌。尽管如此，以上问题的存在并不影响此

书的价值。但愿此书能对学界有所启发，同时，

也期待作者能有更多的石刻研究成果问世。

（作者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孙传芳不愿马上出兵援助吴

佩孚似有他的苦衷。孙传芳坐五

省 联 帅 的 位 置 时 间 不 长 ，地 位 尚

未完全巩固。他在江西虽有唐福

山 部 由 醴 陵 败 至 萍 乡 附 近 ；陈 修

爵、谢文炳等残部在莲花、安福；

蒋镇臣部在吉安；杨如轩、杨池生

两部在赣州、大余一带；邓如琢在

南 昌 、樟 树 ；刘 宝 题 部 在 赣 东 抚

州。但邓如琢、杨如轩、唐福山、

蒋 镇 臣 等 部 ，实 际 兵 力 不 过 3 万

人，弹械不足，战斗力弱，纪律又

不 好 。 特 别 是 江 西 的 邓 如 琢 、福

建的周荫人，不是孙传芳的嫡系，

往 往 貌 合 神 离 。 另 外 ，孙 传 芳 在

东 南 很 多 方 面 要 仰 仗 商 绅 的 支

持。1925 年 11 月，孙传芳刚当上

五 省 联 军 总 司 令 ，在 东 南 商 绅 的

一 致 呼 吁 下 ，就 提 出 过“ 保 境 安

民 ”的 口 号 。 当 北 伐 军 向 两 湖 进

军 捷 报 频 频 之 时 ，江 浙 地 区 又 掀

起 了 和 平 运 动 ，这 不 能 不 引 起 孙

传芳的注意。参加这一运动的社

会成分很复杂。部分绅商既害怕

国 民 革 命 军 进 入 东 南 ，也 反 对 孙

传芳出师援助吴佩孚。国民党和

共产党在江浙地区的组织及各种

力量都在想方设法以此牵制孙传

芳出兵，争取民众同情。８月初，

苏州、无锡、武进、镇江、淮阴以及

上海县的商会会长联名致电孙传

芳，对所谓“援湘”准备表示惊疑。

电文称：“兴无名之师，何如以不战

服人？惩异端之攻，何如以自强不

息！”电文要求孙传芳“熟筹全局，

慎于一发”。随后，南京部分绅士

和法团领袖联袂会见孙传芳，要求

他“力顾五省保境安民宣言，勿牵

入湘、粤战争旋涡”。11 日，上海全

苏公会召开特别大会后议决七项：

电致孙传芳，赞成“消极的增防”；

警告北伐军总司令部，请其严饬所

部，绝对不得越闽、赣省境一步；通

电本省及浙、闽、皖、赣四省各团

体，一致运动和平；联络上海各法

团，共作和平运动；通电全国军事

当局，请停止战争，共谋国是；发表

和平宣言等。

后 方 不 稳 ，又 得 不 到 东 南 各

团 体 的 支 持 ，孙 传 芳 师 出 无 名 。

因此，他还不想过早投入战争。

此外，孙传芳控制东南五省，

一 方 面 要 与 张 宗 昌 争 夺 山 东 ，另

一方面还要提防吴佩孚扶植齐燮

元 卷 土 重 来 ，因 此 有 各 种 后 顾 之

忧 ，不 愿 与 任 何 方 面 作 战 。 对 吴

佩 孚 在 两 湖 战 场 初 期 的 挨 打 局

面 ，他 采 取 袖 手 旁 观 的 态 度 。 当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至涟水战役前

夕 ，吴 佩 孚 迭 次 电 促 孙 传 芳 出 兵

援 湘 ，孙 传 芳 却 以“ 目 前 赣 闽 吃

紧”为由，声称“无力遥顾湘战”。

8 月中旬，北伐军进攻岳州，吴佩

孚 派 人 去 南 京 请 孙 传 芳 出 兵 ，孙

传芳感到为难，“不愿与任何方面

为敌”，表示“倘人不攻我，我决不

攻 人 ”，“ 目 前 决 免 派 兵 赴 湘 之

意 ”。 他 想 借 助 北 伐 军 与 吴 佩 孚

决战之际，既消耗革命军的力量，

又 削 弱 吴 佩 孚 的 兵 力 ，待 吴 佩 孚

败后，就可取而代之，执直系军阀

之 牛 耳 。 为 此 ，孙 传 芳 甚 至 还 暗

中 与 广 州 国 民 政 府 信 函 往 还 ，希

望能保持现有局面。

其 实 ，从 就 任 五 省 联 军 总 司

令 后 ，孙 传 芳 就 多 次 派 人 赴 粤

“ 修 好 ”以 维 持 现 有 势 力 范 围 。

国 民 革 命 军 开 始 北 伐 后 ，孙 传 芳

又 向 蒋 介 石 提 出 ，希 望 不 用“ 北

伐 ”字 样 ，不 侵 犯 福 建 与 江 西 。

蒋 介 石 则 要 求 孙 传 芳 和 吴 佩 孚

决 裂 ，倒 向 粤 方 ，并 以 承 认 孙 传

芳 的“五 省 总 司 令 ”地 位 相 许 。 8

月 ，蒋 介 石 指 令 驻 沪 代 表 何 成 浚

和 孙 传 芳 接 洽 ，要 求 孙 传 芳 有 确

切 表 示 ，或 提 出 加 入 国 民 政 府 的

具体条件。8 月下旬，何成浚、孙

传芳在 南 京 会 谈 。 何 成 浚 提 出 ：

由 广 州 政 府 委 派 孙 传 芳 为 东 南

五 省 首 领 ，要 求 孙 军 自 江 西 西

进 ，会 同 国 民 革 命 军 夹 击 湖 北 ，

会 师 武 汉 。 孙 传 芳 则 要 求 国 民

革 命 军 退 出 湖 南 ，将 湖 南 作 为 南

北 缓 冲 地 带 。 会 谈 中 ，孙 传 芳 表

示 ，赞 同 国 民 党 的 三 民 主 义 ，对

何 成 浚 的 具 体 意 见 则 始 终 不 予

答 复 。 随 后 不 久 ，蒋 介 石 又 派 张

群 联 络 孙 传 芳 。 张 群 和 孙 传 芳

有 同 学 之 谊 ，他 们 是 日 本 陆 军 士

官学校的学生，张群是 1908 年入

学 的 ，比 孙 传 芳 晚 一 年 。 张 群 到

南 京 后 ，向 孙 传 芳 陈 述 了 有 利 于

革 命 发 展 的 局 势 ，并 向 孙 传 芳 建

议 三 策 ，其 中 上 策 ：与 国 民 革 命

军 携 手 共 同 北 伐 ；中 策 ：局 外 中

立 ；下 策 ：帮 助 吴 佩 孚 对 抗 国 民

革 命 军 。 双 方 反 复 讨 论 ，结 果 ，

孙 传 芳 还 是 不 接 受 国 民 政 府 的

任 命 ，但 同 意 保 持 和 平 中 立 。

蒋 介 石 、孙 传 芳 之 间 的 谈 判 虽 然

未 能 取 得 成 效 ，但 它 延 缓 了 孙 传

芳 援 助 吴 佩 孚 的 军 事 行 动 ，在 湘

鄂 战 场 未 取 得 决 定 性 胜 利 之 前 ，

对 江 西 采 取 守 势 ，也 保 证 了 北 伐

军 得 以 集 中 兵 力 ，首 先 击 溃 吴 佩

孚军阀集团。

对各方保持“中立”

坐观成败，终被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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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孙传芳是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当北伐军挥师湖南时，他采取将主力向江西布防，

以逸待劳、寻机出击的策略。对吴佩孚在两湖战场初期的挨打局面，孙传芳采取袖手旁观态度，并同意

与国民政府保持和平中立。当国民革命军攻下岳州时，孙传芳顿感形势严重，遂仓促应战，但为时已

晚，终被各个击破。

事实上，孙传芳的态度主要来

自他对形势的过于乐观。北伐军

占领长沙时，北方的南口战事也在

打个不停。当吴佩孚把对南作战

的希望都放在孙传芳的身上，每天

用“限即刻到”的急电催促孙传芳

立即出兵时，有人问孙传芳：“北伐

军已经打到湖南，吴玉帅深感燃眉

之急，我帅何以自处？”孙传芳说：

“党军负嵎蜗两广，正如麻绳子扭

做一团，刀砍不入，火烧不断，如今

他们由珠江流域伸展到长江流域

来，就成了一根长绳子，用剪刀一

剪 就 可 以 剪 断 ，我 们 岂 不 省 力 得

多。”随后，北伐军进入鄂南，孙传

芳的部下不免窃窃私语：“直系两

帅唇齿相依，我们如坐视不救，恐

将同归于尽。”孙传芳又说：“吴玉

帅驻节两湖，咱们不能开军队把他

赶走，如今他要同党军硬挤，正如

两虎相斗。不久两湖地盘也是咱

们的了。”1921 年湘鄂之役，吴佩孚

坐观成败打败了湘军，从而取得了

湖北的地盘，这是从吴佩孚那里学

来的经验。

国民革命军主力得以顺利进

入湖南。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派一

部监视江西，保证右翼的安全，并

以一军指向福建。到８月底，国民

革命军攻下岳州，孙传芳顿时感到

形势严重，遂召集五省联军将领会

议，决定兵分四路入赣，协同邓如

琢与北伐军在江西决战，并令周荫

人陈兵闽、粤边，扰乱北伐军的后

方，但为时已晚。当北伐军饮马长

江，兵临武昌城下时，吴佩孚在湖

北的统治基本上分崩离析。蒋介

石电斥孙传芳，并通电全国：

孙 氏 年 来 因 利 乘 便 ，入 据 江

浙，犹复野心不戢，以保境安民为

名，行侵略扰民之实。近复征调频

繁，谋扰湘粤。其致中正阳电，实

属意图挑衅。是非曲直，当世自有

公论。

随 后 ，蒋 介 石 下 令 主 力 分 三

路 东 移 ，江 西 战 事 随 即 爆 发 。 就

在 吴 佩 孚 失 败 后 不 久 ，孙 传 芳 先

后失去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

苏 五 省 ，从 此 也 一 步 一 步 走 向 覆

亡 。 孙 传 芳 不 救 吴 佩 孚 ，原 因 比

较复杂。孙传芳致力于维持五省

的 现 状 ，但 内 部 体 系 结 构 和 外 部

环境使他在出兵援吴佩孚的时机

不好把握，加之战略模糊，形势误

判 ，以 致 隔 岸 观 火 ，贻 误 战 机 ，但

孙传芳的总体立场是倾向于同为

直系的吴佩孚。在革命军和吴佩

孚 军 对 抗 的 过 程 中 ，孙 传 芳 对 吴

佩 孚 一 度 伸 以 援 手 ，比 如 武 器 装

备的输送、战略上的策应等，不过

从 整 个 战 争 态 势 来 看 ，这 是 远 远

不够的。孙传芳在应对国民革命

军的军政战略上出现不可挽回的

差错，以致被各个击破，最终消失

在历史的舞台。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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