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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朝秦暮楚两面派 

７月的上海，天气很热，阳光很足，人们都想法子往荫凉的地方

走，街上也显得安静多了。归国以后的朱德已经４０岁了，但当他回

到离开了４年的上海时，心中依然有几分激动。 

４年了，朱德已经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他迫切希望党组织尽快分配任务，尽快加入到中国革命斗

争的热潮中去。他来到上海闸北区的一所房子前，按照预先约定的联

络办法，去寻找党组织。 

４年了，中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１９２６年初，

广东、广西统一以后，广州革命政府和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全国人

民迫切要求广州革命政府出兵讨伐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反动军

阀，结束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当时，北洋军

阀吴佩孚有２０万人，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陕西一带；孙传芳

有２０万人，主要控制了东南五省；张作霖有３５万人，主要控制了

东北和华北地区。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为了扑灭南方的革命烈火，

准备联合起来“南伐”。在这种形势下，广州国民政府确定了先打吴

佩孚，后打孙传芳，再打张作霖，将北洋军阀各个击破的战略，调集

国民革命军８个军约１０万人，先发制人，出兵北伐。 

７月份，北伐军顺利打下了长沙。为了尽快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

统治，北伐军非常需要北洋军在上海的兵力部署情况。党组织考虑到

朱德的特殊身份，决定要朱德在上海搜集北洋军的各种情报。 

朱德接受了组织上交给的这一任务以后，决定先去找过去滇军中

的同事和讲武堂的同学。朱德在云南提任过宪兵司令、警察厅长，在

护国军中也颇有威望，旧时的许多同事都在上海，有的经商，有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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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这些人见了朱德，都分外热情。朱德在同他们叙旧和闲谈中，

了解到了许多有关北洋军阀的情报，这些情报对在前线作战的北伐军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海一带，当时是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孙传芳是山东历城人，早

年毕业于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第６期，１９２１年

升北洋军第十八师师长。１９２３年率领北洋军进入福建，驱逐了在

福建的皖系势力，自任福建督理。第二年又通过齐卢战争增强了实力，

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办。１９２５年１０月组

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只用５天时间就驱逐了驻守在沪宁

的奉军，占领了福州，控制了东南五省，成为北洋后期的最大军阀之

一。江、浙一带，也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迹的地方。北伐战争中，

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向湖南、湖北进军的同时，第一军也开始

向福建、浙江进军，北伐军很需要了解孙传芳的有关情况。有一天，

一位同事把朱德介绍给孙传芳的一名参谋时，朱德逢场作戏，同这位

参谋一谈就是３个小时，富有军事经验的朱德在言谈之中，把孙传芳

的实力和军事部署摸得清清楚楚。不久，当孙传芳指挥部队在南昌、

九江与北伐军发生激战时，朱德作出的军事判断对北伐军作战起了重

要作用。 

８月上旬，北伐军李济深军长率领的第四军、李宗仁军长率领的

第七军和唐生智军长率领的第八军沿汩罗江与吴佩孚的北洋军对峙，

当时任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杨森的态度如何，对北伐军继续北

上具有重要影响。为了说服杨森不反对北伐军进军湖北，不支持盘踞

在武汉三镇的吴佩孚的军队，党组织决定派朱德前往四川万县，做杨

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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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同杨森在云南护国军中共过事。朱德出国前，杨森曾经希望

朱德回国后再回四川，他的参谋部随时“虚位以待”。当时杨森带领

１０万军队驻守在以万县为中心的川东地区，一度与长江中游的吴佩

孚有默契。出于上述考虑，组织上决定让朱德去劝说杨森。 

朱德乘轮船西进时，曾经在汉口上岸。武汉三镇已经戒严，北洋

兵不分昼夜在街上巡逻，任意搜查行人，一旦发现有人拒绝搜查或逃

跑，就开枪射击。见这情形，朱德干脆打扮成阔商模样，在武汉见了

几名负责军事和工人运动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互相交换了一些情

况。朱德在街上来来往往，却没有一个北洋兵去查问。 

８月１１日，朱德到达万县。 

杨森得知朱德回国以后果然来找他，以为朱德有意和他合作，非

常高兴，把朱德当作嘉宾接待。 

当朱德把国民党代表的主件递给杨森时，杨森满脸堆笑，连声说：

“好说！好说！我杨森也渴望参加国民革命事业嘛！” 

朱德深知杨森是个善于投机取巧、朝秦暮楚的两面派，月前刚刚

宣布就任吴佩孚委派的四川省省长一职，现在又说“渴望参加国民革

命”。对于杨森的这一态度，朱德心里还打了一个问号。言谈之中，

朱德不断地向杨森讲述北伐战争以来的革命形势，宣传孙中山先生的

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朱将军，国民党能给我多少钱？部队要有钱发饷呀！”果然，

杨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钱的问题。杨森同其他军阀一样，有奶就是娘，

谁给钱就同谁站在一起。他以为朱德一定给他送钱来了。为了钱，杨

森几乎不择手段，在川东一带，他不但收老百姓的税，而且对所有的

过境货物都收“过境税”。英国和其他外国船只过长江时了要收“过

境税”，这在外国人享有特权时是一个大胆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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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带钱来。朱德说得很干脆：“我能向你提供的只不过是

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即我们这方面一定胜利。你如果不参加过来，

坚持要打我们，你就毫无前途。 

杨森听了，没有表态，但他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北伐军能不能像

朱德所说的那样取得全胜，他还要骑墙观望。国民政府没有给他钱呀，

一旦他宣布效忠武汉政府，吴佩孚就不再接济他，他杨森不干这种事。 

出乎杨森意料之外的是，北伐军进展神速，朱德接连告诉他一个

接一个惊人的消息。朱德还说：“北伐军的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击溃

了吴佩孚的主力，吴佩孚是爬上火车逃回武汉的。对此，杨森很惊讶。

汀泗桥是鄂南的门户，粤汉铁路上的一道天险，易实难攻，吴佩孚亲

自率领主力二万余人在汀泗桥固守待援，想不到叶挺独立团浴血奋战，

突破了吴佩孚部署的坚固阵地，顺利攻克了汀泗桥。 

但是，杨森还是踌躇不决。 

朱德对杨森说：“北伐军很快就要打下了武汉了。” 

杨森只是一声冷笑，似乎看不到吴佩孚的末日。 

正在这时候，四川万县发生了“万流轮”事件。朱德因势利导，

促使杨森的部队转向革命阵营。 

“万流轮”是英商太古公司的一艘商轮。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９日，

“万流”号沿长江上驶至万县。杨森部官兵分乘两艘木船，准备搭乘

“万流”号回万县。谁知当“万流”号接近木船时，突然加快航速，

浪沉了杨森所属的两只木船。这两艘木船上装有杨森部官兵在云阳提

取的盐款及粮税各款８５０００元，枪支５６支，子弹５６００发。

船沉没后，不仅款银和枪支、子弹丢失，船上５８名官兵全部溺水而

死。杨森得知此事，极为愤怒，他询问朱德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朱德也义愤填膺，鼓励杨森坚决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正义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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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万流”号驶抵万县时，杨森命令轮船检查长率领８名士兵前

往检查，并询问在云阳肇祸的经过。谁知停泊在万县港口的“柯克捷

夫”号军舰也派全副武装的海军官兵登上“万流”轮，强行解除了杨

森所属官兵的武装，还开枪打伤两名士兵，并让“万流”轮离开万县

上驶。 

杨森更加愤怒，命令部队立即扣留英商太古公司的“万县”、

“万通”两艘轮船，当“万流”轮停泊在陈家坝码头时，杨森也派部

队将其扣留，并向太古公司提出了赔偿要求。 

但是，谈判毫无结果。 

针对这个事件，朱德对杨森和他的士兵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国

的宣传教育，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川军５８名官兵

惨死的第４天，朱德还同陈毅一起在万县图书馆阅览室召开了有工人、

农民、商人、士兵等各界代表五十多人参加的会议。陈毅那年曾在中

共北平地委工作，后来受李大钊派遣，随他留法的同学、杨森的秘书

长喻正衡从北京来到万县，在万县第一次见到朱德。两人一见如故，

共同商议争取杨森。朱德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帝国主义列强派出

军舰侵略中国，他们敌视中国人民，在我国内河肆意横行，草菅人命，

撞沉我船只，这是对中国人民的直接迫害。这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

国家独立和人民生存的大事。我们只有打倒封建军阀，把帝国主义赶

出中国，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独立，人民才能有真正的自由。”朱德

还号召，大家要坚决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杀人罪行。 

朱德和陈毅还派人到重庆、成都等地呼吁声援，形成了一股震撼

巴蜀大地的反帝惊雷。 

英帝国主义并不甘心。９月５日，英方将原来停泊在宜昌的“嘉

禾”号军舰调到万县，在“威警”号和“柯克捷夫”号的掩护下，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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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向被川军扣留的“万县”、“万全”两艘轮船冲击，抢走两艘轮船

上的全部船员，毙伤了几十名川军士兵。当他们的暴行遭到川军抵抗

时，英国军舰竟然对长江两岸的南津街、陈家惧、万县县城和杨森省

长的公署用排炮轰击，炮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时间，万县城内一

片火海，千余家民房被击毁、焚毁，人民死伤数以千计，财产损失十

分惨重，制造了一起罕见的“万县惨案”。 

那天下午，朱德正在寓所阅读一部《太平天国》，突然听到一阵

激烈的枪炮声，即刻冒着生命危险赶到杨森的指军部。朱德对杨森说：

“英帝国主义竟敢如此狂妄地屠杀中国人民，你应该立即派兵封锁长

江，截击英国军舰，狠狠地教训教训这些杀人凶手。” 

在朱德的敦促下，杨森命兵炮令部队和江岸部队互相配合，坚决

还击，将一艘英国军舰击伤，杨森的宪兵司令于渊还率领手枪排同英

军进行搏斗。 

英国侵略者一手制造“万县惨案”的消息传开后，全中国人民无

比愤慨，重庆、汉口、上海等地的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国民党政

府发表了一份措词强烈的声明，抗议英军的暴行，共产党也发表《宣

言》，历数和抗议英国军队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恰恰在这个时候，

在北伐军的猛烈进攻一丢失武汉、逍到河南郑州的吴佩孚为了博得英

帝国主义的支持，公开倒行逆施，责令杨森立即释放被扣的英国轮船。 

朱德知道后，在杨森面前严厉遣责吴佩孚的倒行逆施，反复劝说

杨森认清帝国主义的本性，向北伐军靠拢。 

杨森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吴佩孚已经遭到惨败，就明确向

朱德表示，愿意“效忠”广东国民政府，拥护北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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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见杨森在铁的事实面前已经做出抉择，就到武汉向党中央和

国民革命军行营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报告杨森的意图。邓演达听后很高

兴，高度评价了朱德的工作成就。 

由于杨森拥护北伐，使长江上游的形势趋于稳定，北伐军能够集

中兵力歼灭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 

杨森是个见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人，当朱德再次返回万县时，险

遭杀身之祸。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广东国民政府得知杨森愿意效忠国民革命、拥护北伐战争以后，

即委派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２０军军长兼川鄂边防总司令，委派朱德

为国民革命军第２０军党代表兼该军政治部主任。这样，朱德就可以

用合法的身份在杨森的部队里开展政治工作了。朱德临走前，邓演达

要他挑选了三四十名政工人员随行，以便在杨森的军队里建立起政治

委员制度。 

杨森接到朱德带回来的委任状和关防时，还显得高兴，可是当他

看到国民政府派出了几十名政工人员，又听说这些人要按照孙中山先

生制定的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教导他的军官和士兵时，就惶恐不安起来，

竟然派出了暗探和特务去监视朱德和政工人员。 

在国民革命军中设立政治部，这是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意见而

建立的一种制度。孙中山的本意是防止军阀的兴起。孙中山在斗争实

践中看到，以往有的将领把军队看作私人财产，从而演变为军阀，设

立政治部是为此采取的一项改革措施，孙中山还希望这些政工人员给

广大官兵讲解革命的纲领、政策、目标，要求政工人员动员工人和农

民支援北伐战争。当时，许多政工人员是共产党员和左翼国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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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野心勃勃的蒋介石和杨森等人犹如芒刺在背，不择手段地阻挠

政工人员开展工作。 

朱德不顾杨森采取派人监视、暗探等种种法西斯手段，巧妙地利

用合法身分，在川军中宣传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帮助官兵理解和掌握打倒帝国主义，扫除军阀，

为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的革命道理。杨森对此很反感，有

一天，终于同朱德面对面地发生了争执。 

“朱将军，国民政府让你带多少钱来改编我的部队？”杨森皮笑

肉不笑地问。 

朱德也淡然一笑，说：“没有钱呀！你也知道，国民政府正在进

行北伐战争，面临严重的经费困难。” 

“可是，我的官兵总得发饷吧？” 

这句话，杨森在朱德面前不止说一次了。今天，朱德直截了当地

说：“对，官兵需要粮饷。可你在川东收的捐税和田赋，完全能够维

持部队的粮饷。 

杨森又找出种种理由来搪塞和刁难朱德，明知国民政府没有给钱，

却开口就向朱德要钱。他哪里知道，朱德当时拿的军饷，只是最低限

度的生活费。 

当时，国民政府曾经命令杨森调部队去攻打吴佩孚的北洋军。当

时，吴佩孚的主力已经被北伐军打垮了，川军出动，只是加速北洋军

的崩溃，但杨森百般敷衍，勉强调一师兵力到宜昌附近，又按兵不动，

却向朱德诉苦说：“吴佩孚是我的老朋友，他曾经帮助我在四川站稳

了脚跟，谁也不忍心打老朋友呀！” 

朱德深知杨森的行为反复无常，就抓紧时机在川军官兵中做耐心

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官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有一位参谋还悄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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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朱德，在朱德回武汉时，杨森曾经同吴佩孚的代表秘密接触。这个

情况引起了朱德的高度警惕。 

一天夜里，朱德刚刚上床休息，忽然听到有人轻声敲门。 

谁？朱德一骨碌坐起来。 

“朱将军，是我呀！” 

朱德一听，知道是杨森的参谋，正想点灯，却被来人制止了。 

黑暗中，那人说：“朱将军，杨森又把赌注押到吴佩孚身上了，

他将和吴佩孚一起率领部队向武汉反扑。为了表示他脱离国民政府的

决心，他还要对你和全部政工人员下毒手呢！朱将军，你千万要小心

呀！说完，那人转身走了。 

朱德回忆起杨森这些天的举动，认为来人通报的消息是确实的，

他自己也觉察到了杨森的一些不正常举动，于是马上通知政工人员，

连夜撤出第二十军，离开万县，翻山越岭，直奔武汉。 

１０天以后，朱德在武汉给杨森拍去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只有１

７个字，却使杨森心惊肉跳： 

“兹警告，如敢与我为敌，必将全部消灭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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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顺起义震四川 

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上，并

试图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决定让朱德再回四川，

同刘伯承等一起领导泸州、顺庆起义。 

当时，四川被杨森和刘湘的部队控制。杨森和刘湘的野心都很大，

每时每刻都想吃掉对方，独霸四川。在北洋军阀的势力急遽衰败，杨、

刘两人之间的摩擦日益表面化的情况下，中共重庆地委决定抓住有利

时机，积极开展军事斗争，策应北伐。 

１９２６年８月３日，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

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四川省内

各部队的番号、枪支数量，驻了地域，派系渊源、政治态度和战斗力

情况。８月上旬，刘伯承和吴玉章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也

提出了争取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者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

借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的设想。重庆地委还根据四川

的实际情况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川中如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

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重庆地委还提出了在泸州、顺庆一

带举行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 

中共中央对重庆地委的建议十分重视，看到了“在军事运动上，

我们亦有造在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决定派人加强四川的军事运

动，组织部队配合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同杨门音公、刘伯承一

起，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 

１１月中旬，朱德来到重庆浮图关，同杨门音公在刘伯承家里召

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组成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

委员会”，委员会由朱德、杨门音公、刘伯承三人组成，负责领导四

川的军事运动，地委书记杨门音公兼任军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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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门音公，名尚述，是四川潼南人。他虽然出身封建地主家庭，

但少年时期就对旧社会和旧教育不满、远赴南京考入江苏军官教导团。

１９１７年又东渡日本，在学习军事的同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回国后积极

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朱德对杨门音公早有所了解，现在一起

组织泸顺起义，朱德感到很高兴。 

朱德和刘伯承是老相识了。早在１９１６年，朱德和刘伯承都参

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在万县时，朱德又见到了刘伯

承。由于多年不见，刘伯承走进朱德的办公室时，把共产党员的证件

往桌上一放，又在朱德肩上拍了一巴掌，大声说：“玉阶，还记得我

吗？几年前我们在川南见过面。那时候，我还代表成都军阀和护国军

商量怎样对付云南、贵州呢！”朱德得知刘伯承是受党中央派遣，从

上海回到四川来策划军事起义时，兴奋极了，连声说：“好呀，好呀，

这一次我们可以大干一场了！那些天，刘伯承经常到“宝隆洋行”朱

德的办公处碰头，秘密分析四川的军事形势。当朱德讲到杨森性奸狡

时，刘伯承多次提醒朱德，要朱德千万小心。现在，两人都要为共同

的任务去奋斗了。 

朱德、刘伯承和杨门音公在一起召开的第一次军委会，主要研究

了泸州起义和顺庆起义问题。刘伯承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四川军事运动的指示，提出了利用川军的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战略

构想和具体策略。朱德同刘伯承和杨门音公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先争

取驻守顺庆和合川的３个旅起义，在四川中部站稳脚跟；再发动驻泸

州的两个旅起义，互相策应。然后把这两部分起义军扩编为６个师，

组建四川国民党的左派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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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泸顺起义，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于１１月２５日在

重庆市中山学校召开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先在重庆造革命

声势。在这次大会上，朱德和刘伯承、杨门音公等人被选为大会主席

团在员和省党部执行委员。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日，泸州起义提前爆发。两天以后，顺庆起

义由于时机泄露，也不得不提前举行。泸、顺两地上一万两千多名军

人从旧军队中杀出来，把枪口对向腐朽的北洋政府。１２月９日，刘

伯承根据事先计划，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 

在四川反动军阀的疯狂反扑面前，朱德同刘伯承一起领导泸顺起

义军坚持战斗１６７天，不仅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也为共产党直

接掌握武装力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１９２７年初，朱德遵照党的指示，来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

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干部。 

南昌位于赣江下游东岸，是一个具有二千一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城

市，汉初时已为南方昌盛之地，固而得名南昌。当时，滇军已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由军长朱培德率领，警卫江西全省，并在南昌开

办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朱培德还提任江西省省政府主席。他听说护国

军少将混成旅旅长来到南昌，就想利用朱德的军事才能来培训军官，

利用朱德在滇军中的老关系的招收官兵，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很

痛快地委派朱德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参议兼第三军军官教育团

团长。 

朱德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数年，又留学欧洲，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

都很丰富。他了解了南昌市的基本情况以后，选定南昌市永和门内花

园角的讲武堂为校址，建立了教育团的机关和分队，党代表魏瑾钧、

副团长兼参谋长刘介眉也相继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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