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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节略 A

◎彭光烈／口述　李劼人／记

１. 谈话认识和当时思想。

２. 奉命勒办向阳场、昭化镇及任绵属游击司令（绵阳、安县、绵竹、

什邡）。辛亥七月，在以上四县游击，无战事。惟在什邡属双土地，缴获伪

装同志军鸣火枪、羊角叉、抬炮、刀、矛百余件，捕获七十余人，询明，悉

数释放发还。

３. 防守省城北门藩库、凤皇山 B，会攻新繁。周骏（五标统带）由新都

攻新繁，即日午后一时克复。

4. 王铸人（八标统带）攻郫、崇、灌、彭，后攻温江、崇庆县三渡

水，陈锦江（八标督队官）、周启检（七标 C 队官）阵亡覆没，全队官兵

百二十余人，九子步枪百卅余支，子弹四十余万。

林德轩（五标管带）、彭君蒲（五标队官）、李经桢（五标队官）守崇

庆州。

易排长在向阳场，全排覆没阵亡，官兵四十余人，枪支四十余支。

A 由彭光烈口述，李劼人记录，手稿，毛笔书写，较凌乱，多涂抹圈改，无标点，似为边谈边记。
由尤徳彦整理并酌加标点，标题系原题。原件不署时间，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国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 23，1994 年 6 月初版）第五卷第十四章载有此文，只
是文字出入较多，该书编者云：“李劼人先生一九五四年间重写《大波》时，曾与编者多次往来，
于我处借阅未出版时的拙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全部稿件……《彭光烈谈话节略》等，亦即
于是时为李劼人先生所提供。故此件及后数件写书信的时间，也当为一九五四年前后。”
彭光烈（1883 － 1956），字直先，四川双流人。1904 年考入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后任四川陆军
小学堂教官，加入同盟会。后历任第三十三混成协部队官、六十七标三营管带官、十七镇五十八
标标统。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政府陆军中将、将军府将军，为重要的川军将领。1949 年冬，率
双流参议会及机关法团通电宣布起义，后安排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工作，1956 年在成都病故。

B 一般写作“凤凰山”。下同。　　——编者注

C 此脱一“督”字。下同。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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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朱庆澜（见另纸 5）率步兵一协和骑炮工六队，在新津河北岸对攻新

津城。拒守之同志军万余人，首脑侯宝斋。叛变防军四百余人，叛变营长周

宏钧，月余不克，此战是大战。

6. 魏楚藩（八标教练官）在东路茶店子被夏之时（八标排长）起义击毙。

夏兼程取道乐至，到重庆，合并张培爵。张思聪率骑兵百余名，追之不及，

转回。张本同盟会会员。

7. 陆军第十七镇部队：

步兵：三十三协，协统施承志，浙江人，号调梅。

三十四协，协统陈德麟，湖北人，号瑞周。

三十三协六十五标，统带周骏，四川 A，号吉玬，辖第一、二、三营。

三十三协六十六标，统带叶全，云南人，号香石，辖第一、二、三营（系

防军改编）。

三十四协六十七标，统带孙绍荃，浙江 B，号合浦，辖第一、二、三营。

三十四协六十八标，统带王铸人，号宝□，辖第一、二、三营。

骑兵：一标，统带蒋隆棻，湖南人。

炮兵：一标，统带陈桄，浙江人。

工兵：一营，管带罗伟，四川人，号厚常。

辎重：一队，队官袁绍伯，开县人。

特种兵：兵员因成镇不久，正在扩编时，战事便发生，所有官兵多系

三十三混成协编制者。

8. 陆军与同志 C 作战，以西、南方面为多，东、北方面甚少。

9. 陆军官兵在事变作战时，已有少数初萌革命思想，对同志军（极为脆

弱）作战是有让手的，所以赵尔丰与其助纣官僚怀疑陆军。

若无陈、周、易死难，预料战期必能缩短，反正必可提前。

10. 赵尔丰交出川政前后（见另纸 10）。

11. 蒲殿俊、朱庆澜组织军政府。

蒲、朱受赵氏支配，军政大权全权握于化身朱庆澜之手，罗纶任交涉局

A 此脱一“人”字。　　——编者注

B 此脱一“人”字。　　——编者注

C 此脱一“军”字。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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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专任同志军交涉事宜。

12. 十月十八日，巡防军叛变，蒲、朱隐匿不出。尹昌衡单骑驰凤皇山，

促六十五标统带周骏率全标进北门，维持秩序。

十月廿日，在明远楼下召集军政各界开会。

周骏任临时主席，推举尹昌衡为正都督、罗纶为副都督，第二次成立军

政府。立时布告，派出巡查队（陆军），城厢多处戡乱，正法抢劫匪徒数人，

秩序即时回复。

孙中山先生代表、四川同盟分会会长董修五任总政处处长。议决——

成立亲卫军，一标标长陶泽焜；

改编第十七镇为四川陆军第一镇，宋学皋任第一镇镇长；

收编同志军为四川陆军第二镇，彭光烈任第二镇镇长；

收编防军成为第三混成协，孙兆鸾任第三混成协统领，旋改任四川陆军

第三镇镇长；

成立军政府卫库（改编一部，新募一部，即皇城武器库）。

13. 同志军改编为四川陆军第二镇情形（见另纸 13）。

14. 第二镇教育及整顿情形（见另纸 14）。

15. 第二镇分任任务（见另纸 15）。

讨雅州川边边务大臣傅华封，擒之，并收编其防军五营余。

派参谋长李俊调查川边情形。

派参谋长李树勋援陕、甘，催促反正。

平松潘夷乱。

援陕、甘，打白狼，全师动员，由彭光烈率领征勒。

驻防川北：川北全境及绵阳、安县、中坝。饷项按月领收，或由都督府

发拨单到指定机关领收，系侍给制，服装专项系统发。

16. 第一师宋师长（学皋维持成都治安，第一旅旅长赵光森率步炮团□

讨伐逆群 A）约三月辞职，由周骏继任，率全师赴自井、泸州一带，对付藉名

援助兼索协饷的滇军。

第三混成旅旋改第三师，孙兆鸾师任川边防务和川边兵站，总监陈遐龄

A 似应为“群逆”。　　——编者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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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团长）之入川边，即此时。

17. 军政府首脑密议，议决：赵逆尔丰，争路事变始而擅捕贤良，蒲、

罗诸人几欲杀害，枪杀请愿之无辜人民数十人，令防军各县勒杀起义农民保

路同志会，死难数千人，穷促自危，假将川政交与化身朱庆澜，暗与防军密

商暴动，妄图重秉川政，造成十月十八日事变，人民损失生命财产不可数计，

决议围攻督署，正法赵尔丰，刽子手是陶泽焜（地点玉茶堂坝子）。

第一师步兵一团饬炮兵一营阵地东较场城墙。

18. 一般见闻：

同盟会军事部长龙光，号灼三（有关防一颗），武备毕业会员，陈鸣谦、

彭家珍、熊硕辅、王树槐、王秉璋、付寿棠、孙□祥、杨肇锡、黄成群、余

绍赓、张思聪等十余人皆武备毕业。

第二次军政府成立及杨辛野、张致祥、黎庆余、黄禄生、王树槐等六君

子出狱，杨辛野任军事巡警，对成都秩序颇为尽力。

杨肇锡，由汉口同盟分会派四川，到荣、威一带革命运动。

彭家珍在天津任暗杀部，与陈鸣谦、熊硕辅、余绍赓谋炸梁 A 弼（号赉

臣），腊月间，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罗春士家征得像片后，彭家珍炸中梁弼

脑部（先放手枪，未中，强用炸弹），流血过多，到医院不久即废命（彭家

珍登时中破片，即死）。制运炸弹到京 B，到南京政府，追赠上将军；后由乱

葬坟迁葬三贝子花园一角，至今仍在该处。

当时修制炸弹者只黄佛 C 生、喻华伟之兄（喻培伦，字云纪）二人。

玉昆将军与罗纶多次协议，缴出九子毛瑟一千五百支，子弹七八十万。

罗纶移入东门街（□□□□ D）先住，满城旗兵、旗民问题始告解决，故有

续定优待满人专条。

A 应为“良”。　　——编者注

B 此六字疑应置于本段“征得像片后”之语后。　　——编者注

C 应该是“复”。　　——编者注

D 此四小字，完全不可辨识。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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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纸补充 A

10. 辛亥年七月，伪清王朝坚持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蒲、罗诸人和同

志会坚决争回商办，先后蒲、罗、张、颜、邓、彭等十人放逃掀起罢市罢课、

抗粮抗捐风潮。端方入川查办，被杀于资中；岑春煊来川协助，告父老书

已到；川西南同志军各县纷纷起义，四境兵火，全川鼎沸；武汉又酝酿巨变。

川督赵尔丰鉴于环境逼迫，国势岌岌，狂澜莫挽，不得已将川政交与谘议局

议长蒲殿俊、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朱乃赵尔巽调来，离川时交与乃弟尔丰。

朱是其亲信私人，手握兵符，权威极大，交朱犹未交，且可以平民愤，而待

机欲变。逆料祸变必起，那时出面戡乱，使川人心服口服，重督川政，直意

中事。赵支配成立军政府，蒲任正都督，朱任副都督，军政大权多决于朱。

赵氏增调防军，共约两万人到省自卫，防军官长多赵心腹，装备简单，枪支

九子毛瑟，饷糈不厚，官兵全数哥老，少操无课，纪律不佳，官兵去留甚易，

随补随录。赵氏与防军主干朝夕密谈恳亲，确闻防军首脑多人，有向赵氏磕

头哭泣，誓言始终拥尔丰重秉川政，尔丰更予嘉勉其忠，愿同患难，对该首

脑多密约。于是省城防军在秩序紧张中，各营推出代表一人加特任代表，内

有二、三陆军代表，参加秘密会议，把准备暴动的计画口令“0 胜”分划各

官长指挥责任，待令即动。其时防军早派出代表，向蒲、朱都督要求发给

恩饷三月。陆军部长尹昌衡请托孙兆鸾，与其展转交涉数目、时间，多日不

决。恰遇蒲、朱都督命令在省城防军准十八日午前九时，全部齐集东较场听

候训话，点名发饷。十月十七日，防军各主干密定十八日在东较场趁齐集机

会，如不能达到要求，即向天鸣枪发难，自由关饷，口号“不照”，饱载之后，

还是归营，即行拥赵的策决，其内部吃血酒，掉大帖，宰鸡狗攒堂，重申哥

老的团结。大家磨拳擦掌，三更造饭，黎明出发，齐赴将次发难的东较场，

指日定可发财。赵尔丰与防军亲笔朱单，大意云：本月初间，尔丰见国 势

不 支， 将政权交蒲、朱二人。孰知他们不善办理，酿成巨变，使百姓

受苦，流离失所，皆尔丰一人之过，今望众官兵体察人民艰苦，火速归营，

需用银钱首饰簪环，督院衙门不少，请你来分用，不要重扰人民，以后一切，

A 此小标题为清晰眉目，由编者所加。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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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尔丰替你们照料负责……

十八日午前九时半，蒲、朱都督偕玉、十七镇司令尹昌衡和与会诸人先

后到达，防军首脑已到会（共约五十余人）。会议开幕，先由蒲、朱训话，

尹则继之申明纪律责任，被训者纷纷责难抵抗，不服骄横的态度已不可遏止，

会议毫无结果。其时约十一钟，两万防军布满东较场的密集部队行列中心，

突然鸣枪，登时暴动，几十几百，成群向西面各个街口飞奔，把所有饮食摊

担踩滥捣毁，窜入街市，零星枪声，密集枪声，随处闻之。沿街抢掠，全城

关闭，十足罢市，随即窜入中心和东、西、南、北街道，尽量抢劫，枪声处

处可闻。入暮，抢劫轮到当铺、藩库、银号、钱庄、字号，火光大起，火场

达百余处，越燃越大，全城通红无人敢救，被劫大铺，地面堆集很厚包银、

分货物的纸张。抢皇城军装武器库开始了，一人背二三支枪，夯子弹匣的

极多，仿佛是自由凯旋的样子。藩库开抢了，一人抢三锭、五锭，心重

的一人抢十锭、八锭，最贪婪的抢得多，拿布扎成包袱，背上如背两扇磨

子，一步一步慢慢走，遇黄雀击毙重抢的不少。乡镇野外同志军、农民、团

防及豪侠之士，虏获枪支、银钱、货物极多，这个自由关饷、尽情抢劫的名

词，叫做“打起发”。我通夜都在街上，收容陆军少数散兵，亲见亲闻的甚多，

完全是事实，赵尔丰被杀的主因，亦伏 0 其中。

13. 崇庆州同志军首领孙泽沛，编为步兵第七标，孙任标长，他的幕中

有日本留学生帅吉珊，崇庆州秀才龙新轩，大邑秀才李子清，速成学堂李俊。

组成份子以封建会门最多，智识分子、农民激烈分子和无业游民。入省

城后，大部住青羊宫二仙庵一带。

队伍头领有简秀山、张幺贡、余子凡、车耀先诸人。

活动与住在地，廖场乡下及大花枝一带。曾围攻崇庆州数次，逾十余日，

在金马河三渡水擒获、击毙送子弹之八标督队官陈锦江，七标队官周启检，

获得全队九子步枪百余支，子弹四十余万。 联络方法，以派人走字样，或

写信，全照会门方式方法。

温江同志军首领吴庆熙（吴二代王），编为炮兵第二标，吴庆熙任标长，

幕中有茂县人谘议局议员张子麟、李树勋、李煜生（速成毕业）。十月十八

日变乱后一、二日入城，住谘议局，大部份住草堂寺一带。队伍头领简云龙、

马汶山，组成份子与孙泽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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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县、郫县、崇宁同志军首领张尊（张瓜瓜，同盟会会员）、张捷先（同

盟会会员）、张熙编为步兵第五标，张尊任标长，张捷先任师部参谋长，张

熙任理番县长。

彭县同志军首领刘荫西，编为骑兵第二标，刘荫西任标长。

绵竹同志军首领侯国治，编为步兵第六标，侯国治任标长，何清任第一

营营长。

双流同志军首领彭鼎新，编为第八标，彭鼎新任标长，贺佩修任第一营

营长。

崇宁同志军首领杨时雨，编为工兵第二营，杨时雨任营长。

李国英任辎重营长，是陆军官兵编成。

陈廷杰任特别营营长，是陆军编成。

华阳同志军首领秦载赓，编为步兵第一标，秦载赓任标长 A。

叙府、嘉定同志军首领胡重义，编为步兵预备第二标，胡重义任标长。

雅州、天全、芦山、茗山、沐川同志军首领罗子洲（罗八千岁），编为

步兵预备第三标，罗子洲任标长。

同志军目的一致，反清抗粮抗捐，打倒首逆赵尔丰和助纣为虐的田征葵、

周善培等官僚，占据乡镇，攻取城池，以争回川汉铁路，救护蒲殿俊、罗纶

等十位先生为号召。

同志军素质，是以农民起义武装，纯是抬炮、明火枪、刀、茅 B、梭镖等

旧式军器，间有少数单响毛瑟，有快枪者实属寥寥。专恃爱祖国、爱人民热

忱，冲锋陷阵。饷粮、服装，多从劝募中得来，律纪甚好，不扰民，不杀害，

群众对之，不以为扰，极表同情。

同志军虽是袍哥，大半是来自田间的农民，体质强健，性质优良，服从

甚好，遵守纪律，颇能吃苦。

5. 新津周鸿钧是防军管带，率全营起义，共同与侯宝斋及各同志军混合

协同，占领新津，与官军抗战最强的一股。停战后退走，沿途火并防军枪支，

共有步、马枪五百余支，住自流井，被清军袭击，阵亡，可惜民军少一员智

谋兼有的猛将。

A 此与史实出入，或系记忆之误。　　——编者注

B 同“矛”。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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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陆军第二师官兵，纯是起义，来自田间，不谙军事，不知军风两纪。

干部头目，应急切施行军事教育，不能知道学、术两科，便不能成正规的陆

军。对各连，本宜添教习一员，以陆军军士任之，教练官由陆军毕业生任之，

人员虽少，聊胜于无。开办军官研究所一所，所长由我兼任；宿尚文，速

成毕业，任监督文学；军事聘任专长教育管理。每营调下级官三分之一，全

师可得百卅人，以三月为满期，九个月即可全师下级官全部研究完毕。成立

模范团一团，兵员由各标平均选送，饷项、服装、枪支、子弹，全由各标代去；

训练三月，人数约一千伍百人；选任学、术优良，任各级干部；王陵基任团长，

彭志（保定毕业）、刘斌、吴家议（武备毕业）、何畴（速成毕业）分任营长；

经过三期，即可供给全师军士数目。民二年冬，全师三期教育后，便达到全

师管理、学术正规军事化。民二年，缩编、退伍达四团，罗子洲改委宁远防

军五营统领，预备第三团官兵大多数编插在防军之内。此第二师教育、整顿

之大概情形。

15. 讨雅州川边务大臣傅华封，第二师派侯国治率步兵第六团，我率护

卫营一营到雅，同第一师赵南森旅长会攻雅城。炮兵射击，击毙夏营长后，

到三日三时攻克，归顺防军约五万，我师擒获赵尔丰心腹傅 A 华封。押解回省，

正、副都督及全城文武数百人，都至武侯寺欢迎讨逆军凯旋，鞭炮红绫，轰

动一时。傅逆入城，被看管于皇城内，后著《西康建省》一书，一年后释放

还家。雅乱敉平，讨雅善后，曾派李俊（正参谋）调查川边情形。吾川反正，

第二师编制就绪，派李树勋率骑兵第二团全团援助陕、甘反正。龚达司令率

步兵第五团团长张尊、教练官陈国栋平松潘夷乱。战事中，以猫儿岭为激烈，

我师阵亡官兵六十余，员兵尸灰，凯旋时带回成都，分别安葬或交其家属

领回，分别优发恤金。

派第二师参谋长李树勋率骑兵第二团，团长刘荫西，护卫一连援助陕、甘，

催促反正。经宁羌、略阳，到达甘肃徽县，时约二月余，陕、甘反正后，即

行调回。

民三，我率第二师全师堵战河南流寇白狼，至汷中、宁羌、略阳、阳平、

阶州、文县，知吾川有备，迄未犯川，俟该区窜至洮州，被击瓦解，我师始旋。

A 原稿作“付”，径改。下同。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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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二，重庆独立，我第二师奉命平逆，驻防川北，保全川北与川西，绵阳、

安县、江油共卅余县未遭兵祸，人民得到安居。

原件由李诗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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