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白朗起义的几个问题

杜 春 和

白朗起义
,

是民国初年袁世凯统治时期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

起义
。

它发生在河南 的 宝 丰
、

鲁山一 带
,

驰骋于豫
、

鄂
、

皖
、

陕
、

甘数省
。

起义军所到之处
,

斩关夺隘
,

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

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

是当时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

关于这次起义
,
史学界曾作过一些调查和研究

,

但有些问题

尚待深人探讨
。

本文试就我接触过的一些史料
,

谈几 点 粗 浅 看

法
。

、

白朗起义爆发的时间

与迅速发展的原因

过去一些史书和论文
,

在谈论白朗起义时所引用的史料
,

大

都是从一九一三年六
、

七月间
,

白朗起义军攻克唐县
、

禹州等地

时开始的
,

在此以前的情况很少论及
,

特别是对白朗起义爆发的

时间
,

都没有举出确切的史料来说明过
。

唯有河南开封师院历史

系和河南历史研究所白朗起义调查组写的
《
白朗起义调查报告

》

中说
: “

武 昌起义的同时
,

白朗起义的枪声也在宝丰打响了
” 。

我

基本上同意这种说法
,

下面再作一些史料补充
。

据一九一二年五月
,

河南官方专门派人调查豫南一带农民武

装活动情况的探报中说
: “

探确著名土匪杆首居里巢穴
、

快枪人

数
:

杜起宾
,

宝丰县西 乡四十里韩庄人
,

巢穴在本庄东头路 北
,

带 七

十五人
,

快枪七十五根
。

牛天祥
,

宝丰县西 乡四十里韩庄人
,

巢穴在本庄东头路南
,

带五十

三人
,

快枪十八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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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朝 (一名红毛)
,

郊县龙虎店人
,

巢穴在高皇庙
,

前日 剿 时

即移住韩庄
,

带二十余人
,

快枪十四根
。

白朗
,

宝丰县西乡二十四里大刘庄人
,

巢穴在本街
,

带七十余人
,

快枪三十六根
。 ”

一
”
¹

。

这份探报
,

是迄今所见到的 当时官方文书中
,

最早有关白朗

及宝
、

鲁一带各支农民武装情况的详细报道
。

它虽然还不能说 明

白朗起义爆发的确切时间
,

但却证明了白朗起义军在一九一二年

五月以前就已经开始活动了
。

又据最近找到的一九一二年五月三十 日
,

河南革命党人在开

封办的
《大中民报

》
发布的一条综合消息说

: “

鲁山杆首最著者

有秦椒红
、

张金兰
、

李刘遂
、

岳宗仁
、

宋老年
、

张建德
、

冯心诚
、

高殿巨
、

李占元等
。

正月六 日 (农历
,

即阳历二月二十三 日 ) ,

鲁匪纠合妆
、

陕
、

宝之各匪薛套娃
、

李红毛
、

白狼
、

杜其宾各杆

围攻城寨
,

凡十余昼夜
,
才退往城外三

、

五里外各乡
。 ”
五 月 十

日
,

他们曾以
“
中华民国豫南军政府鲁县代调民军统领张

” º 的

名义
,

为筹晌安民事张贴布告于各乡镇
。

其内容要点
:

首先指出

豫南绿林所以众多
,

完全是 由于官商地主的残酷压迫剥削所逼起

的
。

其次
,

具体规定军政府筹铜办法及行军纪律数条
。

这则消息证 明
,
白朗起义军在一九一二年二月

,

就同宝
、

鲁

一带各支农民武装联合围攻过鲁山县城
; 同时也证明

,

白朗等各

支农民武装
,

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后
,

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的形势下
,

自发的起而响应的
。

从上述两条史料可以看出
,
白朗这支农民武装

,

在当时各支

农民武装当中力量并不算大
,

但为什么唯独它能够迅 速 发 展 壮

大
,

驰骋数省呢 ? 我认为有两个主要方面的原因
:

其一
,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

是白朗起义军迅速发展的主要因

素
。

由于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大地主
、

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

凯篡夺后
,

他在帝 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
,

迫不及待地要复

¹
《弓长镇芳存札

》中所收 1 9 12年5月 2 2 日王故桂致王祖同探报
。

º
《白朗起义初期的一张布告

, , ‘
辛亥革命研究会通讯

》1 9 8 0年5月第 5 期
。



辟封建帝制
,

便血腥镇压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的反抗
。

河南地处

中原
,

是进攻南方革命党人的重要战略基地
。

为了加强对河南人

民的统治和剥削
,

袁世凯派其表弟张镇芳任河南都督
。

张镇芳于

一九一二年三月上任后
,

立即对河南各支农 民武装乃至进步的青

年学生实行残酷的镇压
,

并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
“百计搜罗

”

的

经济剥削
。

他从
“
加重丁嘈

、

杂税
、

厘捐项下
,

按月协中央银五

十万两
。 ”

¹ 致使
“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 。

而各级地方官吏又都被

袁系的大小爪牙所把持
,

这些人
“
贪利忘义

” , “
吸民膏髓 者 比

比 皆是
” 。

º 因此
,

民国初年河南人民所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比清朝尤甚

” 。

一九一三年夏
,

据当时官方报道
,

豫南一 带 已

呈现出
“
饥懂荐臻

,

十室十空
,

死亡流离
,

道瑾相望
,

惨图手不

忍绘
”
» 的局面

。

大批求生无路的饥民
,

纷纷揭竿 而 起
, “
千百

成群
,

几成燎原
” 。 “

几于无处无匪
,

无夜无火
,

乱象尤以镇
、

内
、

召
、

裕
、

唐
、

泌六属为甚
” 。

¼ 在这种情况下
,

阶级矛盾进一步激

化了
,

人民的反抗斗争也 因之更加高涨起来
。

这在客观上对白朗

起义军的迅速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

其二
,

白朗拒绝招抚
,

提出
“
打富济贫

”

和举起反袁旗帜
,

是很得人心的
。

由于人民反抗斗争形势迅速发展
,

张镇芳派去镇

压的反动军队常被打败
,

于是他又施展新的阴谋
,

指使担任
“
豫

南剿匪司令
” 的河南陆军第三混成旅长王毓秀

,

改用
“

招抚收编
”

的诡计
,

诱骗各支农民武装首领就范
。

在敌人许以官职和金钱的

引诱下
,

杜起宾等十多位首领
,

于一九一二年十月
,

一齐去鲁山
“受抚

” ,

结果被敌人全部杀害½
。

但白朗却坚决拒绝了敌人的所

谓
“

招抚
” ,

表现出了他与众不 同
,

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的英雄

《
张镇芳存札

》1 9 1 3年 7月 8 日张镇芳致袁世凯
、

财政部密电
。

《
时报

一1 0 1 一年3月5 0 日
。

《
张镇芳存札

》19 1 3年6 月 x 日河南省议会鲁山议员杨仪山致张镇芳报告
。

《
张镇芳存札

, 19 1 3年 7月 10 日王天佑致张镇芳报告
。

1 9 1 2年10 月 23 日张镇芳
、

雷震春致袁世凯
、

陆军部电中说
: “

昨据王 毓秀由香

山函察
,

已于十八号将巨匪杜起宾
、

岳东仁
、

常建福
、

薛金标
、

张应朝
、

郭义

德
、

薛三
、

高金保等设法擒斩
,

并 捕杀党 羽数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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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慨
,

深受广大农民战士的钦佩和拥护
。

因此
,

在杜起宾等人被

害后
,

他们的部众纷纷投奔白朗
,

使 白朗这支只有几十人的农民

武装
,

顿时增加到六
、

七百人
。

敌人对白朗这支不受
“
招抚

”
欺骗

,

力量迅速发展的农民武

装
,

又恨又怕
,

竭力进行镇压
。

面对这种形势
,

白朗认识到必须

迅速扩大 自己的武装力量
,

才能和敌人进行长期对抗
。

于是
,

在

进行短暂的整军申纪之时
,

明确提出
“
打富济贫

” 的 口号
,

号召

广大贫苦农民参加
。

为了避开敌人的重兵围攻
,

于一九一二年冬
,

白朗率众离开宝
、

鲁
,

在东至京汉铁路的西坪
、

遂平
、

确山
,

南

至湖北的随县
,

西至邓县
、

渐川一带的广大地区
,

来 往 流 动 作

战
,

攻下许多寨堡村镇
,

到处宣传
“
打富济贫

” 。

把收缴 地 主
、

豪绅的粮食
、

衣物等财产
,

分给贫苦人民
。

因此
,

到处得到贫苦

人民的热烈拥护
。

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
: “

该匪以劫富济贫为唯

一手段
,

故所至之处
,

贫苦小民均极欢迎
,

并乐为耳目 , 。
¹ 到一

九一三年春
,

白朗这支农民武装已发展到二三千人
。

一九一三年夏
,

正当白朗起义军在豫南一带胜利发展的时候
,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了反袁的
“

二次革命
” 。

但由于他

们脱离广大群众
,

深感 自己力量的不足
,

因此
,

很想利用白朗这

支现成的农民武装作为反袁的同盟军
。

于是
,
他们不断从武汉

、

南京
、

上海等地派人到 白朗军 中来进行联络
,

或帮助赞划军务
。

黄兴还在致白朗信中提出
“

占领鄂
、

豫之间
,

相机进攻
”

厂多毁铁

道
,

使彼进路阻碍
”
º 等希望

。

白朗接受了革命党人联合反袁的要

求
。

在进行
“

打富济贫
” 的同时

,

又提出响应
“

二次革命
” 的 口

号
,
» 竖起了

“

中原扶汉大都督
”

的讨袁旗帜
。

为了牵制敌人的兵

力
,

白朗起义军连续攻克唐县
、

禹州等县城
,

缴获大批枪炮弹药
,

“

声威大震
” 。

致使敌人惊呼
: “

豫省今 日谈及 匪首 白
‘

狼
, ,

其

¹
《大自由报

》z叭 4年 z月 8 日
。

º
《大公报》x 9 1 3年 7月Z I H 。

» 雷震春在 1 9 1 3年 7月5 日致袁世凯
、

陆军部电中说
: “

白
‘

狼
,

谬假二次革命之说
,

互 相号召
” 。



声势之炎赫
,

几令人胆落而魄惊
。

既破唐县
,

又窜禹州
,

鲁山几

乎不保
,

近闻浙川亦又告警
。

虽然白
‘

狼
,

名实白朗
,

不过 乡间一

庄农耳
。 ·

” …此次祭祖回籍
,

约束甚严
。

旗上号称
‘

大汉付 都 督

白
’ ,

一切举动回与前殊
,

不无谋士在内
。

然调集大军一二十营之
‘

多
,

团团驻扎
,

仍不能一鼓荡平
” 。

¹

由于 白朗起义军纵横驰骋
,

勇猛善战
,

不仅牵制了河南的反

动军队不能去进攻革命党人
, 同时

,

还
“
破坏铁道

” ,

切断了敌

人的运输线
,

这就给
“
二次革命

” 以有力配合
。

因此
,

革命党人

的报纸曾兴奋地报道说
: “
白

‘

狼
,

已与民军合作
,

军容甚壮
,

纪律

亦严
” , “

足以扶助南省独立
,

将来不难分兵直捣北 京
。”
º 但是

,

当九月中旬白朗率众南下攻克湖北重镇枣阳时
, “

二 次革命
”

的 讨

袁军很快都相继失败了
。

至此
,

白朗不得不放弃和革命党人联合

作战的打算
,

又率众重返河南的宝
、

鲁一带
,

继续走自己的革命

斗争道路
。

资产阶级的反袁斗争虽然失败了
,

但白朗所领导的农民起义

军的反袁斗争却正方兴未艾
。

在一九一三年夏秋之际
,

豫南一带

比较著名的农民武装
,

如
“
李鸿宾

、

宋老年
、

丁万松
、

宋一眼
、

王传心等
,

各率党羽与之合杆
” ; » 率有二千多人的邓县农民军首

领
“
孙玉章为之响应

” 。

¼ 而各地贫苦农 民
,

更是成群结队的加入

白朗起义军的行列
,

甚至有
“父诏其子

,
兄勉其弟

,
妇最其夫

,

其不肯为匪者
,

妻室恨其懦
,

其乐为匪者
,

父兄夸 其 能
。” ½ 因

此
,
到一九一三年冬

,

白朗起义军已迅速发展到万余众
,

成为当

时继续抗敌并震惊中外的一支革命生力军
。

二
、

东西两次进军的目的

一九一三年底到一九一四年夏
,

白朗起义军 曾有两次长途进

¹
《
张镇芳存札

》 1 9 1 3年 7月 13 日余嘉德致张镇芳条陈
。

º
《
民立报

》1 0 1 5年 7月 i ‘H
、

1 6 日
。

» 1 , 1 3年7月 5 日雷震春致陆军部报告
。

匈
_

‘
张镇芳存札

》1 9 1 3年9 月 X 日 吕调元致张镇芳函
.

¾
《
时报

》19 13年 1 2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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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

一次向东
,
到达安徽的六安

、

霍山一带
,
一次向西

,

直至甘肃

的泯
、

挑等地
。

白朗起义军为什么要作这两次进军呢? 我认为
:
向

东进军
,

是企图和
“
二次革命

”
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皖

、

苏等地

的残存力量联合起来
,

重新掀起反袁斗争的高潮
。

向西进军
,

则

是为了找寻根据地
,

积蓄力量
,

和袁世凯的反动统治长期对抗
。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中旬
,

当白朗率众由湖北枣阳重返河南宝
、

_

鲁一带后
,

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

一方面
,

由于起义军的迅速发

展
,

引起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

从北京的国会到河南的省议会
,

以及各地大资产阶级的报纸
,

都对张镇芳的
“

剿匪不力产大加指
、

责
。

对此
,

袁世凯严令张镇芳等限期把白朗军全部剿灭
,

否则撤

职严惩 , 另一方面
, “
二次革命

”
失败

,

使得敌人可以集中更多兵

力去镇压 白朗军
。

于是恼羞成怒的张镇芳
,

便会伺新任河南护军

使赵调
、

陆军第一师师长张锡元
、

镇篙军统领刘镇华
、

南阳镇守

使田作霖
,

以及旅长王毓秀
、

吴庆桐
,

张敬尧等
,

紧急策划了一
个

“
分段负责

,
四面夹击

” 的 “
围剿

” 阴谋
,

发誓要在一个月之
.

内
,

把白朗起义军全部消灭在宝
、

鲁西部一带的山区
。
¹

在这种形势下
,

一些投入到 白朗军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

建议白朗迅速离开河南
, “

直往安徽
,

下至南京
,

举黄兴为大元

帅
” , “

谋据长江中心
,

上窥武汉
,

下图皖
、

赣
” ,
º 联合资产阶

级革命党人在皖
、

苏等地的残存势力
,

重新开展反袁斗争
。

白朗
、

接受了这个建议
,

决定率军东进
。

一九一三年底
,

白朗率众万余
,

战马千余匹
,

举起
“

中原扶汉

军大都督
” 的旗帜

,

很快穿越京汉铁路
,

连克豫东南的光山
、

横

川
、

商城等地
。

到一九一四年一月下旬
,

起义军又攻克安徽的六
安

、

霍山等地
。

由于沿途贫苦农民
、

小手工业者
,

以及会党
、

变兵
:

等踊跃参加
,

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二万余众
, “共分四十个大队

,

每大队约五百人
” 。

À 声势越来越大
。

¹ 1 91 3年 1 1月 26 日张镇芳致袁世凯参陆两部电
。

º
《白狼猖撅记

》 ,
见 《时事汇报》第 3 号 忆纪录一 , , 1 9 1 4年 2月出版

。

» 王仲霖
: ‘麻黄支防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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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朗起义军 由河南向安徽进军时
,

残存在皖北 各 地 的 资

产阶级革命党人
,

纷纷响应
。

据安徽都督倪嗣冲事后给袁世凯
、

参陆两部的几次报告中说
: “
含山乱党巨魁孙汉武

、

范加才等
,

去

冬在南山一带啸聚
,

接济乱党
。
“

一又派刘大全到 白
‘

狼
’

处接

洽
,

许为内应
,

未能得手
” 。

又说
: “

去冬白匪窜扰六
、

霍
,

舒城

厄匪韦道应
、

乔三勾结数百人
,

乘机响应
。

……后更延及桐城
、

庐江
、

合肥等地
,

势焰 日炽
,

几成燎原
” 。

其余
,

如寿县的王如金
、

凤阳的常金汉
、

涡阳的黄二成
、

毫州的王金香
,

以及颖州大刀会

首领刘钦鉴等
,

都曾
“
受白狼密约

,

纠结起事
” ,

各有数十人或数

百人不等
。

¹ 但这些武装
,

都未能和 白朗起义军会合
,

便被敌人

镇压下去了
。

白朗原打算在安渡过旧历年之后
,

便
“出发安庆

,

直下长江
,

一

攻取南京
” ,

º 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
“共图大举

” ,

以实现这

次东进的目的
。

但是
,
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斗争形势迅速的变化

,

决定了白朗东进的目的不可能实现
。

一方面
,

资产阶级革命党的主

要领导人如孙
、

黄
、

柏 〔文蔚〕
、

李 〔烈钧〕等
,

在
“

二次革命
”

失败后
,

都已相继逃往国外
,

白朗想找他们联合是不可能的
。

虽

然皖北各地一些下级革命党人 曾起来响应
,

但势力很小
,

很快都

被敌人镇压下去了
。

而江苏等地的革命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动静
,

这不能不使白朗感到很大的失望
。

另一方面
,
由于白朗起义军打

出河南
,

迅猛发展
,

中外反动派大为震动
。

反动头子袁世凯急忙

调令中央和临近各省的反动军队
,

从四面八方 赶 来 镇 压
;
并把

书中外攻击甚力
”

的张镇芳撤职查办
,

改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河

南都督
,

指挥北洋陆军精锐王占元
、

王汝贤的两个师
,

徐占凤
、

唐天喜的两个旅
,

以及豫
、

鄂
、

皖
、

苏等省地方军队数万人
,

进

行四面
“围剿

” ,

企图把白朗起义军聚歼于
“
霍山

、

六安
、

霍邱

之间
” 。

À 又命令长江舰队
“
严密防堵江面

” ,

阻止白朗起义军渡

¹ 13 1遵年 今月 25 日
、

5 月1 5 日
、

, 月 1 4 日倪困冲致袁世凯
、

参陆两部报告
。

º 吕咎予
: 《白狼扰要记

,
第39 页

,

民国五年四 月出版
。

À 1 9 1通年2月 12 日段祺瑞致袁世凯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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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下
。

同时
,

英
、

美
、

俄
、

法等帝国主义驻京使馆
,

也纷纷派

遣武官赶到河南战区
,

以 “
观战

” 为名
,

参予镇压白朗军的罪恶

活动
。

俄国还派遣飞行员康士坦丁驾机对起义军进行侦察
。

¹ 一场

中外反动派共同策划的大
“围剿

”
开始了

。

在这危急之中
,

白朗和他的将领们清楚地看到
,

和资产阶级

革命党人的联合已经无望
,

再继续向已有重兵戒备的江南进军没
·

有必要了
。

必须迅速冲出敌人的包围
,

保存实力
,

才能和敌人继 :

续战斗
。

一九一四年二月下旬
,

白朗率众在豫
、

皖交界的叶家集
一带

,

经过两昼夜的激战
,

打垮王占元两个团的
卜

阻截
,

突破重围
,

日夜兼程
,

经光山
、

罗山
,

由信阳以南的柳林越过京汉铁路
,

迅
叮

速进人豫
、

鄂交界的山区
,

使中外敌人的
“
围瓤

” 阴谋彻底破产
。

白朗起义军东进的 目的未能达到
,

说明当时农民阶级虽然希
一

望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
,

并争取革命党人的领袖人物来领导
一

他们进行革命斗争
,

但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软吸、
_

他们不敢
二

也不愿意去真正发动和领导农民这支革命的主力军
。

困此
,

白帆;

这支农民起义军
,
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孤军奋战了

。

一

一九一四年三月八 日
,

白朗起义军一举攻克湖北商务重镇老
:

河 口
,

缴获了大批的枪枝弹药
,

使部队暂时得以补充和休整
。

但
_

这时起义军面临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

这就是今后怎么办 ? 是像
_

过去一样到处攻城掠地
,

随得复失的
“流寇式

”
作战

,

还是建立
_

一块根据地坚持长期斗争呢 ?

从当时的形势看
,

起义军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包围
,

但段祺瑞

所指挥的数万反动军队
,

都还庵集在豫南和皖
、

鄂边境一带
,
如

一 :

果起义军仍按老办法继续在豫
、

鄂一带流动作战
,

敌人就会很抉
-

的布署新的
“
围剿

” 。

在敌我力量悬殊而又无根据地可以 固守的

情势下
,

利钝显判
。

因此
,

赶快杀出河南
,

寻找一块进可攻
,

退
.

可守的战略基地
,

就成为白朗军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十分迫切的 I’q
.

题了
。

这时
,

留在白朗军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

便向白朗提出

¹
《
近代史资料

》 ,
1 9 5 6年第 3 期

,

第 l 药页
。

又见《
神州

》1 9 1 4年第 1 卷第 2 册所载
_

《剿
“

狼
”

之飞艇
, 照片

。



由陕入川
,

夺取号称
“夭府之国

” 的成都平原作根据地的建议
。

¹

白朗接受了这个建议
,

并立即作出全军西进
,

相机入川的战略决

策
。

三月十 日
,

白朗率众离开老河 口
,

十四 日攻克豫
、

陕交界的

荆紫关
,

打开了进人陕西的大门
。

白朗这时把全军分成前
、

中
、

后三军
,

每军又分若干队
。

以原陕西陆军第一师团长王生岐 (该

团因响应
“
二次革命

” ,

为袁世凯所不容
,

被迫投向白朗起义军 )

为前军总司令
,

率所部为全军先导
。

由于该团装备较好
,

地理
、

敌情都较熟悉
,

故进展 比较顺利
。

三月二十二 日
,

当白朗起义军攻克商县时
,

陕西都督张凤翔

恰率兵一旅由西安赶到
,

其先头部队与起义军刚一接 触 即 遭 惨

败
,

吓得他掉头逃回西安
,

连忙向袁世凯发出十万火急的求救电
。

袁世凯一面电令豫
、

鄂两省的所谓
“
劲旅

” ,

如赵调
、

张联升
、

张敬尧
、

陶云鹤等部
,

速向陕西追击 , 一面又派军事执法处长陆

建章为
“
西路剿匪督办” ,

率领北洋第七师
,

由北京 日夜兼程奔赴

西安
,

节制中央和地方的十多万反动军队
,

对白朗起义军前堵后

追
。

白朗率众人陕后
, “
起初原欲由南山 (即秦岭 ) 人川

” 。
º 但

因蜀道艰险
,

川军已有防备
,

不利攻取
,

遂克鄂县
、

周至
,

北渡

渭水
,

又连克武功
、

乾县
、

永寿
、

凤翔等十余县城
,

于四月下旬

由陕
、

甘交界的固关进入甘肃
。

接着
,

攻克通渭
、

陇西及甘南重

镇天水
,

于五月七 日到达甘
、

陕交界的徽县
。

白朗打算由此渡白

水江
,

经陕西的略阳进入通往四川的大道
。

但因援陕川军第三师

彭光烈所部已赶到略阳一带设防
,

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势
,

白朗只

得率部再向东南
,

准备由文县的碧口一带入川
,

而彭光烈的军队

紧紧追赶
,

又抢先占领了碧 口
,

起义军先头部队与之接战失利
。

加之
,

白水江水涨
,

无船可渡
,

起义军无奈
,

只得调头向西北徐

进
。

经西固
、

眠县
,

于五月二十一 日抵临潭 (挑州 ) 城下
。

此地

《白朗起义调查报告
》 , 《开封师范学院学报

》
第 5 期

,
19 6。年 1月

。

《
白狼猖撅记

》 ,

见 《时事汇报
》
第 8 号

《
纪录二

》 ,
1 9 1 5年 1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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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和藏民居多
,

反动的地方官绅利用民族隔阂
,

煽动少数民族

阻击起义军
,

双方都受到很大损失
。

显然
,

形势对白朗起义军很不利
,

必须迅速转移
。

但下一步

往哪里去? 是按原来的计划奋战人川
,

还是返回河南 ? 当时围绕

着这个问题
,

在起义军中展开了争论
:

白朗等少数人主张
“
取道

松潘
,

以至成都
” , “

攻破大城
,

即严行防守
,

士马庶得 休 息
,

养

精蓄锐
,

静待时机
” 。

¹ 而多数将领和士兵都表示不愿再去四川
,

_

要求立即东归
,

仍在像
、

鄂一带继续战斗
。

白朗见众志难违
, ,

搏
决定回师东进

。
·

一九一 四年五月下旬
,

白朗率众一万余人
,

由l庄潭经漳县
、

秦安
、

清水等地长驱入陕
。

由于归乡心切
,

行军迅速
,

使追赶的

敌人望尘莫及
,

但与堵截的敌人还是时常发生战斗
,

部队伤亡很

大
,

当七月上旬由陕西进入豫
、

鄂交界的荆紫关时
,

部队已不满

万人了
。

º

为了避免敌人集中兵力进行
“围剿

” ,

白朗和将 领 们 决 定
“
分散活动

” 。

由孙玉章带一千多人回邓县
,

尹老婆 (尹福林) 领

数百人回豫
、

鄂交界的桐柏山区
,

宋老年领一千多人回鲁山
,

白

朗 自领一千多人经南召
、

方城回宝丰
。

分散活动的结果
,

适得其

反
。

许多士兵携带他们在各地没收反动官府
、

地主财物时所分得

的一点铜银
,

什物
,

纷纷离队回家探望亲人
,

有的竟一去不返
。

因此
,
战斗力大减

,

很快被敌人集中兵力各个击败
。

八月上旬
,

白朗也在临汝
、

宝丰交界的虎狼爬岭一次战斗中饮弹牺牲
。

至此
,

白朗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便失败 了
。

三
、

白朗起义军的性质与作用

白朗起义军虽然 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
,

但它在历时三年
,

驰

骋五省的战斗中
,

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

给予 了沉重的打击
,

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斗 争 史

¹ 慕寿祺
: 《廿宁青史略

》
正编

,

卷二十八
。

º
《近代史资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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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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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

仍占有重要的位置
。

首先
,

白朗起义军在整个战斗过程中
,

不仅提出了向封建地

主阶级夺回劳动果实的
“
打富济贫

” 的口号
, “

所到之处皆能实

行
” , ¹而且还到处张贴声讨袁世凯及其反动政府的布告

,

甚至提

出要
“
设立完美之政府

”
º 的政治主张

。

一九一四年春
,

白朗起义

军在荆紫关张贴布告
,

曾痛斥袁世凯
“
藉共和之名

,

实行专制之

弊
,

利人民之弱
,

遂蓄登极之志
” 的野心 ; 并指责他 的 政府 是

“
神奸主政

,

群凶盈庭
, ”

其罪恶
“
盎较满州 (指清王朝) 尤甚

” 。

因此
, “

朗是痛心疾首
,

奋起垅亩
,

纠合豪杰
,

为民请命
” 。

» “

一

埃兵精粮足
,

便当雄踞北方
,

席卷东南
” ,
¼ 推翻袁世凯的反动政

权
,

实现
“
设立完美之政府

”
的主张

。

这个
“
完美

”

的政府是什么

样的 ? 据 当时
《
北华捷报

》
记载

,
,

段祺瑞在用武力镇压白朗起义

军的同时
,

还派了
“
说客

”
去劝白朗投降

,

许以
“
中州大侠王天

纵所得利益为标谁
” 。

½ 白朗回答说
: “

如果袁世凯真正的支持和维

护共和国的政府
,
我就不独树一帜去反对他

” 。

¾ 这说明
,

白朗要

设立的
“
完美之政府

” ,

还是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建

立的
“
民主共和国

” 的政府
。

这反映了辛亥革命后
, “民主共和 ,,t

已深人人心
。

袁世凯破坏它
,

就不能不激起革命人民 的强 烈 反

抗
。

其次
,

白朗起义军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也给予了打

击
。

白朗起义军在攻克河南的唐县
、

演川
,

安徽的六安
、

霍山
,

瑚北的枣阳
、

老河 口
,
以及甘肃的泯

、

挑等地时
,

都把传教士作

为打击的目标
,

有的赶跑
,

有的杀掉
,

并把教堂焚毁
。

在湖北的

老河口
,

起义军还把帝国主义的亚细亚煤油公司
、

英美烟草公司
、

¹
《大自由报

一 ,
i , 1‘年1月1 5 日

。

º
《
近代史资料

》 ,
1 9 5 6年第 3 期

,

第15 2页
。

À
《白狼猖撅记

》 ,

见
‘
时事汇报

》
第 白号

《
纪录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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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¼ 王士有
: 《白匪扰害陇南见闻录

》 (稿本) 。

_ 、

每
‘

王天纵
,

字光复
。

辛亥革命前曾为豫西的绿林首领
,

号称
“
中州大侠

” 。

辛亥

革命时自称像西都督
,

后被袁世凯收买
,

曾给陆军中将街和京徽一带稽查长的

职务
。

共

¾
‘
北华捷报

》 ,
19 1魂年2 月 1魂日

,

第 4 6 吕号
。



美孚洋行等经济侵略机构的房屋焚毁
,

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穷

苦人民
。

当时一些中外反动报纸 曾报道说
,

白朗军到处宜传
.

“传

教士可杀
,

其财产可夺
” ; ¹ “白

‘

狼
,

现有仇洋性质
,

以残害洋人
,

毁其财产为宗旨
” 。

º 这虽然是敌人的宣传
,

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白

朗起义军确实对所接触到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给予了应有惩罚
。

不能否认
,

白朗起义军由于农民阶级本身的局限性
,

对帝国

主义的本质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
因此

,

他们反帝尚带有笼统的排

外主义倾向
。

但是
,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起义军能够在反对袁

世凯封建统治的同时
,

也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

这就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 任 务 和 要

求
。

而在同时发生的
“
二次革命

”
中

,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敢

于拿起武器多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
,

但对于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复

辟封建专制的倒退行径
,

不仅没有提出任何反对和警告
,

相反
,

却把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伟大功绩
,

说成是由于帝国主义
“
各

友邦之赞助
”
才

“
藉得成功

” 。

企图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各国
“

严

守局外中立
” 。

» 两相对 比
,

更可以看出
,
白朗起义军在当时既反

封建
,
又反帝

,

是非常可贵的
。

白朗起义军在整个战斗过程中
,

纵横驰骋
,

所向披靡
,

先后

攻克过五十多座县城
,

仅县知事一级的地方官
,

除坚决与起义军
、

为敌
,

被起义军击毙或捉住杀掉的以外
,

其余或
“

闻风而逃
” ,

或
“
开城迎降

” ,

事后被革职查办的就有三十余人
,

致使袁世凯政权
‘

下的数省几十县的封建统治秩序一度陷于瘫痪
。

袁世凯反动政府为镇压白朗起义军
,

曾先后调动了中央的北
‘

洋军和豫
、

皖
、

鄂
、

陕
、

甘
、

川等省的地方军达二十余万人
,

更

换了张镇芳
、

段芝贵
、

段祺瑞
、

陆建章等好几个
“

统帅
” 。

而军

费的开支
,

仅民国三年一月至六月的半年之内
,

中央和地方的支

出就达两千多万元
。

¼可见
,

袁世凯多次发出
“
劳师糜晌

,

贻笑中

¹
《时报

》 ,
z , i d年4月 i 日

。

º
《亚细亚报

》 ,
x, i ‘年2 月1 日

。

» 1 9 1 3年7 月17 日
,

讨袁长江各军总司令李烈钓致各国驻华公使电
。

¼ 川山青次
: 《
支那劳动者研究

》 ,

东亚实近社
,

大正八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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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的哀呜

,

并非无病呻吟
,

而确实是受到 了
“创拒痛深

” 的打

击
。

然而
,

袁世凯受打击最深痛之处
,

是使他在帝国主义主子的

眼里丧失了
“强人

” 的威信
。

段祺瑞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一 日给

袁世凯的电中说
: “

豫匪久不灭
,

外人注目
,

吾人耻之
。 ”

袁世凯也

在给段祺瑞
、

段芝贵等人的密电中供认
: “ 白匪久不平

,

各国报纸

谓政府力弱
,

不足以保治安
, ·

”…殊损威信
。

因而近 日中国债票

跌至百分之十二三
,

续借款更难办
,

关系全局甚重
” 。

¹ 对于主要

依赖外债度 日
,

没有洋大人的借款就无法维持其反动统治的袁世

凯来说
,

的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

使他感到
“

忧心如焚
” 。

形势迫

使他不得不改变一些统治策略
。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四 日
,

袁世凯在给各省民政长
、

巡按使的

申令中说
: “

白
‘

狼
’

股匪
,

业经各军痛剿
,

溃散殆尽
” ,

但
“

来珍方

遒
,

前车可见
。

当创拒痛深之后
,

为有备无患之图
, ·“…休养生

息
,

责在有司
” 。

º 于是
,

他提出要
“

减免赋税 ‘ 拨款娠灾
”
等措

施
,

表示出对人 民
“
让步

” 的姿态
,

妄图以此来缓和人民的反抗

斗争
。

而帝国主义侵略者
,

也再次从白朗起义军的身上看到
,

中国

广大人 民当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
,

这是他们妄图瓜分中国不

可逾越的最大障碍
。

当时 日本首相大畏重信在
《
对华外交政策之

根本方针
》

一文中
,

就曾以白朗起义军为例
,

说明如果列强要以军

事手段瓜分中国
,

就必然会引起中国人民的 强 烈 反 抗
,

这样
,

“列强必苦于奔命
。 ” “

综合计之
,

将无所得
。

不惟无得
,

且受损焉
。 ”

最后他得出结果说
: “

而以军事手段
,

统御四百兆之人 民
,

正属

非常之难事
,

此欧美人忧虑之所在
” 。

» 这说明
,

帝国主义侵略者

也清楚知道
,

要想随便瓜分中国而不受到惩罚
,

是绝 对 办 不 到

的
。

1 9 1‘年3 月21 日
,
袁世凯致段祺瑞

、

段芝贵等密电
。

《
群强报

》 , 1 9 1 4年8月16 日
,
由国务卿徐世昌签发的申令

。

《
雅言

, ,
1 9 14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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