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7 年 7 月 , 孙中山南下广州开展护法运动 , 为实现真

正的共和民主而斗争。为寻求革命力量的发展机会 , 孙中山

突破重重阻挠建立援闽粤军。自 1918 年 1 月援闽粤军建制

到 1920 年 8 月 12 日 援 闽 粤 军 回 师 广 东 两 年 多 的 时 间 里 ,

孙中山始终以 策 划 者 和 领 导 者 的 身 份 领 导 福 建 护 法 运 动 ,

是福建护法运动的关键人物。本文通过孙中山与福建护法

运动关系的探讨 , 对福建护法运动在护法运动中的地位与

意义作一分析与定位。

一

1917 年夏 , 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和广东地方势力在广

州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护法运动。是年 8 月广州

军政府成立 , 孙中山任大元帅。当时 , 广东军力实际控制在

桂系军阀手中 , 桂系对孙中山表面讲护法 , 暗里却多方掣

肘 , 没有军队的孙中山在军阀林立的广州 , 尴尬地位可想而

知。严酷的事实迫使孙中山不得不寻机组建属于自己的军

队 , 以摆脱受各系军阀掣肘的困境 , 援闽粤军就是在这个背

景下建立的。

1917 年底 , 在政治上倾向孙中山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受

桂系排挤而卸职 , 离职前同意把警卫军 40 营拨出 20 营归

孙中山改编为陆战队 , 由陈炯明指挥。此议遭到桂系的强烈

阻挠和反对 , 久拖未决。此议给予孙中山建军一个极好的机

会 , 但遭到桂系强烈反对。孙中山采取重大妥协 , 一是示意

胡汉民放弃民选省长的位置 ; 二是向陆荣廷保证这 20 营部

队不留广东 , 待机向外发展。1917 年 10 月 , 潮梅镇守使莫

擎宇受段祺瑞煽动宣布独立 , 闽督李厚基派镇守使臧致平

攻打汕头 , 莫荣新为利用陈炯明攻闽以保两广地盘 , 允许孙

中山“援闽粤军”名义建制。

当年 12 月 , 以陈炯明为总司令的援闽粤军遂在广州越

秀南路惠州会馆正式宣布成立 , 以原近卫军 20 营为基础 ,

又集合惠州 12 营队伍 , 改编为五个支队 , 配备枪炮子弹 , 出

发东江 , 准备攻闽。援闽粤军是孙中山与西南军阀既联合又

斗争 , 费尽心思 , 以重大妥协争取而来的一支真正属于自己

的部队。孙中山是这支部队的缔造者和总军师 , 也是这支部

队的“后勤部长”, 为维持这支寄托他全部希望的子弟兵而

殚精竭虑 , 呕心沥血 , 努力为之谋划一切。

援闽粤军出兵福建前在潮汕整训了约 5 个月 , 其间 , 孙

中山的军政府与桂系广东当局的矛盾愈演愈烈 , 达到白热

化程度。孙中山心力交瘁 , 左击右挡 , 无奈兵力、财力、物力

皆受制于人。1918 年 5 月 , 在粤桂系擅自修改军政府组织

法 , 将大元帅首领制改为总裁合议制 , 孙中山严词痛斥南北

军阀是“一丘之貉”, 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务。并于 5 月 21 日

离开广州赴上海。为此 , 一度烽火遍及南方 10 多个省的护

法战争宣告失败。

护法是失败了 , 但是以陈炯明为司令的援闽粤军继续

打着护法军旗号 , 遵 照 孙 中 山 的 战 略 计 划 , 纵 马 挥 戈 入 闽 ,

这一成果对孙中山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朱执信说 :“先生寄

厚望于粤军 , 说‘这是护法的唯一成果’”。[1]援闽粤军没有

辜负孙中山的厚望 , 1918 年 5 月 10 日 , 陈炯明下达了进军

福建的命令 , 闽粤战争爆发。正如孙中山所料 , 粤军在福建

境内势 如 破 竹 , 不 断 取 得 战 争 的 胜 利 , 并 于 8 月 31 日 攻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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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首府漳州 , 控制了闽西南 26 个县的地盘。这一消息令

孙中山兴奋不已 , 这是自二次革命失败以来国民党人凭自

己的力量所占的第一块地盘。有了军队和地盘作后盾 , 孙中

山既可以北挡北京政府、南拒桂系军政府 , 争得政治发言

权 ; 又可以实践其 民 主 革 命 理 想 , 开 创 出 一 个 全 新 的 局 面 ,

孙中山自护法失败辞职后的尴尬地位完全改观。

二

以援闽粤军为中坚力量的护法队伍终于拥有了一块属

于革命力量自己发展的地盘。作为援闽粤军的缔造者和军

师的孙中山 , 在军 阀 门 派 中 纵 横 捭 阖 , 适 时 调 整 政 策 , 为 福

建护法运动的开展争取相对宽松的环境。此外 , 孙中山将大

批中华革命党 ( 笔者注 : 1919 年 10 月 10 日改组为中国国

民党) 内大批政治精英派往福建 , 帮助陈炯明在闽南护法

区整军经武 ,“刷新政治”。可以说 , 援闽粤军在福建两年的

时间里 , 名义上受 陈 炯 明 的 直 接 领 导 , 实 质 上 , 它 的 发 展 与

孙中山息息相关。

( 一 ) 孙中山为福建护法运动的开展创造一个相对和

平的外部条件。

1918 年 10 月 , 随着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全国人民对

和平要求的增长 , 和平的浪声逐渐高涨 , 福建局势也因此发

生变化。1919 年 , 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 北洋军阀各

派力量的对比朝着不利于皖系的方向发展 , 五四运动的锋

芒更是对准了执政的皖系军阀。从北京到各地 , 皖系集团都

如同处于火山之上。而皖系的对头直系 , 则利用时机作出支

援爱国运动的姿态 , 从而使他们在政争中处于有利的政治

地位 , 而且借以打击皖系 , 对皖系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

势。而日本帝国主义此时也将扶持的重点转移到奉系 , 奉系

军阀因不满皖系专权而倾向直系。1919 年底到 1920 年初 ,

直系军阀多次召开秘密会议 , 形成了 直 、苏 、赣 、豫 、奉 、吉 、

黑 8 省北方督军反皖同盟。同时 , 直系还与南方桂系军阀勾

结。1919 年 9 月 , 直系吴佩孚发起所谓南方“救国同盟”, 桂

系表示热烈赞成 , 直桂联盟的局面就此形成。这个联盟 , 在

南方为了排斥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势力 , 在北方则为了对付

段祺瑞的皖系。南北方各主要派系的军阀结成了反皖同盟 ,

段祺瑞的处境空前孤立。此时 , 对段祺瑞来说 , 最紧迫的问

题不是如何实现“武力统一”的迷梦 , 而是如何摆脱面临的

困境了。由此 , 段祺瑞萌发了与孙中山改善关系的想法。孙

中山分析了当时的局势 , 认识到援闽粤军在直、桂军阀威胁

下处于危急状态 , 如果不打破原来的僵局 , 将无法立足以自

存。因此 , 孙中山毅然决定放弃第一次护法时讨伐段祺瑞的

方针 , 改为联皖讨桂的策略。

早在 1919 年初上海和会期间 , 孙中山就接见段祺瑞派

来征求和议意见的安福系政客 , 表示只要段祺瑞赞同孙中

山的施政主张便可以进一步合作。此后 , 孙中山在多种场合

谈话表示只要段 祺 瑞 放 弃 卖 国 主 张 , 服 从 国 会 , 服 从 法 律 ,

向国民谢罪 , 则孙段之间存在合作可能。上海和会破裂后 ,

皖系另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 , 赴上海谋

求和平。此后 , 孙中山与皖系双方信使往返 , 函电交驰 , 关系

逐渐改善 , 并逐步协商进行军事合作。孙段合作为援闽粤军

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 使援闽粤军得以从容修

整扩充 , 福建护法运动得以顺利实施。

( 二) 孙中山为福建护法运动输送人才。

援闽粤军的建立以及闽南护法区的设立为护法斗争的

发展赢得了一线生机 , 鉴于援闽粤军是“吾党今日唯一之主

力 ”, [2](p527)“ 护 法 之 中 坚 ”, [2](p528)闽 南 护 法 区 是“ 根 据 重 地 ”

的重要地位 , 孙中山将身边重要的人才源源不断地派往闽

南护法区支持革命建设。援闽粤军成立后 , 孙中山遂指派中

华革命党军务部副部长邓铿为总司令部参谋长 , 以军政府

军务部长许崇智屈就支队司令 , 其下所编 7 个支队 , 支队司

令分别为李炳荣、许崇智、罗绍雄、邓本殷、洪兆麟、熊略、徐

连胜 , 全军 5000 人左右。援闽粤军入闽前 , 孙中山就已经把

大元帅参议宋渊源、大元帅府参军处副官张贞、大元帅府参

军林祖密等福建籍革命党人派回福建活动 , 联络民军 , 发动

起义 , 援闽粤军司令部几乎容纳了国民党早期所有的军事

人才。后来的国民党党魁蒋介石也曾多次在闽南护法区进

进出出。闽南护法区建立后 , 当陈炯明提出建立空军要求

时 , 孙中山也竭力设法 , 要林森帮助援闽粤军罗致飞行人

才 , 并 亲 自 致 函 航 空 专 家 杨 仙 逸 , 指 出“ 援 闽 粤 军 , 关 系 于

本党之前途甚巨”, 勉励杨仙逸“力尽所长 , 羽翼粤军 , 树功

前敌”。 [3](p46)为促进粤军和漳州的发展 , 朱执信、廖仲恺、戴

季陶、邹鲁等人经常往返 于 漳 州 、上 海 间 , 居 正 、吴 稚 晖 、胡

汉民、汪精卫、陈嘉庚都曾到漳州访问或演讲。这一时期 , 国

民党党政领导人均常驻或造访漳州 ,“时同志多集中闽南 ,

于党义宣传、地方改革 , 卓有成效。”[4]漳州无疑成为孙中山

民主革命的中心和国民党的大本营。

( 三) 孙中山为闽南护法区献计献策。

在护法区建设的许多问题上 , 孙中山都给予了十分具

体的指示和实实在在的支持。福建是著名侨乡 , 能否发挥侨

乡优势 , 吸引华侨投资 , 对护法区的建设至关重要。1918 年

4 月 22 日 , 孙中山致函陈炯明 , 指示陈炯明应该注意发挥闽

南侨乡的优势来进行经济建设。信中说 :“( 印度尼西亚 )

泗水一埠闽侨为数尤多 , 富商巨贾居其多数 , 其中以漳、泉、

福、兴籍为最 , 皆有意为故乡谋进发展。惟以从前闽省官吏

多抑勒归国华侨 , 以致闻风却步。此时若能对归国华侨竭力

保护 , 助其振兴实业 , 则必联袂归来⋯⋯倘能劝导华侨回籍

振兴实业 , 于民政必有裨益。”[3](p47)为了改善漳州的供电和

邮电设施 , 孙中山还不辞劳苦奔波 , 亲自“写信美洲支部采

买电机”, [3](p65)采购供电设备、邮电设备 ,“ 拟 购 买 无 线 电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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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架 , 共价四万元”。[3](p89)

孙 中 山 还 根 据《 知 难 行 易 的 学 说 》中 关 于 国 民 的 心 理

改造理论 , 在 护 法 区 推 行“ 平 民 的 精 神 教 育 ”, 大 力 发 展 文

化教育事业。护法区内建立了各种学校 , 仅“以龙溪一邑而

论 , 本年( 1920 年) 增加国民学校 47 所 , 高等小学及乙种农

业 5 所 , 添办 工 读 学 校 1 所 , 女 子 师 范 讲 习 所 、女 子 工 读 学

校各 1 所 , 又设立半夜学校 90 余所”, 该邑学生达 1.2 万余

人 , 比 1919 年增加 3 倍。 [5](p136)课程设置方面也显示出多学

科的教育方式 , 中学的课程有国文、作文、修身、经学、历史、

地理、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动物、植物、英文、体育、

体操、唱歌、图画、用器画等。 [6](p42- 54)这些教育课程表明当时

的学生既要“修身”又要“健身”。五四运动在漳州开展得

很有声势 ,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的留法勤

工俭学运动在闽南护法区也适时发展。1919 年下半年 , 陈炯

明在闽南护法区招选“半官费”资助的赴法俭学的学生 , 规

定每县选派 1 至 3 名。不到两个星期 , 即从 14 个县推选 35

人 , 并于同年 10 月 31 日从香港乘船赴法。不久 , 又选送第

二批出去。这些人到达法国后 , 不但努力学习自然科学知

识 , 也学习社会政治学说 , 参加勤工俭学学生的各种政治活

动 , 其中一些先进分子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永定选派的

赖俊、漳平选派的郑超麟、陈祖康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

员。闽南护法区的喉舌《闽星》半周刊在孙中山的间接领导

下成为介绍世界潮流、传播新思想的前沿阵地。

在孙中山的指导下 , 福建护法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 援

闽粤军不仅有了立足之地 , 而且得以发展、壮大。1919 年 12

月底 , 粤军已经发展到 2 万多人 , 共 112 营 , 拥有各式炮

3000 门 , 马步枪 4500 杆 , 重轻机关枪 220 挺 , 飞机 16 架 , 另

在漳州、汕头、龙岩设立三所兵工厂并驻有相当强战斗力的

正 规 部 队 , 成 为 孙 中 山 所 寄 望 的“ 为 护 法 而 战 的 真 正 的 爱

国陆军”, [3](p141)为孙中山依靠自己 的 力 量 , 独 立 领 导 进 行 新

的护法斗争创造了条件。

三

自 1918 年 10 月全国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后 , 孙中山与

皖系政要的往来趋于经常 , 孙皖合作再次成为可能。受孙皖

改善关系的影响 , 陈炯明与李厚基的谈判也在加快 , 进入了

划界签约的实质阶段。经过多轮谈判 , 1918 年 12 月 6 日 , 陈

炯明与李厚基达成停战协议 , 双方议定 : 以闽中的三元和闽

南的江东桥为界 , 各将前线军队后撤 10 公里 , 互不侵犯。此

后 , 在孙中山的指示下 , 陈炯明与李厚基多次磋商军事合作

问题。协商期间 , 针对李厚基的疑虑 , 孙中山作了大量的解

释工作 , 甚至答应李厚基可以亲自 “到厦门与臧军共同行

动”。 [3](p215)1919 年 6 月底 , 援闽粤军与闽军最终实现了停

战 、划 界 , 达 成 协 同 攻 桂 的 积 极 协 议 , 其 内 容 包 括“ 粤 军 回

粤讨桂 , 原占闽西南地盘由李厚基接受 ; 李部负责接济军饷

50 万元、子弹 600 万发 , 粤军攻占潮汕后 , 闽军派出臧致平、

王永泉旅协助粤军讨伐桂系”[7]等条件。此后 , 孙中山多次

派朱执信到漳州 , 为援闽粤军向李厚基争取了 15 万银元的

回师费。

1920 年 8 月 12 日 , 援闽粤军在漳州公园誓师出征。16

日 , 粤军分三路回师讨桂。粤桂战争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

克强的战争 , 仅 2 万之众的援闽粤军后发制人 , 仅两个多

月就收复广州 , 底定全粤 , 从而结束了援闽粤军的使命。这

一 结 果 是 当 初 批 准 将 20 营 省 长 警 卫 军 交 给 孙 中 山 组 建 援

闽粤军的莫荣新所万万没有料到的。事实证明 , 福建是孙

中山用兵、养兵 的 极 好 场 所 , 孙 中 山 从 无 一 兵 一 卒 , 到 两 年

后以两 万 之 师 打 回 并 夺 取 广 东 ,“ 援 闽 ” 是 唯 一 正 确 的 选

择。

第一次护法运动在广东失败 , 但孙中山亲创的援闽粤

军却在闽西南打下一片江山 , 建立了闽南护法区 , 在一段时

间内取代广东 , 成为民主革命的大本营和根据地。革命在这

里绝处逢生 , 护 法 在 这 里 重 现 生 机 , 形 势 在 这 里 柳 暗 花 明 ,

它使孙中山在艰苦卓绝之中 , 看到了新的希望 , 预见到光明

的未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 夺取福建就孙中山来说是权宜

之计 , 革命的目标仍然是广东。因此 , 尽管孙中山在为期两

年的时间里 , 积极指导革命党人在福建开展护法运动 , 使闽

南护法区的首府漳州成为“南方革命中心”, 但是它始终只

是孙中山的应急策略 , 始终让位于广东革命中心。因此 , 福

建的护法成果成为孙中山与军阀谈判的重要砝码 , 粤军回

师广东后 , 闽南护法区拱手移交李厚基接管。此后 , 闽西南

地区兵祸连连 , 闽南护法区建设成果化为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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