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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8年是闽南护法区建立七十周年
。

1 9 1 8年 9 月至 1 9 2 0年 8 月
,

以 “
护法

”

为旗帜
, “

援闽
”
粤军在福建汀 ( 州 ) 漳

( 州 ) 龙 ( 岩 ) 地区十七 个县建立了闽南护

法区
,

曾经亡
: “
建设新社会

” 、 “
提倡新文

化
” ①口号下

,

在固守防地
,

训练队伍的同

时进行市政建设
,

推广新学
, “

宣传社会主

义 ” ②
,

做出出色的成绩
,

在国内外享有一

定影响
。

在闽南护法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当

中
,

孙中山先生起了重大的作用
。

一
、

孙中山是 “ 援闽 ”
粤军的缔

造者和总指挥

“
援闽

”
粤军的建立

,

是孙中山建立革

命武装的重要尝试
。

1 9 17 年夏
,

孙中山及其

追随者发起
“
护 法

” 运动
,

同年 7 月偕朱执

信
、

廖仲恺
、

何香凝
、

章炳麟等 由上海乘军

舰赴广州筹建护 法根据地
,

建立了反对北方

段祺瑞军 阀专制政权的
“ 军政府 ” 。

孙在 9

月 1 0日就大元帅职后
,

一面向国 内 外
几
发 通

电
、

文告
,

揭露段祺瑞破坏约法
,

毁弃国会

等罪行
,

一面借助西南军阀的武 力 进 行 革

命
,

开展护法战争
。

然而西南军阀的本意是

要借孙的名义扩大影响
,

好与段祺瑞讨价还

价
,

所以时常以所握军权威逼
,

迫孙顺从 己

意
。

孙中山的护 法大业
,

由之受到阻挠
,

而

陷于困境
。

这种状况如不改变
,

护 法大业便

岌岌可危
。

为 了挽狂澜于既倒
,

孙 中 山 在

1 9 17年 1 1月下旬
,

从粤省督军莫荣新手中争

取调出省长公署卫队 20 营
,

开始组织 自己的

军队
。

孙中山为
“
援闽

” 粤军的组 建 筹 划 备

至
。 1 9 1 7年 12 月 2 日

,

孙以军政府名义任命

陈炯明为
“
援闽

” 粤军总司令③
。

陈炯明参

加过同盟会
,

辛亥革命后当过广东代都督
,

又反对过袁世凯
,

是粤省军界前辈
,

因此孙

中山器重他④
。

同时孙又派了中华革命党中

的军事人才邓铿
、

许崇智到粤军中任职
,

邓

铿为参谋长
,

许宗智任总部第二支队司令
,

后升第二军军长
。

戴季陶也被派去帮忙
,

以

后又召蒋介石去粤军总部任作战科主任⑤
。

19 1 8年 1 月 1 2日陈炯 明 在 广 州 誓 师 “
援

闽 ” ,

三天后孙中山亲宴粤军官佐
,

并勉励

说
“ 即以此军队

,

以再造共和
” ⑥

,

对这支

部队寄以厚望
。

此后
,

还多次为之筹划安排
,

如 1 月 2 6 日令粤军赴汕头
,

揍军方声涛移防

潮州⑦ ,
粤军进汕头之后

,

又为陈争得兼惠

( 州 ) 潮 ( 州 ) 梅 ( 州 ) 三属军 务 督 办之

职
,

使其有巩固的后方⑧
。

同年 5 月
,

当广

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在西南军阀的 控 制 下 通

① 《陈炯明驻津述要》 郑之翰
、

陈鉴 修

( 津州 文史 资料 1 9了9第一样 )

② (( 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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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
” ,

取消 大 元 帅

制
,

改设政务七总裁合议制
,

进一步排挤削

弱孙中山的职权
,

孙愤而辞职
,

乘轮离广州

后
,

5 月 26 日特意经汕头到大埔三河坝粤军

总司令部看望部队
,

慰勉陈炯明
,

并为蒋介

石面授 国防机密
,

停留数 日才经汕头取道台

北转赴 日本①
。

6 月下旬回到上 海 住 处不

久
,

又致陈炯明电 ,’l 唯有奋力前进
,

昌险求

胜
,

规取闽中而 已
。

… … 倘能闽中得手
,

则

前途大有可为
,

望悉力图之
” 。

② 是 年 9

月
,

粤军进入福建漳州地区
,

孙仍不时给粤

军将领发函
,

要求他们要
“
勉力训练阶伍

,

厚植基础
” ③

, “
粤军今 日为吾 党 唯 一 精

锐
,

亦为护法中坚
。

刻虽难进行
,

然维持固

有之实力
,

训练整顿
,

以待发展
,

亦为当务

之急
” ④

。

当粤军缺晌时
,

孙中山又曾两次

把上海莫利哀路 29 号 ( 英租界 ) 一幢由华侨

集资姑赠的两层住宅抵押贷款
,

派廖仲恺给

粤军送去
。

⑤ “ 孙先生由沪汇港 款 15 万 余

元
,

均传汕头交陈
” ⑥

。

孙中山多方为粤军运筹决策
,

提 供 方

便
,

这对粤军的发展壮大起了关键的作用
。

即使到 1 9 1 8年夏天以后
,

孙中山在上海住处

深居简出
,

发愤著书
,

但仍对粤军和闽南护

法区的事十分重视
,

为其着想
,

尽力而为
。

从 1 9 1 9年粤军援 闽到 1 9 2 0年 1衷月 3 日
,

粤军

回粤攻克广州这段时间
,

在他所发出 的 592

封函电中
,

直接发给陈炯明及有关闽南护 法

区人员的有 5 7封
,

发给别处人员谈及粤军
、

闽南护法区有关事项的函电也不在少数⑦
。

那 5 7封函电
,

其主要内容大体有四
;

( 一 ) 关于粤军行动 的 大 J史方针和 军事

部署
。

1 9 19年初
,

劝告陈炯 明
“
欲谋异 日之

发展
,

必先求内方之充实
” ⑧ “

为此期间
,

宜更令各收领于 队伍 认 真 训 练
,

律 成 劲

旅
,

以备异 日之用
” ⑨

。
1 9 2 0 年 春

,

动 员

陈氏 “
速集中军队为一大突进于东江流域

,

与协 和 ` 笔者注
:

即李烈钓 ) 联 络 而 扑 广

州
” L

。

7 月间复电示陈
“
先以全力击破刘

志陆之众
,

则破竹之势成
,

而三 日粮两成弹

亦可于此得之矣
” 。

10 月中旬回师的粤军进

占老隆 后
,

又电陈
“ 分小队猛扑北江

,

以大

力强取石龙
,

则惠州可不攻而下
” 。

直至 n

月 3 日许崇智己攻进广州
,

孙又致电
: “

希

再励矛
,

迅图扫穴
,

出桂人于强盗之手
,

使

两广联为一气
,

固我初 基
,

进 而 解 决 大

局 ” 。

( 二 ) 帮助粤军调整邻边关 系
。

一面鼓

励浙军陈肇英入漳
“
共任防务

” ,

一面劝说

被粤军缴械的 闽南军司令林祖密与粤军
“
径

商了决
” L

,

又函陈炯明要
“
持以宽大之度

为要
” L

。

接着劝说闽中各民军负责人许卓

然
、

张干之
,

宋渊源等与许崇智
、

陈炯明弃

嫌言好
,

协同救国
。

这些都为粤军发展提供

了较顺利的环境条件
。

( 三 ) 帮助联 系关 系
,

罗致人材
。

介绍

印尼洒水爱国华侨杨德麟
“
为故乡谋进步发

展 ” ,

嘱陈炯明酌委名义
,

给予回国开办实

业护照
,

径函以 慰 其 热 心
。

L 要 林 森 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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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粤军罗致飞行人才
,

敦促杨仙逸
、

张惠长

抵漳襄助①
。

鼓励杨仙逸
“
力展所长

、

羽翼

粤军
,

树功前敌 ,,. ②
。

( 四 ) 帮助联 系采购枪枝弹 药和机器设

备
。

联系 “ 可靠之路
,

有步枪二千
、

马枪五

千
、

子弹七百万
,

总共价沪洋二十万元
” ③

。

陈炯明 去函 1 9 1 9年 6 月 15 日要添置电机
,

孙

即批
“ 写信美洲支部 采买

” ,
7 月 又 电 陈

“ 无线电机拟买拾 架
,

共价 4 万元 ” 。

“

援闽
” 粤军入闽时仅 8 0 0。多人

,

不到

两年时间发展到 2 5 0 0 0多人枪
,

能 够打败桂

军统一两广
,

重组军政府
,

发展这么迅速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
,

其中孙中山在战略决策方

面的正确指导和多方的帮助扶持
,

应是重要

原 因之一
。

二
、

孙中山是闽南护法区的 总设

计师

由 “
援闽

”
粤军总司令部建立的闽南护

法区
,

不论在市政建设
、

平民教育
、 “ 整军

经武
” 、 “ 刷新政治

” 以至创办 《闽星》 日

刊和 《闽星 》 半周刊
,

接待苏联 使 者 等 方

面
,

无不与孙 中山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

以

致在某种意义 上
,

正是孙中山言行的反响
。

当时以孙中山护法为旗帜的陈炯明
,

基本上

是技孙的指示办事的
。

孙中山从 19角年夏回沪以后
,

逐渐以主

要精力从事著作 《孙文学说》 及 《 实 业 计

划 ))
,

想 “ 以学识唤醒社会
” , “ 以主义普

及国民 ” 。

④在他正从事总结经验
,

以图再

成的这段时间
,

有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他

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

一是苏联十 月革 命 成

功
,

二是 “
五四

” 运动爆发
,

使他从
“
革命

主义未行
,

革命目的未达
,

仅有民国之名
,

而无民国之实
” ⑤的困境中

,

看到了希望
,

增强了信心
。

十月革命成功的第三天
,

1 9 1 7

年 n 月 10 日
,

在孙中山指导下的上海 《民国

口报》 即以大号标题报导俄国
“
美 克 齐 美

( 过激党之意 ) 占领都城
” 。

此后还不断刊

登俄国革命消息
,

给予赞扬和评价
。

1 9 1 8年

夏季
,

孙在上海通过美洲华侨向列宁和苏维

埃政府拍发贺电
,

祝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

和苏俄劳农政府成立
,

表示
“
中国革命党对

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 示 十 分 钦

佩
,

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
” 。

⑥同年

8 月 l 日
,

列宁委托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

林复信给孙中山
,

感谢孙的贺电
,

并 向
“
中

国革命的领袖
”
致敬

。

信中讲到
: “ … … 在

这个艰辛的时刻
,

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 的

中国兄弟呼吁
,

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
。

因

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
,

如果我们遭

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
。 ” ⑦列宁的回信

对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

事后他又保持着与

列宁的秘密联系⑧
。

至于国内
“
五 四

”
运 动开展起来后

,

推

动孙中山对前途的认识
,

从
“
今日言和平救

国之法
,

恢存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

途
。 ”

发展到
“
吾人欲救民国

,

所可采者唯

有两途
:

其一
,

则为维持原状
,

即恢复合法

国会
,

以维持真正永久之和平也 ; 其二
,

则

重新开始革命事业
,

以求根本改革也
。 ” ⑨

① 19 19
。

2
.

18 致林森函

② 1 9 1 9
。

4
。

9 致杨仙逸 函

③ 1 9 2 0
。

3
。

15 致 陈炯明 电

④ 1 9 1 9
.

8
.

28 《 复廖 凤 书 函 》 ,

1 9 1 9
。

8
。

19 《复唐 继尧函 》

⑤ 《孙中山 先生十讲》 P
。

52

⑥ 《孙中山年语》 P
.

23 0

⑦ 《史学译丛》 1 9 5 8年第 3 期
, 《与孙

中山 交换 的外交信件》 孙剑晨译

⑧宋庆龄 : 《关 于孙中山和列宁的联 系

及其他》

⑨ 《在上海衷球 中国学生 会 的 演 说》

( 1 9 1 9
。

1 0
.

1 8 )



子是对革命事业有丁许多新的考虑
。 ’

并影 响

到闽南护法区的重大施政方针
。

下面略举数

例
:

1
、

闰 南出版 《 闽星 》 半周 刊 和 《 闪

星》 日报
,

是受到 了上海 《星期 评 论 》 和

《建设》 杂志启迪 的
。

19 19 年 6 月
,

孙中山派朱执信等在上海

创办 《民国 日报 》 副刊 《星期评论》
。

8 月

1 日
,

又派朱执信
、

廖仲恺在上海创办 《建

设》 杂志
,

并亲自撰写 《发刊词 》
,

说 明

《建设》 杂志
, “ 以鼓吹建设之思潮

,

展明

建设之原理
,

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
,

成为

国民之常识
,

使人人知建设为今 日之需要
,

使人人知建设 为易行之事功
。 ” ①几个月之

后
,

漳州的 《闽星 》 半周 刊和 《 闽 星 》 日

报
,

相继在 1 9 19年 1 2月 1 日和 1 9 2 0年 1月 1

日出版
,

同样是一报一 刊
。

陈炯 明 为 《 闽

星 》 半周刊写的 《发刊词 》 也这样说
: “

发

行半周刊
,

介绍世界新潮
,

阐明吾党 ( 此时

是中国国民党一一笔者注 ) 主义
,

帮同社会

上同志
,

为新文化运动
,

即为思 想 界 的 改

造
,

使人人都随着我们在进化线上走去
,

知

道世界的演进
,

中国是负了一个 极 重 的 责

任
” 。

《闽星 》 两刊与 《星期评论 》
、

《 建

设 》 的办刊宗 旨以及作者名单
:

孙中山
,

胡

汉民
、

朱执信
、

廖仲恺
、

徐谦等方面
,

都是

相似的
。

②尤其朱执信
,

既是 《星期评论》

和 《建设 》 主要筹办者
,

也是 《闽星》 刊物

的主要指导者
。

由于他是孙的重要助手
,

对

苏联十月革命成功非常向往
,

连续写过许多

政论文章
,

如 《革命党应该如何 ? 》
、

《兵

的改造与其心理》 ,

翻译苏俄 《 劳 动 军 法

规》
。

他提出
“
国家之中最有力者为人民

,

人民所归向者
,

始谓之实力
” ③ :

;

并预言
:

“
我以为中国的革命是难免的

。

汾狡人的力量

是一天增加一天
。 ”

①朱执信还时常到漳州
“
参赞戎机

” 。

他的进步思想必 然 影 响 了

《闽星》 刊物以至闽南护法区的发展方向
。

2
、

陈炯 明在闽南护 法 区提 出的 “
提 倡

新文化 ” 、 “ 建设新社会 ” ⑤ 口 号
,

既 受
“ 五 四 ” 运 动时代潮流的促进

,

远受孙中山

学说 的影响
。

孙中山 1 9 1 8年 5 月辞职曾发布 《留别粤

中父老昆弟书》
,

指出
“
吾国人之大患

,

莫

大乎武人之争雄
,

而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 ,

翌年 4 月 26 日
,

陈炯明在漳州接见 《申报》

记者
,

发表了类似的谈话
: “

世界武人本系

搞乱世界和平之一大毒物
,

然若我中国的武

人
,

则并此捣乱的能力不具
,

只能于国内茶

毒生灵相争相夺
,

斗得天翻地覆
,

势必使国

家危亡而己 ! ”
为此

, “
余以救 中 国 之 危

亡
,

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
,

以促进

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
” 。

闽

南护法区的建设
,

前期虽然着重 于 整 军 经

武
,

充实军力
,

但也搞市政户设
,

如整顿市

容街道
,

建公园
,

办运动会
,

提倡文明生活

等
。

1 9 1 9年以后
,

随着防区局势 的 稳定 和

《孙文学说》
、

《实业计划》 的发表
,

特别

是 1 9 1 9年 1 0月 1 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

为中国国民党
,

将
“
巩固共和

,

实行三民主

义
”
作为新规约的政纲后⑥

,

护 法区又在修

桥梁
、

筑江堤
,

修公路
、

通 汽车
,

以振兴实

业
、

繁荣市场 ; 发展教育
,

办工读学校
,

开

设书局
,

传布新文化
,

选派学生赴法勤工俭

学等方面
,

均有了可喜的进展
。

① 《孙 中山全集》 ( 五 ) P
.

89

② 陈其尤 文

③ 《所谓实力派之和平 》 《朱执信 集》

下册
,

P
。

5 41

④ 《野心 家和劳动 阶级》 《朱执 信集》

下册
,

P
。

6 6 6

⑤郭稼 《 问南护 法 区 与 漳 州 <闺星 >

报》

回孙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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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于
一

借 简编
,

尚明杆著



19 1 9年 1 0月 18 日
,

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

国学生会演说 《救国之急务》 时
,

曾提到中

国 “ 根本解决的办法
” ,

在于 “
从新创造一

个 国民所有的新国家
” ①

。

闽南护 法区就积

极实施
。

陈炯明还在 12 月 5 日给孙的函报中

谓其在闽南
“
拟施行劳动教育

,

改变人民思

想
” , “ 然后再图社会主义之实现

。 ”
孙阅

后即批示
“
作答谢之

” ②
。

陈炯明的这些建

议口号与孙中山的思想是有联系的
。

3
、

苏联使者访问漳州
,

主要是孙 中山

的引荐和安排 的
。

辛亥革命后
,

列宁曾在 《 涅瓦明星报》

和 《真理报》 上
,

发表过 《中国的民主主义

与民粹主义》 ③
, 《新生的 中 国》 ④ 等 文

章
,

赞扬和高度评价孙中山的思想
“
是真正

伟大人民的伟大思想
” ,

他所领导的辛亥革

命胜利说明
“ 四亿落后 的亚洲人… … 已经从

酣睡中清醒
,

衣向光明
、

运动和斗争 , ”
十

月革命胜利后
,

苏维埃政府宣告放弃在外国

的一切特权
,

表示对一切被压迫 民族的友好

态度
。

1 9 1 8年夏天后孙中山在秘密条件下
,

保持与列宁 的函电联系
,

以后受到苏俄连续

对华宣言的鼓舞
,

日益注视和研究苏联的发

展和政策
。

这是苏联代表访华的重要前提
。

当时的
“
援闽

” 粤军
,

是被孙中山认为

是
“
今日南方为护法 而 战 之 真 正 爱 国 陆

军 ” ⑤
,

而 闽南护 法区
“ 汀漳各属为吾粤军

根据重地 ” ⑥
。

由于孙中山的函电介绍
,

列

宁才知道有个陈炯明
,

并把粤军作为革命的

主力军
,

想扶持粤军讨伐北洋军 阀⑦
,

所 以

派代表前往访问
。

访 问由孙中山 在 上 海 联

系
、

安排
,

路 博转交列宁信件给陈炯明
,

表

示对中国革命的关怀
,

朱执信
、

廖仲恺参加

会谈
,

嗣后又由朱执信起草复函表示谢意
。

综上所述
,

闽南护法区的建立与发展
,

“
援闽

” 粤军的组建与壮大
,

与孙中山的影

响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

到了 19 2 0年 8 月
,

“
援闽

” 粤军挥师 回广
,

又在孙中山的大力

促进
、

支持和广东军 民响应
、

赞助下
,

短短

的两个多月就顺利攻克广州
,

再半年统一两

广
。

为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 良好的

基础
。

( 作者单位
:

潭州市委党史委 )

① (( 民国 日报 }) 1 9 1 9年 1 0月 2 1
、

2 2 日

② 《孙中山全集》 ( 五 ) P
.

1 76

③ 《列宁选集》 第 2 卷 P
.

4 2 4
,

( 1 9 1 2

年 7 月 1 5 日 )

④ (( 列宁全集》 第1 8卷 P
,

3 9 5
,

( 1 9 12

年 1 1月 8 日 )

⑤ 《在襄球中国学生会演说》 1 9 1 9年 10

月 1 8 日

⑥ 1 9 1 8年 1 2月 1 3 日致洪 兆麟函

⑦陈其尤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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