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亥光复前后的广东民军

赵立人

��� 年 � 月 � 日
，

广东和平光复
。

以往的研究者多认为
，

从

��月下旬起
，

广东各地民军纷起
，

� 月上旬已包围了广州城
，

广东

光复是在广州陷入重围的情况下实现的
。

然此说与事实颇有距离
。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 》称
�

早在 ����年 �� 月 �� 日
，

彭瑞海等

就在化州起义成功
，

建立临时政府① 。

此说源于彭中英 《化州光复

前后十年见闻录 》 。

然而
，

彭文曾提及
“
县知事被捕后

，

解送高州瓜

棚处理
” 。

显示化州起义在高州起义�� 月 �� 日�之后
。

又彭文提

及起义后数天在官桥乡发生冲突② ，

而郭孝成 《中国革命纪事本

末 》载有彭时等人在冲突发生后即向都督
、

临时省议会求援的急

电③ 。

临时省议会正式成立于 �� 日
，

亦可证化州起义迟于广东光

复
。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 》又载
，

�� 月 �� 日
， “
革命党策动的南海

、

顺德
、

三水等民军
，

如陆兰清
、

张炳
、

周康
、

麦锡
、

陆领
、

黎义
、

何江
、

何梦等
，

也聚集于顺属乐从墟起义
。 ” ④ 此说本于邓警亚《辛亥广东

①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 ��� 页
，

广东 人民出版社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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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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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信录 》�但邓文无此 日期�①
，

邓文作于事过几十年后
，

同样不可

能很准确
。

胡汉民在 ����年刊行的《光复粤垣记 》中说
�

省城光复

前夕
， “
民军已光复香山

、

新安
，

其在惠州者
，

则陈竞存�炯 明�君 已

进与秦炳直搏战甚剧
。

广属各路民军
，

则大半由朱执信胡毅生约期

发动
，

余者均争发难
。 ” ② 所谓

“
约期发动

” ，

亦即准备发动而尚未发

动
。 《广州市沿革史略 》谓

� “

陆兰清
、

谭义
、

周康
、

陆领
、

李登同等亦

分在南海
、

顺德
、

三水
、

番禺各县集合待发
” ③ ，

可为旁证
。

由 �位以

上亲历者提供资料的《辛亥顺德民军起义见闻汇述 》亦未提及广东

光复前夕乐从有民军起义④ 。

当时确有革命党人策动的民军集结

于乐从
，

但未起事广东 已独立
，

遂由军政府派船接到广州⑤ ，

并无

�� 月 �� 日起义之事
。

从现有资料来看
，

广东辛亥光复一役
，

最早起事的是新安民

军
，
�。 月 �� 日占领县城

。

接着
，

是 � 月 � 日香山小榄光复 �� 日
，

前山新军起义
�� 日

，

香山县城石岐亦为民军光复
。

� 月 � 日
，

陈炯

明在惠阳淡水起义
，
� 日围攻惠州

，
� 日克博罗

，
� 日占惠州⑥ 。

其他

民军起事基本上都在广东独立之后
，

个别同时
。

而新
、

香
、

惠三地的

民军直到广东独立时
，

仍未至广州外围
， “
包围广州

”
之说

，

显然过

甚其辞
。

广东独立后的民军起事
，

一部分是革命党人响应省城独立的

行动
，

但大多数则是一些与革命党人无有关系的土匪武装乘机
“
捞

世界
” ，

据 目击者回忆
，

当时各路民军
， “
大部分都系各地绿林出身

，

因此大多数系利用反正机会开拓地盘
，

广辟财路
。 ” ⑦ “

广州光复
，

各路民军纷纷进驻
。

它们真是五光十色
。

某字营
、

某字营的统领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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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皆是
。

因为找到两根废枪和四个人
，

便可以成立一个统领部
，

出卖营长和副官的委任状
�营长又可以 出卖连长

，

可以树立
‘

势

力
’ ，

捞回一笔
， ‘

名利双收
’ ，

因此
，

趋之若鹜
。 ” ① 这些临时凑集

、

毫

无战斗力的民军对光复其实无贡献可言
，

仅是进城
“
摘桃子

”
罢了

。

胡汉民说
�“
民军分子

，

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

基本队
，

更裹胁乡团及防营之溃散者
，

以成其众
。 ” ② 当时的人则指

出
�“
四乡从前之著匪

，

改去前非
，

转而为国民军
。 ” ③ 另有当事人

谓
� “
各县绿林首领率领队伍参加起义做了民军统领

。 ” ④ 可见土匪

在民军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

而民军首领更多为土匪头子
。

几乎所

有的土匪在光复后都打出了民军的旗号
。

民军中确有不少农民
，

但

由于首领和基本成员多为土匪
，

参加民军的农民并不能决定这些

队伍的性质
。

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直接统率或密切联系的民军
，

进广州城

后一般都能服从军政府号令
，

执行纪律
，

前者如陈炯明的
“
循军

” 、

任鹤年的
“
香军

” ，

后者如朱执信
、

胡毅生的部下李福林
、

陆兰清
、

谭

义
、

陆领
、

黎义等
。

他们都对巩固革命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

至于那

些与革命党无有联系
，

或其首领是会党头 目
、

绿林中人
，

虽曾加入

同盟会
，

但因与胡汉民等人意见不合而另立一帜
，

不服军政府号令

的民军
，

则往往土匪本色如故
。

《时报 》报道
，

当时广州城内
， “
无论何军

，

皆可以逮捕国民
，

且

借搜查军火为名
，

入室抢掠
，

无所不至
。

视人命如儿戏
，

以省城为战

场
。

千百成群
，

怀挟枪弹
，

一言不合
，

轰声即起
。 ”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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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在 ����年 ��
、

�� 月间照会军团协会云
� “
惟当搜检之

时
，

保无有不逞之徒
，

乘机抢掠
，

扰乱治安
，

破坏民军名誉
。 ” “
倘以

后民军如有不听号令
，

骚扰商民
，

及剖尸取心残贼人道等事
，

即由

贵协会提出公布
，

不认该民军为正当之军团
，

与众弃之
。 ” ① 这份照

会虽措辞委婉
，

而民军之横行不法
，

胡汉民之无可奈何
，

却已表暴

无遗
。

军政府的其他文告反映了同样的事实
。 《民团总长刘永福通告

军 民文 》说
� “
民军云集省会

，

而外属土匪
，

动假 民军名 目
，

四出劫

掠 �其稍循秩序者
，

亦勒缴械
，

勒捐款
，

怨咨载道
，

大局岌岌
。 ” ② 胡

汉民
、

陈炯明
、

黄士龙三都督致各界团体函承认
“
崔符不靖

，

桑梓未

宁
” 。

全省水陆军务处公告称
� “
近 日贼匪抢劫之案已层见迭出

” ，

“
贼匪患肆

” 。 ③ 省警察厅长陈景华的文告说
�“
当时兵匪不分

，

广州

城内
，

纷纷劫掠
，

居者逃遁
，

此等现象
，

夫谁不知
。

愚以为秩序之乱
，

无有甚于此时者
。 ” ④ 邹鲁也在稍后对报界说及反正之初

， “
民军拥

集
，

劫掠频闻
” ③ 。

目击者的事后回忆
，

或谓民军
“
穿着便衣

，

携带武器
，

四处游行

穿插
，

歹徒 乘机混迹其中
，

因而形成兵匪难分
，

一般人民对之无不

提心吊胆
。

而且遍地烟赌
，

民军官兵亦有因赌败而进行抢劫
，

甚至

谋财害命者
。

亦有一些民军随便向天空放枪
，
以致流弹伤害人命

，

造成社会秩序混乱
，

人心惶惶
。

各营号民军官兵常时有因争夺开设

烟赌的区域
，

或因赌博争执
，

追索赌债
，

从 口角而至动武开枪杀人
，

寻仇报复
，

因此各营号的民军
，

不惟不能团结
，

而且互相攻击
，

存在

着你死我活的恶感
。 ” “
为所欲为

，

横行霸道
” ， “
弄成城乡市集都成

混乱状态
。 ”
或谓

�“
各属民军纷纷开入广州

，

但多为乌合之众
，

素无

① 《申报 》 ，

辛亥十一月初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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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

且多出身绿林
，

成分复杂
，

良荞不齐
，

一言不合
，

即拔刀相向
。

故此
，

省会秩序一时纷乱
。 ” ① 或谓

�“
此辈多属乌合之众

，

品类极为

复杂
，

未经训练
，

纪律毫无
，

领导人物又多沉迷于
‘

缥赌饮吹
’ ，

对部

队约束极为松懈
，

以致打家劫舍
，

谋财害命
，

寻仇报复
，

骚扰不堪
，

造成社会动荡混乱
，……其中以石字营统领石锦泉纪律最差

。 ” ②

或谓
�“
各路民军

，

纷纷入城
，

社会秩序
，

至为紊乱
，

杀人越货
，

视为

常事
，

惟香军纪律严明
，

西关一带
，

市崖不惊
，

市民深得保护
，

军誉

至佳
。 ” ③

石锦泉堪称不法民军的典型
。

光复之初
，

即有新闻报道谓
�“
亦

有冒称民军
，

患意抢掠者
，

中以志成公司石锦泉一军为最骚扰
。

二

十七 �� 月 �� 日�早
，

竟逼踞水师行台
，

并将大炮掠去
。

军政府下

令勒其迁出
，

亦不之理
。 ” ④ “

自招二千余人
，

捏报四千
” ，

大肆贪污

军晌 �向都督胡汉民逼晌
， “

辄执炸弹恐吓
” �白日亲 自杀人

， “
取出

人心
，

沿街夸耀
。 ” ⑤

《胡汉民自传 》对当时情况另有一说
� “
民军当时号称十万

，

外

报造谣
，

遂若全省扰攘
，

不可向迩
，

然余与兑存常摒去卫士
，

徒步而

行
。

执信
、

毅生等
，

则始终无卫随之人
。

斯时之秩序
，

盖以革命之空

气为之护持
。

民军之至不谨者
，

亦无公然违令作恶之事
��石锦泉最

蛮悍
，

尝欲拆毁城陛庙
，

谓以辟迷信
，

商民大哗
。

陈景华以都督令制

之
，

即止
。

又屡次搜捕私藏军器及满清旗帜军服者
，

皆责令解送陆

军军法处分别处置��于军政府之行政用人
，

更不敢有所干涉请

托
。 ” ⑥与上引大量文献对照

，

胡说显然是不足采信的孤证
。

有 目睹

当时状况者说
， “
粤局初定

，

各路 民军云集广州
，

首领多为绿林中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 》��
、

���页
。

《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 专辑 》��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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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秩序颇欠整肃
。

胡本书生
，

驾驭乏术
，

应付深感困难
。 ” ① 另一亲

历者也说
�“
光复时的

‘

民军大叔
’
�当时人们对民军的称呼�既如此

横行无忌
， ‘

百二友
’
又如此猖撅

，

秩序异常紊乱
。

大家才感觉到胡

汉民没有魄力
。 ” ② 事实俱在

，

众 口一辞
，

胡汉民之说显然是掩饰自

己
“
驾驭乏术

”
的窘态

。

阶石锦泉外
， “
流字敢死军

”
统领谭流也曾以

手枪指吓胡汉民
，

逼胡签条发晌后
，

扬长而去③ 。

数量庞大的民军不仅带来了治安的问题
，

还成为沉重的财政

负担
。

当时广东财政异常困难
，

至 ����年 �月 �� 日
， “
出入不敷

者
，
已逾二千三百九十三万余元

” ④ 。

而支付民军晌项
，

则是赤字严

重的首要原因
。

从 ����年 � 月 �日至 ����年 �月 �� 日
，

以民军

为主的各军用费约占广东军政府总开支的 ���
，

而为其他军费总

和的约 �倍
。

为挽救广东财政免于崩溃
，

裁汰民军势在必行
。

民军问题最严重的一面
，

则是部分首领勾结反动势力
，

企图推

翻广东军政府
。

活动的主角是王和顺和黄士龙
。

黄士龙原为新军参谋
、

标统
，

一向反对革命
，

后在士兵的压力

下反正
，

被推为参都督
。

他不甘心位居都督胡汉民
、

副都督陈炯明

之下
，

企图独揽军权
，

失败后弃职逃到香港
，

被胡汉民下令通缉
。

王和顺早在 ����年钦
、

廉
、

防起义中
，

就与胡汉 民产生 了矛

盾
。

广东独立前夕
，

王在惠阳号召民军起义
，

自称惠军
，

只有数十

人
。

追陈炯明军占领惠州
，

各地民军一时投入王部者达千余人
。

由

于有些实力
，

王和顺才敢于联合关仁甫的仁军
，

杨万夫的协字营
，

并勾结黄士龙
，

向军政府公开挑战
。

①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 》��� 页
。

②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史料专辑 》�上 �
，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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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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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李煤堂
�《 广东财政司 自旧历辛亥年九月十九 日起至民国元年五月三 十一号止收支

报告总册 》 ，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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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

胡汉民随孙中山北上
，

任南京临时政府

秘书长
，

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
，

王和顺等人认为时机 已至
，
于 ����

年 �月派出黄士龙等一帮人
，

跟随孙眉到南京
，

在孙中山面前攻击

胡
、

陈
，

企图夺取政权
。

结果未能得逞
。

黄士龙在南京活动失败后
，

王和顺即在东莞挑起军事冲突
，

向

胡汉民的嫡系部队进攻
，

并扬言要进行二次革命
，

推翻广东军政

府
。

当时陈炯明部署未定
，

暂时忍耐
。

石龙事件是王和顺等发动全面叛乱的前奏
。

以后惠
、

仁
、

协军

在民团总长黄世仲的支持下
，

进一步扩充实力
。

����年 �月 ��

日
，

陆军总长黄兴电令各省都督遣散部分军队
。

�月 �� 日
，

广东军

政府在朱执信的策划下
，

派魏邦平拘拿公开违抗命令的石锦泉及

其参谋张汉卿
，

立即处决
。

接着解散 �万人
。

�月 � 日
，

王和顺把驻西村的惠军调回城里
，

主力驻扎南关一

带
，

与驻东堤的仁军
、

驻归德门的协字营相联结
，

严密警戒
。

从 �月

� 日开始
，

惠军在其驻地阻止陆军巡查队通过
，

引致频频冲突
。
� 日

傍晚
，

惠军调出两门大炮
，

向陆军发起大规模攻击
，

陆军死伤多人
。

�� 日
，

惠军继续进攻
。

� 日
，

军政府调兵平乱
，

与惠
、

仁
、

协军展开

剧战
。

而黄世仲控制的民团总局亦发炮助王和顺攻击军政府方面

的陆军
。

�� 日
，

战斗以惠军方面的失败告终
。

参加叛乱的驻穗惠
、

仁
、

协军余部给资遣散
。
�月 �� 至 �� 日

，

军政府又调集陆军和其

他民军
，

击败了占据黄埔
、

虎门各炮台的惠军陆梅部
。

乱事既定
，

军政府即将民团总局裁撤
，

黄世仲被逮捕
，

交法务

局看管
，

同时继续裁减民军
。
�月

，

广东共裁减民军 �万
。

全省民军

留下不足 �万人① 。

陈炯明的循军原有 �个协�旅�
，

后大都陆续遣

散
，

仅带到广州的一个协与新军合编为广东陆军
，

不在此数之 内
，

保留下来的民军
，

包括李福林
、

谭义
、

张炳
、

黎炳球
、

黎志荣
、

何江
、

何梦
、

邓刚
、

王会
、

李就
、

刘世杰等营合编的福军
，

以及陆兰清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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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的三个营
。

当时广东军政府基本上 由胡汉民
、

陈炯明两派系组

成
，

朱执信则与两派都关系密切
。

他们保留附已有功的民军
，

遣散

异己无功甚至附逆的民军
，

实为巩固革命政权所必需
。

广州治安由

此迅速好转
。

而逃到港
、

澳的王和顺
、

关仁甫
、

杨万夫一伙
，

则打出
“
扶正同盟会

”
的旗号

，

联络土匪
，

组织暴乱
，

扬言发动
“
第二次革

命
” ，

一时全省各地不少二�匪都以
“
扶正同盟会

”
的名义打家劫舍

，

对广东大局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

�月 � 日
，

黄世仲被枪毙
。

黄士

龙和王和顺则在 ����年应袁世凯之召入北京
，

为袁取广东出谋献

策
，

奔走效力
。

过去有人说
，

解散和镇压民军
，

是广东革命党人的严重错误
。

其实
，

用
“
解散和镇压

”
来概括广东军政府对民军的处置

，

未免失之

笼统
。

省城十余万民军中
，

受到镇压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

即公开

与革命政权对抗的惠军
、

仁军
、

协字营和右字营四部
。

革命党人为

巩固政权
，

对这些违法乱纪
、

与反动势力相勾结
，

企图夺权的民军

用武力解决
，

何错之有�

对其他民军
，

革命党人根据实际情况有留有遣
，

并非一律解

散
。

论者谓
�“
民军是同盟会领导和组织下的主要革命武装力量

，

为

广东各地的光复建立了丰功伟绩
” ，

同样失之笼统
。

一部分确由同

盟会领导和组织的民军如循军
、

香军在光复中确有大功
，

但并非所

有民军都属此类
。

把那些乘机进城捞世界
，

而对革命实无贡献的民

军也当作功臣来称颂
，

是不恰当的
。

广东军政府保留前者而遣散后

者
，

无可非议
。

论者又谓
“
民军的成分

，

绝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

人
，

这些人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
” ，

却忽视了这些破产者

大多已沦为
“
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

”
的游 民无产者 �其中不少是土

匪 �的事实
。

论者否认相当大部分民军组织纪律性差
，

扰乱社会治安
，

论据

有二
，
一 是朱子勉等人的《广州光复前后杂记 》记有民军

“

与居民杂

处
，

而对居民则甚少骚扰
”
一句

。

然而
，

该文还有
“
光复时对广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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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乱和恐怖
”
一节

，
列举了大量民军横行不法

，

秩序异常紊乱的事

实
，

论者恐怕统统漏看了
。

二是《胡汉民自传 》 ，

上文 已作分析
，

以此

孤证
，

否认大量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

似无说服力
。

论者认为解散和镇压民军
，

严重地打击了人民群众在辛亥革

命高潮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积极性
，

是造成
“
二次革命

”
广东讨袁缺

乏群众基础
，

因而迅速溃败的重要原因
。

其实
，

把民军视为人民的

代表
，

无论就事实或理论而言
，

都不能成立
。

而撇开社会经济方面

的因素去寻找革命党人缺乏群众基础的原因
，

亦非唯物史观
。 “
二

次革命
”
之所以失败

，

是由双方在全国范围内的力量对比和策略运

用所决定的
。

赣宁既败
，

广东一隅亦必不能支持
。

广东讨袁缺乏群

众基础的根本原因与其他省份相同
，

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掌握政

权后
，

不能提出并实行真正有利于各阶层人民的政治经济改革方

案
，

经济凋零
、

财政困难
、

民生困苦
、

治安恶化几乎成了革命党人治

下各省的通病
，

广东尤其如此
。

这就无法期望革命党人的讨袁行动

会得到群众的支持
。

如果保留庞大的民军
，

在无法承受的军费重压

下
，

情况只会更严重
。

特别应指出的是
，

广东军政府是在惠军谋逆

十分明显的情况下才出兵平叛
，

在财政极端困难
、

难乎为继的情况

下才遣散大部分民军的
，

除此以外
，
已别无选择

。

否则
，

广东革命政

权早在 ����年间就会因反对派的颠覆活动或沉重的财政压力而

垮台
，

根本支持不到
“
二次革命

”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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