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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
以四川“二刘大战”为考察中心

黄摇天摇华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 远员园园远愿）

摇摇摘要：员怨猿圆年 员园月，四川爆发了“二刘大战”。大战期间，徐向前、张国焘领导的红军趁势进入川北，南京国民

政府也积极介入四川政局，四川因此变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 地 方 军 阀 相 互 竞 逐 的 舞 台，几 方 势 力 纠 缠 互 动、此 消

彼长，对日后的四川乃至全国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川也 因 此 成 为 全 国 舆 论 关 注 的 焦 点。深 入 分 析 此 次 大 战

中各方的计虑所在以及全国舆论的关 切 与 期 待，当 能 更 深 刻 地 展 现 南 京 政 府 领 导 的“国 家 统 一”运 动 所 遭 遇 的 困

境、挑战及其后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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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员怨猿圆年九、十月间，正值“九 一 八”国 难 一 周 年

之际，中国内战依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广东

二陈之战，继而山东韩刘之战，再而四川二刘之战，

贵州方面 也 随 即“倾 轧 酝 酿”。这 些 触 目 惊 心 之 消

息，“使全国上下屏息吞声一致对外之视线，突遭一

意外之转换，使敌人对我无组织无秩序之恶宣传，而

竟得现成之 证 明，使 国 联 中 人 在 畏 怯 羞 惭、旁 皇 顾

虑、无可适从之局面下，而忽得一趁势之藉口，使我

国政府当局于焦头烂额、手忙足乱之状态中，而倍增

其惶急与烦虑”［员］。

在此举国惶惶之际，“二刘大战”的爆发及稍后

徐向前、张国焘领导的红军进入川北，以及南京国民

政府积极介入四川局势，使四川变成了国民党、共产

党和地方 军 阀 相 互 竞 逐 的 舞 台。 几 方 势 力 纠 缠 互

动、此消彼长，对日后的四川乃至全国局势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①。四 川 也 因 此 成 为 全 国 舆 论 关 注 的 焦

点，引发了国人对全国政情的深刻反思。深入分析

此次大战中各方的计虑所在以及全国舆论的关切与

期待，当能更 深 刻 地 展 现 南 京 政 府 领 导 的“国 家 统

一”运动所遭遇的困境、挑战及其后续影响。

一摇“二刘大战”与红军在川北的发展

员怨圆愿年，国民 革 命 军 完 成 北 伐 后，国 民 政 府 虽

然在形式上 统 一 了 全 国，结 束 了 民 初 的“军 阀 统 治

时期”，但“残 余 的 军 阀 主 义”②［圆］圆园园依 然 存 在，国 民

政府尚无法对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做彻底的控制。

其中，四 川 的“独 立”状 态 甚 至 较 北 洋 时 期 有 增 无

减，四川军阀 在“易 帜”之 后 依 然 进 行 了 多 次 内 战，

并逐渐演成刘湘、刘文辉二雄争霸的局面，二刘都决

心打垮对方，统一四川。

刘湘早就有统一四川的愿望。他曾对其财政处

长 刘 航 琛 说：“统 一 四 川，就 是 我 们 的 事 业 的 第 一

步。第二步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认为第一步是个

事业。”为了取 得 中 央 的 谅 解、鼓 励 与 支 持，刘 湘 特

派刘航琛赴京晋谒蒋介石。鉴于刘湘一直都比较顺

从南京政府，蒋介石此时也基本倾向于“扶植刘湘，

统一四川”［猿］猿园原猿源。员怨猿员年 圆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

源怨



军政机构，特派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所有四川驻军

统归其全权编遣。源月，刘湘就职，国民政府随之拨

付刘湘包括 缘园园万 发 子 弹 在 内 的 大 批 枪 械。远月，

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选任刘湘为国民政府委员，刘

湘亦 遵 奉 南 京 中 央 号 令，出 兵 猿万，开 赴 鄂 西“剿

共”。苑月，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发表

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共总指挥。此后，刘湘与南京中

央关系愈见密切。而且，刘湘还成功地联合了邓锡

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四川军

阀共同反对刘文辉。

刘文辉亦是雄心勃勃，有意“统一四川，控制西

南，问鼎中 原”。刘 氏 自 陈：“员怨圆源年 至 员怨猿圆年，是

我在四川政 治 上 的 黄 金 时 代”，“我 那 时 的 主 意 是：

内外并举，左右开弓，即一面在夔门以内加紧消灭敌

对势力，去实现统一四川的夙愿；一面乘滇黔军人内

讧的机会，支持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打回贵

州，为控制西南奠立基础”［源］圆原源。但是，刘文辉却因

在“中原大战”中响应汪精卫等人，与蒋介石积下一

些矛盾，故未得到南京的支持。

双方经过一系列明争暗斗，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员怨猿圆年 员园月 员日，在刘湘的支持下，驻武胜的罗泽

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军林云根部打响第

一枪，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随后，刘湘率领联盟

各军进击刘文辉部，于 员园月 猿员日进占荣昌、合江，

员员月 圆员日进占泸州。双方几经鏖战，于 员圆月上旬

在老君台签订停战书，暂时结束军事冲突。与此同

时，刘文辉为巩固后方，员员月中旬回师成都，与田颂

尧展开激烈巷 战，员圆月 初 田 颂 尧 已 告 不 支，后 经 邓

锡侯调解，田 颂 尧 与 刘 文 辉 达 成 停 战 协 定，退 出 成

都。员怨猿猿年 员月中旬，“二刘大战”第一阶段战事结

束。

刘文辉兵力虽然损失不大，防地却丧失很多，沱

江以东、乐山以南数十县尽为刘湘所据。为扩充防

区、夺回地盘，员怨猿猿年 缘月 怨日，刘文辉再次率部突

入邓锡侯防地；缘月 员缘日，两 军 激 战 于 郫 县、灌 县，

“二刘大战”再起③。

缘月 圆远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所谓“安

川会议”，决定 联 合 进 攻 刘 文 辉。远月 远日，刘 湘 挥

军西进，经过数次大战，苑月上旬，刘湘已攻至成都，

刘文辉不得 不 放 弃 成 都，辞 去 省 主 席，退 守 岷 江 防

线。愿月 猿日，刘湘又与杨森、邓锡侯、田颂尧、罗泽

洲等联军将领在成都召开“安川剿赤”会议，认为刘

文辉是剿匪的障碍，决定趁机会集力量一举消灭刘

文辉的军队。愿月底，刘湘率军攻下雅安，刘文辉部

队随之瓦解，一百团以上的兵力仅剩数团。愿月 猿员
日，刘湘宣布 安 川 军 事“克 期 结 束”。此 后，刘 湘 控

制了四川将近一半的县份，而且都是富庶地区，成为

四川势力最大的人，为最终统一四川奠定了基础。

“二刘大 战”期 间，员怨猿圆年 员圆月 中 下 旬，徐 向

前、张国焘等人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乘机由陕南进入

川北，并于 圆缘日进占通江县，员怨猿猿年 员月占领邻县

南江、巴 中。至 于 红 军 为 什 么 要 进 入 川 北，张 国 焘

说：由于四 川 军 阀“素 不 愿 外 省 军 队 入 境。 我 们 一

旦进入川北，敌军因对四川军阀有所顾忌，不会追击

我们，他们只能停留在汉中，大致也够疲劳，不能与

我们纠缠了。即使他们再来进犯，我们也可凭巴山

险要和他们周旋”［缘］员源怨，员缘苑。

员怨猿猿年 圆月，南 京 政 府 任 命 田 颂 尧 为“川 陕 边

区剿匪督办”，田乃调遣一支大军到通南巴地区“剿

共”，红军于 猿月 中 旬 放 弃 巴 中、南 江，源月 圆怨日 离

开苏区首府通江，退入川陕边界一带山区。员怨猿猿年

缘月，“二刘大战”再次爆发，田颂尧调大部分兵力回

成都。缘月下旬，红军趁机反攻，收复了原有苏区的

几个县，并向南推进到营山、渠县，进入杨森防区，随

即占领仪陇、南部一带，直趋嘉陵江边，将留在川东

的田颂尧余部赶至嘉陵江以西。员园月下旬，又占领

宣汉、达县、万源等县城。这样一来，红军完全控制

了通江、南江、巴中、旺苍、万源、平昌、城口等县，加

上仪陇、阆中、苍溪、南部、营山、宣汉、达县、渠县等，

控制面积达 源郾圆万 余 平 方 公 里，人 口 约 苑园园万 人。

据徐向前说，到 员怨猿猿年 末，单 是 红 四 方 面 军 就 有 远
万人左右；在 员怨猿源年军事力量发展到顶 峰 时，苏 维

埃的部队保持在 愿原员园万人之间。

可见，红军在川北的发展是随四川军事形势的

动荡起伏而时盛时衰的。红军入川之初，人员不满

猿园园园，两年之内 迅 速 发 展 到 约 员园万 人，控 制 员园数

县，这对四川军阀和南京政府不能不说是一大挑战。

二摇先“安川”还是先“剿共”：南京政府的应对

员怨猿圆年 怨月，“二 刘 大 战”前 夕，蒋 介 石 专 门 致

电刘湘分析川战的“危险”：“此次川中万一有事，恐

绝非一隅关系，小之足以牵动西南全局，大之足以招

致国际压迫，而鄂赣剿匪计划更无法逐步完成，现值

国难愈加严重时期，吾人益宜事事持重，切盼吾兄极

力消弭，设法阻止，俾得渡此最大危险之关头。”［远］缘猿苑

缘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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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联正在调查“九一八事变”，南京政府也冀望

国联能主持公道，制裁日本，以外交方式解决中日纠

纷，故甚不希望川战爆发，损害“国家体面”，因内战

而影响外交。

员园月，川战正式爆发后，蒋介石即明确主张“川

事急须设法调解，中央亦不能有所偏袒”；并吩咐杨

永泰发电劝 告 并 制 止 之，“表 明 中 央 力 持 和 平 之 态

度，义 正 辞 严 之 文 使 知 中 央 力 持 和 平 之 真

意”［远］缘远猿，缘远愿；又命 令 武 汉 行 营 主 任 何 成 浚 暂 缓 回 复

刘湘“订 购 步 枪 一 千 枝”的 要 求。 在 蒋 看 来，川 战

“甚非国家之福”，“且 国 联 会 议 必 贻 以 极 不 良 之 印

象，国内舆论，亦将受极严酷之制裁”，虽然刘湘“始

终拥 护 中 央，论 情 论 理，本 应 加 以 援 助。惟 国 难 当

前，不宜轻启 战 端”，因 此 蒋 迭 令 刘 湘“万 勿 加 入 漩

涡为要”［苑］员员原员远，员圆猿。

员园月 愿日，蒋 致 电 川 中 各 将 领，痛 陈 川 战 爆 发

可能造成的 恶 劣 影 响：“日 本 陆 军 省 对 现 今 中 国 之

混乱状态，其当局发表如下之谈话，反驳李顿报告书

所言中国正在发展之过渡期，谓：山东省有韩刘之冲

突，福建省则有主席问题，十九路军现方与当地军队

争夺中，又共产军亦逞威跳梁，青海之南部及西康且

被藏军占领，四川全省尤在混乱之中，致南京政府极

感困难等语。其他各国表示对我国川鲁等省及各处

最近现状极尽热嘲冷笑之致。查李顿报告书方公布

于世界，其中叙述虽未尽当，而于我国近年发展之过

程颇具相当之同情。乃日本即据我当前现状，持为

抹杀一切及应施宰割之口实，以资反驳。凡我军人

受兹侮辱，其何能堪，宜如何惩忿痛艾，戮力同心，以

图共挽国家之危难。务望各守原防，力避接触，迅求

和平解决。勿使川战续发，以杜日人之诬蔑，而免误

国之责任。”［苑］远圆原远源

员园月 圆园日，蒋介石又说：“关于川局处理，最好

固在能使战事消弭不发。但目前形势川中各方酝酿

愈急，益显严重。而中央一时亦不得易有效制止之

办 法，且 不 可 有 袒 护 而 援 助 任 何 一 方 之 明 显 表

示。”［苑］员苑远原员苑苑这清楚地表明南京中央对川局的“有心

无力”。

“二刘大战”第一阶段战事即将结束，蒋介石的

重要谋士杨 永 泰 对 川 黔 善 后 做 了 如 下 分 析：“关 于

川黔善后，大要有三。甲、处置过早，则趋势不明，诚

恐不协机宜，有徒损威信之虑；过迟，则趋势已定，等

于事后追认，无权操自上之恩。中央驾驭边省每因

坐昧时机，先后失当，赏不怀德，罚不畏威，酿成不关

痛痒 之 局。欲 矫 此 失，则 善 后 处 置，固 不 宜 失 之 过

早，尤不宜失之过迟，是在熟察趋势，当机立断，使扶

植者感恩，而失势者亦不敢抗命。现在川黔形势，日

益分 明，处 置 之 方，似 宜 及 时 决 定，以 免 坐 失 时 机。

⋯⋯丙、前此处置川事，意在兼顾各方面，卒不能维

持均势，徒使两强对峙，而各派得依违操纵于其间，

以促成冲突之祸。现在川省形势，已由两刘对抗，变

为刘田联合，且刘田渐已显占优势。处置川事，似宜

以刘田为重心。此外，有相当实力，及虽失败而实力

尚未完全消 灭 者，在 刘 田 统 驭 之 下，酌 予 安 顿”；只

有这样，才可“弭川黔两省长期混 乱 之 因”［苑］远苑缘原远苑愿。

杨氏此电甚为紧要，其中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中央政

府处置地方政争的思虑及策略，以及维护中央威信

的苦心孤诣，难怪蒋介石认为杨氏的分析切中肯綮

而大为欣赏。

而中央政府在处置地方政争中的进退两难也在

此电中表 露 无 遗。据 报 道，南 京 中 央“对 川 战 极 重

视，连日会议，均有讨论，冀磋商一永久和平办法，以

解决川事”［愿］缘。在戴季陶、石青阳等人的提议下，南

京政府也重申 员怨圆愿年 员员月所发表之“治川纲要”，

作为解决 川 局 之 办 法。 此 举 却 遭 到 刘 湘 等 人 的 抵

制，刘湘的代表邱甲就说，戴季陶“所提十七年解决

川局方案，已属陈迹，且太空洞，难解决。中央所定

办法，对川 情 终 嫌 隔 膜”［愿］苑园。当 时，南 京 也 有 意 组

织川政整理委员会，或派张群入川调查、调解，也遭

到刘湘的消极抵制。本来刘湘冀望得到中央的“鼓

励”和支援，多数国人也认为“刘湘殆得中央后援”，

事实却出 乎 意 料。 这 导 致 了 刘 湘 与 南 京 政 府 不 合

作，埋下了日后双方破裂的祸机。

刘湘等人与 南 京 中 央 在 先“安 川”还 是 先“剿

赤”上存在 着 明 显 分 歧。刘 湘 认 为：“就 表 面 观 察，

‘剿赤’固 所 以 安 川；就 症 结 考 究，必 安 川 乃 能‘剿

赤’。盖川事 如 不 臻 安 定，戍 区 未 破，各 怀 观 望，犬

牙相错，易生误会，即言‘剿赤’，亦难竟全功。过去

川北 剿‘匪’之 时 张 时 弛，固 足 证 明 其 难 于 彻

底。”④［怨］圆源猿原圆源缘田颂尧也认为：“惟‘剿匪’必须统筹，

方免观望因循之误；定川必先统一，方有建设治理可

言。”［怨］圆源远原圆源苑员怨猿猿年 远月，刘 湘 呈 送 给 蒋 介 石 的 治

川方案就是：“半年内扫除统一障碍，组织省府。一

年内剿灭共匪，一年半内划清中央与地方之税收，及

整缩军队。”

远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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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蒋介石 看 来，“共 匪 据 川，为 祸 之 烈，远 在

鄂赣之 上”，“川 亡，中 国 亦 亡”。国 民 政 府 于 员怨猿猿
年 远月初在 陕 西 查 获 共 产 党 文 件，内 称“徐 匪 整 理

六个月，确有 赤 化 川 陕 甘，打 通 西 北 路 线 之 整 个 计

划”；恰好 此 时 川 战 又 起，加 之“川 情 复 杂，民 怨 已

深”，川 军“尤 有（被）各 个 击 破，逐 渐 崩 溃 之 可

能”⑤［员园］源源愿原源源怨。若川军真的整个崩溃，红军乘势“赤

化”四川，并进而打通西北国际路线，对南京国民政

府的威 胁 实 不 言 而 喻。 因 此，南 京 中 央 认 为 红 军

“赤化”全川才是最大的威胁和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故其自始至 终 都 反 对 此 次 川 战，并“竭 力 调 和 二 刘

之内讧暗斗”。

蒋认为，最 好 的 办 法 是“此 时 甫 澄 对 自 乾 只 用

威胁，使其退让，而勿与直接冲突。一俟中央任甫澄

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后，一面负责指挥剿匪，一面制裁

不遵令者，则名实既正，统一可期”［员员］远远怨原远苑园；如果不

先行剿匪，“视赤匪之坐大而不顾将来，必致不可收

拾，两败 俱 伤”［员圆］源愿原源怨。蒋 还 认 为，“对 文 辉 军 事 行

动，此时决无根本解决之望”［员圆］猿苑苑，源远愿；而且，川 战 有

可能把刘文辉逼到“携贰”的局面。和往常一样，川

战又牵涉黔局和整个西南局势，容易引起连锁反应。

当时蒋介石就得到情报，黔变中，“毛（光 翔）犹（国

才）方面，颇得渝刘（湘）助力”。而与刘文辉颇有瓜

葛的王家烈 却 可 能“以 桂 为 后 盾，徐 图 再 举”，以 致

蒋深感“川黔之局势，以速使安定为宜”⑥［苑］缘猿怨原缘源员。

不过，当“二 刘 大 战”基 本 结 束 之 时，蒋 也 认 为

“四川方面，刘文辉败退川西，则川事亦比较进步”，

实为可慰［员猿］员苑远原员苑苑。然而，当 刘 湘 等 人 实 现“安 川”

之后，却发现 红 军 的 势 力 已 大 为 扩 张，“剿 匪”实 为

不易，且屡遭失败；在双方妥协之下，刘湘不得不同

意中央军参谋团入川协助剿匪。这无疑是刘湘所不

愿看到的，也是他不曾料到的。

三摇社会舆论与国家意识

“二刘大战”爆发后，许多人即认为：“即使刘文

辉真败，刘湘果胜，川局前途亦不过仍在循环局面中

攘扰罢了”，“苟不于其根本之原因上求一适当之改

革，则川 战 恐 将 随 民 国 而 终 古”［员源］源猿远，源园愿，加 之 红 军

“借四川战 乱 的 时 机”，在 川 北 建 立 根 据 地，使 得 国

人不得不更“深刻地注意”四川的混乱情形，全国舆

论也几乎一致地给予了批评。

二刘大战 的 爆 发，使 得 国 际 间“对 华 舆 论 日 益

恶劣，影响中日问题者至大”。而且，员怨猿园年爆发的

第三次康藏纠纷此时仍未解决，藏军和刘文辉指挥

的川康边防军仍然对峙于金沙江。而在国人的认知

中，藏军背后肯定有英帝国主义者的怂恿和指使，因

此舆论大多批判川军不全力抵抗藏军的侵占，反而

肆无忌惮地 进 行 内 战，正 是“与 垂 涎 我 疆 域 者 以 攫

夺 之 机 会，表 面 上 称 为 内 讧，实 际 上 等 于 卖

国”［员源］源园员原源园圆。

对于四川军阀为何敢于逆势而混战，舆论认为：

“原因虽多，而 中 央 威 信 不 彰，遇 事 敷 衍，亦 实 有 以

致之”，“内战特病象之一枝节，今日之事，须速治中

枢病根。总根不治，百病不已”［员源］猿苑怨。圆园年来，四川

各军阀“莫 不 勾 结 外 援 以 自 重，往 往 随 中 央 权 势 之

分合，以为 迎 拒”，正 所 谓“上 无 道 揆，下 无 法 守”，

“其身不正，虽 令 不 从”［员源］猿苑缘原猿苑苑，源圆源。舆 论 质 问：“争

者之两造，皆非来自他省，且皆为中央所曾正式任命

之大员，乃竟以兵戈相见于疆场。而文电中对于所

与争之对方，俨然以仇敌相加，且对中央报告战况，

语气闻恒自夸耀其胜利。默察此类心理，正不知其

将置中央于何地也。”“（川军将领）各自下决心消灭

对方的部队，但一定会胜利吗？即算侥幸胜利了，敌

军的损失还不是中华民国的损失？”［员源］猿怨圆

中央政府之所以不能“建树其权威于川省”，实

因“平日利 用 军 人 撑 持 苟 安 之 局 面，形 成 尾 大 不 掉

之势，遇有变故，遂无法制止，于是委屈求全，不问是

非，进行调解”，造成“上无守法之政府，下多跋扈之

军人”，以至于“（中央政府）历 年 西 征 北 伐，国 人 未

以为当然之权威，而比之于内乱，讥之为相残者，其

事绩亦不谓少”［员源］源员源，源圆猿，源园猿。

而在一般 野 心 军 阀 心 目 中，中 央 之 地 位“乃 仅

一筹款及发表新官之工具，而非国家最高权力所寄

托，一切皆可 任 性 为 之，而 无 所 用 其 顾 忌 矣”［员源］源圆圆；

军阀们“以为我有武力，我即可有主持一省之实权，

至于名义之追认，只须一纸文电之手续耳，故其对于

中央，常有若即若离之概”。“二刘大战”爆发之时，

刘文辉是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四川省主席，刘湘也

职任四川善 后 督 办，舆 论 一 方 面 质 疑“以 现 役 军 人

而擅省委、省 主 席，宁 为 国 法 所 能 容 许”；另 一 方 面

又指出，双方都是中央正式任命的地方大吏，“其进

退须听命中央”，“不可任意加以兵戎”，且“国 家 养

兵原以御 侮，非 可 作 政 争 之 工 具”［员源］猿怨源。而 中 央 政

府屡次严令双方停止战事，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虽然，“土地为国家之土地，名位为国家之名位”，而

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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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仅凭个人之“角力”，这正是当时中国政局混乱

的根本原因。

舆论认为，树立“轨范”，树立“纪纲”，才是中央

政府“建树其权威”的根本途径。所谓“轨 范”即 是

“法治”，“法不立则纪纲何从出”，然而 当 时 形 势 是

“竟 若 无 人 敢 言 法 治，一 若 言 及 法 治，即 为 叛 逆 也

者”。如此一来，中央政府则不能“巩固其本身之法

律上地位”，只有“徒 见 国 事 之 日 益 纷 乱 而 已”。舆

论并引申说：“然则内争真正之戎首，祸及全国之罪

魁，非尽属横 暴 之 军 人，而 实 为 彼 破 坏 民 主 法 治 政

制，妄想武力统一而行专制独裁之人物也。武力统

一之梦不醒，独裁之念不休，民主法治之政府不成，

则军阀之 互 争 为 必 然 之 结 果。”［员源］源圆圆原源圆源可 见，舆 论

用意所指，已不仅仅在军阀之内战，而在促成民主法

治，反对专治独裁，和当时的全国政局有所关联。

正如舆论所说：“纪纲之基础，在法律而不在武

力，在民意而不在威权。”有意思的是，参与“二刘大

战”的军 阀 罗 泽 洲，稍 早 前 也 在 呼 吁 南 京 树 立“纪

纲”，惩治叛 变 的 陈 光 藻 并 夺 其 职 位。他 说：“川 中

循环叛变，实为致乱之阶，纪纲早已废弛，大都皆以

奖乱嗾叛为能事，故为善者不知所劝，为恶者亦无所

惩。”“假使民 国 成 为 无 纪 纲 之 国，而 川 省 仍 为 中 央

政令所不及，则擅自称谓，固可惟力是视，今党国已

届统一，而川中各军皆同在拥护中央旗帜之下，则名

分岂能假借。”［怨］员怨园原员怨圆

授予“名”“器”的 是 中 央 政 府，因 此 中 央 政 府

“自应明辨是非，以定曲直。凡称兵肇事，而为舆情

所不附、公理所难容者，一经查明，即应严令制裁；制

裁不 服，即 明 令 讨 伐。惩 奖 出 于 至 公，好 恶 与 民 同

一，如是庶 几 纲 纪 可 振、内 战 可 消”。 当 时，国 民 政

府有意派遣戴季陶或张群等中央大员赴川调解，却

遭到舆论的 抨 击，“良 以 名 器 所 在，法 制 赫 然，安 有

以中央对 地 方 事 件，始 终 以 调 人 自 居 者 乎”。 地 方

军人火拼，中央不得已而派遣大员调解，实属“大附

威信之举”。中 央 政 府“对 于 境 内 军 人 危 害 国 家 之

内战，命令制止而已，制止不听，派兵讨伐而已。中

央政府之于地方，无调解之可言；中央政府之于地方

军人，执行命令而外，更无观望疏通之可言”［员源］源员苑。

对于中央政府究应如何介入并解决纠纷，舆论

也有周到细致的分析：“依川民全体福利言，一切残

民害国之军阀，胥在应当打倒之列。故中央果有力

统一全 川，尽 逐 诸 阀，改 造 川 局，出 民 水 火，其 上 者

也。其次，则以严正公道之态度，悬一整理川局之标

的，其命于此者奖进之、扶持之，苟非然者断然不予

敷衍。若夫漫无定见，依违各方之间，实际则徒受利

用，反 被 操 纵，是 直 长 乱 造 乱 耳，此 其 最 下 者

也。”［员源］猿苑缘原猿苑苑

更有舆论“反求诸己”，认为内战之所以发生是

由 于 国 民 没 有 尽 到 本 分，“内 战 之 生，由 于 政 府 不

强；政府不强，由于其本身不健全，基础不宏大。是

以闻内战之起也，不能专骂内战者，应责政府，然亦

不能仅责政府，应并责国民己身”。军阀之好乱，并

非与生俱 来，实 由 民 权 之 不 发 达 有 以 致 之。“民 权

之不发达，实由民众忽视其本身之力量，而民众力量

之不易表现，又由于民众之不团结”，因此全国民众

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内战［员源］猿苑愿。

当时刘文辉、田颂尧两军所进行的成都巷战，一

连九日，“总 计 死 亡 人 民，共 有 二 千 数 百 人 之 多，受

流弹之轻重伤害者，更无法数，至于全市财产损失，

则在数千百 万 元 以 外”，其 残 酷 惨 毒，“不 让 于 日 帝

国主义之 践 踏 东 省、蹂 躏 淞 沪”［员源］圆苑员。刘 文 辉 与 刘

湘两军的交 战 也 创 造 了 内 战 新 纪 录，“一 日 之 战 死

亡达四万人”，人们不得不惊叹“他们的勇敢真不在

东北义勇 军 之 下”［员源］源猿苑。甚 至 有 人 喊 出，如 果 中 央

政府 仍 不 能 制 止 川 战，则“宁 为 亡 国 奴，不 作 四 川

民”［员源］缘源源。

同样值得 注 意 的 是，舆 论 指 出，如 果 中 央 政 府

“仍欲利用军阀为走狗，以人民为牛羊，保持暂时之

统一，不求彻底之解决，徘徊瞻徇，一误再误，因循敷

衍，潜伏祸机，人民愤极怒生，为求生存，不难以直接

手段打倒军阀，解除其切身之痛苦与压迫。则号称

为民众谋利益之革命政府，将何以自解于川民？吾

人深信公 理 尚 在 人 间，胜 利 属 于 大 众”［员源］缘猿怨。此 话

非常值得注 意，号 称 为 民 众 谋 利 益 之“革 命 政 府”，

居然利 用 军 阀 为 走 狗，“残 余 的 军 阀 主 义”确 实 存

在，这正应了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那句话。

四摇余论

员怨圆愿年 员园月 员苑日，国民党四川旅京同志会即

发表请愿宣言，要求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用武力解

决四川问题，以“完 成 国 民 革 命”⑦［员缘］源远原远源。到 员怨猿源
年的时候，还 有 人 认 为：“自 国 民 政 府 成 立 以 来，中

央对于四川的统一，似乎始终未加注意。中央对川

的政策，可以说是听其自寻出路———也可以 说 是 自

寻 死 路，四 川 历 年 的 乱 事，是 中 央 放 任 的 结

愿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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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员远］愿原员园

如果从某种角度来看，“二刘大战”确有其非常

积极的一面。它基本结束了民初以来四川军阀连年

混战的局面，为四川的基本统一奠定了基础；加上当

时红军入川，为国民党中央军入川提供了机遇，使四

川逐渐纳入国民政府统一治理范围，奠定了四川后

来作为“抗战司令 台”之 基 础⑧。然 而，无 论 对 四 川

地方势力还是南京政府来说，这样的统一更多的是

形式上 的，远 远 没 有 达 到 实 质 上 的 统 一。 到 员怨猿远
年，还有人 认 为，“现 在 已 经 完 成 的 统 一，大 体 上 还

是消极的统一，不是积极的统一，仅是不内战，不分

割的统一，不是上下一心，中央地方完全同力合作的

统一”［员苑］苑。员怨源怨年 怨月，邓小平也说：“在政治上来

说，民国以来四川从未统一过，抗战期间只是形式上

的统一。”［员愿］源

当刘湘暂时打败刘文辉后，回过头来却发现红

军的势力恰 如 蒋 介 石 所 屡 次 告 诫 的 那 样 已 迅 速 扩

大，单凭一己的力量很难敉平；而且邓锡侯、田颂尧

等人也多是阳奉阴违，并不愿真心消耗所剩无几的

实力去“剿匪”。不得已，刘湘只好同意蒋介石的中

央军参谋团入川，由此引入中央的势力。这对刘湘

在四川的统治无疑是一个新的威胁，甚至是比四川

其他军阀大得多的威胁。

大战的另一主角刘文辉也因此役和蒋介石累积

了更多的心结与矛盾，且一直难以化解，这对此后川

康政局的发展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刘文辉虽借西

康建省迅速建立了一个新的立足地，但仍然念念不

忘掌控四川的军政局势，特别是在刘湘死后，刘文辉

力图重新 谋 取 四 川 省 主 席 一 职。孙 震 回 忆 说：“惟

川政在新调整之后，觊觎川政之人仍甚多，尤以西康

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以前曾多年奉中央

命令兼任四川省主席名义，现在该军又未出川参加

抗日，中央循文辉之意，留置该军于川康境内，因之

刘氏对四川 省 主 席 一 职 尤 为 积 极 进 取。”［员怨］圆园猿刘 文

辉虽未能如愿，但他联合四川其他军阀抵制国民政

府的布局，也 迫 使 国 民 政 府 不 得 不 作 出 让 步⑨。更

为重要的是，员怨源怨年 国 共 两 军 做 最 后 决 战 的 时 候，

仍然控制西康和四川军政大局的刘文辉、邓锡侯和

刘湘的老部下潘文华联合发动“彭县起义”，宣布脱

离国民政府，这对蒋介石无疑是重大打击。

对全国 民 众 来 说，南 京 国 民 政 府 的 威 信 及 其

“合道 性”在 这 一 次 战 争 中 也 遭 到 了 更 深 的 质 疑。

本来，当时主 流 舆 论 的“国 家 意 识”是 很 强 的，全 国

人心也是向往真正统一的，南京政府却并不能很好

地把握和利用民意和民气。大多数舆论认为，川战

之所以发生，乃因中央不强固，中央不守法纪，而且

中央对于川 局“始 终 无 一 定 方 案，缺 强 毅 主 张”，也

无法号令四川军阀，人们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度也就

不可避免 地 降 低 了。张 国 焘 就 发 现：“在 四 川 人 看

来，四川就是一个国度，他们所注意和谈论的都是关

于四川的事。甚至‘国民党’、‘三民主义’和‘蒋介

石’这类的名词，究竟内涵是些什么，不仅一般老百

姓弄不清楚，就是当地的军阀，也不甚了然。”［缘］员愿源连

一些军阀对“国 民 党”、“三 民 主 义”和“蒋 介 石”这

类名词的内涵都不甚了然，不能不说是人们对国民

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认同度不高。

更为重要的 是，“二 刘 大 战”进 行 期 间，红 军 入

川并在川北 大 有 发 展，成 立 了 苏 维 埃 政 府，树 起 了

“革命”的旗帜瑏瑠。而且，“二刘大战”又一次造成了

无数的失业 流 民，使 他 们“除 了 为 兵 为 匪 和 不 绝 地

暴乱之外，再 也 没 有 出 路”，大 大“加 深 了 社 会 的 革

命危机”［员源］远园圆。刘湘也认为，红军在川北的“猖獗”，

“率由川西内战所演成”，他之所以“武装制裁”刘文

辉和邓锡侯 的 冲 突，“诚 亦 怵 于 上 川 南 抗 捐 军 声 势

浩大，见诸 赤 焰 弥 漫 之 先 机”。舆 论 也 说：“屡 年 内

讧之结果，枪支之散在民间者何止数十万挺，赤潮潜

伏，隐患滋多。长此用兵，则社会革命之不可幸免，

又为理所 必 有。”［员源］猿苑缘原猿苑苑“倘 执 政 者 在 此 国 家 创 巨

痛深之日，而仍不能彻底奋发，俾全国有良心与热血

者，共信确有救国之途径，并信赖其能实行；则思想

之极端化，虽严刑峻 法，不 能 收 制 止 之 效 也。”［圆园］号

称为民众谋 利 益 之“革 命 政 府”，成 立 不 过 几 年，却

又面临被人“革 命”的 压 力。难 怪 南 京 政 府 一 直 认

为红军才是最大的威胁，“剿匪”应先于“安川”。

当时的全 国，可 以 说 东 西 南 北“皆 有 显 患 或 隐

忧，活画出一个不统一之中国”，而中国复兴之第一

步，“即需要形成一个坚固统一的国家，此乃绝对的

条件，超越于主义思想以上者也”。然而，南京国民

政府所领导的“国家统一”运动，不仅仅受到地方主

义的抗拒，也受到中共的强烈挑战，特别是当地方政

争与苏维埃根据地发展两者同时发生之时，南京政

府必须站 在“中 央”的 高 度，尽 力 协 调 地 方 各 派 势

力，以和中共势力竞争，不然地方势力的捭阖和民心

的转向将使其走上被再“革命”的命运。

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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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燥则贼澡杂蚤糟澡怎葬灶，贼澡藻糟藻灶贼则葬造运酝栽郧燥增藻则灶皂藻灶贼燥枣晕葬灶躁蚤灶早葬糟贼蚤增藻造赠蚤灶增燥造增藻泽蚤贼泽藻造枣蚤灶杂蚤糟澡怎葬灶责燥造蚤贼蚤糟葬造葬枣鄄
枣葬蚤则泽，葬灶凿贼澡藻则藻枣燥则藻杂蚤糟澡怎葬灶遭藻糟燥皂藻泽葬责造葬贼枣燥则皂 燥枣泽贼则怎早早造藻泽遭藻贼憎藻藻灶贼澡藻运酝栽，贼澡藻悦孕悦葬灶凿贼澡藻造燥糟葬造
憎葬则造燥则凿泽，憎澡蚤糟澡澡葬泽葬枣葬则鄄则藻葬糟澡蚤灶早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藻燥灶贼澡藻泽蚤贼怎葬贼蚤燥灶燥枣杂蚤糟澡怎葬灶葬灶凿藻增藻灶燥枣贼澡藻憎澡燥造藻糟燥怎灶贼则赠，

葬灶凿杂蚤糟澡怎葬灶遭藻糟燥皂藻泽葬枣燥糟怎泽燥枣灶葬贼蚤燥灶葬造糟燥灶糟藻则灶泽援粤 凿藻藻责鄄早燥蚤灶早葬灶葬造赠泽蚤泽燥枣贼澡藻责燥造蚤糟蚤藻泽燥枣藻葬糟澡糟燥灶鄄
糟藻则灶藻凿泽蚤凿藻凿怎则蚤灶早贼澡藻遭葬贼贼造藻葬灶凿贼澡藻糟燥灶糟藻则灶泽葬灶凿藻曾责藻糟贼葬贼蚤燥灶泽燥枣贼澡藻责怎遭造蚤糟燥责蚤灶蚤燥灶燥枣贼澡藻灶葬贼蚤燥灶憎蚤造造
责则燥枣燥怎灶凿造赠则藻增藻葬造贼澡藻凿蚤枣枣蚤糟怎造贼蚤藻泽葬灶凿糟澡葬造造藻灶早藻泽燥枣贼澡藻“灶葬贼蚤燥灶葬造怎灶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皂燥增藻皂藻灶贼”造藻凿遭赠贼澡藻晕葬灶鄄
躁蚤灶早郧燥增藻则灶皂藻灶贼葬灶凿蚤贼泽造葬贼藻则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藻援

运藻赠憎燥则凿泽：杂蚤糟澡怎葬灶憎葬则造燥则凿；遭葬贼贼造藻遭藻贼憎藻藻灶贼憎燥蕴蚤怎泽；则藻早蚤燥灶葬造责燥造蚤贼蚤糟葬造糟燥灶枣造蚤糟贼；灶葬贼蚤燥灶葬造怎灶蚤枣蚤糟葬鄄
贼蚤燥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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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 黄天华摇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以四川“二刘大战”为考察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