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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国家出现“五代”式分裂 局 面。为 结 束 分 裂，皖、直 两 系 军 阀 在 控 制 中 央 政 权 期 间 极

力推进武力统一，先后发动多次旨在建立统一国家的 战 争，均 归 失 败。从 军 事 立 场 观 察，直、皖 军 阀 从 事 的 战 争 十

分“另类”：参战各方的战争指导思想与作战方式多不符合现代军事 学 的 理 论 与 普 遍 实 践；战 争 基 本 是 在 双 方 有 生

力量并未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就“决出胜负”；飞机、大炮等 现 代 武 器 在 战 场 上 作 用 受 限；更 有 甚 者，号 称 现 代 战

争，但真枪实弹的“武斗”并不激烈，战争持续时间及空间范围均十 分 有 限，参 战 各 方 似 更 乐 于“文 斗”，但“文 斗”内

容却高度同质化，难以让人明白究竟为何而战。以如此“另类”的战争手段寻求国家“统一”，无异南辕北辙。

关键词：北洋时期；直皖军阀；武力统一；“另类战争”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８．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８）０３－０１４８－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１４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北洋时期中国制治史（１９１２－１９２７）”（ＳＫＧＴ２０１１１０１）研究成果，并获得四川大学

“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彭涛（１９８２—），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博士研究生，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杨天宏（１９５１—），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专门史。

　　北洋时期，皖系及直系军阀先后控制北京中央

政权，但号称“中央”并得到“国际承认”的直、皖北京

政府，实际统治区域并不大。皖段当国时期，东北、
华北、华东、西北及西南相当一部分地区分别被张作

霖、孙传芳、曹锟、冯玉祥及西南军阀控制，国民党则

在广东另立“中央”，与北京对抗。直皖战争之后，直
系控制中央政权，统治区域也无实质性拓展。对北

洋时期的中国政况，杨荫杭尝有历代乱世之喻①；蒋

梦麟用当时的中国比拟印度，认为中国军阀“像印度

土大王一样统治各省”［１］１４７；周鲠生更是一针见血指

出：“就民国全体言，则为无政府，因为事实上国中已

无一权力的中心可以支配全国或其大部分。”②

为改变中央政府号令不出京城、国家四分五裂

的状况，皖、直两系军阀在其控制中央政权期间点燃

战火，兴师动众，强力推进“武力统一”政策。战争由

皖段首开，１９２０年 的 直 皖 战 争 乃 北 洋 军 阀“武 力 统

一”的首次尝试，结果直胜皖败。直系上台之后，凭

借战胜皖段的余威，更加笃信武力。在吴佩孚的极

力推动下，“武力统一”全面展开，先后进行了两次大

规模的对奉战争及与西南军阀的战争，虽一度取得

对奉战争的胜利，但最终仍事与愿违，遭到失败。
对直、皖军阀“武力统一”政策实施失败的原因，

学界甚为关注，相关研究从政治角度展开讨论，提出

很多有参考价值的分析。然而，战争毕竟是军事行

为，单纯从政治维度解释，有时也会不得要领。以军

事眼光观察，直、皖军阀进行的旨在实现“统一”的战

争，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另类”战争：无论战争指导

思想、作战方式、武器运用、战争宣传，表现都非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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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殊难以传统及现代军事理论及战争实践加以解

释。本 文 拟 对 此 略 作 分 析 研 究，言 其 现 象，析 其 原

因，补充修正既有的研究结论。
一　“胜负不分”的战争结局

直、皖军阀的“武力统一”既属战争行为，讨论自

然得从战场切入。由于资料有限，几乎没有可能对

北洋时期全 部 战 争 的 次 数 规 模、武 器 装 备、战 场 范

围、持续时间、伤亡人数做出精确统计。存世的时人

记载，涉及战争状况的数据，大多不甚可靠。以直皖

战争双方的伤亡人数为例，有关史乘可采信者殊不

数见。如汪德寿的《直皖战争记》仅寥寥数语提及伤

亡：“此一役，廿六师伤人甚多”，其中团长刘振鹭深

受重伤，“闻只有一营长———在桥上死守，被 敌 人 一

炮打碎”［２］１６６。所 谓“伤 人 甚 多”，没 有 具 体 数 据 支

撑，难知究竟多少；有一营长被敌军“一炮打碎”，虽

甚惨烈，却是听闻，不可轻易置信。吴廷燮《吴佩孚

战败始末》对 战 争 场 面 记 述 稍 详，却 偏 重 于 皖 军 伤

亡，对直军伤 亡 数 则 只 字 未 提，而 即 便 是 皖 军 的 伤

亡，所记也十分笼统。如称曲同丰部“第一旅伤亡殆

尽，第二旅亦死伤不支”，“曲军伤亡失踪者有九千余

人”，“四万人之西路段军，遂伤亡殆尽”［３］９９。“伤亡

殆尽”，“死伤不支”，全是文学描写；唯一具体的“九

千人”数据，亦是伤亡与失踪合一，但因失踪可能是

暂时的，且数量有时比伤亡更多，故无法据此得知皖

军损失的准确数据③。
相对而言，第二次直奉战争因持续时间稍长，关

注度较高，留下的数据较为具体。我们不妨以这次

战争为例，略加分析。
此战从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０日开始，断断续续进行

了５０来天。关于战争规模，《吴佩孚战败始末》一书

作者称双方动员了共５５万以上兵力，陆、海、空三军

作战，奉军还有蒙古骑兵支持，是北洋时期规模最大

的战争④；美国学者林霨（Ａｒｔｈｕｒ　Ｎ．Ｗａｌｄｒｏｎ）认为，
战争初期双方动员的兵力达４２万［４］５６；曾任北京政

府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说，直系参战军队１７万，
其中７万还 是 援 军［５］９１１，若 反 直 三 角 同 盟 的 兵 力 与

之相当，则双方投入的总兵力不到４０万。三种说法

中，林霨教授的说法系根据各方数据比较分析之后

得出，且援引的数据均有具体资料来源，较为可信。
在找到更加准确的数据之前，可采纳其说，暂将第二

次直奉战争双方投入兵力总数认定为４２万。
然而，战场数据与战争规模及所用武器装备似

不成正比例。调查可见的各主要战场伤亡数据大致

如下。１．角山 二 郎 庙 之 战，直 军 死 伤３０００人 左 右，
奉军因凭借角 山 之 险，死 伤 仅８００～９００人［６］９１６，９１８。

２．榆关之战，双方“均 有 伤 亡”，直 军 第１３混 成 旅 旅

长冯 玉 荣 自 杀。３．九 门 口 之 战，奉 军 死 伤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人，直军伤亡未见报道。４．建平赤峰之役，“双

方伤亡甚重”，直军建平一战死伤２０００余人、赤峰死

伤７０００余 人，奉 军 伤 亡 未 见 记 载［７］１９１－１９６。５．沙 河

寨、石门寨战役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一场硬仗，据
随军记者报道，该 役 直 军“约 占 参 战 人 员２０％的 伤

亡人员”［８］８４７－８４８，但该役参战人数不详；另据“军界人

士”说，直 军 死 伤 在３０００人 以 上、奉 军 伤 亡２５０余

名。６．双方争夺最激烈、伤亡最严重的山海关之战，
奉军两旅共１６０００人，战后仅剩１４００余人，直军“死
伤甚众”［６］９０７，直 军 具 体 死 伤 人 数 未 见 报 道，或 接 近

奉军伤亡数。
综合散见数据，截止战争因政变而告结束的１０

月２４日，各主要战场奉军伤亡约１．９万人之谱。直

军参谋长白坚武在１９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敌死

伤不下万数千人，精锐已耗。”⑤ 此时战争接近尾声，
所言或可印证有关奉军死伤近１．９万人的记载。至

于直军伤亡数，上述有具体统计的几次战役合计约

１．５万人。山海关战役只见奉军而无直军的伤亡统

计，鉴于这次战役奉军伤亡溃逃达１４６００余人，其中

伤亡或已近万，直军在战场上即便略占优势，伤亡稍

少，至少也有８０００人，加上上列战役１．５万人，直军

伤亡总数或超 过 奉 军，达 到２．３万 人。冯 玉 祥 倒 戈

后，直军因曹锟被囚而很快溃退。此战奉方将领张

宗昌号称俘虏直军不下５万人，连同迭次战斗伤亡

逃逸，共计２０万人以上，“敌方所称精锐主力，已尽

为根本覆灭之”［９］３０６－３０７。揆之前列主战场伤亡数，明
显有夸大成分。若不采此带有夸大嫌疑的数据而仅

据上述统计，则直奉双方在主战场的伤亡人数在４．２
万人左右，再加上冯玉祥倒戈后与吴军交战中冯、胡
两军５０００人 左 右 的 伤 亡［１０］３０５，直 奉 战 争 主 战 场 双

方伤亡人数共约４．７万人。按照常规战争通常１：３
～１：４的死伤比例［１１］，取其极值１：３，则双方在主战

场的死亡人数约为１．５６万人⑥。
这样的伤亡人数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应当承

认，数以万计的官兵在战争中死伤，无疑是巨大的人

道主义悲剧。但是，它与此战前后十数年内世界范

围内大规模战争死伤动辄以千万人计，之后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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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伤亡动辄以百万人计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完全

不在一个量 级 上，只 能 列 入 伤 亡 较 小 的 战 争 范 畴。
对于双方总兵力投入达４２万人的这场战争来说，主
战场仅有４．７万人的伤 亡 报 道（尚 不 排 除 为 动 摇 敌

方军心 而 虚 假 宣 传 的 成 分）⑦，约 占 投 入 总 兵 力 的

１１．２％。这意味着双方军队的有生力量并 未 消 灭，
战争居然就已“决出胜负”，从军事立场上很难理解。

克劳塞维茨（Ｃａｒｌ　ｖｏｎ　Ｃｌａｕｓｅｗｉｔｚ）说，战争是政

治的继续，如果说战争有特殊之处，那只是它的手段

不同而已。他特别强调：“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服从

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须是而

且只能是 打 垮 敌 人。”而“打 垮 敌 人”这 一 概 念 的 含

义，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就是“敌人的军队必须

消灭，也就是说，必须使敌人军队陷入不能继续作战

的境地”，因为“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一种比其他一

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⑧［１２］４３－４８，６１－６４。中

国兵家亦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击溃其十个

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⑨ 之说，强调战争的有效手段

在于歼敌，也就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之不能卷

土重来。这与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正好契合，可见中

外兵家对战争的理解有相通之处。以此为立足点观

察，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参战双方有生力量并未消灭

的情况下 便“决 出 胜 负”，其 与 寻 常 战 争 不 同 的“另

类”特征十分明显。
对此，时人亦有清醒的观察和认知。杨荫杭说：

“拿破仑有言，凡所谓战胜者，乃敌人势力之消灭，非
破城得地之谓也。”杨氏借此评论说：“此言虽淡，而

有至理。凡民国以来所谓战胜者，皆不过破城得地，
从未消灭敌人之势力，故虽一朝得志，仍有舟中敌国

之势，此 民 国 所 以 无 宁 日 也。”⑩ 杨 氏 所 言，一 语 中

的，道明了直、皖军人标榜的“武力统一”始终不能达

至目标的原因所在。盖战争未消灭敌人，在敌军有

生力量尚存的情况下，战火势必重开。若每次战争

都不以消灭“敌人势力”为目的，也就丧失了现代军

事克敌制胜的意义。
两 次 直 奉 战 争 的 战 后 历 史 印 证 了 杨 荫 杭 的 认

知。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虽标榜“战胜”奉系，实际

只是“击溃”对方，因未消灭奉系有生力量，致使奉张

很快 与 孙、段 联 合，组 成 反 直 三 角 同 盟，卷 土 重 来。
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虽因政变导致“战败”，但有生

力量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存。吴佩孚以此作为凭

借，很快纠合余部，在“护宪”旗帜下，与“胜利”一方

继续抗争。这类虽经战争却未消灭敌方有生力量的

情况，不仅出现在两次直奉战争中，而且终北洋之世

几乎所有的军阀战争均不同程度存在。事实表明，
战而未获真正意义的胜利，是北洋时期战争不断、兵
连祸结、“统一”无法实现的重要原因。曾位居政治

枢要的罗文干认为，战争并非北洋时期的时局特征，
“非战非和”，战争打得“不痛不痒”，不决胜负，才是

这一时期政治军事局势的特征。他认为，“使其战而

一方胜也，则力胜者理强，可以统一”，所有问题均迎

刃而解；“今则不然，有时战，有时不战，而胜败不分，
无强弱之别”，这种不战不和、不生不死的局面是“国
家统一之最大障碍”［１３］８３。罗氏所言，从军事立场击

中了军阀“武力统一”不成功之要害。
二　仁至义尽的“军德”表演

直、皖两系军阀“武力统一”战争中不可思议的

“另类”战场表现，与参战各方对战争的理解及所采

取的作战方式有关。
北洋时期，军阀间的战争与带有阶级仇杀或抗

击异族入侵的战争带有你死我活性质不同。虽然对

军阀战争也可以是否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政

治正确”作为判断，但不同军阀之间不少主张分歧并

非不可调和。例如，国家究竟应该中央集权抑或地

方分权，是推进统一还是实施地方自治，就不是绝对

对立的政治主张和制度（详后讨论）。另外，军阀之

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也使战争性质的判断

变得复杂。北洋军人看似派系众多，但追溯不过两

代便大多同宗，一些军阀彼此是同学，有共同的师承

关系，一些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军阀是同乡甚至邻

居。如直皖战争中皖系参战的“边防军”两个师，其

中“原系直 派 之 某 师”，抵 前 线 以 后 即 宣 告 中 立，而

“边防军”中不少官兵与直军将士“非姻即故，相率表

示不 战”，“谓 如 欲 该 军 作 战，除 非 将 军 官 另 换 一

班”［３］９６。两次 直 奉 战 争，直 奉 军 阀 貌 似 势 不 两 立，
但双方最高统帅张作霖与曹锟是儿女亲家，战前张

作霖还专门提及这层关系［１４］８３６。在这种背景下，战

争能够真正无所顾虑吗？

交战双方错综复杂的关系使战争的目的性变得

模糊。到战场上，究竟为何而战，一些参战军阀自己

也说不明白。直皖战争打响，段军第一路将领曲同

丰誓师时，困于无词可措，仅对兵士曰：“这次战争，
名义上是说不出来的。不过我们不打过去，人家就

打过来。”又对长官说：“这回的打仗，是我们受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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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军事教育者，同那没有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的战

争。”后来直奉大战在即，段祺瑞在将军府会议上宣

布开战决定，姜登选对段说：“吴佩孚年轻，即有地方

得罪了你，叫他赔一个不是好了，何至于劳动国家的

军队，使小百姓受苦？”并斥责徐树铮说：“什么事都

是你这小孩子弄出来的。”［３］９７－９８即将奔赴前线，连姜

登选这样的高级将领都不知道所战为何，遑论其他！

在此情况下，军阀战争能够你死我活地进行吗？这

就导致军队在战争中“怠战”，名义上数万数十万兵

力投入，实际参战人数却大打折扣。
杨荫杭说：“民国历次军阀内讧，交锋者不过一

部人众，而胜负决于俄顷之间。故自胜者言之，致力

者不过少数，而大多数坐享其成。自败者言之，战败

者不过少数，而大多数皆望风而溃。此可知兵额虽

多，装饰品居十之七八。”［１５］７１６外国军事观察家也认

为：“从军事意义上讲，不少参战部队实际上与战争

实施无关。在中国，由某些精锐部队组成的军队，在
整个战役中竟按兵不动，这对一般观察家来说会感

到十分意外。”［８］８５２

对战争残酷程度影响更甚者，则是宋襄公“不鼓

不成列”、“不擒二毛”似的“军德”表演。比如，战争

开始之前，通常要慎重其事的宣战，没有警告决不发

动进攻，被认为是军人的道德，公开选班、公开战争

被认为 是 一 个 军 人 应 有 的 起 码 准 则［１６］１７７。而“仁

义”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左右军事领袖的战争行为。
尚其亨在分析直皖战争皖军失败原因时说：皖军之

败，虽与天降暴雨及皖军内变有关，但所以致败之重

要原因则在“行军重视仁义”。比较直、皖两军战斗

力，皖军有航空军及重炮队，直军无之，且无射击飞

机之高炮，皖军明显居于优势；但段祺瑞“不忍严令

航空队施掷炸弹，并令重炮队非至万不得已之时，不
准施放重炮”，故直军得保存战斗力，并最终夺取战

争胜利。尚其 亨 在 总 结 皖 军 失 败 的“大 原 因”时 认

为，“行军重视仁义”，最为关键瑏瑡［１７］６８５，６８６。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类似“仁义”之举亦时有

所闻。在关键性的山海关之战中，姜登选、张学良一

直不下进攻命令，其给士兵的解释是：“攻击命令，早
应该颁发，惟敌军雄悍，埋伏重重，战败固然受伤，战
胜亦必受伤。大帅对于兵士，爱如赤子，伤亡过多，
于 心 不 忍，故 屡 次 来 电 诫 谕，不 准 轻 易 下 攻 击

令。”［６］８９７于是在战 场 上 出 现 不 痛 不 痒 的 交 绥 场 面：
“十八日午后五时，双方军队均沿金恒铁路附近三五

里内作战。奉军为张学良部之朱军，直军为第十五

师全部。两军交绥之后，奉军仅放一排枪，并未死伤

一人，即行退却。直军奋勇急追，致中地雷，稍有丧

失，同时奉军并以飞机示威。”此役奉军放排枪（机关

枪），未见伤敌，却自行撤退，看似设计，但直军追击

中雷，阵势已乱，奉军飞机赶来，却仅见“示威”，不见

射击轰炸，这种打法，形同演戏。对此，时人曾分析

说：“山海关有天然之险，今次两军对峙，其地诚为两

军生死关头。……然自交绥以来，双方战事，并不激

烈”，直 到 ２９ 日 下 午，战 争 才 稍 微 有 点 实 际 内

容［１７］８９０－８９１。两军“生死关头”的交战尚且如此，可见

问题之严重。
更为致命的是直系最高军政长官对已暴露出离

心倾向且 有 明 显 异 动 行 为 之 下 属 的 姑 息。人 所 共

知，冯玉祥是直系高级将领中与主帅吴佩孚离心离

德之人，以“倒戈将军”闻名。张作霖曾以“焕章一生

做人，专喜在暧昧一路”评之［１８］２６３，堪称其人格刻画

尽致之笔。冯、吴矛盾由来已久，其于１９２２年５月

调任河南督军后，与吴的矛盾逐渐升级，反叛之意不

时流露瑏瑢［１９］３３９－３４０，３６５。对 此，吴 佩 孚 本 有 察 觉，欲“令

冯援闽”，意存远祸，但直系最高领袖曹锟却试图安

抚，将其调任陆军检阅使，驻军北京近郊南苑，这给

冯发动政变、控制中央政府提供了地理上的方便瑏瑣。
在南苑期间，冯积极策划政变，并与京畿警备副总司

令孙岳联络，谋里应外合。对冯的计划，“吴亦微有

所闻”［２０］９６，但碍 于 曹 氏，无 可 如 何。第 二 次 直 奉 战

争打响后，吴佩孚作为直军总司令，统帅全局；冯玉

祥任直军第三路军司令，实施其倒戈计划，采取步步

为营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

有疏疏落落的几个斥堠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陶

菊隐分析说，这种“将后方当做前方”，将兵力集结在

平津附近的部 署，乃 在 谋 求“曹、吴 同 倒”［２０］９４，其 反

叛心迹已暴露无遗。即便此时，作为主帅的吴佩孚

和作为最高统帅的曹锟，仍未采取对策。《孙子》云：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
去之。”［２１］４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之所以发生北京政

变，导致直军战略部署完全混乱，最终失败，政治原

因固是根本，但从军事人员部署及调配上看，曹、吴

在已察觉 冯 玉 祥“不 听 其 计”的 情 况 下，未 果 断“去

之”或将其调遣到非要害位置，亦是重要原因。
在一些军阀的道德观念中，战争是职业性的相

互对抗，而非出于个人之见的相互敌意，也影响到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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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战场上的表现。军人的“职业道德”，四川军阀

尤其遵奉。这在杨森奉吴佩孚之命在四川推进“武

力统一”的战争以及四川各地军阀间的征战中均有

体现。张仁 君 认 为，“四 川 军 官 在 内 战 中 是 最 文 明

的”。他举例说，当两支军队在成都或重庆郊外相互

激战时，两军军官可以在一起打麻将，各自下属到麻

将桌边报告战况，麻将打完，像朋友一样友好分手。
若战争分出胜负，胜利方会保护战败方军官的家属。
若其有父母或其他长辈，获胜方军官会去慰问他们，
看其能否每月都得到抚恤金和慰问品。因此，“虽然

四川经常发生内战，但从来没有个人的憎恨或残酷

行为”［２２］３［１６］１７８页 注②。“从 来 没 有”的 结 论 或 过 甚 其

辞，但部分军阀讲究“职业道德”则是事实。
在这类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战争，与现代战争的

含义相去甚远。杨荫杭说：“若民国以来之战事，则

直与演戏无异。”瑏瑤［２３］９５一些战争似乎更接近“仪式化

的战争”（陈默博士语），殊少寒气逼人的刀光剑影和

浓烈呛人的火药味。
由于 战 争 形 同 儿 戏，“战”而 不 求 真 正 意 义 的

“胜”，战争持续时间及实施范围必然有限，这又进一

步影响到交战各方战略目标的全面实现。直皖战争

仅短短５天，第一次直奉战争接近一个月，第二次直

奉战争时间最长，也仅断断续续进行５０天。对第一

次直奉战争 进 行 战 地 考 察 的 英 国 人 劳 伦 斯（Ｉｍｐｅｙ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曾十 分 遗 憾 地 指 出：从 其 他 国 家 的 军 事

准则观点看来，这 次 内 战 实 在“太 短 暂 了”［８］８５２。短

暂的战期，狭 小 的 战 区，不 痛 不 痒、不 分 胜 负 的“决

战”，使北洋军人在“武力统一”旗帜下进行的战争成

为中外观察家眼中不可思议的“另类战争”。
三　形同摆设的“先进武器”
一定程度上，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与交战双方

的武器装备有关。近代中国处于武器装备新陈代谢

剧烈的时代，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冷热兵器混用阶

段之后，北洋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貌似已十分“现代

化”，飞机、大炮、军舰、地雷、机枪、电网等统统用于

战场。林霨（Ａｒｔｈｕｒ　Ｎ．Ｗａｌｄｒｏｎ）教 授 以 第 二 次 直

奉战争为例指出，这次战争海、陆、空三军作战，战争

过程中，中国北方几乎全部铁路运输能力都被用于

运送作战人员及装备，作战方式和技术已达到甚至

部分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堪称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大 规 模“立 体 战 争”［４］５６。武 器 装 备 的 现 代

化，“杀人武器”发生质的飞跃，为标榜“武力统一”的

军阀提供了在战争中杀人如麻、尸体如山积累、血流

成河的想像空间。然而，想像归想像。实际上，如上

所述，按其他国家或中国其它时段的“大战”标准衡

量，北洋时期战争的惨烈程度远没有想像的那么严

重。个中原因，除了政治及文化影响制约外，尚与武

器性能、交战各方对武器性能的掌握以及对“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使用的顾忌有关。“现代化”武器装备

在战场上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从军事技术角度彰显

了直、皖军阀“武力统一”战争的“另类”特征。
在直、皖军阀推进“武力统一”期间，交战各方的

武器装备已有很大改进，不少武器装备如飞机和部

分先进火炮都从国外购买而来，与清末“新军”的装

备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一些武器的技术性能仍存在

严重缺陷，加之军队对“新式武器”的运用不成熟，军
阀在战争中受诸多因素制约而留有余地，不为已甚，
就是试图大张挞伐，在尚需改进的新式武器面前，有
时也感觉无能为力。

比如被认为在地面战场杀伤力最强大的火炮，
其瞄准系统就存在问题，以至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

直军炮兵总是瞄不准。一次吴佩孚邀人观其炮队，
意存炫耀，不料始终打不到目标，闹出笑话；吴氏无

奈，只得亲自上阵，凭借经验，纯靠目测，方才中的，
替炮兵化 解 了 尴 尬［２４］１８４。时 人 常 以 此 例 说 明 吴 佩

孚军事才能过人，却忽略了这正是直军火炮性能低

下的写照。使用了定时引信的奉军大炮，虽较为先

进，其在战场上的运用也不尽人意。随军记者英国

人劳伦斯注意到，由于弹道设置偏高，使其空中飞行

时间延长，相当一部分炮弹都在目标上空爆炸，结果

“除使文职官员受到惊吓外，竟毫无损伤”［８］８５４－８５６。
首次用于中国战场的地雷、电网也面临类似遭

遇。这些新式武器不能说毫无作用。奉军宣称石门

寨一役直军死伤３０００人以上，可能就与“中奉军地

雷”有关。但地雷阵、电网阵很容易破解，却是事实。
三道关一战，直军于头道关铺设地雷、安装电网，并

以山炮及机关枪守护，看似固若金汤，但奉军“用马

匹数百，驱之使前，触犯地雷”，地雷炸后，复用手榴

弹投向电网，将其炸毁［６］９０１，９０６。这样，本来杀伤力很

强的地雷、电网，在实战中并没有发挥多大威力。至

于飞机，更是大多如同摆设。战前直、奉双方竞相订

购 飞 机［２５］５１－５５。直 军 有 飞 机 近８０架；奉 军 飞 机 更

多，仅新型轰炸机就不下３０架，且聘用有实战经验

的外籍飞行员，空中似占优势。战争之初，张作霖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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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曹锟，有“以 飞 机 候 起 居”之 语［２６］９１６，９１９，显 示 其 占

据空中优势所拥有的底气。但直奉战争中，奉军空

军对地面部队的支持作用并不明显。原因之一在于

当时的战斗机缺乏有效的空对空射击武器，而轰炸

机投放炸弹，基本是靠驾驶员目测及手动操作，没有

精确的目标瞄准系统，到了目标上空，随手丢几颗炸

弹就算了事。由于性能不好，战争期间，奉军飞机往

往只是撒撒 传 单，偶 有 到 战 场 上 投 炸 弹 者，也 只 是

“乱掷炸弹”，对敌方形成恐吓，实际伤亡不大；反过

来，因为飞行高度有限，速度缓慢，有时还会成为地

面部队的攻击目标［６］８９８，８９２。另外，飞 机 续 航 能 力 也

成问 题。据 记 载，战 争 之 初，因 传 说 奉 方 飞 机 数 量

多、性能好，直系统治下的京、津百姓曾一度产生遭

遇空袭的心理恐慌；但通过观察战局及对飞机性能

进行研究，日本军官发表意见，谓奉方飞机续航能力

有限，不能长距离来京、津投掷炸弹，人心始稍安定；
事实上，距战场不远的京、津两地确实没有受到奉军

空袭，可反证飞机续航能力的限度［２６］９１６，９１８。
英国军事记者劳伦斯曾做过实战观察。他以直

奉两方的空军为例分析说：究竟直军飞机作用如何，
很难判断。实际上，它们未带回任何有关敌军驻防

位置和转移的信息；机上没有照相设备，因此不能确

定敌军的炮队阵地；舱内没安装机关枪，与敌军轰炸

机相遇时不能与之交战；轰炸机所用炸弹太小，每颗

仅约重１４磅，用 来 恫 吓 营 地 上 或 行 军 中 的 部 队 尚

可，却不能真正摧毁铁路车厢或铁路线。让人难以

理解的是，奉军并未充分利用其空中优势，其飞机几

乎每天都飞往秦皇岛，对直军和满载弹药的火车进

行轰炸，然而总共只有约２０人受伤、一台机车被炸

毁。劳伦斯说，他仅看到过一次空战，让人大跌眼镜

的是，这次空战居然“双方飞行员是用自动手枪进行

（射击）的”；劳伦斯由此感叹：“张作霖对他那３０架

轰炸机所耗费的金钱与所获得的效果很不相称，可

谓得不偿失。”［８］８５６－８５７

对于北洋时期军阀之间的陆战和空战，也有不

少国人作了详细记载，留下大量宝贵的类似战地记

者的记录。蒋梦麟曾亲历发生在北京近郊的战火，
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军阀之间的冲突正在这古都的

附近间歇进行着。……我们曾经跑到北京饭店的屋

顶去眺望炮火，那真叫做隔岸观火，你可以欣赏夜空

中交织的火网，但是绝无被火花灼伤的危险。”值得

注意的是，作为一个认同国民党“打倒军阀”政治主

张的学者，他总结说：“一般而论，在这些漫长痛苦的

日 子 里，因 战 事 而 丧 失 的 生 命 财 产 并 不 严

重。”［１］１２９－１３１在僻处西南的成都，也有民众因未 感 受

到战火威胁而前往“观赏”军阀战争的事例。川籍学

者唐振常曾亲身经历四川军阀混战时飞机飞临成都

的情景。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一天飞机果然来了，但
只有一架，低空盘旋良久，在地面观看的他和他的兄

弟及一个传教士没有丝毫恐惧，居然有闲心去评价：
“飞机的颜色很不好看。而飞机终于没有投弹，也只

空临成都这么一次。”［２７］５８

蒋、唐二人像看戏一般兴奋观看军阀打仗的回

忆，具有多重提示意义。其一，说明军阀间战争的酷

烈程度有限，较少伤及无辜，故战场附近的百姓没有

太多恐惧感。其二，说明战争在一个地区不常发生，
否则老百姓就不会因好奇而往观。其三，说明交战

双方均未挟持百姓作为人质或攻守盾牌，否则百姓

将会避之唯恐不及。既有历史书写称：军阀统治下

战乱频仍，兵连祸结，这在局部地区和特定时段应能

反映历史真实，绝非虚构，但就全国范围及长时段而

言，则多少带有文学或宣传色彩，失之偏颇。
四　甚于“武斗”的军阀“文斗”
直、皖军阀推进“武力统一”的时代是一度受国

人崇拜的“武力主义”开始褪色的时代。就国际环境

言，巴黎和会至华府会议期间，和平主义思潮弥漫全

球。受其影响，中国国内裁军反战的和平呼声甚嚣

尘 上。被 视 为 北 洋 “文 治 派”的 徐 世 昌 当 选 总

统［２８］８３，就是这一时势 的 产 物。而 与“文”分 途 被 划

归“武”一路的军人也在发生变化。胡政之说：“吾人

以今日之军阀与三五年前之军阀比较，就军队设备

与军人智识言，已有截然不同之感。曩之泄泄沓沓，
专务安富尊荣，放纵横恣者，随时代之变化，已相继

失败而去。今后群众权威，日重一日，为军阀者非一

面修 养 实 力，一 面 勉 徇 民 意，断 无 持 久 成 功 之 希

望。”［２９］１８５在这种语境下，尽管直、皖军阀主张“武力

统一”，为避免给人造成穷兵黩武的印象，亦不能不

对“文治”表示尊重，并对军事行动做“文”的包装瑏瑥。
为此，军阀不仅公开明确自己军人的身份认同，

表示对“文治”的尊重，以博取社会同情，而且千方百

计延揽文人，助其“文斗”。如极力帮助吴佩孚在四

川推进“武力统一”的杨森，对文人就表现出异乎寻

常的重视。时论指出：杨森，“其用人也，喜欢用一般

持手杖穿洋服的青年，只要说是何处毕业，便可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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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夹袋”，挂上秘书职务，进入智囊团，于是一般知

识青年纷纷前来报效，以致成都的衙门里充满了“留
学归来的 新 贵”［３０］。大 量 前 来 效 力 的“知 识 青 年”，
在军阀之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很大程

度上改变了战争方式。
在荷枪实弹的“武斗”开始前，“文斗”率先出场，

其激烈程度远胜“武斗”。中国自古战争皆有讨“逆”
（或“匪”或“贼”）檄文发表，以求从道义上先声夺人。
如唐代骆宾王为徐敬业反武则天统治的军事行动而

作“讨武曌檄”，近代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天国而作“讨
粤匪檄”，均体现了国人作战须“师出有名”的思考。
但在国民党北伐之前，将宣传手段用到极致者非近

代军阀莫属。从军事立场分析，诚如《直奉战史》作

者所言：“师出无名，为行军者所最忌。盖人心之向

背，即两军胜负之所由分，故必于事前先发通告，自

称义师，而訾彼方为匪类，为国贼，此亦战事必经之

阶段。”［３１］８６而电报作为一种快捷通信手段的运用及

其与报刊的结合，为军阀在战前或战争中发表类似

于古代战争中的讨贼、讨匪檄文以及正面宣传己方

出战的合法动机提供了技术支撑，于是出现了所谓

“电报战”。每次军阀作战之前，都要打很长时间的

“电报战”，攻击对方。如直皖战争，实际进行不过数

日，但战前双方的口舌笔墨之战却长达数月；第二次

直奉战争，断断续续不到５０天，而“文斗”的时间，如
果从攻击曹锟“贿选”算起，至少延续了一年半。激

烈且历时远超实际战争的“电报战”，成为近代中国

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
杨荫杭说：“吾人处于电报战争之时代，势不能

屏电报而不观。今之电报，犹法庭之供状也；今之发

电者，犹原、被告也。律师有格言曰：‘无谎不成状’，
今亦有电报师，盖亦无谎不成电。……凡言不启战

端者，则宣战之别名；凡言始终和好者，即嫌隙之别

名；凡言利国利民者，即害民蠹国之别名；凡言解甲

归田者，即终身盘踞并传之子孙之别名。故苟知发

电者之意适与电文相反，乃以读电报。此不独今日

之 电 报 为 此，凡 民 国 以 来 之 电 报 皆 作 如 是 观

矣。”［３２］５６９

杨氏所言，提示研究者去认真研读军阀间相互

攻讦的电报。然而无需费力，只要稍作浏览就会发

现，皖、直军阀推进“武力统一”期间，配合“武斗”，各
种檄文、通电、讨伐状铺天盖地，充斥各大报刊杂志。
兹列举四条，以窥其余。

１．段祺瑞讨 伐 曹、吴 电：“年 来 政 治，目 不 忍 睹，
耳不忍闻。上林已作污秽之场，中枢俨成脏私之肆。
不知国家为何物，礼义廉耻为何事。凭逆取之势，无
顺守之能，佞幸弄权，荒淫无度……伐罪吊民，春秋

之义”，故联合东北西南共反直系［６］８８５。

２．吴佩孚出师 讨“贼”电：“自 古 中 国，严 中 外 之

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

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倒卖国权，
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

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
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

奸也。……共和主权在民，总统为国民之 公 仆。元

首袒贼以卖国，吾人精忠以报国。”［３］５９－６０

３．张作霖声讨曹锟电：“国人苦兵祸久矣。……
夫曹、吴罪恶山积，悉数难终。……人民所希望者自

治也，则百方破坏之；全国所祷企者和平也，则一意

蹂躏之。……流毒既深，舆情共愤，作霖为 国 家 计，
为人民 计，仗 义 誓 众，义 无 可 辞，谨 率 三 军，扫 除 民

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挽人民垂绝之生机。”瑏瑦［３３］２５５

４．曹锟讨伐 奉 张 电 称：自 谓 受 任 总 统 以 来，“以

振导和平为职志”，而张作霖乘东南多事，“为扰乱中

原之计”，破坏国家统一大局，致生民涂炭，故不得不

“以国家权力强行制止”；并宣称：“军队经过地方，所
有中外人民 生 命 财 产，并 著 一 体 妥 为 保 护，毋 任 惊

扰”，“务期边乱弭平，国基奠定”［３４］２５９。
任何人在研读各方电报之后都会发现，在传统

历史书写中暴虐无人性且大多近乎文盲的军阀，攻

击对方的电报居然都是义薄云天，充满正义感和人

文气质。没有哪个军阀在攻击对手时会为军人干政

辩护，而拥护民主共和、要求实施宪政、主张文官政

治、反对黩武主义、要求废督裁军、呼吁国家统一等

主张，毫无例外地成为军阀“电报战”的主题。
美国学者白 鲁 徇（Ｌｕｃｉａｎ　Ｗ．Ｐｙｅ）曾 对 当 时 督

军之间相互攻击的３００份（或次，下同）通电、公共演

说、公告以及谈话的内容作统计分析，发现没有一份

为军人干政辩护，而呼吁道德规范的有３０份、拥护

民主共和的有３７份、要求实施宪政的有１９份、反对

专制独裁的有２６份、主张联省自治的有１１份、呼吁

文官政治的有１０份、反对“黩武主义”的有３２份、要
求废督裁军的有２７份、呼吁国家统一的有３８份、主
张建 立 法 律 秩 序 的 有３７份、主 张 实 践 民 权 的 有９
份，就类别而言，可以划归“文治”的主张交叉重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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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近３００次。也就是说，几乎每次“军阀”的通电、
布告或讲话，都在攻击对手的同时，提出了某些属于

“文治”的政治主张［２８］１１５－１１６。
显而易见，军阀之间电报战的内容存在高度同

质化的倾向。比如“统一”诉求，为直系和皖系军阀

共同拥有，且手段均是付诸武力；两者的区别，很可

能只在皖系“武力统一”寻求的是日本的支持，直系

“武力统一”寻求的是美、英支持。皖系以日本为靠

山固然可能助长日本对华侵略，有出卖国家民族利

益的嫌疑；但直系联络美、英，在不明欧战之后世界

局势变化，不 知 道 美、英 代 表 了 战 后 国 际 民 主 主 义

（或自由主义）阵营的一般国人心目中，又何尝没有

“勾 结 美、英 帝 国 主 义，出 卖 国 家 民 族 利 益 的 嫌

疑”瑏瑧［３５］５１３－５１４？就中 央 和 地 方 关 系 言，直、皖 军 阀 主

张“统一”，与 之 对 抗 的 地 方 实 力 派 则 标 榜“地 方 自

治”，双方政治主张也未尝不可兼容。直系控制中央

政权期间制定的宪法可以证明这一点。１９２３年，北

京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虽开宗明义地规定

中华民国“永为统一民主国”，但“地方制度”一章将

地方分为省、县两级，省得自主制订省宪，惟制宪机

关构成须遵照国 宪 之 规 定瑏瑨［３６］。省 作 为“地 方”，可

以自己制定省宪，所设计的“国体”明显属于联邦制

范畴，其设计者并未将“自治”与“统一”国家的建构

放在绝对对立的位置，已一目了然。
从思想主张或信仰（如果军阀也有信仰的话）上

看，军阀标榜的不同信仰也未必对立到需要动用武

力来消灭对方的程度。如冯玉祥信仰基督教，被称

为“基督将军”；张作霖号称信仰“四民主义”，在孙中

山的“三民主义”里加上“民德主义”；孙传芳主张“三
爱主义”，即“爱国、爱民、爱敌”；吴佩孚信奉“三不主

义”，即“不纳妾、不存钱、不入租界”，偏重个人道德

与民族主义气节；段祺瑞曾“三造共和”，其政治主张

大致可归纳为“共和主义”一路。凡此种种，如果都

可以叫做“主义”，彼此之间似乎也没有大动干戈、相
互杀伐的理由。尤其是孙传芳标榜的“三爱主义”，
连敌人也在爱的范围，若真笃信之，就更没有与其他

军阀征战的道理。
然而，或许越是因为难以找到发动战争的理由，

就越要寻找理由，于是出现军阀战争期间“文斗”甚

于“武斗”的局面。杨荫杭对军阀之间的电报战有独

到的观察和评价。他说：“五代时有武人，谓安邦定

国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而孰知今之武人，并不能

用长枪大剑，而喜用毛锥。……今人回忆直皖之战，
当时直将诸檄文，多可歌可泣也。”［３７］２９５又说：“中国

人更有一种天才，善拟电报。此种天才，盖自民国建

设后发挥而出。悲观者或叹今日道德扫地，拟之于

五季。然观诸部、诸人物所发电报，则皆足以见其道

德之高尚与爱国之苦心，国人读之，未有不感激涕零

者也。……后之良史，如以此类电报编入《民国史》，
则民国生色矣。”［３８］１２６

杨氏的评价略带挖苦意味，但指陈军阀尚文，则
是事实。从研究立场看，军阀尚文（至少是做出文的

姿态），也许正是战争有文的因素节制，因而战场伤

亡及战争损失缩小，战争场面以正常军事眼光观察

显得“另类”的一大原因所在。而杨论句末“民国生

色矣”，亦从一独特角度，反衬出国内学界对军阀之

间“电报战”的研究及与此相关的军阀思想及行为方

式认识的不足。
五　余论

北洋时期，权势重心失却，国家陷于分 裂，而 近

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威胁与日俱增。内忧外患背景

下，“统一”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就内涵而言，
“统一”是要建立国家权势重心，结束分裂割据状况。
胡政之说：“吾曹日日所希望者，国家有中心势力与

中心人物，足以戢野心家之封建思想，而导政治于宪

政轨道。今则举国迨成一盘散沙之势，中心人物既

渺不可得，中心势力亦破坏分裂不可收拾。……使

中心势力长此破坏，中心人物长此缺乏，则国家终于

无可救治，呶 呶 于 和 战 之 辩，又 何 益 哉！”［３９］５７７在 此

形势下，皖、直两派军阀旨在推进“统一”的战争，尽

管也带来负面的作用和影响，却不尽在人们抵制之

列。杨荫杭曾表示，如果段祺瑞“果有统一全国之武

力，段 家 将 亦 未 可 厚 非”［４０］１７。对 于 直 系 旨 在 推 进

“统一”的直奉战争，也有不少国人持支持态度。据

１９２２年５月９日胡适日记记载，丁文江甚至把这次

战争上升到“文野之争”高度，把吴佩孚获胜看做是

文明的胜利而由衷庆幸，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

矣”之叹［４１］６６３。对于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失

败，也有不少人深感惋惜。康有为在直系因冯玉祥

倒戈而败后，一病数月，他在给吴的信中说自己“生

平伤心过于戊戌，以公败为仆病”，对于具有亲日倾

向的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后的政治举措，康氏“徒呼

奈何”，而寄希望于吴能东山再起［４２］１１１６。
然而，直、皖两系军阀推进“统一”的战争，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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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遭遇失败。个中原因，通常认为与第一次世界大

战之后两 次 国 际 和 平 会 议 对“和 平 主 义”的 鼓 吹 有

关。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新 的 一 年 即 将 来 临，胡 适

在《新年 的 旧 话》中 表 示：“武 力 统 一 是 绝 对 不 可 能

的，做这种 迷 梦 的 是 中 国 的 公 贼。”［４３］１０６胡 适 所 言，
道明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新趋势。受此影响，曾

为国人崇尚的“武力”不再被认为是实现“统一”的唯

一选项，“和平统一”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政治目标，中
国国内“废督裁军”呼声由是高涨。在此形势下，“统
一”政治目标 的“正 义 性”被“武 力”手 段 的“不 合 理

性”所掩盖。皖、直 军 阀 所 进 行 的 标 榜“统 一”的 战

争，开始面临众多内外因素制约，致使双方在策划战

争时，属于军事的战略战术考量较少，属于非军事的

政治宣传偏多，在战争实际进行中亦顾虑重重，不为

已甚。这是皖、直两系军阀“武力统一”战争呈现出

十分“另类”的形态并最终招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稍 后 国 民 革 命 军 的 北 伐，走 的 仍 是“武 力 统

一”路线，却取得成功。似乎又反证了即便在当时的

语境下，皖、直军阀标榜“武力统一”，也并非绝对不

可能成功的路线选择。事实上，直系在直皖战争和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先后战胜皖系和奉系，已取得“武
力统一”的阶段性成功，说明直系最终失败的原因尚

不能单纯从“和平主义”对“武力统一”路线的制约上

去寻找。
直接原 因 仍 在 军 事 上。稍 作 深 入 研 究 就 会 发

现，导致直、皖 军 阀“武 力 统 一”失 败 的 军 事 原 因 在

于，标榜“武 力 统 一”的 军 阀，其“武 力”本 身 就 未 能

“统一”。以 直 系 为 例，其 力 量 看 似 强 大，内 部 却 有

津、保、洛之分，尤为严重的是冯玉祥与吴佩孚对立。

这与当时军人普遍谈政治的风气有关。军人本以服

从命令为天职，但北洋时期，军阀头脑中却少有这样

的观念。当是之时，思想政治多元，人人都谈政治，
军人也卷入政治之中。白坚武说：“乱世师长以下可

以不通政治”，“师长以上则应具政治之常识及其方

略，不然则（无）自立之道。有时以善因而得恶果，更
无从言报国之一途矣”［４４］４４３。军人懂政治当然无不

可，但公开谈政治则无异对政治实施干预，这与军人

不能干政的现代政治原则明显冲突。由于不同军人

所谈政治不尽相同，于是导致因政治主张多元，同系

军人内部出现“异类”的情况。就直系而言，最大的

“异类”莫过于冯玉祥。冯氏作为军人，不以服从命

令为天职，侈谈政治，居曹思汉，倾向苏俄，因与据称

受到美国支持的曹、吴发生矛盾，遂策划政变，致全

局瓦解。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历史表明，直系之败，很
大程度上乃是因为内部分裂即“武力”本身不能“统

一”所致瑏瑩［４５］３６７。
对于皖、直军阀的“武力统一”，杨荫杭曾写过一

篇题为《统一之奇谈》的文章，称：北洋时期，北方主

张武力统一，南方主张北伐，也要求统一；但“北方之

咎，不在亟求统一，而在北方不能自行统一，反欲统

一南北”，而“南方之咎，不在不苟求统一，而在南方

不 能 自 行 统 一，反 自 以 为 操 纵 南 北 统 一 之

权”［４６］［４７］１３７。杨氏说的 南 北 自 身 不 能 统 一，包 括 自

身武力 不 能 统 一，号 令 歧 出；“武 力”自 身 不 能“统

一”，则“武力统一”不啻梦呓。杨氏所言，提供了对

北洋历史独具慧眼的观察，从军事立场击中了皖、直
军阀“武力统一”的要害。

注释：
①杨氏认为，当时之时局，略似春秋战国时之分裂，而相对其学术盛而人才众，优劣立判；略似三国之分裂，而三国尚能各自统

一，亦远不及；略似南北朝之分裂，而西南同派更自相仇视，并非六朝之比，北方同派亦自相仇视，尚非元魏之比；略似五代之

分裂，而五代所失不过燕云十六州，今之所失，将子子孙孙为 奴 隶 牛 马，万 劫 不 复。杨 荫 杭《今 之 时 局》（１９２０年６月７日），

杨荫杭著《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２－１３页。

②周鲠生《时局之根本的解决》，《太平洋》，１９２３年第２期。《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认为，在旧有王朝制度被推翻的民初，军权

成为决定国家政治更重要的因素，但问题关键不在军权膨胀，而在“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对全国的控制”。参见：费正清等

编《剑桥中华民国史（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０－１１页。

③比如有关四川军阀混战的记载，较为常见的说法是大小不同的战争多达４７８次，破坏巨大。但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

事史》却基本没有提到四川的战争，可见其重要性及 影 响 均 在 可 以 被 文 氏 忽 略 的 地 步，也 说 明 有 关 四 川 军 阀 战 争 的 数 据 有

可能被夸大。

④据称：“直奉双方关于陆军之战斗，各以１０余万大军分成３路，互相对垒。同时因地势与战略之关系，两方又出动其海军，并

策划空中飞机战”，直军仅在秦皇岛就有舰艇６艘，运输舰２０艘，还有外国舰艇及驱逐舰２０艘，只是奉军飞机稍占优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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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弥补海军的不足。不仅如此，奉军更有蒙古骑兵支持。参见：《吴佩孚战败始末》，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１９１２－１９２８）》第

４卷，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９１６－９１９页。

⑤参见：白坚武《第二次直奉战争日记》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９日记载，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１９１２－１９２８）》第４卷，第９５２页。《甲

子直奉战史》说，其中交战激烈的九门口、山海关攻守之战，奉军二、六两旅共一万六千人，战后查点，每旅只有六七百人，死

伤可谓众矣。因未言逃亡数，无法采纳。参见：上海宏文图书馆编《甲子奉直战史》，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１９１２－１９２８）》第

４卷，第８９８页。

⑥由于资料有限，加之兵不厌诈，战事宣传大多夸大其词，本 文 基 于“历 史 记 录”（其 中 相 当 一 部 分 来 自 战 争 双 方 的 宣 传）所 作

统计很可能与实际伤亡数字有一定距离；另外，战争打响后，战场甚多，殊难全数统计，本文统计数反映的是主战场的伤亡，

特此说明。

⑦战争期间的虚假宣传比比皆是，以第一次直奉战争为例，战前直系被认为拥有３７万军队，实力雄厚，但是实际能够调动的军

队人数只有１３万，伤亡人数当然也会相应大打折扣。参见：Ｗｏｕ　Ｏｄｏｒｉｃ　Ｙ．Ｋ．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ｍ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ｆ
Ｗｕ　Ｐ’ｅｉ－ｆｕ，１９１６－１９３９．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７８．ｐ．８１．

⑧克劳塞维茨特别强调指出：“怎样才能增大获胜的可能性。首先，自然是使用打垮敌人时所使用的方法，即消灭敌人军队和

占领敌人地区。……当我们进攻敌人军队时，是想 在 第 一 次 打 击 之 后 继 续 进 行 一 系 列 打 击，直 到 把 敌 人 军 队 全 部 消 灭，还

是只想赢得一次胜利以威胁敌人，使他觉得我们已占优势而对前途感到不安，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在以打垮敌人为

目的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动。”参见：〔德〕克 劳 塞 维 茨《战 争 论》第１卷，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８２年 版，第５２
页。

⑨毛泽东指出：“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

歼灭其一个师。”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２３１页。

⑩杨氏举例说：“近者粤、桂之役，人皆曰陈炯明胜；湘、鄂之役，人皆曰吴佩孚胜。然此所谓胜，亦破城得地之谓也。就物质上

之势力而言，两方皆有敌人，势力固未稍灭。就德义上之势力而言，两方皆有制造敌人势力之机会，此实不得谓之胜。”参见：

杨荫杭《胜》（１９２１年９月２日），杨荫杭著《老圃遗文辑》，第４０３页。

瑏瑡皖军“重仁义”不仅表现在不愿轻易动用先进武器上，而且表现在处理与敌军将领的私交上。皖军作战计划，由吴光新一军

会同西北军夹攻郑州，以击直军之背，而绝其后路接济。但吴率部路经武汉，因与鄂督王占元有“八拜交”，遂应邀赴署相叙，

结果一去就被羁押，吴军缴械，直军遂无后顾之忧。可见，吴光新注重私交，是皖军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

瑏瑢冯玉祥说，吴佩孚要其在河南为拟议中的统一战争 筹 款，他 明 确 表 示 拒 绝，接 到 拒 绝 电 文，吴 佩 孚“更 把 我 恨 之 入 骨”，认 为

“在曹吴他们一般人，简直看我为活妖怪”。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前夕，冯玉祥曾明确对其身边人说：“吴佩孚为要打倒异

己，为所欲为。对奉战事目前已至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们誓死反对。吴若有命令给你们那边，你们万万不可接受。

第二，我们须利用形势，相机而动。将来我们若果成功，必须迎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反叛决心，已然下定。

瑏瑣白坚武评价此事时认为，当冯与吴势成水火之时，“吴意令冯援闽，而曹竟令入拱京师，检阅使令下，一师三混成旅之编制匆

卒即为之成立。初利用之以驱黎，继欲拥之以自卫，神志昏迷，是非颠倒，不待十三年之倒戈而已知其将败矣”。参见：杜春

和等编《白坚武日记》第１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９６－４９７页。

瑏瑤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１２６页中还有对军阀尽全力打电报战的讽刺文字。

瑏瑥曾经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军人”的吴佩孚，就一再宣称自己“只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主张将政治问题交由政治家解决；１９２４
年１０月，正当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在参议院的宴会 上 表 示，愿 国 会 为 之 记 名“入 武 庙”而 不 入“文 庙”，以 示 不 争 政 权 之

意，其军人的身份认同十分明确（参见：鲍威尔著《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８９页；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第１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４０４页）。另外，美国学者白鲁恂（Ｌｕｃｉａｎ　Ｗ．

Ｐｙｅ）就注意到，在对奉张作战过程中，“洛阳的军事领袖极力证明汰除军人政府，恢复在议会控制之下的文官政府的努力的

正当性”（参见：Ｌｕｃｉａｎ　Ｗ．Ｐｙｅ．Ｗａｒｌｏｒ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Ｃｈｉｎａ．Ｐｒａｅ－

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Ｉｎｃ．，１９７１．ｐ．１２４）。

瑏瑦张作霖第二次通电曰：“国家不幸，兵祸频仍，……曹吴迭次称兵，毒痛海内，视国家为私产，以民命为牺牲，玩视天灾，摧残自

治。义愤所激，万口同声。作霖同属国民，敢忘匹夫之责，出师声讨，不后仁人。”参见：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１９１２－１９２８）》

第４卷，第８８８页。

瑏瑧孙铎指出：“当吴佩孚的走狗杨森进攻四川时，对人民宣言他是为统一而战，是为实践华盛顿会议的列强的要求而战。华盛

顿会议以吴佩孚为能实行他们要求的人，所以杨森 就 这 样 宣 言 说 吴 佩 孚 是 代 表 华 盛 顿 会 议 列 强 的。这 个 宣 言 完 全 表 示 吴

佩孚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实现之人。……因为吴佩孚有这样大的武力和组织力，他更是中国人民最危险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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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见该宪法第１２４条至１３５条之规定。

瑏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政变的冯玉祥战前曾对人说：“中国直鲁豫就不能统一，何况全国呢？”所谓直鲁豫不能统一，是说

直系在自己的地盘内就不能统一，故缺乏统一全国的基础。

参考文献：
［１］蒋梦麟．西潮·新潮［Ｍ］．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０．
［２］汪德寿．直皖战争记［Ｇ］．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１９６２年第２期．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３］濑江浊物．直皖战争始末记［Ｇ］．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１９６２年第２期．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４］ＷＡＬＤＲＯＮ　Ａ．Ｆｒｏｍ　ｗａｒ　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ａ’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１９２４－１９２５［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５］张国淦．第二次直奉战争内幕［Ｇ］／／章伯锋．北洋军阀（１９１２－１９２８）：第４卷．武汉：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０．
［６］上海宏文图书馆．甲子奉直战史（节录）［Ｇ］／／章伯锋．北洋军阀（１９１２－１９２８）：第４卷．武汉：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０．
［７］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 史：第 三 编“战 史”［Ｇ］／／沈 云 龙．近 代 中 国 史 料 丛 刊：第６４辑．台 北：文 海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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