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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杨虎城将军在陕西靖国军时期的奋斗历程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写下了光

辉的篇章。杨虎城将军在靖国军中屡建战功 ,并在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支持文化教育事

业。当陕西靖国军面临生死存亡之时 ,他坚决支持孙中山先生和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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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千古功臣”的杨虎城将军在

陕西靖国军时期的奋斗历程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写

下了光辉的篇章 ,也是我们研究杨将军生平思想和

发扬将军爱国主义精神必需涉及的内容。陕西靖国

军举义不久 ,杨虎城即率部参加 ,屡建战功 ,并在经

济很困难的情况下支持文化教育事业。后来 ,在靖

国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他坚决支持总司令

于右任的主张 ,临危受命 ,成为于右任非常倚重的靖

国军重要将领 ,直至靖国军失败。本文拟就杨虎城

在靖国军斗争中的贡献进行一些探讨。

1917年 12月 ,原隶属于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部

下 、但对打击迫害进步人士 、横征暴敛的陈树藩深怀

不满的郭坚率部起义与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率领

的在西安反对军阀陈树藩起义失败的部队到户县

会合 ,接着赴周至县召开军事会议 ,组成陕西靖国军 ,

通电讨陈 ,吹响了靖国军反对陈树藩统治的号角。

1818年 1月 25 日夜 ,民党人士 、陈树藩部下胡

景翼团补备营营长张义安与董振五 、邓宝珊率部

400 余人在三原起义。同时 ,火速给驻军富平的胡

景翼团长和驻军耀县的骑兵营长曹世英(胡 、曹均为

民党人士)送信 ,请求派兵支援。起义军与陈军曾继

贤 、严锡龙部激战两昼夜 ,大获全胜。① 接着 ,曹世

英 、胡景翼亦先后率部赶到三原 ,与张义安等树起陕

西靖国军大旗。胡景翼任右翼军司令 ,张义安为第

二支队司令 ,邓宝珊为前敌总指挥 ,曹世英任左翼军

总司令。2 月 2 日 ,胡 、曹联名发布讨伐陈树藩檄

文 ,痛斥陈氏“乘时藉势 ,攫的督军。卑鄙百出 ,诡诈

万端 ,拜陆为师 ,认袁作祖。”“纵匪以便自私 ,不惜糜

烂地方;聚敛以饱私囊 ,何恤荼毒人民。对人民则蝥

心万变 ,对国家则鼠首两端。”明确宣布“志期上以靖

国 ,下以救民。凡义师所至 ,商贾士庶 ,一体保护;苟

无抵抗及危害事情 ,绝不丝毫扰累。师以义动 ,陈逆

得除。”②。紧接胡 、曹高擎陕西靖国军大旗之后 ,驻

防同州 、时任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营长的杨

虎城率部于 2 月 9 日在临潼县栎阳镇举义 ,随即开

赴高陵 ,受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第五游击支队司令。

靖国军经过半年努力作战 ,形成了与陈树藩政

权对峙的局面。但是 ,由于各将领间彼此不相下 ,缺

乏统一领导 ,军事上难有大进展 ,胡景翼等请于右任

回陕西主持。1918年 8月 ,于右任由上海回三原 ,就

任陕西靖军总司令 ,下属六路军及直属陕北游击支

队 ,杨虎城任第三路曹世英部第一支队司令 ,下属 3

个营 ,约 1000人。在陕西靖国军的艰苦斗争中 ,杨

虎城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战功卓著。

在陕西靖国军4年多的战斗历程中 ,与陈树藩部及

其他北洋军阀部队大小战斗百余次 ,杨虎城部大多参

加 ,且以英勇善战而享誉军中 ,其中激烈的战斗如下。

光台庙之战:1818年 2 月 12 日 ,杨虎成率部至

高陵 ,立即随靖国军左翼司令曹世英由东路进攻西

安。光台庙为省城西安东北屏障 ,是兵家必争之地。

2月 15 、16 日 ,杨虎城部在光台庙与陈树藩部下刘世

珑旅及张飞生 、陈建二营激战 ,直至交手相搏击。15

①

② 《胡景翼曹世英讨陈树藩檄文》(1918年 2月 2日),《陕西

靖国军》 ,第 169-170页。

邓宝珊:《三原起义和陕西靖国军右翼军左翼军的成立》 ,

《陕西靖国军》 ,陕西人民出版社 ,第 156-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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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战 , “夺回敌步枪五十六支 ,毙敌连排长各一名 ,

兵百余名 ,得战利品颇多。”16日 ,“杀伤敌官兵二百余

人 ,生擒敌营长一名 ,连排长四名 ,得枪六十余支。”①

界坊之战:1918年 4月 ,陈树藩部大军由渭南县

固市镇西进 ,企图冲破靖国军在临潼县关山 、相桥一

带防线 ,进攻靖国军活动中心三原 、高陵。4 月 16

日 ,陈军联合河南刘镇华部镇嵩军以万余人兵力 ,向

靖国军前沿阵地 、关山东北的界坊(一作介坊)村一

线发动猛烈进攻 ,杨虎城部以不足千人之众 ,与陈军

激战 1 昼夜 ,虽伤亡过半 ,但给敌军以重大杀伤 ,使

敌军始终未能突破靖国军防线 , “对靖国军的长期存

在起了奠基作用。”② 战后 ,杨虎城在驻军的栎阳镇

隆重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 ,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

亲送挽联 ,高度评价杨部的赫赫战功。

攻克武功 、扶风之战:1920年 2月 ,杨虎城率部

由栎阳镇西进到达武功县 ,全歼陈树藩部一个营兵

力 ,缴获了大量物资和武器 ,一举攻占武功县城 ,接

着又占据凤翔等县。他积极扩充部队 ,部属由原先

的 3个营扩编为 5个营 ,另有一个卫队连和骑兵连 ,

兵力总共 3000 余人③ 他加强训练军队 ,在不少靖

国军将领已经或即将接受奉 、直军阀改编的复杂形势

下 ,高举靖国军大旗 ,力图有更大的发展。他曾满怀豪

情地说:“我杨虎城今日得了武功 ,好比猛虎下山 ,英雄

也就有了用武之地了。”④ 雄心壮志溢于言表。

乾县铁佛寺之战:1922年 3月 ,甘肃督军陆洪涛

购买的一批枪弹 ,运往甘肃途中经过乾县。时任靖

国军第三路司令的杨虎城事先得到情报 ,遂在乾县

铁佛寺设下埋伏。3月 26日 ,杨部以 3 个营和 1 个

骑兵连兵力 ,与护运枪弹的陆洪涛部军队在铁佛寺

镇激战 ,夺得这批军火。“是役计缴获各种枪械一千

余支 ,子弹五、六十万发。这对当时枪弹两缺的靖国军

第三路杨虎城来说 ,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补充。”⑤

兴平马嵬 、史家圪塔(史村)之战:1922年 4月下

旬至 5月上旬 ,杨虎城部利用直奉战争爆发 ,直军冯

玉祥部离陕的机会 ,使靖国军势力由武功向兴平 、咸

阳一带扩展 ,和直军第二十师阎治堂部 、镇嵩军第五

路柴云升部等在兴平马嵬 、史家圪塔(史村)激战 ,此

为陕西靖国军末期的重要战斗。4月 22日 ,杨虎城

部在马嵬一举全歼阎治堂部两个整营;23 日 ,直军

猛烈反扑 ,杨部奋勇抵抗。终因事先决定的靖国军

第一路麻振五部延误战机 ,未及时赶来支援 ,杨部被

迫撤离马嵬 ,途中又遭敌军截击 ,士兵伤亡颇多 ,总

指挥孙蔚如负伤 ,四营副赛西林阵亡。

杨虎城部撤退时 ,以第二营周子健连防守史家

圪塔断后。周子健与增援的王镇华 、杨明斋 2 位连

长 ,以 3个连兵力 ,一举击破镇嵩军第五路柴云升部

5营之众 ,王 、杨负伤 ,奉命率部撤离。周子健连掩

护退却 ,战事甚为惨烈 ,直至全连被消灭。30年后 ,

时任总指挥的孙蔚如在回忆周子健连官兵战况时

深情地写道 ,“最后子弹打光了 ,就用刺刀拼 ,刺刀拼

坏了 ,甚至用镢头 、铁锨和敌人拼杀。就这样坚持了

三天三夜 ,掩护大军得以从容撤退。像这样坚强的

战士 ,实在值得人深深怀念的。”⑥

仅从本文中列举的战斗 ,已经清楚地看出杨虎

城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 ,为陕西靖国军的存在和

发展所立的赫赫战功。

二 、关心文化教育事业。

陕西靖国军反抗北洋军阀 4 年多的斗争中 ,由

于陕西连年灾荒 ,加上军阀压榨 ,使得百姓十分贫

穷。靖国军军械缺乏 ,经济困窘。军中不发饷金 ,只

发极少的生活费 ,总司令部经常连买菜的钱都没有。

尽管如此 ,总司令于右任和杨虎城等靖国军将领还

尽力关心靖国军占领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杨虎城驻

军临潼栎阳镇时 ,在戎马倥偬之时 ,还成立了“广义

社” ,“宣传新知识 ,推广新文化”⑦。1920年 ,又创办

栎阳小学⑧。杨虎城这些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举措 ,是

他后来主政陕西期间大力支持文化教育事业的先声。

三 、坚决支持孙中山和于右任的革命主张 ,直至

最后退守陕北。

从 1919 年 3 月起 ,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 ,处境

艰难的陕西靖国军内部也出现分化。先是第二路樊

钟秀部 、第一路郭坚部部分军队被奉军收编 ,以后第

六路卢占魁部随云南援军叶荃部离陕入川 ,使靖国

军力量大为削弱。1920年 7月 ,直皖战争爆发 ,皖系

失败 ,依附皖系的陈树藩失去靠山。1921年 7月 ,直

系军阎相文 、冯玉祥 、吴新田率部进入西安 ,陈树藩

政权垮台。此后 ,在直系军阀的压力下 ,为了保存实

力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兼第四路司令胡景翼于 9月

25日通电宣布取消陕西靖国军;11 月 ,第四路胡景

①

②

③

④

⑦

⑧ 《陕西靖国军创办学校一览表》 ,《陕西靖国军》 ,陕西人民

出版社 ,1987年 ,第 465页。

蒲城县政协 1963年 7月 13日《杨虎城将军初期革命活动座

谈纪要》 ,《回忆杨虎城将军》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第 5页。

薛澜生:《陕西靖国军杨虎城部在马嵬最后之战役》 ,《陕

西靖国军》 ,第 532页。

⑤⑥孙蔚如:《杨虎城在武功继续坚持陕西靖国军旗帜》 ,

《陕西靖国军》 ,第 525 、528 、529页。

米暂沉著、米鹤都整理《杨虎城将军传》 , 中国文史出版

社 , 1986年 ,第 7页。

蒙浚僧:《陕西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战纪》 ,《陕西靖国

军》 ,第 263-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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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部 、第三路曹世英部部分军队 、第七路王珏部接受

直军改编。稍后 ,第五路高峻部亦接受刘镇华部改编。

孙中山对胡景翼等人接受改编坚决反对 ,曾尖

锐批评胡景翼“以堂堂护法之师 ,受伪廷督军之改

编 ,不特败坏纲纪 ,为西南各省所不容 ,即于个人节

操 ,亦有大亏。如执迷不悟 ,恐此后身家之安全亦不

能保。郭司令坚附伪督被害 ,即其前车之鉴。闻于

总司令及靖国军各统兵长官 ,咸明大义 ,誓不符合 ,

为之欣慰。”①

于右任对与胡景翼等人宣布取消陕西靖国军

及接受北洋军阀改编亦坚决反对 ,他在致胡景翼的

信中写道 , “聪明无比之立生(胡景翼字立生),何以

至今不曾觉悟 ! 我如不爱弟重弟 ,则天厌之 ! ……

大彻大悟 ,方为英雄 ,立生其再思之。”② 遗憾的是 ,

于右任未能阻止事态的发展。他在离开靖国军总司

令部退居三原民治小学后的一首诗中写道:“慷慨当

年此誓师 ,回头剩有断肠词。三秦子弟多冤鬼 ,百战

河山倒义旗。动地弦歌真画荻 ,烧天兵火亦燃萁。

难忘民治园中路 ,卷土重来未可知。”③ 诗中慨叹陕

西靖国军斗争的惨烈艰难 ,以“画荻” 、“燃萁”的历史

典故 ,表明自己反对改编却无法制止的痛苦心情 ,同

时期望谋求东山再起。1922年 1月 17日 ,胡景翼部

下查封了靖国军总司令部 ,于右任闻讯 ,率少数参佐

人员避居淳化县方里镇曹世英部下于鸣岗营。

杨虎城坚决支持孙中山和于右任的革命主张 ,

是反对陕西靖国军接受北洋军阀改编最得力的将

领之一。他在多次规劝曹世英不要接受改编无效

后 ,率部由栎阳镇西进 ,攻占武功县城 ,接着又占据

凤翔等县。胡景翼 、曹世英均派人劝杨虎城接受改

编 ,被杨严辞拒绝。曹锟 、吴佩孚特派参议武叔斌到

武功见杨 ,除表示器重之外 ,允扩编杨部为独立旅 ,

枪支军费均可从优。杨明确答复说:“我所争的只是

靖国军这一面旗帜 ,并不是师长旅长一类的官职;如

果`吴大帅'同意我继续树立这面旗帜 ,那末 ,任何官

职我都不计较。”④ 1922年 3月 ,杨虎城亲自率队迎

接于右任等人到达武功 ,组成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

行营 ,并就任靖国军第三路司令。他与于右任患难

与共 ,苦力支撑危局 ,以其高尚的政治操守和人格彪

炳靖国军史册。

1922年 4月 ,孙中山派大本营参议马伯援到陕

西了解情况 ,胡明确表示与孙中山“人远心近 ,始终

一致。”嗣后 ,马伯援到上海向孙中山汇报与胡景翼

面谈经过及在陕所见 ,孙中山对马伯援说:“景翼既

是浩然庐的同志 ,请你报告他 ,我们彼此心印。”⑤

对胡景翼接受直军改编的思路和做法表示理解。

1924年 10月 ,胡景翼在“首都革命”中的推翻直系军

阀政权和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是的实际行动 ,也

证实了他对孙中山许下的诺言。

兴平马嵬 、史家圪塔(史村)之战后 ,随着国内政

局的变化 ,鉴于靖国军和敌军力量相差过于悬殊的

实际状况 , 1922 年夏 ,于右任与杨虎城商定 ,于离陕

西赴东南找孙中山请示革命方略 ,杨率部去陕北暂

依时任陕北镇守使的同乡井岳秀 ,保存实力 ,以待后

命。5月下旬 ,杨虎城率靖国军余部 1000余人 ,转战

2000 余里 ,到达陕北 ,进入井岳秀防区休整。

杨虎城与井岳秀在靖国军起义前即多有接触

且友谊深厚。1918年 11 月 ,井的胞弟 、时任陕西靖

国军总指挥的井勿幕 ,在赴兴平县南仁村靖国军郭

坚部下李栋材(亦作东才)营出席军事会议时被杀

害。李还割下井的头颅 ,到陈树藩处邀功。井勿幕

对辛亥革命卓有贡献 ,是孙中山 、黄兴非常器重的青

年革命家 ,他的遇害使国内震惊 ,对靖国军的发展造

成很大危害。杨虎城出于对靖国军大业的忠诚和对

井勿幕革命精神的崇敬 ,多次派军队狙击李栋材。⑥

井岳秀因与杨虎城既是同乡 ,以往又友谊深厚 ,加之

钦佩杨对靖国军的卓越贡献等诸多原因 ,对杨虎城

率部到来予以热情接待并作了周密安排:为避免北

洋政府通缉 ,让杨虎城暂时离开军队住榆林 ,编杨部

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第二团 ,李子高任团长 ,孙蔚如

任团副 ,下属三营 ,分驻定边 、靖边 、延川等地。他

“竭力维护杨的安全 ,坚决拒绝北洋政府的通缉令。”

“上报省方 ,以杨脱离军队在榆林住闲 ,从此朝夕相

处 ,亲如兄弟。”⑦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杨虎城在榆林期间 ,结识了

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 、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并多有

交往 ,杜 、魏二人对杨虎城后来革命思想的发展 ,起

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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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井岳秀与杨虎城的关系》 ,《井岳秀驻防陕北史实》(榆林

县政协 1984年油印稿),第 18页。

井岳秀致师子敬信(手稿)。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 ,见李凤权

著:《胡景翼传》 ,第 115页。

孙蔚如:《杨虎城在武功继续坚持陕西靖国军旗帜》 ,《陕

西靖国军》 ,第 526页。

《于右任先生诗集》上册(全二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

委员会(台北),1978年 ,第 56页。

叶雨田:《陕西靖国军末期高陵事变见闻》 , 《陕西靖国

军》 ,第 508页。

孙中山:《致邓宝珊函》 ,《孙中山全集》第 5卷 ,第 620页。

　 人文杂志 　2005 年第 4 期

　 142　　


